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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评价噻虫嗪在小麦生产上应用的安全性，本研究进行了２１％噻虫嗪悬浮剂对田间麦蚜的防控试验，并测

定了噻虫嗪在小麦植株及籽粒中的残留。结果表明：２１％噻虫嗪ＳＣ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防治麦蚜效果最佳，药后３ｄ，对

麦蚜相对防效可达到９１．４８％，其次为２１％噻虫嗪ＳＣ１５．７５ｇ／ｈｍ２，药后３ｄ，相对防效可达到８７．４８％，且与噻虫

嗪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差异不显著。残留消解动态检测结果表明，在小麦抽穗期施用２１％噻虫嗪ＳＣ１５．７５ｇ／ｈｍ２防治

小麦蚜虫，在小麦植株中的半衰期为４．８ｄ，药后１４ｄ消解９２％，半衰期较短，消解速度较快。最终残留试验表明，

２１％噻虫嗪ＳＣ，用药量１５．７５～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小麦生长后期连续施药１～２次，最后一次用药后７、１４、２１ｄ采收的

小麦籽粒中未检出噻虫嗪（＜０．０１ｍｇ／ｋｇ）。建议用２１％噻虫嗪ＳＣ防治小麦蚜虫，最高制剂用药量７５ｇ／ｈｍ２（有

效成分１５．７５ｇ／ｈｍ２），在小麦抽穗期施药一次，安全间隔期１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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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第１期 陈博聪等：噻虫嗪对田间麦蚜种群防控效果与残留消减动态的关系

　　麦蚜是我国小麦整个生长季中最常发、对小麦

全生育期危害最严重的害虫之一［１］。麦蚜在北方春

麦区及冬春麦区主要在杂草及麦田中越冬，全国每

年因为麦蚜发生造成小麦减产１０％以上，麦蚜大暴发

年份可减产３０％以上，严重地块损失超过５０％
［２］。

小麦蚜虫的防治以化学防治为主，常用药剂包括有

机磷类（敌敌畏、马拉硫磷等），拟除虫菊酯类（氰戊

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氨基甲酸酯类（灭多威、丁

硫克百威等）等［３］。由于同一类型化学药剂连年在

小麦上施用，导致麦蚜的抗药性快速增长、用药量逐

年增加［４］。研究发现麦长管蚜对溴氰菊酯和氰戊菊

酯的抗性指数分别为８．４和９．４，目前麦蚜已对敌

敌畏、氰戊菊酯等多种杀虫剂产生了一定水平的抗

性［５７］。韩晓莉等［８］检测了几个地区的麦长管蚜对

不同种类的麦田常用杀虫剂抗性水平，发现麦长管

蚜对吡虫啉的抗性倍数（ＲＲ值）在某些地区已经达

到了１００多倍，药剂防治效果连年下降。吡虫啉由

于在我国大规模推广应用多年，麦蚜对吡虫啉的抗性

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９］。噻虫嗪（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是

由汽巴 嘉基公司在１９９１年研发的新型杀虫剂，其

具有杀虫谱广、用量少、内吸传导性好、作用机制新

颖和环境相容性高等特点［１０１１］。噻虫嗪的作用机理

与吡虫啉相似，可选择性抑制昆虫中枢神经系统烟

酸乙酰胆碱受体，进而阻断昆虫中枢神经系统的正

常传导，造成害虫出现麻痹而死亡。噻虫嗪与吡虫

啉一样有多种应用方式，既可喷雾，也可用作种衣剂

防治苗期虫害，还可以处理土壤、灌根防治地下害

虫。本文通过噻虫嗪对麦蚜的田间防效试验及在小

麦植株和籽粒的残留检测，探讨噻虫嗪在小麦上应

用的安全性和防治效果，为科学合理地使用噻虫嗪

防治小麦害虫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噻虫嗪对麦蚜种群防控试验

１．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作物为冬小麦，品种为‘济麦２１’，由山东省

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供；供试药剂为２１％噻虫嗪

悬浮剂（ＳＣ），市售，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生

产；对照药剂为５％高效氯氟氰菊酯水乳剂（ＥＷ），市

售，广东省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１．１．２　试验设计与方法

试验地点设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麦蚜

发生严重。试验地土质为沙壤土，肥水管理适中。在

麦蚜发生始盛期（５月１０日），２１％噻虫嗪悬浮剂施用

剂量设置为９．４５、１５．７５和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对照药剂为

５％高效氯氟氰菊酯水乳剂，施用剂量为１１．２５ｇ／ｈｍ２，

为推荐剂量的上限。同时设置空白对照。每个小区

面积５０ｍ２，每个处理３个重复，采用喷孔为０．７ｍｍ

的３ＷＢＳ１６Ａ型手动喷雾器（台州市路桥禾丰喷雾

器厂）喷药，喷药量为３０Ｌ／６６７ｍ２。喷药前挂牌定

点、定株调查虫口基数，采取小区五点随机取样的方

法，每点调查１０株小麦穗部和上部３叶的蚜虫数

量，确定为施药前蚜虫的虫口基数。田间试验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７９８０．７９

２００４）进行。施药当天为晴天，气温２３℃，风力３～４

级，整个试验期间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有２次小

雨，分别为药后第６天和第１２天。药后１、３、５、７、１４ｄ

分别调查蚜虫数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相对防效。

虫口减退率＝（施药前虫数－施药后虫数）／施

药前虫数×１００％；

防治效果＝（处理区虫口减退率－空白对照区虫

口减退率）／（１－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１００％；

数据分析利用ＤＰＳ软件进行Ｄｕｎｃａｎ氏多重

比较。

１．２　噻虫嗪残留检测试验

１．２．１　试验时间及施药剂量

试验地点设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残

留消减动态试验于４月５日开始，最终残留试验于５

月１０日开始施药。按照农药残留试验准则要求设计

试验小区，两个试验每个处理小区面积均为３０ｍ２，重

复３次，随机排列，小区间设保护带。另设对照小

区。根据该农药的使用方法，２１％噻虫嗪ＳＣ在小

麦上防治蚜虫推荐使用的制剂量为３～５ｇ／６６７ｍ２

（有效成分用量９．４５～１５．７５ｇ／ｈｍ２）；施药方法为

茎叶喷雾；施药次数为１次。

由于该药剂田间用量太少，消解动态试验适当

加大用量。消解动态试验按制剂量６３ｇ／ｈｍ２ 于４

月５日开始施药。分别于药后２ｈ，１、３、５、７、１４、２８、

３５ｄ进行取样。

最终残留试验设两个施药剂量：低剂量按有效

成分用量１５．７５ｇ／ｈｍ２，高剂量按有效成分用量

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施药。设１次、２次施药，施药间隔期

７ｄ。收获期一次取样，另设清水空白对照，处理间

设保护带。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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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室内检测方法

１．２．２．１　仪器与试剂

ＬＣ２０ＡＴ高效液相色谱仪，紫外检测器（岛津公

司）；超声波清洗仪（天津奥特塞恩斯仪器有限公司）；

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Ｃ１８柱（１０００

ｍｇ／６ｍＬ）、ＥｎｖｉＣａｒｂ柱（５００ｍｇ／６ｍＬ）；９９．０％噻

虫嗪标准品，由陕西韦尔奇作物保护有限公司提供；

石油醚、二氯甲烷、氯化钠为分析纯；甲醇为色谱纯。

１．２．２．２　样品的处理

ａ．取样时间

消解动态试验：于喷药后２ｈ，１、３、５、７、１４、２８、

３５ｄ，在试验小区内随机选１０个采样点采集１ｋｇ无

病害的小麦植株，每个采样点采集的样品不少于

０．１ｋｇ。将小麦剪除根部，装于样本容器中包扎妥

当，贴好标签，带回实验室处理。小区边行和每行距

离两端０．５ｍ内不采样。

最终残留试验：于收获期一次取样，在试验小

区内随机选１０个采样点采集２ｋｇ无病害的小麦

植株和２ｋｇ无病害的小麦籽粒，每个采样点采集

的样品不少于０．２ｋｇ。将样品分别装入样本容器

中，贴好标签，带回实验室处理。小区边行和每行

距离两端０．５ｍ内不采样。

ｂ．提取

将小麦植株切碎混匀后用四分法分取１００ｇ两

份，装入样本容器中，贴好标签，贮存于－２０℃冰柜

中。称取切碎的植株样本５．０ｇ，加入１００ｍＬ乙

腈，浸泡过夜，次日超声波提取１５ｍｉｎ，然后过滤至

装有５ｇ氯化钠的具塞量筒中，剧烈振荡２ｍｉｎ，静

置２０ｍｉｎ，吸取上层乙腈相２０ｍＬ转移至分液漏斗

中，用２０ｍＬ乙腈饱和的石油醚液液分配，收集下

层乙腈相于平底烧瓶中，分液漏斗中再加入２０ｍＬ

石油醚饱和的乙腈液液分配，收集合并乙腈相，浓

缩至近干，吹干，用４ｍＬ乙腈溶解残渣，待过柱。

小麦籽粒：将小麦籽粒装入样本容器中，混匀粉

碎分取１００ｇ两份，装入样本容器中，贴好标签，贮存

于－２０℃冰柜中。称取粉碎的籽粒样本１０．０ｇ，加入

８０ｍＬ二氯甲烷浸泡过夜。次日，振荡提取１ｈ，过滤

于平底烧瓶中，在４０℃下浓缩至近干，用３０ｍＬ石

油醚饱和的乙腈将浓缩液分３次转移至分液漏斗

中。加入１５ｍＬ乙腈饱和的石油醚液 液分配，取

乙腈相于平底烧瓶中，合并石油醚至分液漏斗中，加

入１５ｍＬ石油醚饱和的乙腈液 液分配，合并乙腈

相，浓缩至近干，用甲醇定容至１０ｍＬ，待过柱。

ｃ．净化

小麦植株：ＥｎｖｉＣａｒｂ柱（５００ｍｇ／６ｍＬ），用３ｍＬ

甲醇、３ｍＬ水预淋，取２ｍＬ样品上样，弃去。再用

３ｍＬ乙腈淋洗，收集，吹干。用甲醇定容至１ｍＬ，

过０．２２μｍ微孔滤膜，待测。

小麦籽粒：Ｃ１８柱，加入２ｍＬ去离子水、８ｍＬ

甲醇预淋小柱。再加入少量样品弃去，上样，收集。

过０．２２μｍ微孔滤膜，待测。

ｄ．色谱条件

吸收波长：λ＝２５４ｎｍ；

色谱柱：ＯＤＳＣ１８柱２５０ｎｍ×４．６ｍｍ；

流动相：乙腈／水＝３０／７０（体积比），流速１ｍＬ／ｍｉｎ；

进样量：２０μＬ；在上述色谱条件下，噻虫嗪保留

时间为１４ｍｉｎ，最低检出量为０．２ｎｇ。噻虫嗪在小

麦植株和籽粒的最低检测浓度为０．０１ｍｇ／ｋ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１％噻虫嗪犛犆对麦蚜种群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见表１，在试验剂量下，噻虫嗪与高效

氯氟氰菊酯对小麦蚜虫种群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药后１ｄ，各处理防效为８２．０５％～８９．８８％，随剂量增

加，２１％噻虫嗪ＳＣ的防效呈上升趋势，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

的防效最高，极显著高于１５．７５ｇ／ｈｍ２和９．４５ｇ／ｈｍ２

的防效（犘＜０．０１）。施药后３ｄ，２１％噻虫嗪ＳＣ各

处理的防效均有所提高，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 的防效最

高，达９１．４８％，显著高于１５．７５ｇ／ｈｍ２和９．４５ｇ／ｈｍ２

的防效（犘＜０．０５）。药后７ｄ，各个处理的防效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药后１４ｄ，继续下降，但２１％噻虫

嗪ＳＣ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的防效仍达８１．８５％。高效氯

氟氰菊酯速效性较好，但持效性较差，药后３ｄ对麦

蚜的防效开始下降，且由于其不耐雨水冲刷，在药后

第６天和第１２天下雨后，其对麦蚜的防效呈快速下

降趋势，药后１４ｄ，对照药剂对麦蚜相对防效仅为

７０．０９％，低于２１％噻虫嗪ＳＣ各处理的防效，且与

２１％噻虫嗪ＳＣ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和１５．７５ｇ／ｈｍ２的防

效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犘＜０．０５）。

２．２　噻虫嗪在小麦植株和籽粒中的残留试验

２．２．１　方法验证

２．２．１．１　标准曲线

用噻虫嗪标准品分别配制０．０１、０．１、１．０、５．０、

１０μｇ／ｍＬ５个不同浓度的样品溶液。在１．２．２．２的

色谱条件下，绘制噻虫嗪标准品标准曲线。噻虫嗪进

样量在２×１０－１０～１×１０
－７
ｇ之间，有良好的线性关

系，直线回归式为狔＝５０４１狓＋９１６．６８，犚２＝０．９９９８，

其中：狔为噻虫嗪面积响应值，狓为进样量（ｎｇ）。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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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１％噻虫嗪犛犆对麦蚜种群的防效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２１％犛犆犪犵犪犻狀狊狋狑犺犲犪狋犪狆犺犻犱狊

供试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剂量／

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防效／％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１ｄ

１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药后３ｄ

３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药后７ｄ

７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药后１４ｄ

１４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１％噻虫嗪ＳＣ

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２１％ＳＣ

９．４５ ８２．０５ｃＢ ８６．１５ｂＡ ７４．４ｃＣ ７２．３７ｂｃＢ

１５．７５ ８３．２１ｂｃＢ ８７．２４ｂＡ ８２．９９ａｂＡＢ ７６．８４ａｂＡＢ

２３．６２５ ８９．８８ａＡ ９１．４８ａＡ ８６．７４ａＡ ８１．８５ａＡ

５％高效氯氟氰菊酯ＥＷ

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５％ＥＷ
１１．２５ ８７．１８ａｂＡＢ ８６．４２ｂＡ ７９．０６ｂｃＢＣ ７０．０９ｃＢ

　１）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在１％水平上差异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图１　噻虫嗪标准曲线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犮狌狉狏犲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

２．２．１．２　添加回收率

在小麦植株与小麦籽粒中分别添加噻虫嗪三个

不同浓度（１．０、０．０２、０．０１ｍｇ／ｋｇ），设空白对照，５次

重复，进行提取、净化后，用液相色谱进行测定，计算

添加回收率。

在小麦植株和籽粒中分别添加３个不同水平的

噻虫嗪，其回收率分别为９７．７％～１０５．２％和９５．５％

～１０７．１％；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３．０％～４．５％和

３．６％～４．５％（表２～３）。

表２　小麦植株中噻虫嗪的添加回收率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犮狅狏犲狉狔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犻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

添加浓度／ｍｇ·ｋｇ－１

Ｓｐｉｋ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添加回收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 ２ ３ ４ ５

回收率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１．０ ９９．１ ９８．３ ９７．５ １０２．０ １０４．８ １００．３ ３．０

０．０２ ９４．７ ９４．６ ９５．３ ９８．８ ９９．０ ９７．７ ４．５

０．０１ １０３．０ １０５．６ １１０．４ １００．２ １０６．７ １０５．２ ３．６

表３　小麦籽粒中噻虫嗪的添加回收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犮狅狏犲狉狔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犻狀狑犺犲犪狋犵狉犪犻狀狊

添加浓度／ｍｇ·ｋｇ－１

Ｓｐｉｋｅ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添加回收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 ２ ３ ４ ５

平均回收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１．０ ９４．８ ９７．７ ９８．２ ９９．６ １０４．８ ９９．０ ３．７

０．０２ ９３．４ ９５．３ ９０．８ ９８．８ ９９．０ ９５．５ ３．６

０．０１ １１２．７ １０５．６ １１０．４ １００．２ １０６．７ １０７．１ ４．５

２．２．２　噻虫嗪在小麦植株中的残留消解动态

试验结果（表４）看出，２０１３年在山东进行的试

验，噻虫嗪在小麦植株中的半衰期为４．８ｄ，药后１４ｄ，

消解达９２％。犆＝０．２２１３ｅ－０．１２６３犜，犚＝０．９４３６；犜１／２＝

４．８ｄ，其中犆为残留量（ｍｇ／ｋｇ），犜为施药后天数，

犜１／２为半衰期（ｄ）。

２．２．３　小麦籽粒最终残留试验结果

２１％噻虫嗪ＳＣ施用剂量为有效成分用量１５．７５

和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时，在施药１次和施药２次的情况

下，药后７、１４、２１ｄ小麦籽粒中均未检出残留的噻虫

嗪（表５）（＜０．０１ｍｇ／ｋｇ）。对照区样品均未检出。

表４　小麦植株中噻虫嗪的消解动态

犜犪犫犾犲４　犇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狉犲狊犻犱狌犲狊犻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

时间／ｄ

Ｔｉｍｅ

残留量／ｍｇ·ｋ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ｅ

消解率／％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０．０８３ ０．４５２

１ ０．１７９ ６０．４

３ ０．１００ ７７．９

５ ０．０８３６ ８１．５

７ ０．０５７１ ８７．４

１４ ０．０３６２ ９２．０

２１ ０．０１１６ ９７．４

２８ 小于０．０１

３５ 小于０．０１
方程 犆＝０．２２１３ｅ－０．１２６３犜

犚 －０．９４３６

犜１／２ ４．８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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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小麦籽粒中噻虫嗪的最终残留量

犜犪犫犾犲５　犉犻狀犪犾狉犲狊犻犱狌犲狊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犻狀狑犺犲犪狋犵狉犪犻狀狊

剂量／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施药次数

Ｓｐｒａｙｔｉｍｅｓ

采收间隔期／ｄ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残留量／ｍｇ·ｋ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ｅ

１ ２ ３ 平均 Ｍｅａｎ

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 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５．７５
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 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 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６２５
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 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４　噻虫嗪对麦蚜种群的控制与在小麦植株的

消解速率之间的关系

　　综合噻虫嗪在小麦植株的消减动态最终残留及其

对麦蚜种群的控制效果和天敌的致死率，建议用２１％

噻虫嗪ＳＣ防治麦蚜时，田间喷施剂量为１５．７５ｇ／ｈｍ２。

以建议的田间防治用量１５．７５ｇ／ｈｍ２来构建噻虫嗪

防效与消减动态的关系方程。

由表６的关系方程可以看出，噻虫嗪对麦蚜种

群的控制与其在小麦的消解速率呈负相关，由于噻

虫嗪既有速效性，也有内吸性，噻虫嗪对麦蚜的种群

防控有滞后效应。药后３ｄ达到防效的最高峰，防

效高达８７．５％。随着噻虫嗪的残留量在小麦中越

来越小，其防效逐渐降低，消解率逐渐提高。噻虫

嗪在小麦上消解速度较快，１４ｄ消解率达到９２％，

但防效仍在７６．８４％，这说明，噻虫嗪对小麦蚜虫种

群有较好的防控效果。麦蚜的防治不仅与药剂有

关，与蚜虫本身的生长周期也有一定关系，所以，选

择合适的施药时期也是防治好麦蚜的关键之一。根

据近几年连续田间调查发现，麦蚜在山东发生的高

峰期在抽穗期至乳熟中期，过晚的施药会由于麦蚜

为害时间较长造成小麦大面积减产。在小麦抽穗期

进行施药防治麦蚜，效果最好。

表６　噻虫嗪对麦蚜的防控与小麦植株消解率的线性方程

犜犪犫犾犲６　犔犻狀犲犪狉犲狇狌犪狋犻狅狀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２１％犛犆犪犵犪犻狀狊狋狑犺犲犪狋犪狆犺犻犱狊犪狀犱狋犺犲

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狅犳狋犺犻犪犿犲狋犺狅狓犪犿犻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

时间

Ｔｉｍｅ

校正防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残留量／ｍｇ·ｋｇ－１

Ｒｅｓｉｄｕｅ

消解率／％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关系方程

Ｌｉｎｅａｒ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２ｈ

１ｄ

３ｄ

５ｄ

７ｄ

１４ｄ

－

８３．２１

８７．２４

８５．６８

８２．９９

７６．８４

０．４５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３６２

－

６０．４

７７．９

８１．５

８７．４

９２．０

狔＝－１．３１６狓＋１８９．２９１
其中狔为防效，狓为消解速率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噻虫嗪对麦蚜种群有较好的综

合防控作用，施药后１ｄ，２１％噻虫嗪ＳＣ１５．７５ｇ／ｈｍ２

处理对麦蚜种群相对防效也达到８３．２１％。由于噻

虫嗪有内吸作用，药剂可在植物体内传导，所以有耐

雨水冲刷的特性，药剂持效期较长。施药１４ｄ后，

２１％噻虫嗪ＳＣ１５．７５ｇ／ｈｍ２处理对麦蚜防治效果

为７６．８４％，２１％噻虫嗪ＳＣ９．４５ｇ／ｈｍ２ 处理对麦

蚜种群的相对防效也达７２．３７％，均优于５％高效氯

氟氰菊酯ＥＷ１１．２５ｇ／ｈｍ２处理后１４ｄ对麦蚜的相

对防效。由于药后１２ｄ出现降水，导致在药后１４ｄ

调查时，麦蚜种群并未完全恢复正常生长状态，使得

两种药剂相对防效差异不明显。２１％噻虫嗪ＳＣ

中、高剂量对麦蚜的防治效果均优于５％高效氯氟

氰菊酯ＥＷ常用剂量，２１％噻虫嗪ＳＣ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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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蚜防治效果虽略优于１５．７５ｇ／ｈｍ２处理，但药

后１４ｄ差异并不显著。且若盲目加大使用剂量，

会加速麦蚜种群对药剂抗性的产生。根据罗兰等

２０１４年的试验，噻虫嗪与吡虫啉对麦蚜均有较好

的防效，但２５％噻虫嗪ＳＧ在１、３、５、７ｄ的防效均

高于１０％吡虫啉 ＷＰ，且２５％噻虫嗪ＳＧ高剂量防

效显著高于１０％吡虫啉 ＷＰ高剂量。２５％噻虫嗪

ＳＧ低剂量在药后７ｄ防效显著高于１０％吡虫啉

ＷＰ低剂量处理
［１２］。由于本试验中两次遇到雨天，

对试验结果产生一定影响，但噻虫嗪防效的趋势与

罗兰等人试验基本一致。推荐田间应用１５．７５ｇ／ｈｍ２

防治麦蚜。

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人们对食品安

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噻虫嗪在蔬菜和粮食中的

残留问题不容忽视。噻虫嗪在水果、蔬菜、种子处理

及土壤中的残留测定方法及结果已有不少报

道［１３１８］，而在小麦上报道较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４的规定，我国糙米噻虫嗪

的ＭＲＬｓ为０．１ｍｇ／ｋｇ，但尚未制订噻虫嗪在小麦

中的ＭＲＬｓ和相应的检测标准
［１９］。本试验通过室内

对小麦中噻虫嗪进行残留检测，表明２１％噻虫嗪ＳＣ

用于防治小麦蚜虫时，在小麦植株中的半衰期为４．８ｄ，

药后１４ｄ消解９２％，半衰期较短，消解速度较快。

最终残留试验结果表明，２１％噻虫嗪ＳＣ用药量

１５．７５～２３．６２５ｇ／ｈｍ２，于小麦生长后期连续施药

１～２次，最后一次用药后７、１４、２１ｄ采收的小麦籽

粒中噻虫嗪残留量均未检出（＜０．０１ｍｇ／ｋｇ）。这

与吴绪金等用５％噻虫嗪水分散粒剂在小麦上的残

留测定结果一致［２０］。说明噻虫嗪在小麦上施用药

效较好，且消解较快。因此，建议用２１％噻虫嗪ＳＣ

防治小麦蚜虫，最高制剂用药量７５ｇ／ｈｍ２（有效成

分１５．７５ｇ／ｈｍ２），施药１次，安全间隔期１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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