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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3～1995年 系统控制为基奉技术 原理，研究了豆田11种可控因素对大豆银纹夜 蛾、天敌和产量的 

综合教应 。结果表明，对银纹夜蛾影响大的因素是种植方式、微肥、播期和钾素；对 天敌影响最大 的是种植方 

式；对大豆产量影响大的是种植方式 、播期、品种和徽肥。根据既控虫增产叉保护生志的康孵，综 旨评价了可 

控 因素，提 出豆 田银纹瘦蛾 系境最优控制策略；同穴 (4：1式 )或间作(9：2式 )、鲁豆4、6月10日前后播 种、 

1800g／hm 微肥拌种、N45kg／hm。、P~Osf0kg／hm 、K2o150 ／hm 、有机日巴22500kg／hm 和 Bt乳 剂3000g／ 

hm 喷葬 防治银纹夜蛾 组配 了大豆玉米同亢 间作和纯作3种种植方式的银纹夜蛾系统控制技术 示范证 

明t系统控制技术具有控制银纹夜蛾效果好，增产显著，天敌显著增加 充分保护生志控害作用的特点 

关麓调 银纹夜蛾，可控因素 ．综合效应．系统控制。 ’ 
～ — — — ～  — — 、 一  ‘  

STUDY 0N SYSTEM  C0NTR0L 0F THREESP0TTED 

PLUSIA IN SUM M ER FIELD 

W ANG Yu—Zheng 

(Genera／Station ofPlant P f删 of Shandong一 。删 ，2501O0，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control，the integrative effect of 11 controllable 

factors of soybean yield on threespotted plusia (Argyrogram*na agnata Staudinger)，natu— 

ral enemies and summer soybean yield was studied from 1993 to 1996，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reespotted plusia were planting mode，trace fertilizer， 

sowing time and potassium fertilizer application．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natural enemies was the planting mode，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oybean yield were 

planting mode，sowing time，cultivar and trace fertilizer application，The 11 controllable 

factors were evaluated synthetically and the optimum system control of threespotted plusia 

was suggested as follows：1)soybean interplanted in maize field，in the same seed holes or 

in different rows，2)euhivar Ludou 4 a resistant soybean variety，3)sowing time on about 

10 June，4)dressing seeds with trace element fertilizer at 1800g／hm ，5)application of fer— 

tilizer with dosage of N，P2Os and K2O at 45kg／hm ，60kg／hm。and 150kg／hm ，and 

dosage of solid manure at 22500kg／hm ，6)control of threespotted plusia with Bt at 

3000g／hm ．The technologies of optimum system control tO threespotted plusia were made 

up in the three different modes including soybean sown in the same maize hole，soybean 

interplanted in maize field and monoculture soybean．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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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worked significantly by good control of threespotted plusia，increase of yield 

and natural enemies． 。 

Key words threespotted plusia，controllable factor，integrative effect，system control 

银纹夜 蛾(Argyrogramma agnata Staudinger)是大豆的重要害虫之一 从 系统观点看 ，影响银纹夜蛾 

发生的因素可归为两类 一类为不可控因素，包括气象因素 ，如温湿度、降雨等 I另一类为可控因素 ，主要包 

括种植方式 、品种、播期 、旋肥旋药等 ，可称为人类控制因素 ．是进行 系统控制的因素。可控 因素对银纹夜蛾 

的综合效应及系统控制尚缺乏系统研究。作者于1993~1996年在山东嘉祥研究了豆田11种主要可控因素 

对银纹夜蛾 、天敌和产量的综合效应 ．探讨了银纹夜蛾的系统控制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与方 法 

试验共分3十阶段。第一阶段(1993~I994年)采用逐步逼近法，即先查阅出目前认为适合大豆高产的 

可控因素水平 ，组成基本值集 ，后上下变动各因素水平．组成试验方案进 行试验 }经过试验后根据产量再取 

最优值为基本值 集，再上下变动各因素水平进行试验 ，逐步逼近各因素的最优点。依次对比试验．研究可控 

因素对银纹夜蛾、天敌和产量的效应。第二阶段(1995年)，在前两年试验的基础上．采用 L (3)t3正交表设 

计方案 ，加大重 复进行田间试验．进一步明确各因素对银纹夜蛾 、天敌和产量的效应 ．试验小区面积 100m2。 

第三阶段 (1996年)，在前3a研究的基础上 ．综合评价 了可控因素 ．提出 了银纹夜蛾系统最优控制策略 ，组配 

了大豆玉米同穴、间作和纯作豆 田银纹夜蛾系统控制技术 ，进行 了示范试验 ，示范小区面积666．7m 。以上 

试验，氮、磷、钾为测土旋肥，散肥拌种施用。试验因素及水平见表i。 

表I 试验因素与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treatments of experiment 

@Inter?lamingI(~Same holeI@Monoculturet@LudouI@Ke~ng6；@Jufen81I⑦Ainong；@No coverd filmI@2．5 

Del tamethrin 375ml／hm2 I@90~Trichlorphon 750g／hm 

I．2 效果调查与统计分析 

大豆出苗至收获，每小区5点取样，每点20株．共i00株．每5d调查1次银纹夜蛾和天敌密度。收获期每小 

区5点取样 ．每点4株 ．测定大豆和玉米产量。为消除单次调查结 果的误差．提高 可比性．结果统 计根据银纹 

夜蛾幼虫发生危害和天敌捕食均有密度和时间的二维性 ，以密度和时间的积之和作为发生指标啪 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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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s一2J DT 其中，D为相邻2次调查的平均密度． ’为相邻2次调查的间隔时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可控因素对银纹夜蛾、天敌和产量 的综台效应 

2．1．1 银纹夜蛾 按正交表设计原理 。备因素水平间的扳差表现 了因素的主次性 ；不同因素对银纹夜蛾 

影 响的主次性排序如表2：种植方式(912)>微肥 (792)>播期(742)>K O(361)>品种(293)>P2Os(185) 

>N(176)，其中，前4项因素水平 间达极显著水平．表明种植方式、徽肥 、播期和钾素对银纹夜蛾影响大 

表2可控因素对银纹袭蛾的综合效应(∑DT) 
TaUe 2 Integrative eff~t of controllable factors on threespotted plusla 

①Extreme ifferency F②0rder F③Variance 

从作用性质看 (表2)：(1)种 植方式 ，纯作发生重 ．而闻作和同穴发生轻。(2)徽肥 ，增施徽肥发生轻。(3) 

播期，晚播发生重。(4)K O．钾索多发生轻 (5)品种。鲁豆4发生较轻。(6) O 。磷素多发生轻。(7)N。氨素 

多发生重 (8)有机肥和生长调节剂爱衣 。对其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9)盖膜 ，利于其发 生 此外，防治药剂敌 

杀死 、敌百虫和 Bt乳剂 ，对银纹夜蛾幼虫防技依次平均为53．1 、62．5 和53．0 ．以敌百虫为高。 

2．1．2 天敌 豆 田天敌种类较多，有瓢虫、草斡 、食蚜蝇、农田蜘蛛等。但以瓢虫发生最多。瓢虫以龟纹瓢 

虫(Propylea ponica(Thunberg))和异色瓢虫(Harmonia aa~rridis Pallas)为主 

从表3看出，可控因素对瓢虫影响的主次性是：种植方式(1 76)>N(142．5)>播期(129)>微肥 (89 5) 

>Kt0(86．5)>品种(81．5)> 0s(70．5)，以种植方式对瓢虫影响最大。 

从作用性质分析(表3)：(1)种植方式．间作和同穴种植田瓢虫发生显著多于纯作豆田。(2)N，氮素多而 

发生少 (3)播期。早播发生多。(4)微肥，增施徽肥发生步。(5) O 和 K：o。磷、钾素利于瓢虫发生 (6)品 

种，鲁豆4发生较多。(7)增施有机肥和爱农以及盖膜有减少瓢虫发生的趋势。(8)防治药荆．敌百虫对瓢虫 

有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而 Bt无杀伤作用。 

此外。其它天敌 ，均以闻作和同穴种植 田为多，而纯作豆田发生步(表4)。 

2．1．3 产量 可控 因素对大豆产量影响的主次性 (表5)是 ：种植方式(1960．5)>播期(537)>微肥 (162) 

>品种(159)~N(48)>P10 (37．5)>K (27)。其中。前4项 因素水平间差异显著。 

从 作用性质分析 (表5)：(1)种植方式 ，产量 以纯 作最高 ，其次是 间作 ，同穴最低。这与大 豆种植密度有 

关。但从经济效益分析，间作和同穴较纯作豆田提高33．3 和33．2 进一步试验，间作 9：2式(9行大豆2 

行 玉米)。同穴以4tl式 (4株大豆1株玉米)。经济效 益最高。(2)播 期，早播产量高 (3)教肥 肆 种增产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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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种+3年试验结果 以鲁豆4产量较 高且稳定。(5)N，增产不 明显 (6) O 和 K。O+分别以60kg／hm 和 

]50kg／hm 产量较高 (7)有机肥 +增 产明显 (8)爱农和盖膜 ，增 产不明显。(9)防治药剂 敌 杀死、敌百虫和 

B1平均增产依次为9．1 、21．1 和l ．7 。 

表3可控因素对瓢虫的综合效应(∑D'I·) 
Table 3 Integrative effect of controllable factors 011 ladybird 

①Extreme diflereacy 4~Order；⑨Variance 

表4 大豆不同种植方式天敌发生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natura l enemies in three different planting mode of soybean 

年份 种植方式 

Year planting mode 

草 蛉 

Aphid lion 

∑ 一 

食蚜蝇 

Eating—aphM fly 

∑ 。 

农田蜘蛛 

Farmland spider 

、 1 增捆 上
DT Ir*c㈣ e 

银纹夜蛾幼虫寄生章 

Parasitized lar f 

tlxreesp~tte~l ptusla 

( ) 

①Iaterplaming}@Same hole；@Motmcuhure； 

2．2 银纹夜蛾的系统控制 

根据既控虫增产又保护生态的原则 -从银纹夜蛾、天敌和产量等方 面综合评价可控因素+提 出银纹夜 

蛾 系统最优控制策略如下：同穴 (4：l式)或问作(9t2式 )、鲁Y_4 6月10日前后播 种、1800g／hm。傲肥拌种、 

N45kg／hm 、P,Os60kg／hm 、K20]50kg／hm 、有机肥2250~3kg／hm 、 乳剂3OOOg／h 喷雾防治银纹夜 蛾。 

组配 了大豆玉米同穴 、间作和纯作3种种植方式的银纹夜蛾系统控制摸式 (表1)。并进行 了示范。 

示范结果表明(表6)，系统控制技术对银纹夜蛾控制效果依次为89．2 、81．2 和59．6％{瓢虫分别增 

加256．7 、204．2 、一1 4．4 +草蛉依次增加492．1 、131．6 和 一34．2 +农 田蜘蛛依次增 加]33．3 、 

70．1 和一23．2 F增产依次为l8．1 、17．2 和l7．6 ，3种系统控制模式控虫增 产显著 ，其中，间作和同 

穴豆 田天敌显著增加。具有明显的生态控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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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l 921．0 1582．5 8464 5 1812．0 2032．5 2032 5 1897．5 2032．5 2032 5 14 7 

2 742 5 2031．0 2029．5 2032．5 1764 0 2559 0 2082．5 2590 5 2088 5 24 9 

3 2032．5 1587．5 2173 5 1747．5 2086 5 2055 0 13 8 

4 2409 0 —— 

3994 1 1237．5 2076．0 2206．5 2206 5 2437．5 2373 0 1807 5 2206·5 2206·5 3·4 

2 696 0 2208 5 1846．5 2242．5 2289 0 2206．5 8206 5 2584．5 2087 5 17 2 

3 2206 5 2445．0 1510 5 2262 0 2206 5 2484．0 l612 5 I7·6 

4 2557．5 —— 

l995 1 1087．5 1284．0 1645．5 l312．5 14l4．5 l407·0 1369-5 

2 558．5 1443 0 1407．0 3357．5 1381 5 l384．5 1395-5 

8 2517．0 1435．3 l108．5 1483．5 1366．5 1369．5 1398-5 

扳差0 1960．5 159．0 587．0 162-0 48 0 37．5 27 0 

位敬0 l 4 2 8 5 6 7 

方差@ 729．22。’5 75— 5l 36。’5．11‘。 0·42 0 26 0·18 

①Extreme differency}②Order,@Variance 

衰6 银纹夜蛾系统控制示范结果 

Tab]e 6 Demonstrative result of system contro]to threespotted pJasia 

①Same hole；@lnterplanting；③Monoc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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