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瓜蚜(Aphis gossypii Glover)属 同 翅 目 蚜 科 ，

全国分布。又名棉蚜，主要危害甜瓜、西瓜、哈密

瓜、西葫芦等瓜果蔬菜。近几年在吉林地区无公害

西瓜、甜瓜的危害面积逐年增多，在生长季节瓜蚜

逐年加重，对吉林地区西瓜、甜瓜生产构成威胁，

为控制瓜蚜保护生产进行了该项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11%阿维·烯啶虫胺 EC (绿邦永农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5%噻虫嗪 Wg (瑞士先正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10%氟啶虫酰胺 Wg (浙江石原金

牛农药有限公司)、2.5%高渗吡虫啉 WP(南京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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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有限公司)、3.2%甲维·啶虫脒 Me (百农思达

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3%啶虫脒 Me (天津市海

蓝精细化工厂)、0.3%苦参碱 Ws(河北省农药化工

有限公司)、4.5%高效氯氰菊酯 EC(河北省邢台市

农药有限公司)、40%毒死蜱 EC (淄博新农基农药

化工有限公司)[1-2]。
1.2 供试虫源

瓜蚜采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种植的甜瓜上，

未使用过任何杀虫剂，20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采

回适量的带有瓜蚜的新鲜叶片备用。
1.3 室内毒力测定试验

采用叶片浸渍法在农业化学实验室进行了初

步的预备试验，根据预试设置杀虫剂用量范围，各

药剂分别设 7 个等比浓度，按梯度以清水为溶剂

稀释，并以清水为 CK(空白对照)。大田间选择带

有无翅蚜较多的新鲜甜瓜小叶片，用昆虫针剔除

不合格的蚜虫，每片叶上保留大小一致的无翅蚜

40～50 头，将带虫的叶片放入不同的药液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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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药剂对瓜蚜毒力测定

试 验 药 剂 毒力方程 相关系数(r) LD50(mg/kg) 毒力指数(Ｔi) 排序

11%阿维·烯啶虫胺 EC Y=4.6147+1.835 1 x 0.976 7** 1.621 9 70.48 1

25%噻虫嗪 Wg Y=4.6671+0.807 3 x 0.979 7** 2.584 6 44.23 2

10%氟啶虫酰胺 Wg Y=4.1267+1.593 0 x 0.979 9** 3.257 0 35.10 3

2.5%高渗吡虫啉 WP Y=4.1268+1.601 3 x 0.981 7** 3.509 9 32.57 4

3.2%甲维·啶虫脒 Me Y=2.1691+1.694 8 x 0.985 6** 46.795 1 2.44 5

3%啶虫脒 Me y=3.2029+1.745 2 x 0.983 3** 10.435 7 10.95 6

40%毒死蜱 EC y=2.4750 +1.454 6 x 0.973 7** 52.303 0 2.19 7

0.3%苦参碱 Ws y=3.0761+0.952 2 x 0.921 3** 100.154 2 1.14 8

4.5%高效氯氰菊酯 EC y=2.1859+1.353 3 x 0.984 3** 114.316 4 1.00 9

5 s，在烧杯口微停，等到叶边不再有大的水滴流

下时待用。用直径为 12 cm 组培瓶，装有 1/3 含有

饱和水分的过 30 目细筛的中沙，沙压实平整，沙

上覆盖二层滤纸保持干净，中间用剪子插一圆孔，

将杀虫剂处理过的带虫的叶柄插入圆孔中并用玻

璃棒压实，保持叶柄直立，然后用组培瓶盖盖上，

保持瓶中的湿度，用胶带将培养皿固定，使其成为

一个整体，加上标签并写上处理浓度；将培养皿置

于日光培养箱 (TOP-300)内饲养，T(25±1)℃，RH
75％，光照(L)与黑暗(D)比 L∶D=10 h∶14 h。各不同

浓度的药剂均处理 5 片叶片，30 h 左右检查存活

蚜虫及死亡数量[2-3]。
死亡标准：用解剖针挑足或触角，均不活动的

为死亡蚜虫。运用 abbott 公式，计算蚜虫的校正死

亡率，采用 Finney 几率值分析法处理测试数据，

并计算毒力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LD50、毒力指

数。
1.4 田间药效试验设计

2011 年 7 月 12 日，试验设在吉林农业科技学

院教学实习基地实习园艺场甜瓜种植试验田中。
本试验一共设置 10 个处理，3 次重复，顺序

排列，小区面积为 20 m2，清水对照(CK)，药前调查

虫源基数，每处理区调查正反面叶上蚜虫数量并

在叶柄处挂签，注明活的蚜虫数量，每小区内以

45 片叶为一个单位。
11%阿维·烯啶虫胺 EC4000 倍、25%噻虫嗪

Wg3000 倍、10%氟啶虫酰胺 Wg3000 倍、2.5%高

渗吡虫啉 WP2500 倍、3.2%甲维·啶虫脒 Me2500

倍、3% 啶 虫 脒 Me1500 倍、4.5% 高 效 氯 氰 菊 酯

EC2000 倍、0.3%苦参碱 Ws1000 倍、40%毒死蜱

EC 1500 倍和清水，采用工农 -16 型背负式喷雾

器(无锡陆桥工农针织塑料厂)进行喷雾，喷雾水量

设为 3.5 kg/ 区。药前每小区进行蚜虫数量调查，

挂签叶片为 45 片，并标明蚜虫数量，于施药 1 d、
3 d、7 d 进行死亡数量调查。用 abbott 公式，计算

蚜虫的校正死亡率，利用微机，采用 DMRT 法进

行方差分析测定[4-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杀虫剂毒力分析

由不同的杀虫相关系数 r＞r0.01(r0.01=0.874)，

为极显著水平，即死亡率与药剂尝试之间具有高

度相关性，说明选用的不同杀虫剂的浓度与瓜蚜

死亡率间表现为高度的正相关(用 ** 表示)。

毒力指数由高到低的次序为 Ｔi 阿维·烯啶

虫胺 >Ｔi 噻虫嗪 >Ｔi 氟啶虫酰胺 >Ｔi 高渗吡虫

啉 >Ｔi 甲维·啶虫脒 >Ｔi 啶虫脒 >Ｔi 毒死蜱 >Ｔi

苦参碱 >Ｔi 高效氯氰菊酯，在选择药剂防治瓜蚜

时，首先选择噻虫嗪、阿维·烯啶虫胺、氟啶虫酰

胺，其次选择高渗吡虫啉、甲维·啶虫脒、啶虫脒，

再次选择苦参碱、毒死蜱、高效氯氰菊酯。
2.2 田间防治效果分析

药后 3 d 11%阿维·烯啶虫胺 EC、25%噻虫

嗪、10% 氟 啶 虫 酰 胺 Wg、2.5% 高 渗 吡 虫 啉 WP、
3.2%甲维·啶虫脒 Me 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即药

效相当，3%啶虫脒 Me、0.3%苦参碱 Ws 间差异不

显著，即药剂防效相近，4.5%高效氯氰菊酯 EC

与 40%毒死蜱 EC 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即药效相

当。
药后 7 d 11%阿维·烯啶虫胺 EC、25%噻虫

嗪、10% 氟 啶 虫 酰 胺 Wg、2.5% 高 渗 吡 虫 啉 WP、
3.2%甲维·啶虫脒 Me 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即药

效相当, 防效在 96%以上；25%噻虫嗪、10%氟啶

虫酰胺 Wg、2.5%高渗吡虫啉 WP、3.2%甲 维·啶

虫脒 Me、3%啶虫脒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即防

效相当，防效在 92%以上；0.3%苦参碱 Ws 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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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理间存在差异，防效为 84%以上，40%毒死蜱

EC、4.5%高效氯氰菊酯处理间差异不显著，防效

相当。

由 7 d 校正死亡率作为防效对各药剂进行排

序 ：P11% 阿 维·烯 啶 虫 胺 EC>P25% 噻 虫 嗪 >P

10% 氟 啶 虫 酰 胺 Wg、2.5% 高 渗 吡 虫 啉 WP>P

3.2%甲维·啶虫脒 Me>P3%啶虫脒 Me>P 0.3%苦

参碱 Ws>P 40%毒死蜱 EC>P 4.5%高效氯氰菊

酯 EC。
以 3%啶虫脒 Me 为对照药剂，由室内毒力测定

毒力指数排序 Ｔi 阿维·烯啶虫胺 >Ｔi 噻虫嗪 >Ｔi

氟啶虫酰胺 >Ｔi 高渗吡虫啉 >Ｔi 甲维·啶虫脒 >

Ｔi 啶虫脒为主选的药剂。结合田间药效分析，药

后 7 d 11%阿维·烯啶虫胺 EC、25%噻虫嗪、10%

氟 啶 虫 酰 胺 Wg、2.5% 高 渗 吡 虫 啉 WP、3.2% 甲

维·啶虫脒 Me 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即药效相当,

防效在 96%以上；所以防治瓜蚜时，首先选用

11%阿维·烯啶虫胺 EC；其次选用 25%噻虫嗪、

10%氟啶虫酰胺 Wg、2.5%高渗吡虫啉 WP、3.2%

甲维·啶虫脒 Me，7 d 校正死亡率在 96%以上。

3 小结与讨论
3.1 采用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药效试验相结合

的方法，研究了瓜蚜的有效防治，室内毒力测定试

验结果为供试杀虫剂随着浓度的升高死亡率也升

高，相关性为正相关，根据室内毒力测定结果与田

间药效试验分析，在防治瓜蚜时室内毒力测定表

明，首先选用 11%阿维·烯啶虫胺 EC；其次选用

25%噻虫嗪、10%氟啶虫酰胺 Wg、2.5%高渗吡虫

啉 WP、3.2%甲维·啶虫脒 Me，7d 防效在 96%以

上。
3.2 由于室内毒力及田间试验各进行了一次，毒

力指数及校正死亡率可能略高，但不影响结果与

分析。
3.3 各药剂在田间使用时，还需要进一步大面

积、大范围地进行推广示范试验，对天敌的杀伤情

况还要进一步考查，可以更好地、全面地指导瓜类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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