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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评价新型杀螨剂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的活性$对荔枝叶螨的不同螨态进行了室内活性测定及

田间药效试验%室内试验结果表明"采用玻片浸渍法和浸叶法测得的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成螨的
DM

"%

分别为

%=G''

和
%=:!#9

?

(

D

$其毒力分别是对照药剂
!>;

联苯肼酯悬浮剂的
%="%

和
'=>>

倍'分别采用浸叶法和浸叶碟

法测定了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幼若螨和卵的活性$

DM

"%

分别为
%=%G!

和
%=>#%9

?

(

D

$活性分别为对照药剂
!>;

联苯肼酯悬浮剂的
!=%'

和
G#=!%

倍%处理
:!-

后$相同浓度的
>%;

乙唑螨腈悬浮剂和
!>;

联苯肼酯悬浮剂对荔

枝叶螨的产卵抑制率和产卵抑制指数无明显差异$但处理
!#-

及
':-

后$

>%;

乙唑螨腈悬浮剂的产卵抑制率和产

卵抑制指数显著高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田间防效试验结果表明"

>%;

乙唑螨腈悬浮剂稀释
!"%%

倍药后
$7

防效达
'>;

以上$药后
:%7

防效仍维持在
G%;

以上$

>%;

乙唑螨腈悬浮剂防治荔枝叶螨的速效性和持效性均优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

关键词
!

>%;

乙唑螨腈悬浮剂'

!

!>;

联苯肼酯悬浮剂'

!

荔枝叶螨'

!

生物活性'

!

田间防效

中图分类号"

!

J!>&=&'

!!

文献标识码"

!

A

!!

DEF

"

!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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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叶螨
9'/

(

&0

"

+8)*'/3+8//

属叶螨科+小爪

螨属%寄主植物有
:$

科
>!

种%如荔枝+龙眼+莲雾

等%于
$G#G

年由
D<mI<

首次报道"

$

#

$荔枝叶螨个

体小+发育历期短+繁殖快+一年发生多代%其主要为

害叶片%吸取汁液可导致荔枝叶片出现白色斑点%严

重时造成叶片变褐或提前脱落$近年来%在荔枝主

产区荔枝叶螨的为害逐年加重%并有可能成为当地

荔枝园的主要害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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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丁基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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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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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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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吡唑
C"C

基*乙烯基
C:

%

:C

二甲

基丙酸酯#是沈阳中化农药化工有限公司以腈吡螨

酯为先导化合物%通过大量结构修饰研究出来的丙

烯腈类杀螨剂%

:%$"

年在我国获得临时登记%

:%$'

年以商品名.宝卓/)

>%;

乙唑螨腈悬浮剂*投入市

场"

>!

#

$据研究报道乙唑螨腈水解后对线粒体呼吸

链复合体
%

表现出优异的抑制作用%并对非靶标生

物如蜜蜂+鸟+鱼+家蚕低毒"

"

#

$目前%乙唑螨腈杀螨

活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朱砂叶螨+二斑叶螨和

柑橘全爪螨的室内毒力及田间防效方面%对荔枝叶

螨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测定了
>%;

乙

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不同螨态的生物活性%观

察了其对雌成螨产卵的抑制作用%并通过田间药效

试验明确了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的防

效%以期为该药剂的科学合理使用提供技术支持$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材料

供试荔枝叶螨采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大丰试验基地%在温度)

:"k$

*

F

+相对湿度

'%;

!

#%;

+光周期
D

$

BU$!-

$

$%-

的养虫室内

用新鲜干净的荔枝叶片饲养多代$

供试药剂!

>%;

乙唑螨腈)

J̀ OCG&:"

*悬浮剂

)

JM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

联苯肼酯)

_18*C

32i2+*

*悬浮剂)

JM

*%麦德梅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

!

试验方法

!=#=!

!

对雌成螨的生物活性测定

!=#=!=!

!

玻片浸渍法)

&'

*

将双面胶剪成
:

!

>,9

长%贴在载玻片)长度

'&=:99

%宽度
:"=!99

%厚度
$

!

$=:99

*的一端%

用毛笔挑选大小一致+体色鲜艳+行动活泼的雌成

螨%将其背部粘在双面胶上)注意!不要粘住螨足+螨

须和口器*%每片粘
>%

头$在养虫室内放置
!-

后%

用双目解剖镜剔除死亡或不活泼个体$将带螨玻片

的一端浸入配制好的系列药液中
$%0

%取出后用吸

水纸吸干螨体及周围多余的药液$置于温度)

:"k

$

*

F

+相对湿度
'%;

!

#%;

+光周期
D

$

BU$!-

$

$%-

培养箱中%

:!-

后用双目解剖镜检查死亡数%

计算死亡率$

!=#=!=#

!

浸叶法)

#

*

将新鲜+干净的荔枝叶片浸入配制好的系列药

液中
$%0

%晾干后叶片周围包一层脱脂棉%放置于铺

有湿海绵的培养皿中$每片叶接种
:%

头雌成螨%待

螨体稳定后在双目解剖镜下检查螨数%不足者补齐$

将处理后的荔枝叶片置于温度)

:"k$

*

F

+相对湿度

'%;

!

#%;

+光周期
D

$

BU$!-

$

$%-

的培养箱中

饲养%

:!-

后检查死亡数%计算死亡率$

!=#=#

!

对幼若螨和卵的生物活性测定

幼若螨测定方法!每片叶接入
:%

头幼若螨%其

余与
$=:=$=:

相同$

卵测定方法!参照
V**32

等"

G

#的浸叶碟法并加

以改进$将新鲜+干净的荔枝叶片放置于铺有湿海

绵的培养皿中%再将
!%

头雌成螨接入叶片%让其产

卵
:!-

%然后剔除雌成螨%将有卵的叶片浸入配制好

的系列药液中
$%0

%晾干后放回培养皿中%在双目解

剖镜下检查卵量$将处理后的荔枝叶片置于温度

)

:"k$

*

F

+相对湿度
'%;

!

#%;

+光周期
D

$

BU

$!-

$

$%-

的培养箱中饲养$每处理重复
>

次%每

次重复约
!%

粒卵$待空白对照卵全部孵化时检查

孵化数+未孵化数%计算孵化率$

!=#=$

!

对雌成螨产卵的抑制作用

将浸叶法测得的
>%;

乙唑螨腈悬浮剂和
!>;

联苯

肼酯悬浮剂对荔枝叶螨雌成螨的
$

,

!DM

"%

+

$

,

:DM

"%

和

DM

"%

)乙唑螨腈浓度为
%=%&:"

+

%=$:"

+

%=:"9

?

,

D

%联苯

肼酯浓度为
%="

+

$

+

:9

?

,

D

*作为试验浓度%试验步

骤同
$=:=$=:

%统计
:!

+

!#

和
':-

的总产卵量%计算

产卵抑制率和产卵抑制指数$

!=#=%

!

对荔枝叶螨的田间药效试验

试验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白云

基地进行%荔枝品种为'糯米糍(%种植期
"

年%株高

:9

%施药时荔枝叶螨发生严重$田间药效试验设计

参照1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2

"

$%

#进行%试验共设

!

个处理!

>%;

乙唑螨腈悬浮剂
&%%%

倍+

!"%%

倍和

>%%%

倍+

!>;

联苯肼酯悬浮剂
:"%%

倍和空白对

照%每处理
!

次重复%共计
:%

个小区$每个小区
:

株荔枝树%每株东+南+西+北+中
"

个方位各标记同

一梢期的
>

片叶%药前调查叶片上叶螨基数%药后

$

+

>

+

$%

+

$"

和
:%7

调查活螨数$每次调查时观察药

剂对荔枝植株+叶片和试验区内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评价药剂对荔枝和非靶标生物的影响$

!"$

!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JOJJ$&=%

软件对不同螨态的生物活性测

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对产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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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池艳艳等!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不同螨态的生物活性和田间防效

抑制率和田间防效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对雌成螨的毒力

采用玻片浸渍法和浸叶法测定了
>%;

乙唑螨

腈悬浮剂和
!>;

联苯肼酯悬浮剂对荔枝叶螨雌成

螨的毒力%试验结果)表
$

*表明!玻片浸渍法测得的

>%;

乙唑螨腈悬浮剂和
!>;

联苯肼酯悬浮剂对成螨

的
:!-DM

"%

分别为
%=G''

+

%=!G$9

?

,

D

%浸叶法测得

的两药剂
:!-DM

"%

分别为
%=:!#

+

$=#$#9

?

,

D

%两种

方法测得的
>%;

乙唑螨腈悬浮剂活性分别是
!>;

联苯肼酯悬浮剂的
%="%

和
'=>>

倍$玻片浸渍法主

要测定的是药剂对成螨的触杀活性%浸叶法主要测

定的是药剂的胃毒活性%由以上试验结果可知虽然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成螨的触杀活性弱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但胃毒活性远强于
!>;

联苯肼酯

悬浮剂$玻片浸渍法和浸叶法测得的
>%;

乙唑螨

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雌成螨的
DM

"%

均小于
$9

?

,

D

%

表明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雌成螨具有

较高的杀螨活性%尤其是胃毒活性$

表
!

!

乙唑螨腈对荔枝叶螨雌成螨的毒力

+,-./!

!

+850704

?

86NOPQGH#',

)

,01;46/(,./;,3A.4;

药剂

O*0+1,17*

试验方法

L*0+9*+-<7

回归方程

T*

?

.*001<3*

X

42+1<3

相关系数

M<..*)2+1<3,<*881,1*3+

DM

"%

)

G";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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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D

E$

比值

T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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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唑螨腈
JM

J̀ OCG&:">%;JM

玻片浸渍法

J)17*C7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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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

U%=%:$R$=!>!# %=GG$ %=G''

)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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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肼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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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8*32i2+*!>;J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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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唑螨腈
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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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叶法

D*28C7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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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肼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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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幼若螨和卵的毒力

分别采用浸叶法和浸叶碟法测定了
>%;

乙唑

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幼若螨和卵的活性%试验结

果详见表
:

$从表
:

可知!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

幼若螨的
DM

"%

仅为
%=%G!9

?

,

D

%对照药剂
!>;

联

苯肼酯悬浮剂的
DM

"%

为
%=>#>9

?

,

D

&

>%;

乙唑螨腈

悬浮剂对卵的
DM

"%

为
%=>#%9

?

,

D

%对照药剂
!>;

联苯肼酯悬浮剂的
DM

"%

为
>'=>G$9

?

,

D

$

>%;

乙唑

螨腈悬浮剂对幼若螨和卵的活性分别是对照药剂

!>;

联苯肼酯悬浮剂的
!=%'

倍和
G#=!%

倍%可见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幼若螨和卵的毒力显著高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尤其是杀卵毒力$

表
#

!

乙唑螨腈对荔枝叶螨幼若螨和卵的毒力

+,-./#

!

+850704

?

86NOPQGH#',

)

,01;41

?

(

9

B(04/;,13/

))

;

药剂

O*0+1,17*

螨态

H1+*0+2

?

*

回归方程

T*

?

.*001<3*

X

42+1<3

相关系数

M<..*)2+1<3,<*881,1*3+

DM

"%

)

G";MD

*,

9

?

-

D

E$

比值

T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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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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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唑螨腈
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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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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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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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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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肼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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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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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雌成螨产卵的抑制作用

>%;

乙唑螨腈悬浮剂和
!>;

联苯肼酯悬浮剂

不同浓度处理后荔枝叶螨雌成螨的产卵量和产卵抑

制率详见图
$

和表
>

$

>%;

乙唑螨腈悬浮剂和
!>;

联苯肼酯悬浮剂处理
:!-

后雌成螨的产卵量相近%

稍低于空白对照&

>%;

乙唑螨腈悬浮剂处理
!#-

和

':-

后的产卵量基本与
:!-

相近%而
!>;

联苯肼酯

悬浮剂处理后的产卵量大量增加%但仍少于空白对

照)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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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药剂处理后荔枝叶螨成螨的产卵数

@0

)

"!

!

+B/1A(-/2868>0

9

8;0408186-#(

.

&/

0

"1),#('"1((

6/(,./,3A.4,64/242/,4(/14

从表
>

中可见%经
$

,

!DM

"%

+

$

,

:DM

"%

和
DM

"%

>%;

乙唑螨腈悬浮剂处理荔枝叶螨雌成螨
:!-

后产卵抑

制率和产卵抑制指数分别为
G=#%;

+

$"=&G;

+

!>=$!;

和
%=%"

+

%=%G

+

%=:#

%略低于
!>;

联苯肼

酯悬浮剂%后者
>

个浓度处理
:!-

后的产卵抑制

率和产卵抑制指数分别为
$G=&$;

+

>"=:G;

+

":=G!;

和
%=$$

+

%=:$

+

%=>&

$随着处理时间的

延长%

>%;

乙唑螨腈悬浮剂处理后产卵抑制率和

产卵抑制指数大幅升高%部分处理显著高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对应浓度的产卵抑制率和产卵

抑制指数$这表明随着试验浓度的升高和处理

时间的延长%两种药剂对荔枝叶螨的产卵抑制率

和产卵抑制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但
>%;

乙唑螨腈

悬浮剂对荔枝叶螨雌成螨的产卵抑制作用显著

高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

表
$

!

乙唑螨腈对荔枝叶螨雌成螨产卵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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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在
4

&

%=%"

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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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1,23+7188*.*3,*2+4

&

%=%"=L-*029*_*)<̂ =

#"%

!

对荔枝叶螨的田间防效

>%;

乙唑螨腈悬浮剂+

!>;

联苯肼酯悬浮剂对

荔枝叶螨的田间防效试验结果见表
!

$药后
$7

%

>%;

乙唑螨腈悬浮剂稀释
&%%%

+

!"%%

+

>%%%

倍防

效分别为
&&=">;

+

'>=$:;

和
#!='';

%对照药剂

!>;

联苯肼酯悬浮剂稀释
:"%%

倍防效为
&#=G>;

%

与乙唑螨腈中低浓度处理无显著差异$药后
>7

所

有处理的防效均有所上升%药后
$%7

乙唑螨腈中高

浓度处理和联苯肼酯的防效达最高值)

$%%;

*%药后

$"7

乙唑螨腈中高浓度处理的防效仍保持在

$%%;

%联苯肼酯防效有所下降)

G&=#!;

*&药后
:%7

乙唑螨腈中高浓度处理防效仍维持在
$%%;

%联苯

肼酯防效持续下降至
#G=$&;

$在试验中观察到各

处理小区未有药害产生和药剂对荔枝园内的非靶标

生物无明显影响$综上所述%

>%;

乙唑螨腈悬浮剂

防治荔枝叶螨时%速效性优于
!>;

联苯肼酯悬浮

剂%持效期可达
:%7

%长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且

对荔枝树和非靶标生物都较为安全$

表
%

!

乙唑螨腈对荔枝叶螨的田间防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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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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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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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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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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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药后
>7

>72

6

028+*.

+.*2+9*3+

药后
$%7

$%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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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药后
$"7

$"7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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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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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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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池艳艳等!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不同螨态的生物活性和田间防效

$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

不同螨态均具有较好的杀螨活性$通过玻片浸渍法

和浸叶法测定的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螨

雌成螨的
DM

"%

分别为
%=G''

+

%=:!#9

?

,

D

%对幼若螨

和卵的
DM

"%

分别为
%=%G!

和
%=>#%9

?

,

D

$本结果

与宋玉泉等"

$$

#

+李斌等"

!

#报道的结果基本相近%但

与宫亚军等"

"

#的研究结果有较大差异%这与试验靶

标+试验方法等多种因素有关$

田间试验表明%

>%;

乙唑螨腈悬浮剂稀释
>%%%

倍

药后
$7

防效达
#!='';

%防效明显高于对照药剂

!>;

联苯肼酯悬浮剂%直至药后
:%7

防效仍维持在

G%;

以上%其防治荔枝叶螨的速效性和持效性均优

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该结果与冯聪等"

$:

#

+宫亚

军等"

"

#

+周晓肖等"

$>

#

+刘少武等"

$!

#的结果相似$

室内试验表明%

>%;

乙唑螨腈悬浮剂对荔枝叶

螨雌成螨+幼若螨和卵具有较强的活性%对雌成螨

产卵的抑制作用强于对照药剂
!>;

联苯肼酯悬浮

剂&田间试验表明%

>%;

乙唑螨腈悬浮剂速效性和

持效性均优于
!>;

联苯肼酯悬浮剂$综合室内活

性试验数据和田间防效结果%

>%;

乙唑螨腈悬浮

剂防治荔枝叶螨的活性优于联苯肼酯%可作为防治

荔枝叶螨的药剂推广使用$此外%本研究通过玻片

浸渍法和浸叶法两种方法测定了药剂的触杀和胃

毒活性%初步探明乙唑螨腈的触杀活性弱于联苯肼

酯%但胃毒活性强于联苯肼酯$乙唑螨腈是我国自

主研发的新型杀螨剂%目前合成路径+杀螨活性+

田间药效以及有效成分含量测定的分析方法等均

有研究报道%但其作用方式+作用机理等方面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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