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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杀虫剂对长寿花蓟马的防效试验

蒋淑萍１，２，陈泽斌１，２，陆红宇１，华金珠１

（１．昆明学院 农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２．云南省都市特色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为找到能够安全有效控制长寿花蓟马危害的药剂，试验以安宁市连然镇新甸房村大棚花卉种植区被

长寿花蓟马危害的植株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观察记录法、实地小区顺序排列室内实验法，分析不同药剂及

互配药剂对长寿花蓟马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长寿花蓟马主要危害花卉的幼嫩组织；蓟马在当地的暴发时
间是５～８月；蓟马始发期使用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１５００倍液防治，速效性和防治效果好，后期配合７０％
吡虫啉３０００倍液、２５％噻嗪·异丙威１５００倍液共同使用能延长持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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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蓟马是缨翅目昆虫的统称，目前世界已记述的蓟
马达５５００余种，大部分是植食性的，其危害作物较为
广泛，包括蔬菜、花卉、果树、粮食作物等［１－２］．蓟马成
虫和若虫以锉吸式口器吸食植物幼嫩组织和器官汁

液［３－４］．花卉被害后常出现失绿点状、条形或片状斑，
造成叶片黄化，嫩梢卷缩．花蕾受害可造成凋萎、皱
缩、畸形、花瓣褪色等症状，如不及时处理或防治不当

则会造成病毒病，严重影响花卉的外观品质和经济价

值［５－６］．该虫繁殖速度快，且可进行孤雌繁殖，在全国

各省均有分布，寄主范围十分广泛［７－８］．也是最顽固
的害虫之一．其受天气影响较大，若高温干旱持续时
间长，则虫口密度迅速增加．根据梁贵红等［９－１２］对花

卉系统调查发现，危害花卉蓟马主要有６种（西花蓟
马、花蓟马、黄蓟马、烟蓟马、横纹蓟马、黄胸蓟马），当

虫害严重发生时，１００％田块都有蓟马，４～７月为发生
高峰期，５月份为最高，８月份以后随气温降低，蓟马
的发生逐渐减轻，到 １２月份达到最低值．张茂团
等［１３］在温室花卉调查中发现，９８％蓟马为花蓟马．目



前在田间对蓟马的防治主要是使用多杀菌素、毒死蜱

和吡虫啉等进行防治，但由于长期单一用药，常用的

吡虫啉、啶虫脒、阿维菌素等药剂对蓟马的防治效果

均不理想［１４］．国外已有报道［１５－１６］表明，该虫对有机

氯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和除虫菊脂类杀虫剂

产生了抗性．相对于蔬菜、果树、粮食作物而言，无论
是从防效、持效期、安全性方面来考虑，大多数花卉用

药水平普遍要高，多数以进口产品为主，因此综合各

方面因素来看，找到一种经济、实用性强的药剂或方

法来防治蓟马是十分有必要的．试验以昆明市所辖安
宁市连然镇新甸房村大棚花卉种植区被长寿花蓟马

危害的植株为研究对象，研究温室中长寿花蓟马危害

的发生规
%

和危害特点，分析不同药剂及互配药剂对

长寿花蓟马的防治效果．采用实地观察记录法、实地
小区顺序排列室内实验法，分析不同药剂及互配药剂

在不同时期的防效差异，以期找到能安全有效控制长

寿花蓟马危害的药剂，为生产提供指导性建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概况
选取安宁市连然镇新甸房村大棚花卉种植区大

棚内蓟马危害的盆栽长寿花植株为研究对象，品种

为“如意”，共８０盆．植株扦插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２０日，试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２月１日，此时长寿花苗

龄７０ｄ，蓟马危害已经开始发生．施药质量浓度为产
品推荐的最大质量浓度．使用常规手压式小喷雾器
（容量１５Ｌ）进行喷雾，每个小区用药量一致，共施
药４次，前两次用药５０ｍＬ，后两次用药８０ｍＬ．
１２　供试药剂

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生
产，属于生物杀虫剂）；７０％吡虫啉 ＥＣ（曹州农化安
诺信公司生产，属于硝基亚甲基类杀虫剂）；２５％噻
嗪·异丙威ＷＰ（惠州市中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属
于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８个处理，每处理设１个小区，每小区
１０盆，占地面积约 １ｍ２，各小区之间设保护行，
０５ｍ宽，试验期间不使用其他杀虫剂．详见表１．
１４　危害程度分级标准

叶片危害程度分级标准如下［１７］：

０级：叶片完全正常；
１级：叶片轻度卷曲，叶片卷曲部分不超过整片

叶片的５０％；
２级：叶片轻度卷曲，叶片卷曲部分不超过整片

叶片的５０％，且叶片背面有失绿斑点；
３级：叶片重度卷曲，叶片卷曲部分超过整片叶

片的５０％，且叶片背面有明显失绿斑点或斑纹．

表１　不同药剂处理

处理 药剂 稀释倍数

１ 清水对照 －
２ ７０％吡虫啉ＥＣ ３０００
３ ２５％噻嗪·异丙威ＷＰ １５００
４ 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 １５００
５ ７０％吡虫啉ＥＣ＋２５％噻嗪·异丙威ＷＰ －
６ ７０％吡虫啉ＥＣ＋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 －
７ 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２５％噻嗪·异丙威ＷＰ －
８ ７０％吡虫啉ＥＣ＋２５％噻嗪·异丙威ＷＰ＋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 －

１５　计算方法
虫害指数、指数增长率及防效的计算方法如下：

虫害指数 ＝∑（各级虫害叶片数 ×各虫害等
级）／（调查总数×虫害最高等级）；

虫害指数增长率＝［（药后虫害指数 －药前虫
害指数）／药前虫害指数］×１００％；

防效＝｛［１－（空白对照区药前虫害指数 ×药
剂处理区药后虫害指数）］／（空白对照区药后虫害
指数×药剂处理区药前虫害指数）｝×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８个药剂处理对长寿花蓟马均有不同程度的防
效（见下表２），不同处理的防效盛期有明显差异．其
中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施药１，２，３，４次后防效分
别为５４７０％，－４５０％，－９７０％，－１４１０％，表现
出很好的速效性，但持效性差．７０％吡虫啉 ＥＣ施药
１，２，３，４次后防效分别为３７４０％，１７３０％，０１０％，
２００％，表现出很好的速效性，持效性差，但比６０ｇ／Ｌ
乙基多杀菌素ＳＣ稍好．２５％噻嗪·异丙威ＷＰ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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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４次后防效呈无规律变化，后期防效突出．
８个药剂处理用药 １次后供试药剂的防效在

１７８０％～５４７０％之间（下表２），其中６０ｇ／Ｌ乙基多
杀菌素ＳＣ的防效最高，达５４７０％；７０％吡虫啉ＥＣ＋
２５％噻嗪·异丙威ＷＰ＋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次
之，为３７６０％；７０％吡虫啉ＥＣ＋２５％噻嗪·异丙威
ＷＰ最差，为１７８０％．用药２次后供试药剂的防效
在－１４４０％ ～１７３０％之间，７０％吡虫啉 ＥＣ防效最
高，为１７３０％；７０％吡虫啉ＥＣ＋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
素ＳＣ次之，为 １３００％；２５％噻嗪·异丙威 ＷＰ和

７０％吡虫啉 ＥＣ＋２５％噻嗪·异丙威 ＷＰ防效最低，
为 －１４４０％．用 药 ３次 后 供 试 药 剂 的 防 效
在－１１９０％～１３３０％之间，７０％吡虫啉ＥＣ＋２５％噻
嗪·异丙威ＷＰ防效最高，为１３３０％；６０ｇ／Ｌ乙基多
杀菌素ＳＣ＋２５％噻嗪·异丙威 ＷＰ和７０％吡虫啉
ＥＣ＋２５％噻嗪·异丙威ＷＰ＋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
ＳＣ防效最低，为 －１１９０％．用药４次后供试药剂的
防效在－１４１０％～～１４２０％之间，２５％噻嗪·异丙
威ＷＰ防效最高，为１４２０％；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
防效最低，为－１４１０％．

表２　不同药剂处理对蓟马的防治效果 ％

处理

　　　　　用药１次　　　　　　　　　　用药２次　　　　　　　　　　用药３次　　　　　 　　　　　用药４次　　　　　

虫害指数

增长率
防效

虫害指数

增长率
防效

虫害指数

增长率
防效

虫害指数

增长率
防效

１ ８５７０ － １３９５ － －６００ － １７８０ －
２ １６２０ ３７４０ －６１０ １７３０ －６５０ ０１０ １９０ ２００
３ ３３１０ １９５０ ３０３０ －１４４０ －２７０ －３５０ －１０９０ １４２０
４ －１６００ ５４７０ １６００ －４５０ ３１０ －９７０ １５７０ －１４１０
５ ３４５０ １７８０ ２３３０ －１４４０ －２２７０ １３３０ －４１０ ７５０
６ ２１２０ ３１７０ －０８５ １３００ ０８５ －７３０ ３４０ ０５０
７ ３０４０ ２２６０ ４８０ ８００ －３１０ －１１９０ ４５０ ０５０
８ １５９０ ３７６０ １３９０ １００ ５２０ －１１９０ ３３０ ０５０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清水对照处理１，２，３，４次后虫害指数增长率分别

为８５７０％，１３９０％，－６００％，１７８０％；７０％吡虫啉ＥＣ
用药１，２，３，４次后虫害指数增长率分别为１６２０％，
－６１０％，－６５０％，１９０％，虫害指数增长率均低于对
照，说明７０％吡虫啉ＥＣ对防治长寿花蓟马具有一定
的防治效果，表现出良好的速效性，但持效期不长．
２５％噻嗪·异丙威 ＷＰ用药１，２，３，４后虫害指数增
长率分别为３３１０％，３０３０％，－２７０％，－１０９０％，
虫害指数增长率除第２次明显高于对照外，其余明显
低于对照，而且后期持续呈负增长，说明２５％噻嗪·
异丙威对防治长寿花蓟马具有防治效果，速效性不

好，但持效性好．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施药１，２，３，
４次后虫害指数增长率分别为 －１６００％，１６００％，
３１０％，１５７０％，第１次药后虫害指数增长率呈现明
显的负增长，说明在防治长寿花蓟马上有明显的速效

性．７０％吡虫啉 ＥＣ＋２５％噻嗪·异丙威 ＷＰ处理用
药１，２，３，４次后虫害指数增长率分别为 ３４５０％，
２３３０％，－２２７０％，－４１０％，只有第２次虫害指数

增长率高于对照．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 ＳＣ＋２５％噻
嗪·异丙威ＷＰ处理用药１，２，３，４次后虫害指数增
长率分别为３０４０％，４８０％，－３１０％，４５０％均呈
现不规律变化，防效不明显．７０％吡虫啉ＥＣ＋２５％噻
嗪·异丙威ＷＰ＋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处理用药
１，２，３，４次后虫害指数增长率分别１５９０％，１３９０％，
５２０％，３３０％，第２次虫害指数增长率高于对照，其
余时间段均有防效，虽然数据变化不是很明显，但呈

持续减缓趋势，说明具有很好的持效性．
３２　讨论

结合３种药剂不同时期的防效特性，推测前期
单独使用６０ｇ／Ｌ乙基多杀菌素ＳＣ１５００倍液喷施
１～２次后加施７０％吡虫啉ＥＣ３０００倍液，喷施３～
４次后加施２５％噻嗪·异丙威 ＷＰ１５００倍液，对
长寿花蓟马有更好的防治作用．用药时间要选择
在早晨或傍晚蓟马在叶片上活动，容易接触药剂

时喷施．另外长寿花蓟马爆发时间在 ５～８月，应
选在３月份之前蓟马开始活动时就进行喷施．此
外，试验地长期采用化学防治容易产生抗性，而由

于大棚内的条件本身就有利于蓟马活动，再加之

试验地种植时间长，长期栽种单一品种，蓟马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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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泛滥，因此不是单靠化学防治就能解决其危

害的，并且不能长期依赖于化学防治，更不能长期

依赖一种药剂，建议结合生物、农业、物理等防治

措施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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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分离的１０株菌的抑菌活性检测，我们获
得了１株对细极链格孢菌有抑制作用的菌株，１株对
小新壳梭孢病菌有抑制活性的菌株，３株对炭疽病菌
有抑制活性的菌株，４株对稻梨孢菌有抑制活性的菌
株，６株对甘薯黑斑病菌有抑制作用的菌株，这些活
性菌株为生防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材料．

对１０株菌酶活性检测的结果显示，淀粉酶活性
筛选全部为阴性，纤维素酶为阳性的有１株菌，蛋白
酶为阳性的也有１株菌，而脂肪酶为阳性的有６株
菌，这些活性菌株可以作为下一步酶领域的研究

应用．
本研究中获得的细菌菌株及抑菌活性、酶活性

菌株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蜈蚣肠道微生物提供了更

多数据，同时也为我们探讨蜈蚣的中药制造带来了

一些启发．迄今为止，人们对动物和其肠道中的微生
物间复杂的作用关系，以及微生物在动物生理活动

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和机制尚知之甚少．所以肠道细
菌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药用动物“蜈蚣”的肠道微生

物也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挖掘和探索．

［参考文献］

［１］周永芹，韩莉．中药蜈蚣的研究进展［Ｊ］．中药材，２００８，
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９．

［２］姜璐璐，曹艳华，王诗敏，等．蜈蚣毒素的研究进展［Ｊ］．
西北药学杂志，２００９（６）：５１７－５２０．

［３］周莉莉．蜈蚣提取物制备及药理活性研究［Ｄ］．北京：北
京化工大学，２００８．

［４］黄云，詹先进，蓝家样，等．昆虫肠道微生物的研究进展
［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４８（１１）：２８８７－２８９０．

［５］陈天寿．微生物培养基的制造与应用［Ｍ］．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程丽娟，薛泉宏，来航线．微生物学实验技术［Ｍ］．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８．

［７］沈萍，范秀容，李广武．微生物学实验［Ｍ］．２版．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张尔亮，李维，王汉臣．微生物学实验教程［Ｍ］．重庆：西
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７第６期　　　　　　　　　蒋淑萍，陈泽斌，陆红宇，等：不同杀虫剂对长寿花蓟马的防效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