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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田间药效试验是我国农药登记管理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是制定农药产品标签的重要技术依据，而标

签是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唯一指南。为了规范农药田间试验方法和内容，使试验更趋科学与统一，并

与国际准则接轨，使我国的药效试验报告具有国际认同性，特制定我国田间药效试验准则国家标准。该

系列标准参考了欧洲及地中海植物保护组织(EPPO)田间药效试验准则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亚太

地区类似的准则，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经过大量田间药效试验验证而制定的。

    甘蔗蔗龟是为害我国甘蔗田的害虫之一，生产上经常需要使用杀虫剂进行防治。为了确定防治甘

蔗蔗龟的最佳田间使用剂量，测试药剂对作物及非靶标有益生物的影响，为杀虫剂登记的药效评价和安

全、合理使用技术提供依据，特制定GB/T 1798。的本部分。

    本部分是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系列标准之一，但本身是独立的部分。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部分起草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陶岭梅、黄冬发、许加文、姜辉、江腾辉、王晓军、昊志凤。

    本部分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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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药

    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

第63部分:杀虫剂防治甘蔗蔗龟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杀虫剂防治甘蔗蔗龟田间药效小区试验的方法和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杀虫剂防治甘蔗陷纹黑金龟甲(Alissonotum impressiolle)、乏点黑金龟甲(Al i ssono-

turn pauper)的成虫和幼虫;齿缘鳃金龟(E.rolomtha serrulata )、两点褐鳃金龟(Lepidiota stigma )、红

脚丽金龟(Anomala cupripes)和戴云鳃金龟(Polyphylla daviol )的幼虫的登记用田间药效小区试验及

药效评价。

2 试验条件

2. 1 试验对象和作物、品种的选择

    试验对象为甘蔗陷纹黑金龟甲、乏点黑金龟甲的成虫和幼虫以及齿缘鳃金龟、两点褐鳃金龟、红脚

丽金龟和戴云鳃金龟的幼虫。

    试验作物可选用任何品种，记录品种名称。

2.2 环境条件

    田间试验应选择在甘蔗连作地，虫口密度较大的蔗地进行。所有试验小区的栽培条件(如土壤类

型、施肥、耕作)均需一致，且符合当地科学的农业实践(GAP),

3 试验设计和安排

3. 1 药剂

3.1.1 试验药剂

    注明药剂的商品名或代号、通用名、中文名、剂型含量和生产厂家。试验处理不少于三个剂量或依

据协议规定的用药剂量。

3. 1.2 对照药剂

    对照药剂应是已登记注册的并在实践中证明是有较好药效的产品。一般情况下，对照药剂的类型

和作用方式应与试验药剂相近，使用当地常用剂量，特殊情况可视试验目的而定。

3.2 小区安排

3.2. 1 小区排列

    试验药剂、对照药剂和空白对照的小区处理采用随机区组排列，特殊情况应加以说明。

3.2.2 小区面积和盆复

    小区面积:40 m' -60 MZ,

    重复次数:最少4次重复。

3.3 施药方法

3.3. 1 使用方法

    施药应与科学的农业实践相适应。施药方法通常在标签上已注明或按合同要求进行。使用药剂通

常为颗粒剂，也可为喷雾使用的药剂。若为颗粒剂，通常带手套把农药均匀的撒施在蔗苗基部泥面，覆

盖薄土;若为喷雾使用的药剂，将药液淋施在蔗苗基部附近，援盖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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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使用器械

    选用常用的器械施药，应保证药量准确、分布均匀。用药量如有10%以上的偏差应予记录。要准

确提供器械类型和使用时的操作条件(如操作压力、喷孔口径等)。

3. 3.3 施药时间和次数

    施药时间和次数应根据实际情况或按协议要求进行。颗粒剂通常在甘蔗下种时施药或在甘蔗苗期

蔗龟成虫羽化出土前施药。记录每次施药的日期和施药次数。

3.3.4 使用剂量和容量

    按协议要求及标签注明的剂量施用。通常药剂中有效成分含量表示为g/hm'(克/公顷)。用于喷

雾时，同时要记录用药倍数和每公顷的药液用量[L/hm""(升/公顷)〕。

3. 3.5 防治其他病虫害的农药资料要求

    如使用其他药剂，应选择对试验药剂和试验对象无影响的药剂，并对所有的小区进行均一处理，而

且与试验药剂和对照药剂分开使用，使这些药剂的千扰控制在最小程度。记录施用这类药剂的准确

数据。

4 调查、记录和测量方法

4. 1 气象及土壤资料

4.1.1 气象资料

    记录试验期间的降雨次数、降雨量(降雨类型和日降雨量，以mm表示)和温度，特别是施药当日的

温度(日平均温度、最高和最低温度，以℃表示)资料。数据应来自最近的气象站或最好在试验地记录。

    在整个试验期间，任何影响试验结果的恶劣气候条件，如严重或长期干早、暴雨、冰雹等均应予

记录。

4. 1.2 土坡资料

    记录土壤类型、肥力和排灌条件等资料。

4.2 调查的方法、时间和次数

4.2. 1 调查方法

    调查每小区内所有蔗苗数，统计枯死苗数。

4.2.2 调查时间和次数

    空白对照区症状明显时调查枯死苗率。

4.2.3 药效计算方法

    药效按式(1)、式((2)计算:

枯死苗率(写)=
调查枯死苗数
调查总株数

X 100 .......·....······⋯⋯(1)

防治效果(%)=空白对照区药后枯死苗率一处理区药后枯死苗率
空白对照区药后枯死苗率

沐100 ······⋯⋯(2)

4.3 对作物的直接影响

    观察药剂对作物有无药害，记录药害的类型和危害程度。此外，还要记录对作物有益的影响(如加

速成熟、增加活力等)。

    用下列方式记录药害:

    a) 如果药害能计数或测量，要用绝对数值表示，如株高。

    b) 在其他情况下，可按下列两种方法估计药害的程度和频率:

        1) 按照药害分级方法，记录每小区药害情况，以一、+、++、+++、+++十表示。

            药害分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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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药害;

              +:轻度药害，不影响作物正常生长;

            ++:明显药害，可复原，不会造成作物减产;

            ++十:高度药害，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对作物产量和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一般要

            求补偿部分经济损失;

            十++十:严重药害，作物生长受阻，作物产量和质量损失严重，应补偿经济损失。

        2) 将药剂处理区与空白对照区比较，评价其药害百分率。

    同时，要准确描述作物的药害症状(矮化、褪绿、畸形等)。

4.4 对其他生物的影响

4.4.1 对其他病虫害的影响

    对其他病虫害的任何一种影响均应记录，包括有益和无益的影响。

4.4.2 对其他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在试验区内对野生生物或有益节肢动物的影响也需观察、记录。

4.5 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一般不要求。

5 结果

用邓肯氏新复极差(DMRT)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特殊情况用相应的生物统计学方法。写出正

式试验报告，并对试验结果加以分析、评价。药效试验报告应列出原始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