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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有效防治桃小食心虫 ,降低种植成本。[ 方法] 以20 % 甲氰菊酯乳油、35 % 食心卷蛾净、5 % 氯氰菊酯、2 .5 %功夫乳油为供
试药剂, 于2005 年对桃小食心虫进行了药剂筛选试验。[ 结果] 供试的4 种药剂 , 对桃小食心虫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35 % 食心卷蛾净
2 000倍液的防效明显高于其他药剂 , 药后1、3、7 d 35 % 食心卷蛾净2 000 倍液的防效分别为71 .92 % 、94 .12 % 和91 .89 % , 与其他药剂在
0 .05水平上存在差异 , 其次是5 % 氯氰菊酯1 500 倍液和2 .5 %功夫乳油4 000 倍液 , 防效均在71 .10 % 以上。[ 结论] 35 % 食心卷蛾净2 000
倍液是防治桃小食心虫的理想药剂 ,10～15 d 喷1 次 , 连续喷2～3 次 , 防治效果更好。
关键词 桃小食心虫 ; 药剂筛选试验 ; 效果
中图分类号  S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7)33 - 10766 - 01

Experi ment inthe Screening of Insecticides for the Control of Carposina sasakii matsu mura
YANG Liu-cheng et al  ( Huanghuai College ,Zhumadian, Henan 463000)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 was to control Carposina sasakii matsu mura effectively ,and reduce the planting cost .[ Method] With 20 % fbnpropathri n
EC,35 % shixi njuanejing ,5 % cypermethrin and 2 .5 % lambda-cyhalothri n EC as tested insectici des , C . sasakii was conducted for the screeni ng test of
insecticides in 2005 . [ Result] All of the 4 tested insecticides had good control effect on C . sasakii .The control effect of 35 % shixinjuanejing diluted
2 000 ti mes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that of the other insecticides ,being 71 .92 % ,94 .12 % and 91 .89 % resp .inthe 1st ,3rd and 7th day after applying ,
which had difference fromthe other insecticides at 0 .05 level .The next were 5 % cypermethri n diluted 1 500 ti mes and 2 .5 % lambda-cyhalothrin EC di-
luted 4 000 ti mes and boththeir control effects were more than 71 .10 % .[ Conclusion] 35 % shixi njuanejing diluted 2 000 ti mes is perfect insecticide for
controlli ng C .sasakii ,which get better control effect when being sprayed once every 10 ～15 days and continued for 2～3 ti 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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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小食心虫在我国桃树栽培区均有发生。该虫除危害

桃树外, 还危害苹果、梨、海棠、山楂、枣、杏、李、油桃等果树

的果肉及种子, 降低果品经济价值, 影响果农的经济收益。

驻马店是我国北方优质小杂果生产基地, 近年来, 桃小食心

虫发生严重, 为了有效防治此虫害, 降低种植成本, 笔者于

2005 年选用4 种药剂进行防治桃小食心虫的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地设在驻马店市确山县蚁蜂乡林场, 该地土壤为粘

土,pH 值为6 .5～7 .0 , 土壤有机质含量7 .9 g/ kg , 选取桃小食

心虫发生严重且较为均匀、面积为3 335 m2 的桃园。品种为

早红2 号, 树龄6 年, 行株距3 m×2 m, 行间清耕 , 耕作条件一

致, 试验园地管理精细, 在当地具有代表性。

1 .1  供试药剂  20 % 甲氰菊酯乳油( 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 、35 % 食心卷蛾净( 山东乡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 、5 % 氯氰菊酯( 扬州市东宝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

2 .5 % 功夫乳油( 美国捷利有限公司农药部生产) 。

1 .2 试验方法  试验设5 个处理, A:20 % 甲氰菊酯乳油

2 000倍液;B:35 % 食心卷蛾净2 000 倍液; C:5 % 氯氰菊酯

1 500 倍液;D :2 .5 % 功夫乳油4 000 倍液;E: 清水对照。每小

区随选4 株树, 重复4 次。

1 .3  施药时间及方法 试验于2005 年6 月10 ～15 日和25

日各喷1 次药( 6 月10～15 日为桃小食心虫成虫羽化盛期、25

日为桃小食心虫成虫产卵期) , 施药机械采用利农 DH400 背

负式喷雾器细水喷雾, 以树冠内外全部枝梢叶片、果实均匀

着药后不滴水为宜。

1 .4 调查内容及方法  每小区调查2 株树, 并挂牌定点调

查, 分别于药前, 药后1 、3、7 d 调查各小区桃小食心虫数量、

产卵数, 分别计算虫口减退率、校正防效, 并进行邓肯式新复

极差( DMRT) 差异显著性测定。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 表1) 表明, 供试4 种药剂, 对桃小食心虫的防

治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药后1 d ,35 % 食心卷蛾净2 000 倍

液的防效明显高于其他药剂, 为71 .92 % ,2 .5 % 功夫乳油

4 000 倍液和5 % 氯氰菊酯1 500 倍液在0 .05 水平差异不显

著, 防效分别为62 .12 % 和66 .73 % , 但与20 % 甲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在0 .05 水平上有显著差异。药后3、7 d 防效最好

  表1 4 种药剂防治桃小食心虫试验结果

处理

药前虫口

基数

头/ 株

药后1 d

活虫数

头/ 株

减退率

%

校正防效

%

药后3 d

活虫数

头/ 株

减退率

%

校正防效

%

药后7 d

活虫数

头/ 株

减退率

%

校正防效

%
A 69 .6 28 .7  58 .52  58 .02 c  18 .0  74 .14 73 .34 c  20 .5 70 .55 68 .16 c

B 66 .7 18 .5 72 .26 71 .92 a 3 .8 94 .30 94 .12 a 5 .0 92 .50 91 .89 a

C 65 .1 21 .4 67 .13 66 .73 b 9 .7 85 .10 84 .64 b 12 .7 80 .49 78 .91 b

D 69 .2 25 .9 62 .57 62 .12 b 11 .2 86 .96 86 .56 b 18 .5 73 .27 71 .10 c

CK 67 .3 68 .5 - 1 .20 - 70 .3 - 3 .00 - 74 .8 - 7 .50 -

 注 : 表中数据为4 次重复平均值 , 同列数据后字母不同表示在0 .05 水平差异显著。 �

作者简介  杨留成( 1953 - ) , 男 , 河南驻马店人 , 工程师 , 从事果林技术

的研究开发和园林绿化工作。

收稿日期  2007- 07-19

的是35 % 食心卷蛾净2 000 倍液, 与其他3 种药剂在0 .05 水

平上有显著性差异, 分别为94 .12 % 和91 .89 % , 其次是5 % 氯氰

菊酯1 500 倍液和2 .5 % 功夫乳油4 000 倍液防效均为71 .10 %

( 下转第10768 页)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7 ,35(33) :10766 ,10768                  责任编辑 孙红忠  责任校对  李菲菲



于分离物间, 其次是地块间, 各县部和取样部位无差异, 另

外, 各县分离物群体致病力呈正态分布, 而且是连续的。由

此推测病菌内致病力性状是多基因控制的, 分离物间有差

异, 但不存在生理分化。关于病菌致病力性状方面,Kline 等

利用 C . sativus 的致病性菌株和非致病性菌株杂交的63 个

单孢培养后染, 结果发现 C . sativus 的致病性是由不同的多

基因控制的[ 12] 。Duveiller 从小麦根、茎、叶等不同部位分离

得到的 B .soroki ni ana 进行致病性研究, 结果表明, B .soroki ni -

ana 在侵袭力上有很大的变异 , 对环境条件的变化很敏感, 但

不认为有生理小种[ 13] 。Akram 等也做过相关研究, 结果表明

该病原菌的确存在很大的变异性 , 病原的形态特征易受环境

条件变化的影响[ 14] 。

3  病原寄主范围

小麦蠕孢菌叶枯病的病原菌( B . soroki ni ana) 属兼性腐生

菌, 其寄主范围很广。白金铠等( 1982) 研究发现 , B . soroki ni-

ana( H. sativum) 可侵染多种禾本科杂草。其报道东北春小麦

区在芒麦草、扁穗鹅冠草、弯穗大麦草、红顶草、看麦娘、�$

草、高黑麦草、羊草、无芒雀麦、毛雀麦、长梗雀麦、虎尾草、青

穗大麦草、垂穗大麦草、鸭茅、马唐、野稗、大穗画眉草、野黍、

羊茅、红羊茅、野大麦、黑麦草、长野草、猪尾草、狗尾草、冬黑

麦、大麦、燕麦共29 种禾本科杂草和作物上分离到的类似根

腐病菌接种于“麦粒多”小麦幼苗上 ,2 d 后出现深绿色水浸

状斑点, 后变为褐色, 病斑的形状、大小和色泽与小麦上典型

根腐病症状一致[ 10] 。马奇祥等( 1987) 发现在黄淮麦区有65

种以上禾谷类作物和杂草可作为 B . soroki ni ana 的中间寄主。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前苏联等均报道该病原菌

寄生多种禾本科杂草的现象[ 15] 。Wildernuth 等( 1987) 发现澳

大利亚冬播作物较夏播作物易受侵染, 在所试验的24 种冬

播作物和17 种夏播作物中, 以绿豆、大豆和草红花( Safflower)

易受该病原菌的侵染。Giel ( 1999) 研究发现 B . soroki ni ana 不

仅在禾本科植物包括水稻上寄生 , 甚至可在豌豆及其他双子

叶植物上寄生, 而这些很可能作为中间寄主, 到一定时期再

侵染小麦, 从而造成在防治上的困难[ 16] 。

从20 世纪初至今, 对长蠕孢菌( Hel mi nt hospori um) 分类及

其所引进的植物病害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在分类

的争论上已达一定的共识, 现在国际上基本都统一使用

Bi pol aris sorokini ana 作为小麦蠕孢菌叶枯病或小麦普通根腐

病的病原名称。另外在对其引起的小麦叶枯病也进行了比

较系统的研究, 但在抗病基因的定位和抗病品种培育上还有

相当大的困难,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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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高于20 % 甲氰菊酯乳油2 000 倍液。

3  讨论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施用35 % 食心卷蛾净2 000 倍液, 药

后1 、3、7 d 对桃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明显高于其他3 种药

剂, 是防治桃小食心虫的理想药剂, 按每10 ～15 d 喷1 次, 连

续喷施2 ～3 次 , 防止效果更理想。防治过程中采用不同的

药剂交替施用, 掌握在桃小食心虫的成虫羽化盛期和产卵期

施药, 并且要求均匀喷雾, 以达到最佳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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