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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种杀虫剂对截形叶螨实验种群的药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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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边大学农学院�吉林 龙井133400；2∙珲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吉林 珲春133300）

摘　要：为了筛选出对截形叶螨确实有效的药剂�用16种杀虫杀螨剂�采用培养皿叶背喷雾
法对截形叶螨实验种群进行了室内药效试验。结果表明：三氯杀螨醇和速扑杀的药效最高�而且
这两种药剂在喷药后的第3天药效已达100％；克螨特、高效木虱净、农螨丹和螨克的药效到第7
天也能达到99％以上。因此�防治截形叶螨时最好选用三氯杀螨醇和速扑杀。根据不同情况也可
以选用克螨特、高效木虱净、农螨丹和螨克；施药时最好是往作物的叶背喷药�以提高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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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形叶螨（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在东北主要危害大豆、玉米、茄子和菜豆等作物�
其危害引起的损失率达10％～30％。由于截形叶螨身体小�刺吸式口器�而且在叶背危害�
很多杀虫剂对该螨的防效不尽人意。因此�我们在室内首先用16种药剂采用培养皿叶背喷
雾法对截形叶螨实验种群进行了初步的药效试验�从中选出8种药剂�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
了较详细的药效试验�为截形叶螨的防治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供试药剂

①28％硫氰乳油（北京华戎生物激素厂）；②50％硫悬浮剂（河北省辛集市化工三厂）；③
5％尼索朗（日本曹达株式会社）；④5％速杀威（四川省宏成制药有限公司）；⑤20％螨克（德
先灵农药有限公司）；⑥30％安灭灵（青岛第二农药有限公司）；⑦7∙5％农螨丹（日本曹达株
式会社）；⑧5％霸螨灵（日本农药株式会社）；⑨73％克螨特（美国有利来路公司）；⑩30％桃
小灵（烟台市京蓬农药厂）；○1133％高效木虱净（石家庄开发区南开新技术联合公司）；
○122∙5％功夫（英国捷利康有限公司）；○1340％氧化乐果（解放军第9715工厂）；○1440％速扑杀
（瑞士汽巴-嘉基有限公司）；○1524％万灵（美国杜邦农药有限公司）；○1620％三氯杀螨醇（天津
农药厂）。
1∙1∙2　 供试叶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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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间大豆叶上采集的截形叶螨的雌成螨。
1∙2　试验方法

在直径为12cm的培养皿内放一层厚度为1cm的海绵�其上铺一层1mm厚的脱脂棉�
加水至海绵高度。取豇豆叶一片�从叶柄基部截取�叶背朝上平铺在脱脂棉上�叶片和脱脂
棉间不留空隙�叶柄用浸湿的脱脂棉包住。在叶背上用细毛笔接雌性截形叶螨成虫30多
头。接螨后放置1d�次日调查供试螨数。每种药剂按常用倍数对水�用小型喷雾器进行叶
背喷药�每种药剂处理重复3次�以清水为对照。第1次试验为了初选药剂只记录喷药后第
1、3d的活螨数�第2次试验详细记录第1、3、5、7d的活螨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第1次试验结果

根据培养皿叶背喷雾法所得的药效�进行不同药剂与不同调查日期二因素药效的方差
分析（反正弦转换）�其结果16种药剂间的药效差异达极显著水平；不同调查日期间的药效
差异也达极显著水平�在0∙01水平上第3天的药效显著高于第1天（21∙8％）；而不同药剂与
不同调查日期间的互作效应不显著。为进一步弄清不同药剂之间药效差异的显著性�进行
了 Duncan’s多重比较（表1）。

表1　16种药剂对截形叶螨药效的新复极差测验
药　剂　 稀释倍数 药效（％） 显　著　性

0∙05 0∙01
三氯杀螨醇 1000 100∙00 a A
速扑杀 1000 93∙00 ab AB
克螨特 2500 92∙19 ab AB
氧化乐果 1000 74∙95 bc BC
高效木虱净 1750 74∙34 bc BC
农螨丹 1000 72∙47 bc BC
螨　克 1250 67∙17 cd BCD
霸螨灵 2000 63∙98 cd BCD
桃小灵 1250 45∙22 de CDE
硫氰乳油 1750 43∙49 de CDE
功　夫 2500 32∙41 ef DEF
安灭灵 3000 29∙78 efg DEFG
万　灵 1000 17∙15 efgh EFG
速杀威 500 13∙77 fgh EFG
尼索朗 1750 13∙05 gh FG
硫悬浮剂 1750 5∙88 h G

　　从表1可知�在0∙05水平上三氯杀螨醇、速扑杀和克螨特的药效显著高于螨克、霸螨
灵、桃小灵、硫氰乳油、功夫、安灭灵、万灵、速杀威、尼索朗和硫悬浮剂�而速扑杀和克螨特与
氧化乐果、高效木虱净、农螨丹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2∙2　第2次试验结果

在第1次试验的基础上�选出药效超过60％的三氯杀螨醇、速扑杀、克螨特、氧化乐果、
高效木虱净、农螨丹、螨克和霸螨灵8种药剂进行了第2次较详细的试验�这8种药剂与不
同调查日期间二因素方差分析（反正弦转换）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不同药剂间的药效差异和不同调查日期间的药效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而
且不同药剂与不同调查日期间的互作效应亦极显著。进一步进行 Duncan’s 多重比较的结
果见表3和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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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种药剂与不同调查日期的二因素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SS DF MS F值 0∙05 0∙01
处　理　 　24562∙38 　　　31 　 792∙33 　34∙78∗∗ 1∙63 2∙00
药　剂　 14556∙50 7 2079∙50 91∙29∗∗ 2∙15 2∙93
调查日期 7874∙50 3 2624∙83 115∙23∗∗ 2∙75 4∙10
互　作　 2131∙38 21 101∙49 4∙46∗∗ 1∙72 2∙16
误　差　 1457∙88 64 22∙78

表3　8种药剂对截形叶螨药效的新复极差测验
药　剂 稀释倍数 药效（％） 显著性

0∙05 0∙01
三氯杀螨醇 1000 100∙00 a A
速扑杀 1000 98∙65 a A
克螨特 2500 93∙85 b B
高效木虱净 1750 91∙37 b B
农螨丹 1000 91∙31 b B
螨　克 1250 89∙88 b B
氧化乐果 1000 75∙10 c C
霸螨灵 2000 58∙03 d D

　　从表3可知�在0∙01水平上三氯杀螨醇
和速扑杀的药效显著高于其他6种药剂。虽
然克螨特、高效木虱净、农螨丹和螨克的药效
不如三氯杀螨醇和速扑杀�但其药效也在
90％以上�而氧化乐果和霸螨灵的药效则较
差。

表4　 不同调查日期药效的新复极差测验
调查日期

（喷药后） 药效（％） 显　著　性

0∙05 0∙01
第7天 98∙98 a A
第5天 97∙70 b A
第3天 93∙16 c B
第1天 76∙07 d C

　　从表4可知�在0∙05水平上第7d的药效显著高于其他3d的药效�而且比第5d、第3
d、第1d增加的药效分别为1∙28％、5∙82％和22∙91％�第3d的平均药效已达90％以上。

对药剂与调查日期间药效的互作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调查日期的增加�药剂的药
效发挥更加显著�到第3d三氯杀螨醇和速扑杀的药效已达100％；克螨特、高效木虱净、农
螨丹和螨克的药效到第7d也能达到99％以上。
3　结论与讨论

①杀虫剂对截形叶螨实验种群的室内药效试验结果表明�在16种杀虫杀螨剂中�三氯
杀螨醇和速扑杀的药效最好�而且在喷药后的第3d 药效已达100％�说明这两种药剂的杀
螨效果不仅好�而且快�是首选药剂。而克螨特、高效木虱净、农螨丹和螨克的药效到第7d
也能达99％以上�这4种药剂也不失为防治截形叶螨的良好药剂。

②在培养皿叶背喷雾法中�药剂主要发挥了触杀作用�因为截形叶螨主要在叶背活动�
所以在防治截形叶螨时�建议往植物的叶背上喷药为好。

③在本试验中�氧化乐果的平均药效为75％�而金大勇等在2000年用同样方法试验的
结果中�氧化乐果的平均药效为98∙95％。产生不同药效的原因主要是本试验的供试螨是
在田间大豆田采集的�此大豆田喷过氧化乐果�供试螨可能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而2000年
供试螨是在野外菜豆叶上采集并经室内多代培养的�对农药的敏感度高。因而�在防治害虫
（螨）时�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选用药剂以求最佳效果。

本试验是在室内进行的�室内的药效与田间的防效是否一致�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下转第46页）

371期　　　　　　　　　　金大勇等：16种杀虫剂对截形叶螨实验种群的药效试验



为0～30日龄、2～3月龄、4～12月龄、1～1∙5岁、1∙6～2∙5岁和2∙6～3∙5岁。第1阶段�即
出生后1月龄�是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公羊日增重261g�母羊日增重227g。第2阶段即2～
3月龄�是生长发育的次高峰期�公羊日增重156∙9g�母羊日增重119∙4g。母羊从第3阶段
（3～6月龄）开始�生长发育速度放缓�平均日增重只有60g。与前3个阶段相比�后3个阶
段公、母羊生长发育速度都显著降低。
1∙5岁之前是优质细毛羊生长发育的主要时间�公、母羊体重分别达到2∙5岁的86％、

89％和3∙5岁的79％、85％。由此可见�在1∙5岁之前�即羔羊期和育成期�是影响优质细毛
羊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应该加强饲养管理�以满足其快速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

到2∙5岁优质细毛羊基本达到体成熟�公、母羊体重分别达到3∙5岁的92％和95％。
2∙6～3∙5岁也有一定的生长发育�但其幅度已经很小�公羊略高于母羊。公羊的生长发育不
仅比母羊快�而且生长发育的旺盛期也比母羊长�或者说公羊的体成熟要比母羊晚。所以�
对种用公羊的培育要考虑其生长发育特点�特别在2周岁之前都应给予较高的营养�以满足
其生长发育和正常繁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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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16Types of Insecticide on the Experimental
Population of 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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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ick out the efficent insecticide to 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the labora-

tory drug-effect test was done on its experimental population by spraying underleaf on culture plates�
sixteen types of insecticide were choosed�the result revealed that：The effects of Methidathion and Dico-
fol were best�they showed100％ effect three days after spraying；Comite�Nonmite and Mitac showed
99％ or higher effect seven days after spraying．To prevent 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it is better to
choose Methidathion and Dicofol�Comite�Nonmite and Mitac can be us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
tions；The best way to increase the insecticidal effect is to spray underleaf∙

Key words：Tetranychus truncatus ehara；Insecticide；Laboratory；Dru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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