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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生物农药防治以山茱萸为寄主的芳香木蠹蛾。以苏云金杆菌、25 % 溴氰菊酯乳油、50 % 的杀螟松乳油、1 .8 % 阿维菌素乳油和
5 % 抑太保为试验药剂, 于2005～2006 年采用5 点取样法对芳香木蠹蛾进行药效试验。这5 种杀虫剂对芳香木蠹蛾的防治效果都很好 ,
药后7 d 防治效果显著 , 均达90 % 以上 ,但所有药剂的速效性均不太理想 ,其中苏云金杆菌效果相对较好。生物农药不伤害天敌 ,更不会
影响寄主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在生产实践中均可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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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Experi ment inthe Control of Cossus orient alis Gaede with Biological Pesticides
FENG Wu-jian et al  ( Xuzhou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logical Engineer ,Xuzhou,Jiangsu 221151)
Abstract  The study ai med to control Cossus orientalis gaede with cornus offici nalis as host by biological pesticides . With Bacillus thuringiensis ,25 %
deltamethrin ,50 % fenitrothion,1 .8 % abamectin EC and 5 % Yitaibao as test pesticides ,the efficacy experi ment was conducted on C . orientalis by five
sites sampli ng method in 2005 ～2006 .The control effects of 5 pesticides on C. orientalis all was good and significant after pesticides applicationfor 7 d ,
being over 90 % .But their availabilities were not quite deal ,in which the effect of Bacillus thuringiensis was some better relatively .Biological pestici des
would neither harmnatural enemies nor i nfluence the ornamental and medici nal values of host ,which all could be used in production .
Key words  Biological pesticides ; Cossu orient alis Gaede ;Efficacy experi ment

  芳香木蠹蛾( Cossus orient alis Gaede) , 有分布广、扩散能力

较强、天敌种群数量相对较少、自然死亡率较低、隐蔽性危害

等特点。调查发现:2 ～3 年生山茱萸虫株率一般在40 % , 高

的达65 % 以上, 给药用植物的生长和发展造成了很大威胁。

2005～2006 年, 笔者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对芳香木蠹蛾进行

了生物农药防治试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江苏省沭阳东湖景观花卉园艺公司苗木生产基

地进行。寄主为山茱萸。在山茱萸苗木生产基地中选择2

年生实生苗为试验材料。依据高效、广谱、低毒、低残留的目

的, 选择5 种生物药剂: ①苏云金杆菌( 16 000 IU/ mg) ( 扬州绿

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15 kg/ hm2 ; ②25 % 溴氰菊酯乳油( 大连

瑞泽农药股份有限公司) 225 ml/ hm2 ; ③50 % 的杀螟松乳油

( 江苏南通农药厂) 450 ml/ hm2 ; ④1 .8 % 阿维菌素乳油( 浙江

锐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450 ml/ hm2 ; ⑤5 % 抑太保( 日本石原

产业株式会社) 300 ml/ hm2 进行防治试验。以清水为对照

( CK) 。随机区组排列 ,3 次重复 , 小区面积667 m2 , 共计18 个

小区。采用背负式喷雾器( 苏州市路桥福达喷雾器厂生产的

FD- 1 系列3WBS-16L 型) 施药, 喷洒均匀, 对水360 kg/ hm2 , 施

药时间选择在6 月10 日上午, 第2 次选择在6 月20 日上午

( 江苏沭阳地区6 月上旬为芳香木蠹蛾幼虫孵化高峰期) 。

采用5 点取样法 , 小区定点调查40 株, 记载药前虫口基

数, 药后1、3、7 、12 d 的活虫数。计算各虫口减退率与校正防

效, 并用新复极差测验法比较各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药后1 d , 各小区处理都有防效, 其中处理③防效高 , 处

理④防效较低 , 各处理的防效均较对照差异显著 ; 药后3 d ,

各处理对芳香木蠹蛾的防效较对照仍差异显著, 各处理的防

效均接近或超过90 % ; 药后7 d , 各处理对芳香木蠹蛾的防效

较对照仍差异显著, 而且处理③、④防效显著提高, 达100 % ;

药后12 d , 各处理对芳香木蠹蛾的防效较对照仍差异显著, 试

验初考虑在药后10 d 进行第2 次喷药, 但在第10 天调查时发

现, 芳香木蠹蛾已经完全得到防治, 防效达到100 % 。生产中可

适当考虑缩短施药周期( 7～8 d) 。

  表1 5 种杀虫剂对芳香木蠹蛾防治效果 %

处理
药后1 d

减退率 校正防效

药后3 d

减退率 校正防效

药后7 d

减退率 校正防效

药后12 d

减退率 校正防效

①   50 .0 66 .6   83 .3 94 .4   100 .0   100   100 .0      100
② 42 .8 61 .8 71 .4 90 .4 85 .7 95 .2 100 .0 100
③ 60 .0 73 .3 80 .0 93 .3 100 .0 100 100 .0 100
④ 37 .5 58 .3 75 .0 91 .7 100 .0 100 100 .0 100
⑤ 50 .0 66 .6 66 .6 88 .9 83 .3 94 .4 100 .0 100
CK - 50 .0 0 - 200 .0 0 - 200 .0 0 - 275 .0 0

3  小结与讨论

  ( 1) 5 种杀虫剂对芳香木蠹蛾的防效都很好, 药后7 d 防

效显著, 均达到90 % 以上, 但所有处理药剂的速效性均不太

理想, 其中处理①效果相对较好。

  ( 2) 试验选用的5 种生物农药, 不伤害天敌 , 不影响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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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 在生产实践中均可选择使用。用药

周期以7 ～8 d 喷药1 次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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