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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晚稻主要病虫发生情况与防控意见 
 

根据我县水稻病虫历年发生规律和当前发生情况，结合气候

因素、品种布局等综合分析，预计晚稻中后期病虫总体中偏重发

生，各地要根据水稻生育期和病虫发生实际，因地制宜、适期对

症用药。 

一、发生情况 

1.稻飞虱。8 月 30 日定点调查，单季稻田稻飞虱平均百丛

虫量 98 头（幅度 45～135 头），高于去年同期的 37 头/百丛、低

于常年的 409 头/百丛；其中褐飞虱 92 头/百丛（长翅型成虫 43

头，短翅型成虫 6头，高龄若虫 29 头/百丛，低龄若虫 14 头），

高于去年的 20 头/百丛、低于常年的 307 头/百丛。双季晚稻田

稻飞虱平均百丛虫量 52 头（幅度 30～60 头），高于去年同期的

29 头/百丛、低于常年的 256 头/百丛；其中褐飞虱 33 头/百丛

（长翅型成虫 21 头，短翅型成虫 1 头，高龄若虫 5 头，低龄若

虫 6头），高于去年的 16 头/百丛、低于常年的 154 头/百丛。 

9 月 2 日调查 6 个乡镇（街道）13 个村 39 块田，其中单季

稻田 28 块，双季晚稻田 11 块。单季稻田褐飞虱平均百丛虫量

1802 头（幅度 50～18650 头/百丛），平均虫量在 1000 头/百丛

以上的 9块田，占 32.1%；平均虫量在 3000 头/百丛以上的 6块

田，占 21.4%。双季晚稻田褐飞虱平均 163 头/百丛（幅度 60～

400 头/百丛），虫量相对较低。经前期防控，大部分区域田间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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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在防治指标以下，但是一些防治不到位的单季稻田块褐飞

虱虫量较高，个别田块已出现“冒穿”现象，若不及时用药，极

有可能造成后期毁秆倒伏。当前田间虫量较高，加上 9月份多强

对流天气，有利于褐飞虱暴发为害，预计晚稻稻飞虱将中偏重至

大发生。 

2.二化螟。预计中偏轻发生。8 月 24 日调查，田间平均残

留虫量为 120 头/亩（幅度 76～170 头），低于去年的 145 头、常

年的 465 头。发育进度调查，三代卵孵化高峰期为 9月 7日，迟

于上年 1天、常年 2天。 

3.稻纵卷叶螟。近期田间无蛾峰，虫量较低，预计中偏轻发

生。 

4.纹枯病。预计中偏轻发生。单季稻田病丛率 2.5%（幅度 0～

10%），接近去年同期，低于常年的 22.7%；病株率 0.5%（幅度 0～

2.1%），接近去年，低于常年的 8.3%。双季晚稻田病丛率 0.3%

（幅度 0～2%），低于去年的 3.2%、常年的 16.3%；病株率 0.1%

（幅度 0～0.4%），低于去年的 1.1%、常年的 5.2%。 

5.白叶枯病等病害。水稻白叶枯病在 9个乡镇（街道）发生，

发病区域“点增面扩”态势明显。单季稻发生面积 895 亩，发病

品种主要为甬优 1540、甬优 4901、甬优 7753 等；发病田平均病

丛率 35%，严重田块病丛率达 100%。双季晚稻零星发生白叶枯病，

面积 20 余亩。双季晚稻零星发生稻瘟病，面积 10 余亩；老病区、

感病品种田块存在流行风险。我县甬优系列等籼粳杂交品种种植

面积大，破口前遇多阴雨天气，有利于稻曲病发生流行。 

二、防控意见 

1.单季稻。每丛稻平均褐飞虱虫量在 10 头以上的田块，立

即用药防控。半个月以内收割的田块，除非虫量特大将造成毁秆

倒伏，尽量不用药防治。 

2.双季晚稻。根据田间病虫发生实际和水稻生育期，于 9月

8日前后做好科学混合用药、多病虫综合治理，防治褐飞虱、二

化螟、纹枯病等；务必保证施药时田中保持浅水层，并保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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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 

3.防治药剂 

（1）稻飞虱。亩用 10%三氟苯嘧啶悬浮剂 10～16 毫升、20%

烯啶虫胺水剂 20～30 毫升或 50%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12～20 克。

褐飞虱虫量达 3000 头以上、田间无水的田块，亩用 50%敌敌畏

300 毫升，拌细砂土 10 公斤撒施。 

（2）二化螟与稻纵卷叶螟。亩用 40%氯虫•噻虫嗪水分散粒

剂 8～10 克、200 克/升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10 毫升或 34%乙多•

甲氧虫悬浮剂 20～24 毫升。 

（3）纹枯病。亩用 325 克/升苯甲•嘧菌酯悬浮剂 20～30 毫

升、75%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10～15 克或 240 克/升噻呋酰胺

悬浮剂 18～23 毫升。 

（4）老病区、感病品种田块注意预防稻瘟病，亩用 75%三

环唑水分散粒剂 20～30 克；已发病田块，亩用 40%稻瘟灵乳油

70～100 毫升或 2%春雷霉素水剂 80～100 毫升。防治白叶枯病等

细菌性病害，亩用 20%噻唑锌悬浮剂 100～125 毫升或 20%噻菌铜

悬浮剂 100～130 克，可视发生情况及防效每隔 7～10 天防治一

次。 

三、注意事项 

1.遵守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科学使用农药。合理混用农药，

减少防治次数、节约防治成本。交替轮换使用农药，减缓抗药性。 

2.施药时做好安全防护，防暑、防中毒。 

3.水稻生长后期注意农药安全间隔期，确保稻米质量安全。 

4.农药废弃包装物勿随意丢弃，要集中存放、妥善处理，以

免污染环境。 

5.防治褐飞虱要用足药液量，确保药液喷淋到稻丛基部；虫

量高的田块，不建议无人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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