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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虫类属节肢动物门昆虫科，吸食人血的主要是

温 带 臭 虫（Cimex lectularius）及 热 带 臭 虫（Cimex
hemipterus），臭虫是否传染疾病尚有争议［1］，但其可

引起过敏反应［2］，影响人体健康。目前在我国臭虫

的危害逐渐增多，特别是温带臭虫。为寻找其有效

的杀灭药物，我们采用果酱瓶法测定有机磷类药物

对温带臭虫的杀灭效果，为臭虫防治用药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物 敌敌畏（99.1%）、倍硫磷（99.9%）、辛

硫磷（96.2%）、杀螟硫磷（98.4%）均为农药标准物质，

均由中国医药集团公司提供。

1.2 供试昆虫 温带臭虫，2012 年采自铁路客运列

车，经实验室饲养3代的健康饱血试虫。

1.3 药械 通风橱，万分之一分析天平，5 ml、10 ml、
200 μl、500 μl移液枪，烧杯，500 ml广口瓶，5、10 ml容
量瓶，试剂瓶，凡士林，液体石蜡，丙酮（分析纯）。

1.4 实验方法 称取各种杀虫剂原药，用丙酮稀释配

制成不同浓度的稀释液，取2.5 ml于500 ml广口瓶中，

转动广口瓶，使药液均匀涂布于广口瓶底与瓶壁，丙酮

挥发，放置待用。每种杀虫剂重复 3～5次，同时以丙

酮为对照。臭虫每组10只，观察试虫在不同时间的死

亡数，并观察24 h死亡率。实验条件：温度20～30 ℃；

相对湿度＞25％。

1.5 统计学处理 用 DPS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算

LT10、LT50、LT90、LT100及其95%可信限（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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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试虫对 0.50、0.125、0.05 g/m2的敌敌畏半数致死

时间（LT50）分别为 15.3、18.4、20.2 min，对 0.50、0.75、
1.00 g/m2的倍硫磷LT50分别为220.5、290.7、231.3 min，
对 0.50、0.25、0.125 g/m2 的辛硫磷 LT50 分别为 230.7、

335.9、1300.0 min，对 0.50、1.00、2.00 g/m2 的杀螟硫

磷 LT50 分别为 490.5、475.3、460.0 min，且倍硫磷、

辛硫磷、杀螟硫磷的 24 h 累计死亡率均未达到

100%。

实验结果显示，杀虫效果和起效速度敌敌畏＞辛

硫磷＞倍硫磷＞杀螟硫磷（表1）。
表1 4种有机磷类药物不同浓度杀灭现场臭虫效果

受试
药物

敌敌畏

倍硫磷

辛硫磷

杀螟硫磷

注：空白对照组臭虫在实验期间未出现死亡。

剂量
（g/m2）

0.50
0.125
0.05
0.50
0.75
1.00
0.50
0.25
0.125
0.50
1.00
2.00

LT及其95%CI（min）
LT10

7.0（6.7～7.3）
9.0（8.5～9.5）

10.3（9.8～10.9）
218.2（216.6～220.4）
200.7（196.3～205.6）
160.0（158.2～161.9）
155.1（148.4～162.0）
155.5（152.3～158.8）
335.4（306.6～359.6）
320.8（308.6～341.3）
310.5（296.9～328.8）
310.4（283.4～340.7）

LT50

15.3（15.0～15.7）
18.4（18.0～18.8）
20.2（19.8～20.7）

220.5（210.6～230.3）
290.7（249.9～336.7）
231.3（210.8～250.6）
230.7（209.4～258.7）
335.9（323.3～355.7）

1300.0（1170.0～1440.0）
490.5（487.7～495.8）
475.3（462.6～489.5）
460.0（444.6～480.3）

LT90

25.1（24.3～26.1）
30.0（29.9～31.5）
35.1（32.5～37.9）

2000.0（1880.0～2200.0）
1400.0（1360.0～1440.0）
273.2（253.3～294.0）

1165.0（990.0～1320.0）
1400.0（1230.0～1560.0）
1500.0（1300.0～1620.0）
1500.0（1320.0～1690.0）
1330.0（1180.0～1490.0）
1165.0（998.8～1290.0）

LT100

30.5（28.1～32.1）
36.1（34.2～38.1）
41.0（38.8～43.0）

2800.0（2670.0～2940.0）
2000.0（1930.0～2160.0）
1600.0（1470.0～1740.0）
1500.0（1350.0～1650.0）
1500.0（1470.0～1530.0）
1565.0（1500.0～1680.0）
4130.0（4020.0～4240.0）
1870.0（1830.0～1950.0）
1260.0（1140.0～1380.0）

24 h死亡率
（%）

100.0
100.0
100.0
87.5
92.5
97.5
97.2
91.7
88.8
86.5
93.6

100.0

3 讨 论

由于人流物流的加大，以及臭虫耐药性的出现［3-5］，

几近销声匿迹的臭虫近年来死灰复燃［6］，欧美地区呈

暴发趋势［7］，并借交通工具传播［8-11］。臭虫防治方法主

要采用高温蒸汽和化学方法。

在化学防治中虽然各类文献资料认为倍硫磷是杀

灭臭虫的特效药，但本实验结果显示，倍硫磷杀灭臭虫

起效慢，24 h内难以完全杀灭，很难满足短时间内杀灭

臭虫的时限要求。若使用实验获得的有效剂量杀灭臭

虫时倍硫磷的毒性最大，用药后若未及时清理保洁，存

在安全隐患，无法保证用药安全，尤其是对幼儿危险性

更大。杀螟硫磷经皮毒性仅高于辛硫磷，但该药经口

毒性高于倍硫磷，其起效速度慢，人体接触安全风险

接近于倍硫磷。辛硫磷是 4 种受试药物中杀灭臭虫

效果较好且用药安全性相对高的药物。4 种药物的

经皮毒性排序为辛硫磷＜杀螟硫磷＜倍硫磷＜敌敌

畏，按照实验获得有效剂量使用时 4种药物毒性排序

为辛硫磷（125 mg/m2）＜敌敌畏（50 mg/m2）＜杀螟硫磷

（1000 mg/m2）＜倍硫磷（500 mg/m2），所以首选辛硫

磷。敌敌畏经皮毒性较大，药物危险性最高，且其为国

家限制使用的农药之一，但实验结果发现敌敌畏在杀

灭臭虫方面效果明显，短时间（40 min）内即可100%杀

灭臭虫，建议紧急情况下酌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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