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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种农药对瓜蚜的毒力测定及田间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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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筛选防治西瓜瓜蚜的有效药剂，用６种药剂进行了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１．８％阿

维菌素ＥＣ对瓜蚜的毒力最高，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毒力最低，４８ｈＬＣ５０分别为０．３８ｍｇ／Ｌ和２２２５．６３ｍｇ／Ｌ。

６种药剂毒力大小依次为阿维菌素＞溴氰虫酰胺＞氟啶虫胺腈＞啶虫脒＞吡虫啉＞乙基多杀菌素。田间试验结果

表明，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３０００倍、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２０００倍、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４０００倍对瓜蚜速效性及持效

性均较好，３～１４ｄ防效均达到９０％以上，防效差异不显著；２０％啶虫脒ＷＰ３０００倍和１０％吡虫啉ＷＰ３０００倍速

效性及持效性均较差，１ｄ防效分别为３１．３１％和６．６６％，１４ｄ防效分别为５７．３９％和４７．８０％；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

素ＳＣ１０００倍防效最差，药后１４ｄ的最高防效仅为３４．７０％。推荐田间轮换使用阿维菌素、溴氰虫酰胺、氟啶虫胺

腈防治瓜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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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Ｇｌｏｖｅｒ）又称棉蚜，属半

翅目蚜科，是一种世界性的杂食害虫，主要通过取食

植物汁液和传播病毒病造成危害。瓜蚜寄主范围广

泛，据记载有１１６科９００多种，其中对棉花、瓜类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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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的为害最为严重［１］。该虫以成蚜和若蚜在寄主植

物叶背和嫩茎上取食汁液，导致被害叶片卷缩，瓜苗

萎蔫，老叶受害变黄，提前枯落。同时瓜蚜为害时不

但排出大量蜜露，引发煤污病，还传播病毒病等多种

病害。由于该虫发育历期短，生殖力高，世代重叠严

重，特别是在适宜的温室环境条件下，该蚜大量繁殖

导致天敌等自然控制因素难以控制其种群增长［２］。

目前对瓜蚜的防治主要依靠化学农药，但由于长期

单一使用同一类杀虫药剂以及不科学的施药习惯，

导致该虫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３７］。而正确选择

和使用药剂是延缓害虫抗药性发展的重要措施。笔

者选用常用药剂１０％吡虫啉 ＷＰ、２０％啶虫脒 ＷＰ、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及近几年研发投入市场的新型杀

虫剂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共６种药剂进行西瓜上瓜蚜的

室内毒力测定及田间药效试验，以期为筛选高效、安

全的药剂，更好地控制田间瓜蚜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药剂

室内毒力测定与田间药效试验均采用制剂测

定，分别是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河北威

远生农化药限公司）、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ｓｐｉｎｅｔｏｒａｍ，美国陶氏益农公司）、１０％吡虫啉可湿

性粉剂（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

司）、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深圳诺普

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０％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

浮剂（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美国杜邦公司）、２２％氟啶虫

胺腈悬浮剂（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１．２　供试虫源

试虫瓜蚜（犃．犵狅狊狊狔狆犻犻）采自北京市大兴区榆垡

千亩园基地温室西瓜上，开展试验前未使用过任何

化学药剂，选用个体大小一致的无翅成蚜为供试

虫源。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室内毒力测定

室内毒力测定参照ＦＡＯ（联合国粮农组织）推

荐的蚜虫喷雾法进行［８］。在预试验的基础上，将各

药剂用含０．１％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纯净水按等比配制成

７个系列浓度梯度。将田间种植的没有接触过药剂

的黄瓜叶片打成直径５．５ｃｍ的圆片，然后将叶片正

面朝下贴于直径为５．５ｃｍ的培养皿内。用毛笔小

心将采集的健康无翅成蚜接到叶片上，每皿２０头，

然后在Ｐｏｔｔｅｒ喷雾塔（Ｂｕｒｋａｒ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

Ｌｔｄ．）下精确喷雾，每次喷药量为３ｍＬ，喷雾压力为

６８．９ｋＰａ，每次药液喷完后沉降３０ｓ，用保鲜膜封

好，在膜上用昆虫针扎１５～２０个小孔，每浓度设４

次重复［９１１］。放入温度２５℃、光照为Ｌ∥Ｄ＝１６ｈ∥

８ｈ恒温培养箱内饲养，分别于２４ｈ和４８ｈ后在解

剖镜下检查死亡情况，以足、触角颤动者为活虫，对

难以判断死活的蚜虫用昆虫针轻触虫体，无任何反

应者视为死亡，统计蚜虫的死亡数。

１．３．２　田间药效试验

试验在北京市大兴区榆垡千亩园基地温室西瓜

上进行，供试西瓜品种为‘京秀’。西瓜于６月下旬

育苗，７月中旬定植，株行距为６０ｃｍ×１００ｃｍ，定植

前用鸡粪作底肥，定植后除了浇水外未施用过任何

化肥和农药，施药时瓜蚜为害比较严重且分布不均

匀，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５日上午施药，天气晴。

试验共设７种处理，选用各药剂的田间推荐剂

量进行，具体如下：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３０００倍液、６０

ｇ／Ｌ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１０００倍液、１０％吡虫啉可

湿性粉剂３０００倍液、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３０００

倍液、１０％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２０００倍液、

２２％氟啶虫胺腈悬浮剂４０００倍液和清水对照。每种

处理重复４次，共设２８个小区，小区面积约３０ｍ２，随

机区组排列，采用西班牙生产的没得比背负式电动喷

雾器整株均匀喷雾，药液量为６７５ｋｇ／ｈｍ２。

调查方法采用随机取样，每小区标记１０株，每

株标记一片复叶，施药前调查叶片上的蚜虫数，由于

药后１ｄ在田间难以辨别瓜蚜死活，因此随机采集

各处理区带虫叶片带回实验室在解剖镜下观察蚜虫

死亡情况，药后３、７和１４ｄ分别调查各处理小区标

记叶片上残留活虫数。

１．４　数据分析

毒力测定试验用ＤＰＳ１２．０１统计软件计算毒力

回归方程、致死中浓度（ＬＣ５０）及其９５％置信区间，

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田间药效试验根据统计

结果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效，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

测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６种农药对瓜蚜的毒力均随浓度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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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及作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供试６种药剂中瓜

蚜对１．８％阿维菌素ＥＣ敏感性最高，其２４ｈ和４８ｈ

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０．４０ｍｇ／Ｌ和０．３８ｍｇ／Ｌ；其次是１０％

溴氰虫酰胺ＯＤ和２２％的氟啶虫胺腈ＳＣ，２４ｈ的ＬＣ５０
分别为６９．７５ｍｇ／Ｌ和１９７．８１ｍｇ／Ｌ，４８ｈ的ＬＣ５０分别

为４３．８１ｍｇ／Ｌ和４８．１８ｍｇ／Ｌ，二者对瓜蚜的毒力水平

相当。１０％吡虫啉ＷＰ和２０％啶虫脒ＷＰ处理的部分

蚜虫均已开始产仔，２４ｈ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７９８０．７８ｍｇ／Ｌ

和４１２．０１ｍｇ／Ｌ，４８ｈ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４５３．６５ｍｇ／Ｌ和

２５４．９９ｍｇ／Ｌ，二者４８ｈ的ＬＣ５０相差１．７８倍。瓜蚜对

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的敏感性最差，４８ｈ的ＬＣ５０高

达２２２５．６３ｍｇ／Ｌ，测试浓度为１０００ｍｇ／Ｌ时，大多数

蚜虫已开始产仔，且若蚜发育正常（表１）。

因此，６种药剂对瓜蚜的毒力排序为：阿维菌素

＞溴氰虫酰胺＞氟啶虫胺腈＞啶虫脒＞吡虫啉＞乙

基多杀菌素。

表１　６种药剂对瓜蚜室内毒力测定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狊犻狓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供试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调查时间／ｈ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ｉｍｅ

ＬＣ５０（９５％置信限）／ｍｇ·Ｌ－１

ＬＣ５０（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斜率±标准误

Ｓｌｏｐｅ±ＳＥ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相对毒力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

Ｓｐｉｎｅｔｏｒａｍ６０ｇ／ＬＳＣ

２４ ３３０７９．７５（３０２３．８５～１２９５４７．７８） ２．７４±０．２３ ０．８３１８ １．００

４８ ２２２５．６３（８７８．９４～２６６８５．３７） ０．８８±０．３６ ０．９４７４ １．００

１０％吡虫啉ＷＰ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１０％ ＷＰ

２４ ７９８０．７８（１３２９．３１～２８８６８．８４） ０．４２±０．１８ ０．９７４９ ４．１４

４８ 　４５３．６５（１２８．０２～５４３３．０１） ０．３２±０．１３ ０．９８７４ ４．９１

２０％啶虫脒ＷＰ

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２０％ ＷＰ

２４ ４１２．０１（２４６．６９～９２４．１５） ０．７８±０．１１ ０．９６０７ ８０．２９

４８ ２５４．９９（１３７．０７～８３１．６５） ０．６１±０．１５ ０．９１６０ ８．７３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２２％ＳＣ

２４ １９７．８１（１７３．５０～２３１．４４） ２．７７±０．２３ ０．９８３９ １６７．２４

４８ ４８．１８（３４．８９～６１．１７） １．８４±０．１９ ０．９９００ ４６．１９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

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１０％ＯＤ

２４ ６９．７５（４０．７３～２０５．１７） １．４３±０．１４ ０．９０２８ ４７４．２６

４８ ４３．８１（３２．６９～５７．４５） １．３４±０．１９ ０．９６７８ ５０．８０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１．８％ＥＣ

２４ 　０．４０（０．３３～０．４８） ２．１８±０．２３ ０．９７９１ ８２２２６．５７

４８ 　０．３８（０．２９～０．４６） １．８６±０．２２ ０．９４１９ ５９２７．０８

　１）以具有最大ＬＣ５０的药剂的相对毒力为１，其他药剂的相对毒力是用最大的ＬＣ５０除以该药剂的ＬＣ５０所得。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ｗａｓｓｅｔｔｏｏ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Ｃ５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ｏｔｈｅｒ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ＬＣ５０．

２．２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分析

田间试验结果（表２）表明，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和１．８％阿维菌素ＥＣ的速效性

和持效性最好，药后１ｄ的防效达８４．１６％～８７．８７％，

７ｄ的防效达９３．５３％～９６．５９％，１４ｄ的防效达

９２．２０％～９５．０５％，且防效间没有显著差异。２０％啶

虫脒ＷＰ和１０％吡虫啉ＷＰ速效性和持效性均显著

低于上述３种药剂，药后１ｄ防效分别为３１．３１％和

６．６６％，７ｄ防效分别为５８．８５％和４１．２１％，１４ｄ防效

分别为５７．３９％和４７．８０％，药后７ｄ二者防效呈显著差

异（犘＜０．０１）。在所有供试药剂中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

素ＳＣ防效最低，药后１４ｄ的防效仅为３４．７０％。

表２　６种药剂对瓜蚜田间药效试验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犉犻犲犾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狊犻狓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供试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稀释

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药后１ｄ

Ｏｎｅ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ｓ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田间

虫口

基数

Ｂａｓ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ｆｉｅｌｄ

药后３ｄ

Ｔｈｒｅｅ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７ｄ

Ｓｅｖｅｎ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１４ｄ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２２％ＳＣ
４０００ ２４８ ３９ ８４．１６ａＡ　 ４２４７ ７０８ ９４．８７ａＡ ２６５ ９６．５９ａＡ １８６ ９５．０５ａＡ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

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１０％ＯＤ
２０００ ２０９ ２９ ８６．０２ａＡ ３９７５ ６７２ ９４．８０ａＡ ２６５ ９６．２３ａＡ １９２ ９４．５４ａＡ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１．８％ＥＣ
３０００ １９１ ２３ ８７．８７ａＡ ４４５１ １３８９ ９０．４０ａＡ ５１６ ９３．５３ａＡ ３０７ ９２．２０ａＡ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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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供试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稀释

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药后１ｄ

Ｏｎｅ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ｓｅｃｔｓ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田间

虫口

基数

Ｂａｓ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ｆｉｅｌｄ

药后３ｄ

Ｔｈｒｅｅ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７ｄ

Ｓｅｖｅｎ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１４ｄ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活虫

数／头

Ｎｏ．ｏｆ

ｌ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０％啶虫脒ＷＰ

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２０％ ＷＰ
３０００ １９８ １３５ ３１．３１ｂｃＢＣ ２４０２ ２５３４ ６７．５４ｂＢ １７６９ ５８．８５ｂＢ ９０６ ５７．３９ｂＢ

１０％吡虫啉ＷＰ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１０％ ＷＰ
３０００ １７７ １６４ ６．６６ｃＣ ２４１９ ２７２８ ６５．３０ｂＢ ２５４５ ４１．２１ｃＣ １１１８ ４７．８０ｂＢ

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

Ｓｐｉｎｅｔｏｒａｍ６０ｇ／ＬＳＣ
１０００ １４５ ５９ ５９．０１ｂＢ １４３０ １６３０ ６４．９２ｂＢ １４７８ ４２．２２ｃＣ ８２６ ３４．７０ｃＣ

对照　ＣＫ ２７２ ２ － － ２０２４ ６５７７ － ３６２２ － １７９１ －

　１）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１％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药后１天试验结果系采虫回室内判断）。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ｉｎｓｅｃｔ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ｉｅｌｄ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ｓａ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ｌａｂ．）

３　结论与讨论

瓜蚜是西瓜生产中的主要害虫，在我国华北、华

中和华南地区的西瓜田内普遍发生，为害严重。烟碱

类杀虫剂一直被广泛用于防治各类蚜虫，相关报道较

多。２０１１年王少丽等
［１２］对防治西瓜蚜虫的几种药剂

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阿维菌素ＬＣ５０为０．０７２ｍｇ／Ｌ，

啶虫脒ＬＣ５０为０．４５ｍｇ／Ｌ，吡虫啉ＬＣ５０为２．８１ｍｇ／

Ｌ，三者药后１４ｄ田间防效均达９０％以上。２０１２年宫

亚军等［１３］对黄瓜瓜蚜毒力测定及田间防效研究结果

显示，阿维菌素对瓜蚜ＬＣ５０为８．２７２８ｍｇ／Ｌ、啶虫脒

ＬＣ５０为２９．２９２７ｍｇ／Ｌ、吡虫啉ＬＣ５０为４６．０４８７ｍｇ／

Ｌ，瓜蚜对三种药剂均很敏感，药后１４ｄ田间防效均

达９４％以上。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比，本试验中吡

虫啉和啶虫脒对田间瓜蚜的毒性均大幅度降低，说

明随着吡虫啉和啶虫脒的大量使用，该地区瓜蚜已

产生较高的抗性。尽管本试验中阿维菌素对瓜蚜的

室内毒力水平仍较高，但田间防效低于氟啶虫胺腈

和溴氰虫酰胺，这可能与阿维菌素的商品制剂有效

成分含量相对低，使用浓度低有关。

氟啶虫胺腈为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研制的第一个

磺酰亚胺（ｓｕｌｆｏｘｉｍｉｎｅ）类农用杀虫剂，其杀虫谱与

新烟碱类杀虫剂有所不同，对新烟碱类产生抗性的

刺吸性昆虫对该药很敏感，是用于蚜虫抗性治理的

一个新药剂［１４］。赵冰梅等［１５］研究了５０％氟啶虫胺

腈水分散粒剂等几种药剂对棉蚜田间药效，结果显

示对棉蚜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其中、高剂量处理即

２５、３５ｇ／ｈｍ２ 处理的防效极显著优于其他药剂处

理，有效控蚜期达１４ｄ以上，优于其他几种药剂。

溴氰虫酰胺是杜邦公司开发的苯甲酰胺类杀虫

剂，通过激活靶标害虫的鱼尼丁受体防治害虫［１６］，本试

验中对瓜蚜的防效介于氟啶虫胺腈与阿维菌素之间，

其速效性与持效性均较好，药后１４ｄ防效达９４．５４％。

瓜蚜是典型的ｒ对策害虫，其发育历期短，生殖

力强，世代重叠，对药剂的抗性发展速度较快。本研

究的室内毒力测定与田间防效结果表明，应避免使

用已经对其产生抗性的吡虫啉及啶虫脒，推荐选用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和１．８％

阿维菌素ＥＣ，尤其对抗性较高的瓜蚜种群及难以防

治的伏蚜，更要注意轮换用药，避免连续单一使用一

种药剂，以延长农药使用寿命，延缓抗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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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４．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６０ｍＬ／６６７ｍ２）无显著

差异。２０％呋虫胺可溶粒剂不同用药量处理间百穗

幼虫量和有虫穗率也无显著差异。试验结果表明，

２０％呋虫胺可溶粒剂２０、２５和３０ｇ／６６７ｍ２的用量

均可用于小麦穗期麦红吸浆虫的防治，保护穗期不

受侵害。

表１　２０％呋虫胺可溶粒剂对穗期麦红吸浆虫的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２０％犱犻狀狅狋犲犳狌狉犪狀犛犌犪犵犪犻狀狊狋犛犻狋狅犱犻狆犾狅狊犻狊犿狅狊犲犾犾犪狀犪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狑犺犲犪狋犺犲犪犱犻狀犵狊狋犪犵犲

药剂名称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用量

Ｄｏｓａｇｅ

百穗幼虫量／头

Ｌａｒｖａｎｏ．ｐｅｒ１００ｅａｒｓ

有虫穗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ｅａｒ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０％呋虫胺ＳＧ

２０％ＤｉｎｏｔｅｆｕｒａｎＳＧ

２０ｇ／６６７ｍ２ （１７．３０±６．５７）ｂ （８．０±２．３１）ｂ ９２．９３

２５ｇ／６６７ｍ２ （２４．３０±６．０６）ｂ （１０．０±１．１５）ｂ ９０．０７

３０ｇ／６６７ｍ２ （１７．００±７．５１）ｂ （７．７±３．１８）ｂ ９３．０６

４．５％高效氯氰菊酯ＥＣ

４．５％犫犲狋犪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ＥＣ
６０ｍＬ／６６７ｍ２ （３．３０±１．７６）ｂ （２．０±１．１５）ｂ ９８．６４

清水对照ＣＫ （１９６．３０±５９．４８）ａ （３２．７±５．７０）ａ －

　１）表中所列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一列中具有不同字母的为经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３　结论与讨论

吸浆虫穗期防治的药效筛选试验的核心在于成

虫监测和抽穗期（抽穗７０％至扬花前）喷雾施药。

本试验在麦红吸浆虫防治达标田（每小方土壤中５头

以上的幼虫／圆茧），从孕穗初期开始用黄色粘板监测

成虫的发生量，避免了手扒麦垄观察成虫或网捕方法

的人为因素误差，在小麦从孕穗到扬花期间简便直观

地监测了成虫发生动态，为穗期防治提供决策。试验

结果表明，２０％呋虫胺可溶粒剂可以用于吸浆虫的穗

期防治。本试验结果为穗期吸浆虫田间药效试验和

药剂筛选提供了一套合理的方法，也为未来制定相关

的药效试验准则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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