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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叶片浸渍法研究了氟啶虫胺腈对棉蚜的室内活性，同时分析了其对棉花的安全性。室内毒力测定

结果表明，氟啶虫胺腈处理棉蚜２４ｈ的ＬＣ５０和ＬＣ９０为１．９８ｍｇ／Ｌ和２６．０２ｍｇ／Ｌ，显著低于吡虫啉的８．６９ｍｇ／Ｌ

和１３２．６８ｍｇ／Ｌ，毒效比达４．３９；处理４８ｈ后，氟啶虫胺腈对棉蚜仍表现出很高的杀虫活性，且显著高于吡虫啉。

棉花安全性试验结果表明，在使用浓度４０～１６０ｇ／ｈｍ２范围内喷施５００ｇ／ｋｇ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对棉花不同

时期的叶色、株高、果枝层以及棉蕾脱落都未造成显著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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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Ｇｌｏｖｅｒ）是湖北棉区棉花

上的重要害虫，主要以成、若虫在棉花叶背和嫩茎上

吸食汁液，破坏细胞组织，造成叶片萎缩变形、卷叶

或脱落，甚至死苗。棉蚜取食过程中分泌的蜜露还

会诱发霉菌，影响棉叶正常光合作用，导致棉花产量

和品质下降［１］。目前对棉蚜的防治主要依靠化学农

药，但农药的滥用已使棉蚜对许多杀虫药剂产生不

同程度的抗性［２］，同时还严重破坏了农田生态系

统［３］，引起污染环境等［４］。因此，引进更加高效、低

毒，且与环境相容性好的杀虫剂，对有效控制棉蚜为

害，保障我国棉花生产安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氟啶虫胺腈（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为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近年来推出的一种全新杀虫剂产品，属于砜亚胺类

化合物，主要用于防治蚜虫、盲蝽、飞虱和介壳虫等

刺吸式口器害虫［５］。该产品首先在韩国获得登记，

用于防治苹果、梨、红辣椒上的蚜虫，随后在巴拿马、

越南、印度尼西亚、危地马拉获得登记。同年，氟啶

虫胺腈在美国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

和田纳西州取得临时准许权，用于控制棉花盲蝽，此

后又被批准用于大麦、油菜、柑橘和果蔬等作物上的

害虫防治［６］。２０１４年５月，氟啶虫胺腈在中国获得

对小麦蚜虫、水稻飞虱、黄瓜粉虱、棉花盲蝽和烟粉

虱等作物害虫的临时登记证［７］，该产品成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与全球同步上市的农药，其应用前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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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巨大。为此，笔者研究了氟啶虫胺腈对棉蚜的

杀虫活性及其在棉花上的使用安全性，为该药剂在

我国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

供试棉蚜于２０１３年８月底，采自湖北省农业科

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棉花试验田‘泗棉３号’常规棉

上。该试验田常年种植棉花，用于监测Ｂｔ棉害虫演

替规律，长期不施用任何杀虫剂。所采集棉蚜种群

在（２５±１）℃、ＲＨ６０％、Ｌ∥Ｄ＝１４ｈ∥１０ｈ条件下

培养备用。

１．２　供试棉花

用于安全性试验的棉花品种为转基因抗虫棉

‘ＧＫ１９’、‘ＴａｉＤ１０’、‘ＥＫ２８８’。以上棉种均由市场

上购得。

１．３　供试药剂

用于棉蚜室内毒力测定及致死中时测定的药剂

为９７．９％氟啶虫胺腈（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原药；氟啶虫胺

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用于田间棉花安全性测定。

此两种药剂均由美国陶氏益农公司提供。

９５％吡虫啉（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原药为室内毒力测

定的对照药剂，由陕西美邦农药有限公司提供。

１．４　氟啶虫胺腈对棉蚜杀虫活性的室内测定

分别称取一定量的氟啶虫胺腈和吡虫啉原药，

将其溶于丙酮中，用含０．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的纯水

进行稀释定容，配制成母液。取一定量的氟啶虫胺

腈母液，将其稀释成终浓度为０．２３、０．４７、０．９４、

１．８８、３．７５、７．５０ｍｇ／Ｌ的试验用药液；吡虫啉母液

稀释后的浓度则分别为０．６１、１．５２、３．０４、６．０８、

１２．１６、２４．３２ｍｇ／Ｌ。

生物测定采用ＦＡＯ１９８０年推荐的叶片浸渍

法。具体步骤为：从棉蚜采集田内采集新鲜棉叶，将

其分别置于各试验药液中，浸泡５ｓ后取出自然阴

干，放入培养皿（内径为５ｃｍ）内，用毛笔接入个体

大小均匀一致的３～４龄无翅若蚜，接虫后盖好皿

盖，防止试虫逃逸。以含０．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的纯

水为对照。每浓度处理棉蚜３０头，重复３次。将培

养皿置于（２５±１）℃，ＲＨ６０％、Ｌ∥Ｄ＝１４ｈ∥１０ｈ

条件下培养，２４、４８ｈ后检查试虫死亡情况。死亡标

准为以毛笔轻轻触动棉蚜足和触角，无反应者为

死亡。

１．５　氟啶虫胺腈对棉蚜致死中时测定

采用叶片浸渍法，同１．４。９７．９％氟啶虫胺腈原

药稀释浓度为０．９４、１．８８、３．７５、７．５０ｍｇ／Ｌ，分别记录

药剂处理１、２、４、６、８、１０和１２ｈ后死亡蚜虫数。

１．６　氟啶虫胺腈对棉花安全性测定

本试验在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农场内进行。小区面积２８ｍ２，过道２ｍ。小区采用

随机区组排列，重复３次。供试棉花分２批播种，分

别为４月上旬和８月上旬，两次均为直播。４月播

种的小区用于花铃期安全性测定，８月播种的小区

用于苗期和蕾期安全性测定。播种后管理按当地常

规管理方式进行，整个生育期不施用杀虫剂。

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对棉花的安全

性测试剂量为４０、８０、１６０ｇ／ｈｍ２，以清水作对照，分别

在棉花四叶期（为９月８日）、蕾期（为１０月８日）与花

铃期（为８月２０日），采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施药。

每６６７ｍ２用水量为四叶期３０ｋｇ、蕾期４０ｋｇ、花铃期

５０ｋｇ。调查参照《杀菌、杀虫剂对作物安全性室内

试验准则（试行）》进行。即于药后２１ｄ，调查各处理

内棉花的叶色、株高、果枝层数以及蕾铃脱落情况，

每小区调查２０株。花铃期施药时，因棉花处于生长

后期，各种生理指标均已定型，故此次施药后，只调

查不同品种叶色变化等明显药害，未调查其株高、果

枝层数及蕾铃脱落情况。

１．７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其中ＬＣ５０和

ＬＴ５０采用Ｐｒｏｂｉｔ回归，计算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狉）

等参数。安全性测定数据采用ＡＮＯＶＡ进行分析，

比较不同处理间的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氟啶虫胺腈对棉蚜的毒力测定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表１），受药２４ｈ，氟啶虫

胺腈和吡虫啉对棉花蚜虫的ＬＣ５０分别为１．９８ｍｇ／Ｌ和

８．６９ｍｇ／Ｌ，ＬＣ９０分别为２６．０２ｍｇ／Ｌ和１３２．６８ｍｇ／Ｌ，

两药剂间的ＬＣ５０和ＬＣ９０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氟啶

虫胺腈对棉蚜的活性显著高于吡虫啉，其毒效比为

４．３９。

受药４８ｈ后，氟啶虫胺腈处理过的棉蚜死亡率进一

步上升，此时ＬＣ５０和ＬＣ９０为０．９１ｍｇ／Ｌ和７．３９ｍｇ／Ｌ；对

照药剂吡虫啉的ＬＣ５０和ＬＣ９０则为２．８４ｍｇ／Ｌ和

４０．２１ｍｇ／Ｌ。两种药剂药后４８ｈ的杀虫活性差异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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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达显著水平，毒效比降为３．１２（表１）。该试验结

果表明，氟啶虫胺腈对棉蚜表现出很高的杀虫活性。

２．２　氟啶虫胺腈对棉蚜的致死中时测定

氟啶虫胺腈对棉蚜的致死中时测定结果表明

（表２），该药剂对棉蚜表现出较快的致死效应，其半

数致死时间随使用药剂浓度的上升而缩短，浓度

７．５００ｍｇ／Ｌ时为１．８７ｈ，当浓度下降至０．９３８ｍｇ／

Ｌ时，致死中时延长至１９．１３ｈ。

表１　氟啶虫胺腈对棉蚜活性生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狊狌犾犳狅狓犪犳犾狅狉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处理时间／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相关系数（狉）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Ｃ５０／

ｍｇ·Ｌ－１
ＬＣ９０／

ｍｇ·Ｌ－１
毒效比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ｉｏ

氟啶虫胺腈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

２４ 狔＝１．１４５７狓－０．３３９９ ０．８９３ １．９８（１．５５～２．５８） ２６．０２（１４．９９～６０．００） ４．３９

４８ 狔＝１．４０８６狓＋０．０５８１ ０．９４６ ０．９１（０．７２～１．１２） 　７．３９（５．２５～１１．９１） ３．１２

吡虫啉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

２４ 狔＝１．０８２６狓－１．０１６６ ０．９２８ ８．６９（６．６７～１１．９３） １３２．６８（６９．７０～３６１．９２） １

４８ 狔＝１．１１３９狓－０．５０５６ ０．９２５ ２．８４（２．１２～３．６７） ４０．２１（２５．０７～８１．４９） １

表２　氟啶虫胺腈对棉蚜的致死中时（犔犜５０）测定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犔犜５０狏犪犾狌犲狅犳狊狌犾犳狅狓犪犳犾狅狉狋狅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药剂浓度／ｍｇ·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ＬＴ５０／ｈ ＬＴ９０／ｈ 犚２

７．５００ 狔＝１．７２１６狓－０．４６８５ １．８７（１．１９～２．７０） １０．３９（６．５３～２２．４９） ０．７４

３．７５０ 狔＝１．２３８８狓－０．８３７４ ４．７４（３．３９～６．６９） ５１．３４（２８．８０～１２８．１７） ０．７７

１．８７５ 狔＝１．１４７９狓－０．９６１８ ６．８８（４．３２～１２．１３） ９０．０２（３７．８４～５０２．８６） ０．５６

０．９３８ 狔＝１．０２９２狓－１．３１９１ １９．１３（１２．８１ ３３．９１） ３３６．３９（１３７．４８～１５０４．９２） ０．８０

２．３　氟啶虫胺腈对棉花安全性测定

２．３．１　对棉花叶色的影响

在棉花四叶期、蕾期和花铃期喷施氟啶虫胺腈

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０～１６０ｇ／ｈｍ２后２１ｄ，不同品

种棉叶均未发现褪绿、变色、叶片皱缩等现象。

２．３．２　对棉花株高的影响

在棉花四叶期，喷施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

散粒剂０、４０、８０、１６０ｇ／ｈｍ２ 不同浓度２１ｄ后，

‘ＧＫ１９’株高为２７．４０～２９．２３ｃｍ，‘ＥＫ２８８’的株高为

２９．２７～３０．５０ｃｍ，‘ＴａｉＤ１０’的株高为３０．２０～

３２．２３ｃｍ。在棉花蕾期，喷施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

分散粒剂０、４０、８０、１６０ｇ／ｈｍ２２１ｄ后，‘ＧＫ１９’的株高

为４３．５３～４４．８７ｃｍ，‘ＥＫ２８８’的株高为４４．０３～

４５．８０ｃｍ，‘ＴａｉＤ１０’的株高为４５．００～４７．１７ｃｍ。方

差分析表明，同一品种内，施用不同浓度的氟啶虫胺

腈水分散粒剂，棉花株高与清水对照相比无显著差

异。表明在设计浓度范围内，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

分散粒剂对棉花的株高无显著影响（表３）。

表３　不同浓度氟啶虫胺腈５００犵／犽犵水分散粒剂处理对棉花株高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狅狊犪犵犲狊狅犳狊狌犾犳狅狓犪犳犾狅狉５００犵／犽犵犠犌狅狀犺犲犻犵犺狋狅犳犮狅狋狋狅狀

棉花品种

Ｃｏｔｔｏｎｖａｒｉｅｔｙ

施药时期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ｉｍｅ

株高／ｃｍＰｌａｎｔｈｅｉｇｈｔ

０ｇ／ｈｍ２ ４０ｇ／ｈｍ２ ８０ｇ／ｈｍ２ １６０ｇ／ｈｍ２

ＧＫ１９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２９．２３±２．２７ ２８．９３±２．４１ ２８．７３±１．６８ ２７．４０±２．３５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４４．３０±１．３３ ４４．２０±２．９３ ４４．８７±１．０１ ４３．５３±１．２４

ＥＫ２８８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３０．５０±０．７０ ３０．４０±０．８６ ２９．２７±１．３３ ３０．１３±１．１７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４５．５０±３．５２ ４５．８０±５．６７ ４４．９０±５．２０ ４４．０３±３．２４

ＴａｉＤ１０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３１．２３±１．２７ ３０．２０±１．７４ ３０．２３±２．９２ ３２．２３±２．９７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４６．５７±２．７５ ４７．１７±２．３１ ４５．００±３．３５ ４５．２７±１．１２

２．３．３　对棉花果枝层的影响

在棉花四叶期，喷施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

粒剂０、４０、８０、１６０ｇ／ｈｍ２２１ｄ后，‘ＧＫ１９’、‘ＥＫ２８８’及

‘ＴａｉＤ１０’３个品种均未现蕾。后将其推迟至药后７周

调查，结果表明，喷施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

后，‘ＧＫ１９’的果枝层数为４．１７～４．８３个，‘ＥＫ２８８’

的果枝层数为４．３７～４．５０个，‘ＴａｉＤ１０’的果枝层

数为４．７０～４．９０个，方差分析表明，３个品种经不

同浓度的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处理

后，果枝层数与清水对照区相比均无显著差异。在

棉花蕾期，喷施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

０、４０、８０、１６０ｇ／ｈｍ２２１ｄ后，‘ＧＫ１９’的果枝层数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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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２３～４．８７个，‘ＥＫ２８８’为４．５０～４．８３个，

‘ＴａｉＤ１０’为４．５３～５．０７个。方差分析表明，同一

品种内，施用不同浓度的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

分散粒剂后，棉花果枝层数与清水对照相比无显著

差异。该试验结果表明，在设计浓度范围内，氟啶

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对棉花的果枝层数无

显著影响（表４）。

２．３．４　对棉蕾脱落的影响

喷施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后，‘ＧＫ１９’、

‘ＥＫ２８８’、‘ＴａｉＤ１０’的棉蕾脱落情况见表５，从中可以看

出，在喷施不同浓度的氟啶虫胺腈５００ｇ／ｋｇ水分散粒剂

后，相同品种的棉花的蕾脱落率无显著差异。

表４　不同浓度氟啶虫胺腈５００犵／犽犵犠犌处理对棉花果枝层数的影响
１）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狅狊犪犵犲狊狅犳狊狌犾犳狅狓犪犳犾狅狉５００犵／犽犵犠犌狅狀犳狉狌犻狋犫狉犪狀犮犺犾犪狔犲狉狅犳犮狅狋狋狅狀

棉花品种

Ｃｏｔｔｏｎｖａｒｉｅｔｙ

施药时期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ｉｍｅ

果枝层数／个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ｒｕｉｔｂｒａｎｃｈｌａｙｅｒ

０ｇ／ｈｍ２ ４０ｇ／ｈｍ２ ８０ｇ／ｈｍ２ １６０ｇ／ｈｍ２

ＧＫ１９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４．２３±０．４１ ４．４０±０．１５ ４．１７±０．１８ ４．８３±０．５８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４．２７±０．５０ ４．２３±０．１７ ４．８７±０．６１ ４．２７±０．２２

ＥＫ２８８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４．４３±０．３２ ４．３７±０．２８ ４．４７±０．２０ ４．５０±０．５７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４．６７±０．３２ ４．５３±０．２０ ４．５０±０．３１ ４．８３±０．３９

ＴａｉＤ１０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４．９０±０．３５ ４．７０±０．５０ ４．９０±０．２０ ４．８３±０．４３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４．８７±０．１２ ４．５３±０．４３ ５．０７±０．２６ ５．０３±０．１２

　１）表中四叶期一栏的果枝层数据为施药后７周的调查结果，蕾期一栏的果枝层为施药后３周的调查结果。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７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３

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表５　不同浓度氟啶虫胺腈５００犵／犽犵犠犌处理对棉花蕾脱落率的影响
１）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狅狊犪犵犲狊狅犳狊狌犾犳狅狓犪犳犾狅狉５００犵／犽犵犠犌狅狀狊狇狌犪狉犲犪犫狊犮犻狊狊犻狅狀狅犳犮狅狋狋狅狀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ｖａｒｉｅｔｙ

施药时期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ｔｉｍｅ

蕾脱落率／％Ｓｑｕａｒ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ｔｔｏｎ

０ｇ／ｈｍ２ ４０ｇ／ｈｍ２ ８０ｇ／ｈｍ２ １６０ｇ／ｈｍ２

ＧＫ１９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１５．８４±４．７９ １３．８２±２．８６ １７．４３±０．２５ １５．５８±１．５４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１２．７３±２．３１ ２１．３４±７．６０ ２０．５７±７．００ １８．８０±８．６１

ＥＫ２８８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１７．１２±４．８４ １４．０５±３．９１ １４．８７±０．４２ １６．８３±３．５３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１４．８９±２．８６ １７．４０±５．９０ １９．４０±５．０６ １３．６１±３．５９

ＴａｉＤ１０ 四叶期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 １４．４４±５．１１ ２０．９０±２．６７ １５．５９±４．６１ １７．７７±３．６７

蕾期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１５．７６±２．８８ １９．６８±２．１５ １６．１４±４．８７ １４．４２±２．０４

　１）表中四叶期一栏的蕾脱落率为施药后７周的调查结果，蕾期一栏的脱落率为施药后３周的调查结果。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ｌｅａｆｓｔａｇ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７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３

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３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部分棉田防治频率和用药量的增加加

速了棉蚜抗药性的发展。目前，棉蚜几乎对有机氯、

有机磷、氨基甲酸酯、拟除虫菊酯、新烟碱类等多种

杀虫药剂均产生了抗性，甚至产生了交互抗性［１７１９］。

作为一种全新杀虫剂产品、全新Ｇｒｏｕｐ４Ｃ类杀虫剂

中的唯一成员，氟啶虫胺腈具有高效、低毒、低残留、

内吸性好、对非靶标生物安全等特性［１１，１４１５］。由于氟

啶虫胺腈与新烟碱类杀虫剂的作用位点亲和力低，并

具有抗单氧化酶代谢分解的能力，与新烟碱类及其他

类别杀虫剂无交互抗性，因此能有效防治对新烟碱类

和其他已知类别杀虫剂产生抗性的刺吸式害虫［５，１６］。

氟啶虫胺腈在美国等地区已被广泛应用于棉

花、大麦及果蔬等作物害虫的防治［６］。在我国，则仅

仅针对棉盲蝽、稻飞虱及水果蚧虫等一些害虫开展

了田间药效试验［８１３］。本文研究了该药剂对棉蚜的

生物活性以及对棉花的施用安全性。结果表明，氟

啶虫胺腈对棉蚜表现出很高的杀虫活性，受药２４、

４８ｈ后，其与吡虫啉的毒效比分别达４．３９和３．１２。

对棉花施用安全性的测定结果表明，在推荐剂量范

围内，其未对棉花叶色、株高、果枝层及棉蕾脱落情

况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该药剂可以在我国长江流

域棉区棉花上大量推广，作为轮换药剂来延缓棉蚜

抗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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