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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枸杞蚜虫对常规农药产生抗药性且难于防治的现状，选用 5种药剂进行大田药效试验，结果表明，0.5%苦参

碱水剂 800倍液、10%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剂 3 000倍液和 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800倍液对枸杞蚜虫有较

好的防治效果，具有一定的速效性和持效性，药后 1 d的防治效果分别达到 54.49%、59.04%和 62.75%，药后 15 d的防治效

果分别为 88.83%、78.19%和 76.73%，3种药剂的防治效果均高于 20%呋虫胺可溶粒剂 800倍液和 70%吡虫啉水分散性粒

剂 7 000倍液，这两种药剂 1 d和 15 d的防治效果仅为 29.14%、54.49%和 32.63%、28.70%。氟啶虫酰胺和溴氰虫酰胺两种

新型蚜虫防治药剂，可作为防治枸杞蚜虫的药剂进行使用；苦参碱属于生物农药，近几年在农业上广泛应用，且有良好的

防治效果，可作为枸杞绿色防控和蚜虫发生前期的预防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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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ffect of Five Kinds of Pesticides against Wolfberry Aphids i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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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wolfberry aphids were resistant to conventional pesticides and diffi⁃
cult to control, 5 kinds of insecticides were selected to carry out field efficacy te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0.5%
matrine aqueous solution 800 times liquid, 10% flulidinamide aqueous dispersible granule 3 000 times liquid and
10% cyananamide dispersible oil suspension 800 times liquid had better control effect on wolfberry aphids, and
have certain quick-acting and sustained effec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three agents were 54.49%, 59.04% and
62.75% at 1 day after administration, 88.83%, 78.19% and 76.73% at 15 days after administration,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three agents were higher than 20% dinotefuran soluble tablets 800 times liquid and 70%
imidacloprid aqueous dispersive tablets 7 000 times liquid.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se two agents on 1 day and 15
days were 29.14%, 54.49% and 32.63%, 28.70%, respectively. Flonicamid and Cyantraniliprole can be used as a
medicament for controlling aphids. Matrine is a biopesticide, widely used in agriculture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good control effect, can be used as green control of wolfberry and aphi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prevention.
Key words：Medicament; Wolfberry aphid; Control effect

枸杞在宁夏特色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2003
年宁夏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保护，在宁夏已有千年

的栽培历史，是宁夏久负盛名的特产，誉称“红

宝”。枸杞多糖具有广泛的药理学作用，可促进

造血、降血脂、调节机体的免疫，抗疲劳，保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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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过氧化，调节神经内分泌，治疗神经衰弱，并

具有降血糖和抗癌抑瘤作用 [1-2]，是珍贵的中药材

和高级滋补品。作为全国枸杞产业的核心区，截

至“十二五”末，宁夏枸杞种植面积达到 6万公顷，

占全国枸杞种植面积的 45%以上，枸杞干果总产

量 8.8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55%，年综合产值

100亿元。但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界限的

南移，遭受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的为害逐渐加

重，种植风险不断加大 [3]。
据调查，宁夏枸杞害虫有 38种，其中主要害

虫 13种，天敌 17种，主要害虫以枸杞木虱、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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瘿螨、枸杞蚜虫和枸杞红瘿蚊为害最盛，严重时

可造成枸杞减产甚至绝收 [4-5]。通常多种害虫同

时或交替发生，世代重叠严重，防治难度大。其

中在任何 1种害虫爆发时防治不力，不仅会造成

产量损失严重甚至绝产，而且极易造成农残超标

等临床用药和食品安全隐患 [6]。枸杞蚜虫是枸杞

生产中的重大成灾性害虫之一 [7]，是以棉蚜为优

势种，混合桃蚜和豆蚜的危害种群 [8]。枸杞蚜虫

年发生代数多、繁殖能力强、扩散蔓延快、为害时

间长，最高可使枸杞减产 20％左右 [9]。
长期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导致害虫产生抗药

性。害虫一旦产生抗药性，农民为保证防治效

果，必然加大农药用量，进而导致害虫抗性更强，

如此便走进用药量越大、用药次数越多，害虫抗

性越强、越难防治的恶性循环中 [10]。为筛选有效

防治枸杞蚜虫的药剂，本试验评价 5种药剂对枸杞

蚜虫的田间防治效果，旨在为宁夏枸杞蚜虫的抗药

性治理及生产中防治药剂的合理选择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宁夏农垦南梁农场，地处贺兰山

东麓的苏峪口洪积扇前缘银北平原西大滩洼地的

南部，地势低洼，海拔 1 107~1 117 m。属于中温带

干旱气候区，由于受蒙古高压控制，气候干燥，日照

充足，年降水量 145.5 mm，年均蒸发量 1 747.1 mm。
土壤结构以灰钙土、半固定沙丘、白僵土、盐土为

主，枸杞种植面积 333 hm2，枸杞树龄 10年。

1.2 材料

试验枸杞品种为宁杞 7号，防治对象为枸杞

蚜虫。试验药剂为 10%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

剂（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10%溴氰虫酰胺可

分散油悬浮剂（美国杜邦公司）、20%呋虫胺可溶

粒剂（日本三井化学 AGRO株式会社）、0.5%苦参

碱水剂（北京三浦百草绿色植物制剂有限公司）

和 70%吡虫啉水分散性粒剂（上海生农生化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1.3 试验设计

试验按不同药剂和制剂用量设 5个处理：T1：
10% 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剂 3 000倍液；T2：
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800倍液；T3：
20%呋虫胺可溶粒剂 800倍液；T4：0.5%苦参碱水

剂 800倍液；T5：70%吡虫啉水分散性粒剂 700倍
液；CK：以喷施等量清水作为空白对照。每个处理

3次重复，小区面积 334 m2，各小区随机区组排列。

1.4 试验方法

本试验施药时间 2018年 7月 17日，正值蚜虫

发生盛期。施药前喷清水测算出每平方米用水

量，以叶片充分均匀着药而不滴药液为宜。施药

器械为 20 L背负式电动喷雾器，用药液量为 60
L，整个试验施药 1次。

1.5 调查方法

试验每个小区固定 15棵树作为调查点，每 5
棵作为一个重复，每棵树分别选择东、南、西、北、

中 5个枝条，从枝条顶端数于第 10片叶处挂牌标

记，统计标记牌至枝条顶端部分的虫口数量。分

别在施药前 1 d调查虫口基数，药后 1 d、3 d、7 d、
10 d和 15 d调查活虫数。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

计算公式如下：

虫口减退率 (%) = 施药前活虫数 - 施药后活虫数
施药前活虫数

× 100
防治效果 (%) = æ

è
ç
çç
ç

ö

ø
÷
÷÷
÷1 - CK 0 × PT 1CK 1 × PT 0 × 100或

防治效果 (%) = ( )PT - CK
100 - CK × 100

式中：PT0为药剂处理区药前活虫数；PT1为药

剂处理区药后活虫数；CK0为空白对照区药前活

虫数；CK1为空白对照区药后活虫数；PT为药剂处

理区虫口减退率；CK为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表 1），0.5%苦参碱水剂 800倍
液、10%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剂 3 000倍液和

1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800倍液对枸杞

蚜虫有较好的防效，并且具有一定的持效性和速

效性。药后 1 d防治效果表现为 10%溴氰虫酰胺可

分散油悬浮剂 800倍液>10%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

粒剂 3 000倍液>0.5%苦参碱水剂 800倍液；药后

15 d防治效果为 0.5%苦参碱水剂 800倍液>10%
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剂 3 000倍液>10%溴氰虫

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800倍液；通过邓肯氏新复

极差分析，各处理间无极显著性差异。

10%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剂和 10%溴氰虫

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是两种新型蚜虫防治药剂，

蚜虫没有产生抗药性，表现出良好的速效性和持

效性，10%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剂 3 000倍液的

速效性最好，7 d能达到最好防效 87.3%，10%溴氰

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800倍液的持效性非常

好，15 d防治效果均保持在 70%左右。0.5%苦参

碱水剂是生物农药，施药前期药效较低，后期药

效缓慢上升，15 d时防效达到 88.83%，说明其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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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长，药效较稳定。这 3种药剂的防效从持效性和

速效性均高于烟碱类的 20%呋虫胺可溶粒剂 800
倍液和 70%吡虫啉水分散性粒剂 7 000倍液。

20%呋虫胺可溶粒剂和 70%吡虫啉水分散剂

两种药剂对枸杞蚜虫的防效表现较低，最高防治

效果仅为 74.66%和 57.59%，并且持效性较差，施

药 7 d 的防治效果迅速下降，10 d 防效分别为

35.10%和 31.36%。分析认为，由于枸杞常年使用

吡虫啉、啶虫脒、高效氯氟氢菊酯等烟碱和菊酯

类杀虫剂，枸杞蚜虫已经产生明显的抗性，因此，

这两种药剂对枸杞蚜虫的防效表现一般。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宁夏枸杞种植面积的逐年扩增，枸杞蚜

虫的危害呈加重趋势。目前，药剂防治仍是枸杞

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手段，但随着农药化学商品制

剂种类的日益更新及对产品品质的关注，高毒高

残留药剂早已淘汰，枸杞生产中药剂使用品种及

枸杞蚜虫对药剂的抗性水平都有新的变化。农药

的广泛应用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之一，有研究

认为，没有现代农药也就没有现代农业 [11]。自有

机药剂出现以来，目标害虫的再猖獗、次要害虫

的大爆发、农药用量的增加、害虫抗药性发展加

速等问题越来越严重 [12]。
由于长期频繁、大量、不合理用药，药剂防治

效果显著下降，枸杞蚜虫已明显产生抗药性并持

续加剧。洪波等 [13]研究表明，枸杞蚜虫对拟除虫

菊酯药剂氰戊菊酯、溴氰菊酯和氯氰菊酯已产生

低至中等水平抗性，建议在生产中应立即停用拟

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烟碱类杀虫剂是目前枸杞防

蚜的有效药剂，田间试验也表明吡虫啉有极高的

防效，并且作用快，持效期长达 15~20 d，是目前防

治枸杞蚜虫的理想药剂。但是根据本试验的结

果，吡虫啉的防治效果也表现一般，说明经过长

期的此类农药的使用，枸杞蚜虫也对烟碱类杀虫

剂产生抗性，这与王芳等 [14]结果相一致。建议宁

夏三大枸杞产区立即停止使用枸杞蚜虫产生高-
极高水平抗性的药剂，减少产生中等水平抗性药

剂的使用次数，敏感-低水平抗性药剂可正常使

用。氟啶虫酰胺水分散性粒剂是一种新型低毒吡

啶酰胺类昆虫生长调节剂类杀虫剂，而溴氰虫酰

胺可分散油悬浮剂是继氯虫酰胺后成功开发的第

二代鱼尼丁受体抑制剂类杀虫剂，这两种新型杀

虫剂由于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极高的生物活性，

以及对人、畜、环境极高的安全性，同时对其他杀

虫剂具抗性的害虫有效，因此表现出良好的速效

性和持效性；而 0.5%苦参碱水剂属于生物农药，

前期药效较低，后期药效缓慢上升，15 d防效达到

88.83%，近几年在农业上广泛应用，且有良好的

防治效果，是一种低毒、低残留、环保型农药，具

有杀虫活性、杀菌活性、调节植物生长功能等多

种功能，建议可作为枸杞绿色防控或蚜虫发生前

期的预防药剂。因此，在枸杞生产中，要根据枸

杞生长物候期、枸杞园虫害发生规律，结合农业、

物理、化学、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化学农药投入，

发挥病虫害可持续防治优势，控制生产过程的农

药残留，建立枸杞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开

展新型农药的田间防治效果试验，对枸杞安全生

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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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0 页）无须调整。在气象灾害和病虫害损

失率方面，无论是磐石还是龙井，30 cm×13.3 cm
与 30 cm×16.7 cm处理均比其他密度低 7%以上，

说明该密度条件下水稻籽粒的质量更高。

3.3 耐冷和高产模式下插秧密度对水稻环境评

价指标的影响

高辉 [16]研究表明，不同施肥方式对水稻产量

有很大的影响。本研究整体上看，磐石地区的氮

肥偏生产力高于龙井地区，而磷钾肥的偏生产力

则偏低。由于氮肥是决定水稻产量的最重要元

素，结合表 1中磐石在提高密度后显著的增产表

现，说明在磐石地区种植吉宏 6号更适合氮肥投

入量大的高产施肥模式，而龙井地区更适合氮肥

投入量相对较小的耐冷施肥模式。在光热资源利

用率方面，磐石地区中高密度处理（30 cm×13.3
cm和 30 cm×16.7 cm）均显著高于对照 10%以上，

而龙井地区则是对照高于其他密度，说明在磐石

地区种植吉宏 6号更适合高产施肥+适当提高插

秧密度的组合模式，而龙井地区更适合耐冷施

肥+农户插秧密度的组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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