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了接触药剂的机会和受药量,也利于药剂对害

螨的体壁穿透。另外, 叶片残毒法不影响桔全爪螨

的取食,增加了药剂的胃毒作用,尤其对部分具有胃

毒和内吸作用的药剂, 毒力相对于玻片浸渍法增加

更多。当然,不同类型的药剂以及测定所用的不同

植物叶片表面的物理性状等原因也会对测定结果产

生一定的影响。

3  讨论

虽然, 玻片浸渍法现仍被认为是测定害螨抗

药性的标准方法, 但是,近年来在国外很少将其应

用在叶螨的抗药性研究上, 而采用了与田间防治

情况相关的更快速、更有效的技术。凡要求标准

的毒力数据, 可采用FAO推荐的玻片浸渍法, 一般

常规测定或田间抗药性监测, 以叶片残毒法为好。

该方法简便, 结果可靠,与田间实际抗性情况相比

误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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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杀虫剂防治西番莲大斑芫菁
的药效试验

X

任新军,  付先惠,  文  斌,  张丽霞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勐腊  666300)

摘要:  通过室内药剂试验,发现敌百虫 1 000 倍液、辛硫磷 1 000 倍液、多虫清 2 000 倍液、功夫 4 000 倍液、巴丹

1 000倍液等 5种药剂都对大斑芫菁有较好的胃毒效果。其中敌百虫触杀效果较好, 见效快、持效长, 在施药 12 h

后 ,大斑芫菁平均死亡率达到 100%。通过对敌百虫浓度梯度试验表明, 在生产上使用 90%敌百虫原粉 3 000 倍液

防治西番莲大斑芫菁较理想,既可收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又能降低生产成本。

关键词:  杀虫剂;  西番莲;  大斑芫菁;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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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番莲( Passif lora edul is Sims)又名百香果、鸡

蛋果,是西番莲科,西番莲属, 草质藤本果树。西番

莲果汁饮料营养丰富, 风味好,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素有/饮料之王0的美誉。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

区推广种植, 西双版纳地区西番莲种植面积达

2 000 hm
2
,西番莲种植已成为西双版纳地区经济发

展的支柱产业。但病虫害危害已成为阻碍西双版纳

西番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子之一。

大斑芫菁( My labris phaler ata Pallas) , 俗称斑

螯, 啃食西番莲的花器和叶片, 尤其是雄蕊, 影响

受粉, 降低座果率, 严重影响产量。近年来大斑芫

菁在西双版纳西番莲种植区发生严重, 危害期集中

在每年 7~ 10月。据调查,危害严重时西番莲株被

害率达 100%, 平均虫口数 3~ 4头/株。此虫如果

传播蔓延开来,将对西番莲产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

威胁,因而对其发生危害规律及防治方法研究十分

必要。1999年 9月对几种杀虫剂进行了室内试验,

旨在通过试验筛选出比较有效的药剂及最佳的施药

浓度,为大田防治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虫

田间捕捉的大斑芫菁成虫, 以西番莲花饲喂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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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供试。

112  供试药剂

90%敌百虫原粉(湖北沙市隆莲股份有限公

司)、50%辛硫磷乳油(江苏宝灵化工厂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染化厂)、44%多虫清乳油(江苏省华农化学

有限公司)、98% 巴丹可溶性粉剂 (日本进口 )、

215%功夫乳油(英国进口)。

113  试验方法

11311  胃毒试验  将新鲜西番莲花 2朵在设定浓

度的药液中浸泡 1 s,晾干, 放入 400 ml烧杯中, 杯

底垫滤纸, 杯内随机放入已饥饿 24 h大斑芫菁成虫

5头,盖上纱网罩,防止逃逸。喂浸药花朵 2 h后, 更

换未经药液浸泡的鲜花和容器,以后间隔 24 h换鲜

花一次。每处理设 3次重复。分别于 16、24、48 h

时观测并统计死亡虫量[ 2]。

11312  触杀试验  将湿润滤纸放入 400 ml的烧杯

中,放入 5头成虫,用 500 ml手持喷雾器将供试药

液直接喷在虫体上,注意要尽量使药液均匀分布在

虫体上,盖上纱网罩, 防止外逃。4 h 后换容器, 加

未经药液浸泡的鲜花 1朵饲养, 8 h 后各加花 1朵,

以后每 24 h 换鲜花一次。每处理设 3 次重复。分

别为 12、24、48 h时观测并统计死亡虫量。

11313  浓度选择试验  选择触杀效果最好的药剂
敌百虫原药,设 250、500、1 000、2 000、3 000倍液

5个浓度梯度, 每浓度放试虫 10 头, 设 2次重复。

具体方法与触杀试验相同。

以上试验全部以清水作对照。

114  数据处理方法

计算各处理的校正死亡率, 并对各药剂校正死

亡率进行新复极差分析。

校正死亡率= (处理组死亡率- 对照组死亡

率) / ( 100- 对照组死亡率) @ 100% [ 3]。

2  结果与分析

211  胃毒试验结果
5种药剂在处理 12 h后大斑芫菁的平均死亡率

明显的高于对照(表 1) ,其中敌百虫 1 000倍液的平

均死亡率均达到 100%。其他依次为辛硫磷> 多虫

清> 巴丹> 功夫。统计结果表明用敌百虫 1 000倍

液处理害虫与用巴丹 1 000倍液处理平均死亡率有

显著差异。

表 1  5 种杀虫剂对西番莲大斑芫菁的胃毒效果

药剂名称 稀释倍数
校正死亡率( % )

12 h 24 h 48 h
显著性

90%敌百虫 T C 1 000 100100 100100 100100 aA

50%辛硫磷EC 1 000 66167 93133 100100 abcA

44%多虫清EC 2 000 73133 86167 93133 abcA

98%巴丹 SP 1 000 53133 73133 86167 bA

215%功夫EC 4 000 40100 53133 66167 bcA

212  触杀试验结果

通过表 2与表 1的比较可以看出, 5种药剂的

触杀效果比胃毒试验的效果差, 药剂开始发生作

用需要的时间长。5种药剂之间比较, 触杀药效最

好的是敌百虫 1 000倍液,其他依次为辛硫磷> 巴

丹, 多虫清触杀效果较差,功夫几乎对大斑芫菁不

起作用。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敌百虫 1 000 倍液与

巴丹 1 000 倍液的校正死亡率差异显著 ( A=

0105) , 与多虫清 1 000 倍液的校正死亡率差异极

显著(A= 0101)。
213  敌百虫浓度试验结果

敌百虫 5个稀释浓度药液在施药 24 h 后, 大斑

芫菁的死亡率都达到 100%。处理 12 h后,敌百虫

1 000 倍液的死亡率最高,达到 70%, 3 000 倍液死

表 2  5 种杀虫剂对西番莲大斑芫菁的触杀效果

药剂名称 稀释倍数
校正死亡率( % )

12 h 24 h 48 h
显著性

90%敌百虫 T C 1 000 66170 87149 87149 aA

50%辛硫磷EC 1 000 60100 87149 87149 acAB

98%巴丹 SP 1 000 0  50100 50100 bAB

44%多虫清EC 2 000 0  18175 31124 bB

215%功夫EC 4 000 0  0  0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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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为 60%。统计结果表明, 5个稀释浓度的处理

48 h 后,其校正死亡率没有显著差异。90%敌百虫

原粉 3 000倍液对大斑芫菁的死亡率为 100% ,与其

他几个使用浓度效果一致。

3  讨论

大斑芫菁属鞘翅目害虫, 活动性较强, 喷洒药

剂防治比较困难。但它多在早晨太阳出来前和晚

上太阳落山前进行危害, 具有假死性, 利用这些特

征, 将化学防治与人工诱集结合起来, 可收到较好

的防治效果。试验结果表明, 5 种药剂都有较好的

杀虫效果,其中敌百虫效果最好, 辛硫磷、多虫清、

巴丹次之。目前本地区在西番莲上较少用药, 大

斑芫菁对农药敏感性较强。本着减轻对环境的污

染,以敌百虫防治最为理想, 触杀和胃毒效果都较

好,建议在田间防治时敌百虫使用浓度不应低于

3 000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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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水稻螟虫发生危害新特点

及防治对策

杨秋萍,  李  瑛,  何永垠,  王泉章,  梅爱中

(江苏省东台市植保植检站, 东台  224200)

 中图分类号:  S 4351 1121 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529- 1542( 2002) 03- 0053- 02

  水稻螟虫历来是东台市水稻生产上的重要害

虫。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由于水稻品种更新、作物

布局及栽培方法的改变、气候影响以及害虫抗药性

的增强,螟虫的发生危害越趋严重,已成为水稻生产

的一大障碍。

1  水稻螟虫发生危害新特点

111  3种螟虫齐发,各种群年度间差异大

20世纪 80 年代, 东台市水稻上螟虫主要种群

是二化螟, 大螟发生轻, 三化螟自 1977 年全面种植

杂交稻后基本绝迹。进入 90年代,二化螟、三化螟、

大螟 3种虫齐发。二化螟 1996年前发生量大,占螟

虫总量 90%以上,为绝对优势种群; 1997~ 1999 年

为中等偏轻至轻发生, 占螟虫总量 40% ~ 50% ;

2000~ 2001年大发生,冬后残虫占螟虫总量的 75%

~ 90%。大螟始终占有一定比重, 当二化螟回落时,

其呈大发生水平, 发生量占螟虫种群的 50%左右,

近两年呈下降趋势。三化螟在 1994年前零星发现,

1995年后迅速回升, 2001年重发地区已成为螟虫优

势种群。

112  区域分布明显,地区间发生不平衡

近 12年调查监测结果表明,稻桑混栽区大螟发

生重于纯稻区, 一般相差 2~ 3个级别。二化螟在稻

桑混栽区 1995年前一直重发,之后发生基数逐年下

降,目前处于轻发生水平, 2001年冬后残虫仅有 50

头/ 667 m
2
;在纯稻区 1992~ 1993年大发生后, 虫口

基数下降, 1998~ 1999年为极轻发生, 然而近两年

又特大暴发, 冬后残虫高达 1 000 头/ 667 m
2
以上。

三化螟自从 1995年扩大粳稻以来,南部各镇每年都

有发生, 北部稻区很少查见。2001 年南部大发生, 3

代发生基数达1 000头/ 667 m2, 而北部各镇平均仅

有几十头。三化螟 3代发生量南部稻区是北部稻区

的 6~ 10倍。

113  抗药性增强

大面积调查和室内测定结果显示, 本地区二化

螟、三化螟对沙蚕毒素类农药已产生了明显抗性。

2000年室内测定, 1 代二化螟对杀虫单的抗性为

1013~ 24倍,达中抗水平;田间试验, 90%杀虫单防

治 1代二化螟始用时为 35 g / 667 m2, 防治效果为

46112% ~ 53154% , 而 2001 年同样药量防效仅为

35171%。用沙蚕毒素类农药已不能有效控制螟虫
危害。

114  危害期相对集中,损失严重

本市常年大螟发生 3代、二化螟 2 代、三化螟

3代。生产实际表明, 水稻受 3 种螟虫危害, 以苗

期至分蘖期和孕穗至抽穗期受害最重, 损失最大。

1代二化螟、三化螟卵孵盛期相对集中在 6月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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