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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防治拉美斑潜蝇试验

张启岚�孙玉良�李　昕�田德秀�庄会杰�王法娟
（靖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吉林 靖宇135200）

摘　要：采用20％百虫杀、40％一扫除和35％阿维辛乳油3种药剂对拉美斑潜蝇进行防治
试验。结果表明�以40％一扫除防治效果最好�防效达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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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斑潜蝇是一种国际检疫性害虫。近年来�仅在我国浙江等部分省（市）发现疫情�我省尚未见报
道。2001年我们在进行有害生物普查时�在靖宇县靖宇镇蒙江村李春和家大棚中的黄瓜、芹菜上�首次发
现类似该虫的危害状�采集的标本经国家出入境检疫局鉴定�确认为拉美斑潜蝇。

拉美斑潜蝇的寄主范围广�繁殖力强�危害性严重。该虫以幼虫危害为主�当幼虫潜入寄主叶片后�潜
食叶肉�在叶片上造成蛇形、不规则形白色虫道�同时其粪便污染叶片�使叶片的光合能力明显降低�危害
严重时�可使叶片脱落�对作物产量影响很大�一般减产15％～50％�如果叶菜类一旦被害�其商品价值明
显下降甚至丧失。该虫的发生�严重地威胁着我县蔬菜生产的发展�为了防控疫情�将危害降低到最低程
度�我们在深埋、焚烧寄主残体的同时�进行了药剂防治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20％百虫杀 EC（山东省五莲县金汇化工厂生产）�40％一扫除 EC（中国广西大西南农药厂生产）�35％
阿维辛乳油（东莞市瑞德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在本县靖宇镇蒙江村李春和家大棚内黄瓜田上进行。试验地栽培管理条件一致。施药时黄瓜株
高1∙61m�为结果初期。

施药前对全田进行危害程度调查�危害株率100％�叶片危害率27∙4％�其中危害程度达一级的叶片
44％�二级叶片26％�三级叶片30％。叶片危害程度分级标准0级为无虫道；1级为每片叶片有≤10个虫
道（≤1cm 虫道）；2级为每片叶片有11～29个虫道；3级为每片叶片有≥30个虫道。

试验设20％百虫杀 EC500、1000和2000倍液�40％一扫除 EC1500倍液�35％阿维辛乳油 EC1500
倍液以及喷清水对照共6个处理�3次重复�每重复10∙8m2�用工农16型背负式喷雾器均匀喷施�每667
m2用药液量90kg。试验共施药2次：第一次施药时间8月18日�施药前分小区进行了虫口基数调查；第
二次施药是在8月22日。在第一次施药后3d和第二次施药后3d 分别进行了杀虫效果的田间调查�调
查方法是：取小区中间一行随机调查10株�每株逐叶调查活虫数�计算校正防效。
2　结果与分析

第一次施药后各处理的虫口密度明显下降�校正防效在62∙1％～83∙3％。同时�由于试验是在封闭的
大棚内进行的�试验用药和试验区外施用药剂的弥漫作用�加之成虫的羽化�使对照区的（下转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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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断提高生产、销售服务人员和农民的整体素质
一项好的先进的技术成果能不能转化为好的产品�能不能在生产上发挥其作用�决定于生产加工、售

后服务人员和使用者的素质。因此�必须在人员培训上下功夫�长期坚持下去�提高整体素质。
3∙3　树立重信誉、守合同的法制观念

不重信誉、不信守合同、弄虚作假、假冒伪劣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大弊端�严重干扰破坏了正常经
济秩序。加强法制教育�打击不法行为�树立重信誉、守合同的法制观念�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
生防产业化有序地运行。
3∙4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筹建生防骨干企业

针对设备陈旧落后�厂点规模小而重复分散等问题�必须筹建生防骨干企业。资金来源主要通过招商
引资、社会融资、贷款来解决。但在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投入一部分无偿资金�给予扶持是十
分必要的。
3∙5　加强领导�从政策上给予优惠

生防产业化涉及科研、生产与推广�工业、农业与贸易�城市与乡村�是多层次复杂的联动工程。处于
设计起步阶段�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加强领导�多做协调工作�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税收、资金上给予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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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3页）虫口密度也有所下降�但与处理间存在明显差异。连续第二次施药：20％百虫杀 EC500倍
液、1000倍液的防效分别为93∙8％和94∙0％�40％－扫除 EC 的防效为94∙5％�明显高于百虫杀2000倍液
和35％阿维辛乳油1500倍液（表1）。

表1　不同杀虫剂对拉美斑潜蝇的防治效果
处理药剂

名　称 浓度（倍液）
施 药 前

虫口基数

（头／10株）

第一次施药后3d 第二次施药后3d
虫口数量
（头／10株）

校正防效
（％）

虫口数量
（头／10株）

校正防效
（％）

20％百虫杀 EC 　500 77∙3 14∙0 78∙2 3∙3 93∙8
20％百虫杀 EC 1000 86∙3 12∙0 83∙3 3∙3 94∙0
20％百虫杀 EC 2000 67∙0 19∙0 65∙8 4∙6 90∙1
40％一扫除 EC 1500 85∙0 19∙6 72∙2 3∙3 94∙5
35％阿维辛乳油 EC 1500 74∙0 23∙3 62∙1 6∙3 86∙7
清水对照 75∙3 62∙0

3　结　论
20％百虫杀 EC1000倍液和40％一扫除 EC1500倍液对拉美斑潜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保护地内要严控拉美斑潜蝇必须施药两次以上（本试验施药两次最高防效仅为94∙5％）�一次用药很

难达到防控目的。在药剂防治的同时�必须对寄主残体进行深埋或焚烧处理�从而有效地防止疫情蔓延。

75增刊　　　　　　　　刘洪涛等：关于加速玉米螟生物防治产业化的初步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