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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杀菌素对小菜蛾及其天敌的毒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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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评价多杀菌素（菜喜）对小菜蛾及其主要天敌的毒力结果表明，菜喜对小菜蛾具有很高的毒力和良好

的田间防治效果，菜喜对青翅蚁型隐翅虫和菜蛾绒茧蜂具有直接杀伤作用，其1000倍稀释液24h使菜蛾绒茧蜂死

亡率达62.2%，36h死亡率达88.7%，药液直接处理寄生蜂茧或饲喂均导致很高的死亡率，但对拟环纹狼蛛影响较

小。多杀菌素对小菜蛾有很好的控制效果，但对小菜蛾天敌，特别是寄生蜂有相当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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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toxicitiesofspinosadtoPlutellaxylostellaanditsnaturalenemiesareevaluatedinthispaper.Theresults
showthatspinosadhasahightoxicitytoP.xylostellaandahighefficacyagainstthepestinfields.Spinosadhasalethal
effectonPaederusfuscipesandC.plutellae，butnosignificanteffectonLycosapsedoannulata.ForC.plutellae，the
treatmentwith1000timesdilutionof2.5%CAIXIcausesitsmortalityof62.2%after24hand88.7%after36h.The
side-effectsofspinosadonparasitoidofP.xylostellaareveryhighandshouldbeconsideredwhenthepesticideis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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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蛾为十字花科蔬菜害虫，对防治其农药（包括Bt制剂）均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1，2］。由美国Dow
AgroSciences公司开发的对环境友好的新型低毒生物农药多杀菌素［3］（在中国登记该农药用于棉花名为“催

杀”，用于蔬菜名为“菜喜”），对多种重要害虫有较高毒力活性，尤对鳞翅目和双翅目害虫有特效，且作用方

式独特［4］，作用于靶标后害虫首先表现为停止取食，24h后麻痹，继而死亡。因其主要成分是土壤放线菌发

酵过程的产物，多杀菌素也被归为生物农药［5］。目前许多研究对多杀菌素的施用安全性进行了报道［6，7］，认

为其对非靶标生物存在一定影响，但有关多杀菌素对农田主要天敌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本试验研究了菜喜

对小菜蛾的毒力及对几种主要天敌的影响，为该类农药的科学使用提供依据。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供试虫源为室内续代饲养的小菜蛾，选择2龄（低龄）幼虫和3~4龄（高龄）幼虫进行室内毒力试

验。在预备试验基础上用2.5%的菜喜悬浮剂配制5个浓度系列菜喜药液使小菜蛾幼虫死亡率为10%~
90%，以清水为对照，共6个处理，各处理重复5次。试验采用叶片浸渍法，精选新鲜洁净包菜菜叶，剪成

4cm*4cm叶块，放入相应浓度药液中浸5s，取出晾干并置于容量为200mL的塑料瓶内，每瓶接6头幼虫，

瓶内用滤纸保湿，72h后记录死虫数并计算死亡率，组建毒力回归式，求LC50。田间药效试验于9月上旬在

扬州郊区包菜田进行，设菜喜悬浮剂1000倍液、1500倍液和4.5%高效氯氰菊酯（扬农化工集团）2000倍液

3个处理，清水喷雾为对照。各处理4次重复，各小区面积约12m2，按750kg／hm2药液量折算，按常规喷雾。

每小区按5点取样定点调查20株包菜，药前调查虫口基数，药后1d、3d和7d分别调查残留虫口数及蛹数，

计算虫口减退率及校正防效。

根据菜喜田间防治的推荐剂量（菜喜2.5%悬浮剂稀释1000倍），将2.5%的菜喜乳液分别稀释500倍、

1000倍和1500倍，选择拟环纹狼蛛（Lycosapseudoannulata）、青翅蚁型隐翅虫（Paederusfuscipes）和菜蛾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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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蜂（Cotesiaplutellae）为供试天敌，测定菜喜对几种小菜蛾天敌的毒力。拟环纹狼蛛、青翅蚁型隐翅虫直接

采自田间，菜蛾绒茧蜂获取方法为采集田间小菜蛾幼虫，获得一定量的初始菜蛾绒茧蜂，室内繁殖2代后供

试。测定毒力时移取5mL药液于1.5cm*18cm试管内，倾斜并转动试管使药液均匀润湿管壁，倾去多余药

液，自然通风条件下晾干试管后接入供试天敌，每管1头拟环纹狼蛛或5头青翅蚁型隐翅虫或菜蛾绒茧蜂，

每组20~25头，每处理重复3次，接虫12h、24h、36h和48h后检查供试天敌死亡情况。根据毒力测定结果进

一步评价菜喜田间推荐使用剂量对菜蛾绒茧蜂的影响，并选择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和扬州绿源生化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锐星”（16000IU／mg可湿性粉剂）为对照药剂。

采用直接浸渍法测定药剂处理茧对菜蛾绒茧蜂的影响，即选取结茧2~4d的菜蛾绒茧蜂，浸入相应药剂5s
后取出晾干，置于牙签盒中，待其羽化后统计羽化率。羽化后的寄生蜂继续饲养（10%糖水作为食料提供），24h
后记录成虫死亡情况。将药剂混入糖水液配制成设计浓度的混合液，滴加至脱脂棉球上饲喂菜蛾绒茧蜂成虫

以研究直接摄入药液对菜蛾绒茧蜂成虫的影响，24h后记录死亡数并计算死亡率，每处理重复4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菜喜对小菜蛾的防治效果

浸叶法测定菜喜对小菜蛾室内毒力试验结果表明，菜喜对供试低龄幼虫和高龄幼虫的毒力回归方程分

别为YE4.8643+1.2874x和YE3.7959+1.9383x，LC50分别为1.2747mg／L和4.1802mg／L，LC5095%
置信区间分别为0.8279~2.2496和3.1508~6.1972，菜喜对小菜蛾幼虫具有很高的毒力，但对高龄幼虫的

毒力远低于低龄幼虫。菜喜对小菜蛾田间药效试验表明（见表1），菜喜对小菜蛾具有良好防治效果，用药1d
后对小菜蛾防治效果与施高效氯氰菊酯相当，7d后防治效果则明显优于施高效氯氰菊酯处理。

表1 菜喜对小菜蛾田间防治效果（2002年）

Tab.1 ControlefficacyofsponisadtoP.xylostellainfieldsin2002

处 理

Treatments
虫口基数／头

No.oftheinsect
beforethetreatment

药后1d
1daftertreatment

药后3d
3daftertreatment

药后7d
7daftertreatment

虫口数／头

No.ofthe
insect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icacy

虫口数／头

No.ofthe
insect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icacy

虫口数／头

No.ofthe
insect

防治效果／%
Control
efficacy

2.5% 菜 喜 1000倍 92 16 82.8 11 87.9 5 94.3

2.5% 菜 喜 1500倍 83 18 78.6 11 86.6 8 89.8

4.5%高效氯氰菊酯2000倍 80 17 79.0 13 83.5 12 84.2

对 照 79 80 - 78 - 75 -

2.2 菜喜对小菜蛾天敌的毒力作用

表2 菜喜对小菜蛾天敌的毒力作用

Tab.2 ToxicityofspinosadonthenaturalenemiesofP.xylostella

处理浓度／倍

Concentration

处理时间／h

Time

校正死亡率／% Correctedmortality
拟环纹狼蛛

L.pseudoannulata
青翅蚁型隐翅虫

P.fuscipes
菜蛾绒茧蜂

C.plutellae

500 12 0.0+0.0 40.9+9.7** 46.8+8.7**

24 0.0+0.0 63.6+5.6** 86.7+25.6**

36 0.0+0.0 72.7+12.5** 90.6+18.0**

48 3.8+3.6 81.8+23.6** -
1000 12 0.0+0.0 0.0+0.0 22.8+10.4**

24 0.0+0.0 0.0+0.0 62.2+23.6**

36 0.0+0.0 18.2+7.8** 88.7+24.5**

48 0.0+0.0 25.6+10.2** -
1500 12 0.0+0.0 0.0+0.0 10.5+3.6**

24 0.0+0.0 0.0+0.0 52.6+7.9**

36 0.0+0.0 4.5+4.5 60.2+10.5**

48 0.0+0.0 10.5+7.5** -

*为P<0.05差异显著，**为P<0.01差异极显著。

表2表明菜喜对拟环纹狼

蛛、青翅蚁型隐翅虫及菜蛾绒茧

蜂等不同天敌表现出不同的杀

伤作用，供试浓度菜喜对拟环纹

狼蛛几乎无直接杀伤作用，但菜

喜对菜蛾绒茧蜂表现出很强的

直接 杀 伤 作 用，500倍 液 处 理

36h后 菜 蛾 绒 茧 蜂 死 亡 率 达

90%以上，稀释1500倍其杀伤作

用仍达极显著水平，36h后其死

亡率>60%。高浓度（稀释500
倍）菜喜对青翅蚁型隐翅虫也有

较强的杀伤作用，处理12h后其

平均死亡率为40.9%，24h后达

63.6%，但稀释1500倍的菜喜药

液对青翅蚁型隐翅虫的直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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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作用不明显，仅在处理48h后有一定的死亡率（10.5%）。试验结果还显示，菜喜对青翅蚁型隐翅虫和菜

蛾绒茧蜂杀伤作用随处理时间延长而增大，如稀释1500倍的菜喜药液处理菜蛾绒茧蜂，12h、24h和36h后

其死亡率分别为10.5%、52.6%和60.2%。此外，用菜喜药液直接饲喂菜蛾绒茧蜂成虫对其杀伤作用极大，

饲喂24h后其死亡率高达100.0%，和高效氯氰菊酯处理相当，而对照及锐星处理其死亡率均为0.0%。

2.3 药剂处理菜蛾绒茧蜂茧对其

羽化及存活的影响

药剂处理菜蛾绒茧蜂茧对其羽

化率及成虫死亡率的影响试验（见

表3）表明，浓度为25.0mg／L（Al）

的菜喜处理与锐星及高效氯氰菊酯

处理均对菜蛾绒茧蜂茧羽化无显著

影响，但对成虫有显著致死作用。

菜喜处理茧24h后成蜂死亡率达

52.0%，而清水对照及锐星处理成

表3 药剂处理菜蛾绒茧蜂茧对其羽化及存活的影响*

Tab.3 Effectofspinosadonadultemergenceandmortality
ofP.xylostellawhenappliedtopupae

供试药剂

Insecticides

试验浓度／mg·L-1

Concentrations

羽化率／%

Emergence

死亡率／%

Mortality

2.5% 菜 喜 25.0 85.3+6.6a 52.0+6.6b

锐 星 1000.0 92.6+5.8a 0.0+0.0a

4.5%高效氯氰菊酯 15.0 86.6+3.3a 86.6+6.8c

对 照 - 96.0+6.6a 0.0+0.0a

*同列不同字母数值间差异显著（P<0.05）。

蜂死亡率均为0.0%。菜喜处理茧对菜蛾绒茧蜂成虫的影响小于高效氯氰菊酯处理。此外，多杀菌素药液

直接饲喂后24h，菜蛾绒茧蜂成虫死亡率达100%。

3 小结与讨论

多杀菌素作为一种高效、安全的新型生物农药，对小菜蛾具有良好防治效果，但多杀菌素对害虫天敌，

特别是对寄生性天敌仍有一定的杀伤作用，研究显示处理24h后菜喜对小菜蛾的1种寄生蜂———岛弯尾姬

蜂（Diadegmainsulare）的LC50明显较甲萘威、Bt制剂和虫酰肼低，而与蚍虫啉、氯菊酯相当。HillT.等［8］

发现用叶片残液法按菜喜田间推荐量处理岛弯尾姬蜂，8h后该蜂死亡率达100%，且多杀菌素表现出较强

的持续毒性，这与本试验结果相吻合。农药对天敌的影响极复杂，评价农药使用对天敌影响时除死亡率指

标外，还要考察其他指标，如有生物测定表明田间推荐剂量的多杀菌素处理导致寄生蜂Catolaccusgrandis
（Burks）死亡率为19%~65%，但多杀菌素田间推荐剂量的1／4即能完全抑制该寄生蜂的繁殖［9］。本研究

仅初步评价了多杀菌素对小菜蛾天敌的致死作用，至于多杀菌素对小菜蛾天敌，特别是寄生蜂的亚致死效

应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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