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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筛选防治胡萝卜微管蚜的高效植物源药剂，采用浸虫浸叶法、盆栽试验及田间试验评价了６种植物源药剂

对胡萝卜微管蚜的毒力和防治效果。室内和田间试验结果表明，１．５％除虫菊素水乳剂和０．３％印楝素乳油对胡萝

卜微管蚜毒力和防效最高，可在生产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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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也被称为芹菜蚜，是为害芹菜的最主要蚜虫种

类。其寄主广泛，并有转主为害习性，第一寄主包括

金银花、黄花忍冬、金银木、莺树等；第二寄主包括芹

菜、茴香、芫荽、胡萝卜等伞形花科植物［１］。常以成

蚜和若蚜群集在芹菜的嫩茎、嫩叶和嫩梢处刺吸为

害，使叶片向背面卷缩，叶片发黄，抑制植株生长发

育，影响植株的光合作用［２］，并且能够分泌蜜露，诱发

煤污病［３５］。此外，胡萝卜微管蚜也是芹菜花叶病毒

（ＣｅＭＶ）和黄瓜花叶病毒（ＣＭＶ）的主要传播介体，对

芹菜生产造成巨大影响［６］。

芹菜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叶用蔬菜，其安全

生产尤为重要。植物源药剂是指由具杀虫活性植物

的有效成分提取物加工而成的用于防治害虫的药

剂［７］。植物源药剂来源于自然，在环境中易于分解，

残留少［８１０］。有很多研究结果表明植物源药剂对蚜

虫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部分药剂已在农业生产中

推广使用。３％苦参碱水剂和０．２％苦皮藤素乳油对

烟蚜的防效达到９０％以上，并且药效期可长达２０ｄ；

１．５％除虫菊素乳油对棉蚜具有很好的控制效

果［１１１２］。植物源药剂对于芹菜上胡萝卜微管蚜的防

效还未有报道。

本研究选择了市场上常见的除虫菊素、印楝素、

鱼藤酮、藜芦碱、苦参碱、蛇床子素等６种植物源药

剂，采用浸虫浸叶法测定了其对胡萝卜微管蚜的室

内毒力，并采用盆栽和田间试验对这６种药剂的防

效进行了评价，为芹菜上胡萝卜微管蚜的绿色防控

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芹菜‘文图拉’品种犃狆犻狌犿犵狉犪狏犲狅犾犲狀狊‘Ｖｅｎｔｕ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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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北京北农种业有限公司，营养钵育苗后定植在

口径１０ｃｍ的塑料钵内。胡萝卜微管蚜采自北京我

爱我菜蔬菜种植公司蔬菜基地芹菜植株上自然发生

的种群，在光照培养箱中用芹菜苗（品种‘文图拉’）

饲养多代，温度（２４±１）℃、湿度７０％～８０％、光暗

周期Ｌ∥Ｄ＝１４ｈ∥１０ｈ。

１．２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分别为１．５％除虫菊素水乳剂（ｐｙｒｅ

ｔｈｒｉｎｓ１．５％ＥＷ），内蒙古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０．３％印楝素乳油（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０．３％ＥＣ），成都

绿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７．５％鱼藤酮乳油（ｒｏｔｅ

ｎｏｎｅ７．５％ＥＣ），内蒙古清源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０．５％藜芦碱可溶液剂（ｖｅｒａｔｒｉｎｅ０．５％ＳＬ），河北

馥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０．３％苦参碱水剂（ｍａ

ｔｒｉｎｅ０．３％ ＡＳ），河北馥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０．４％蛇床子素乳油（ｃｎｉｄｉａｄｉｎ０．４％ＥＣ），武汉天

惠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３　室内毒力测定

毒力测定采用浸虫浸叶法［１３］，并加以改进。分

别将每种药剂用曲拉通（０．０５％）稀释成６个所需浓

度，每个浓度处理４个重复，每个重复１６～２０头蚜

虫，以０．０５％曲拉通为空白对照。用细毛笔挑取个

体大小一致的４龄蚜虫到新鲜芹菜叶上，将蚜虫和

芹菜叶一并浸入供试药液中，浸泡１０ｓ，取出后置于

滤纸上吸去多余药液，然后将蚜虫和叶片转移至垫

有湿滤纸的直径６ｃｍ的培养皿中，并在培养皿的

顶部附上保鲜膜保持湿度。将培养皿置于光照培

养箱中，温度（２４±１）℃、湿度７０％～８０％、光暗周

期Ｌ∥Ｄ＝１４ｈ∥１０ｈ。１２ｈ后检查试虫死亡情况，

判断试虫死亡的标准为：用细毛笔轻触虫体，无反应

视为死亡。利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算

ＬＣ５０、９５％置信限等。计算药剂的毒力倍数，某药剂

的毒力倍数为毒力最小的药剂的ＬＣ５０与该药剂的

ＬＣ５０的比值。

１．４　盆栽喷雾试验

在温室内种植的芹菜苗（高１５ｃｍ左右）上每株

接２０头胡萝卜微管蚜成蚜，于养虫室中饲养２０ｄ

后进行喷雾试验，温度（２４±１）℃、湿度７０％～

８０％、光暗周期Ｌ∥Ｄ＝１４ｈ∥１０ｈ。于喷雾前统

计各处理植株上蚜虫基数，每种药剂均使用田间推

荐剂量喷雾（１．５％除虫菊素水乳剂５５．５５ｍｇ／Ｌ、

０．３％印楝素乳油２６．６７ｍｇ／Ｌ、０．５％藜芦碱可溶液

剂１２．３４ｍｇ／Ｌ、０．３％苦参碱水剂１３．３３ｍｇ／Ｌ、

７．５％鱼藤酮乳油６６．６７ｍｇ／Ｌ、０．４％蛇床子素乳油

１０．６７ｍｇ／Ｌ），每个处理重复４次，每个重复包含１０

株芹菜植株，采用小型喷雾器进行喷雾处理，以清水

处理作为对照，在药后３、７ｄ调查每处理活虫数。

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和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分

析，依据药前虫口基数和药后活虫数，计算各药剂的

虫口减退率和校正防效，利用单因素分析方法进行

差异显著性分析。

虫口减退率＝（药前活虫数－药后活虫数）／药

前活虫数×１００％；校正防治效果＝（处理虫口减退

率－空白对照虫口减退率）／（１－空白对照虫口减退

率）×１００％。

１．５　田间药效试验

田间药效试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口中试基地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进行。每种药剂使用剂量同

盆栽喷雾，另设空白对照，共７个处理，小区面积

８ｍ２，每个处理４次重复。将各药剂兑水搅拌均匀，

用西班牙生产的没得比１６Ｌ电动背负式喷雾器进

行全株喷雾处理。在喷药前，每小区５点取样，每点

固定２株，全株调查芹菜上胡萝卜微管蚜虫口基数，

在药后３、７ｄ调查每处理活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

和防治效果，方法同上。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室内毒力测定

供试的６种植物源药剂中，１．５％除虫菊素水乳

剂对胡萝卜微管蚜毒力最高，ＬＣ５０为２．３１ｍｇ／Ｌ，其

次为０．３％印楝素乳油，ＬＣ５０为３．１０ｍｇ／Ｌ，０．４％

蛇床子素乳油的毒力最低（表１）。

２．２　盆栽喷雾试验结果

盆栽喷雾试验表明，１．５％除虫菊素水乳剂对胡

萝卜微管蚜的防效最高，３ｄ和７ｄ的校正防效均在

９５％以上；０．３％印楝素乳油、０．５％藜芦碱可溶液剂的

防效次之，３ｄ的校正防效分别为９０．０４％和８４．２２％，

７ｄ的校正防效分别为８７．１７％和８５．４２％。０．３％

苦参碱水剂、７．５％鱼藤酮乳油、０．４％蛇床子素乳油

防效稍差，３ｄ的校正防效分别为７４．７０％、７２．６９％

和６４．６０％；７ｄ校正防效分别为７７．０８％、７７．２３％

和６９．６６％（表２）。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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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６种植物源药剂对胡萝卜微管蚜的毒力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狊犻狓犫狅狋犪狀犻犮犪犾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犛犲犿犻犪狆犺犻狊犺犲狉犪犮犾犲犻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供试虫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ｅｓｔｅｄｉｎｓｅｃｔｓ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斜率标准误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ｏｆｓｌｏｐｅ

卡方值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自由度

犱犳

ＬＣ５０／ｍｇ·Ｌ－１

（９５％ＣＬ）

毒力倍数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

１．５％除虫菊素ＥＷ

ｐｙｒｅｔｈｒｉｎｓ１．５％ＥＷ
４５７ 狔＝－０．７６８＋２．１１１狓 ０．２１０ ２５．５２２ ２２ ２．３１（１．８６～２．７７） １９．２５

０．３％印楝素ＥＣ

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０．３％ＥＣ
４５５ 狔＝－１．３７３＋２．７９８狓 ０．２６８ ２２．２５７ ２２ ３．１０（２．６３～３．５９） １４．３８

７．５％鱼藤酮ＥＣ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７．５％ＥＣ
４５６ 狔＝－２．０９２＋２．６２９狓 ０．２４９ ２２．８１８ ２２ ６．２５（５．３０～７．２７） ７．１２

０．５％藜芦碱ＳＬ

ｖｅｒａｔｒｉｎｅ０．５％ＳＬ
４５０ 狔＝－４．９５８＋４．４７６狓 ０．４８６ ２６．５６７ ２２ １２．８２（１０．７０～１５．０２３） ３．４７

０．３％苦参碱ＡＳ

ｍａｔｒｉｎｅ０．３％ＡＳ
４５６ 狔＝－２．２６４＋１．７２０狓 ０．１７３ １９．３７５ ２２ ２０．７０１（１６．７０～２５．２８） ２．１５

０．４％蛇床子素ＥＣ

ｃｎｉｄｉａｄｉｎ０．４％ＥＣ
４５８ 狔＝－５．１３３＋３．１１４狓 ０．３７９ １８．２６６ ２２ ４４．４９（３７．９４～５１．３９） １．００

表２　６种植物源药剂对胡萝卜微管蚜的盆栽防效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狊犻狓犫狅狋犪狀犻犮犪犾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犛犲犿犻犪狆犺犻狊犺犲狉犪犮犾犲犻犻狀狆狅狋狋犲狊狋狊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浓度／

ｍｇ·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虫口基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药后３ｄ

３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药后７ｄ

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虫口减退率／％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药后３ｄ

３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药后７ｄ

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校正防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３ｄ

３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药后７ｄ

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１．５％除虫菊素ＥＷ

ｐｙｒｅｔｈｒｉｎｓ１．５％ＥＷ
５５．５５

（１５９．０±

１８．３５）ａｂ

（６．７±

１．５１）ｄ

（９．８±

２．３０）ｄ

（９４．９８±

１．２８）ａ

（９２．７０±

１．５９）ａ

（９６．４８±

０．８５）ａ

（９５．８０±

０．９０）ａ

０．３％印楝素ＥＣ

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０．３％ＥＣ
２６．６７

（１４５．５±

１６．２０）ａｂ

（２３．９±

６．５３）ｃｄ

（３３．５±

７．５９）ｃｄ

（８５．７０±

２．７４）ａｂ

（７７．４６±

３．５１）ｂ

（９０．０４±

１．７２）ａｂ

（８７．１７±

２．００）ｂ

０．５％藜芦碱ＳＬ

ｖｅｒａｔｒｉｎｅ０．５％ＳＬ
１２．３４

（１５１．５±

１５．７１）ａｂ

（３２．５±

５．４９）ｃｄ

（３９．５±

６．０４）ｃ

（７８．４２±

２．６９）ｂ

（７４．４４±

２．４６）ｂ

（８４．２２±

２．１９）ｂ

（８５．４２±

１．４２）ｂ

０．３％苦参碱ＡＳ

ｍａｔｒｉｎｅ０．３％ＡＳ
１３．３３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２）ａ

（６８．８±

８．７５）ｂ

（７８．４±

６．９６）ｂ

（６４．７８±

３．４４）ｃ

（５９．３４±

２．１８）ｃ

（７４．７０±

２．６７）ｃ

（７７．０８±

０．８０）ｃ

７．５％鱼藤酮ＥＣ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７．５％ＥＣ
６６．６７

（１５４．４±

１６．３０）ａｂ

（５４．０±

９．３０）ｂｃ

（５５．８±

７．４２）ｂｃ

（６２．４８±

５．５８）ｃ

（６０．７６±

５．１３）ｃ

（７２．６９±

４．１２）ｃ

（７７．２３±

３．４９）ｃ

０．４％蛇床子素ＥＣ

ｃｎｉｄｉａｄｉｎ０．４％ＥＣ
１０．６７

（１６１．２±

１４．０８）ａｂ

（７８．１±

１０．７８）ｂ

（７７．４±

７．４８）ｂ

（５０．９０±

５．４８）ｄ

（４７．８６±

７．０５）ｄ

（６４．４０±

４．２８）ｄ

（６９．６６±

４．７７）ｄ

对照ＣＫ －
（１１３．１±

１２．０９）ｂ

（１５９．６±

１９．７９）ａ

（１９７．９±

２０．００）ａ

（－４０．０５±

３．８１）ｅ

（－７６．４５±

４．９２）ｆ
－ －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在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犘＜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３　田间喷雾试验结果

田间喷雾试验表明，０．３％印楝素乳油对胡萝

卜微管蚜的防效最高，３ｄ和７ｄ的校正防效均在

８０％以上；此外，１．５％除虫菊素水乳剂、０．３％苦

参碱水剂、０．５％藜芦碱可溶液剂对胡萝卜微管蚜

也具有较好的防效，７ｄ的校正防效在７０％以上。

０．４％蛇床子素乳油防效次之，３ｄ和７ｄ校正防效

为６０．０２％和６３．９６％，７．５％鱼藤酮乳油防效稍差，

３ｄ、７ｄ的校正防效分别仅为４８．５９％和５３．０９％

（表３）。

３　结论与讨论

使用植物源杀虫剂防治害虫是有机蔬菜生产中

常用的方法，目前已证明植物源杀虫剂对包括西花

蓟马、韭蛆、甜菜夜蛾、桃蚜和瓜蚜等多种害虫具有

很好的控制效果［１４１７］。本研究中除虫菊素等６种植

物源药剂对芹菜上胡萝卜微管蚜均有较好的杀虫效

果，但药剂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室内毒力测定结

果表明，除虫菊素对胡萝卜微管蚜毒力最高，其次为

印楝素，鱼藤酮、藜芦碱和苦参碱对其毒力也较高，

而蛇床子素毒力相对较低。在室内盆栽及田间喷雾

试验中，印楝素和除虫菊素对胡萝卜微管蚜具有很

好的防效，７ｄ防效均在７５％以上，而藜芦碱、苦参

碱、蛇床子素、鱼藤酮防效相对较低，但药后７ｄ防

效也均在４５％以上，对于有机蔬菜基地，这几种药

剂也可以作为防治胡萝卜微管蚜的替换药剂。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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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６种植物源药剂对胡萝卜微管蚜的田间防效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狊犻狓犫狅狋犪狀犻犮犪犾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犛犲犿犻犪狆犺犻狊犺犲狉犪犮犾犲犻犻狀犳犻犲犾犱狊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浓度／

ｍｇ·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虫口基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药后３ｄ

３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药后７ｄ

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虫口减退率／％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

药后３ｄ

３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药后７ｄ

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校正防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３ｄ

３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药后７ｄ

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ｍｅｎｔ

０．３％印楝素ＥＣ

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０．３％ＥＣ
２６．６７

（３７９．３０±

２２．５０）ａ

（８１．９５±

９．２９）ｅ

（８１．０３±

１６．０１）ｅ

（７７．３２±

２．５３）ａ

（７７．８２±

４．８４）ａ

（８２．５８±

１．９０）ａ

（８６．５７±

２．４５）ａ

１．５％除虫菊素ＥＷ

ｐｙｒｅｔｈｒｉｎｓ１．５％ＥＷ
５５．５５

（３５８．２５±

１１．０４）ａｂ

（１１５．５０±

１０．０５）ｄｅ

（１１８．３８±

１１．５５）ｄｅ

（６７．９５±

２．５２）ａｂ

（６６．６８±

３．２２）ａｂ

（７５．６０±

１．８８）ａｂ

（７９．６６±

１．８１）ａｂ

０．３％苦参碱ＡＳ

ｍａｔｒｉｎｅ０．３％ＡＳ
１３．３３

（３６７．３０±

２６．２２）ａｂ

（１３６．３８±

８．４３）ｃｄ

（１５２．７５±

７．０９）ｃｄ

（５９．５１±

２．１２）ｂｃ

（５７．０６±

４．２６）ｂｃ

（６８．８９±

１．５１）ｂ

（７３．６１±

２．３７）ｂｃ

０．５％藜芦碱ＳＬ

ｖｅｒａｔｒｉｎｅ０．５％ＳＬ
１２．３４

（３３０．００±

７．６０）ａｂ

（１３９．６８±

１１．５３）ｃｄ

（１４９．７３±

１３．５４）ｃｄ

（５７．６５±

３．３６）ｃ

（５３．８３±

４．４０）ｃ

（６７．３５±

２．８２）ｂｃ

（７１．７７±

２．１０）ｃ

０．４％蛇床子素ＥＣ

ｃｎｉｄｉａｄｉｎ０．４％ＥＣ
１０．６７

（３４１．００±

１４１．４０）ａｂ

（１７６．１８±

２．８０）ｃ

（１９８．３０±

５．５２）ｃ

（４７．９６±

３．３７）ｄ

（４１．０３±

４．０６）ｄ

（６０．０２±

２．７４）ｃ

（６３．９６±

２．８８）ｄ

７．５％鱼藤酮ＥＣ

ｒｏｔｅｎｏｎｅ７．５％ＥＣ
６６．６７

（３５３．００±

８．７８）ａｂ

（２３１．７５±

１７．４１）ｂ

（２６３．１８±

１４．４４）ｂ

（３３．５５±

５．７２）ｅ

（２３．２６±

５．７１）ｅ

（４８．５９±

４．９４）ｄ

（５３．０９±

３．４６）ｅ

对照ＣＫ －
（３１１．５７±

１７．２８）ｂ

（４０８．５０±

２３．４７）ａ

（５１２．２８±

４０．７２）ａ

（－３１．９４±

２．３０）ｆ

（－６６．５５±

４．９３）ｆ
－ －

　　本试验中，除虫菊素等药剂的室内盆栽防效和

田间防效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施药时间、方式、

光照、湿度、蚜虫发育状况以及厂家推荐的使用浓度

等因素有关。根据室内毒力测定结果及喷雾防效评

价，除虫菊素和印楝素是防治芹菜上胡萝卜微管蚜

的高效植物源药剂，在芹菜产区可以推广应用，有利

于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春秋两季是防治胡萝卜微管蚜的关键时期，一

旦发现应立即采取控制措施，防止其大面积扩散，建

议使用印楝素和除虫菊素喷雾防治。由于除虫菊素

和印楝素具有光解活性，施药时应注意天气环境，尽

量在阴天和傍晚喷药，避免在太阳曝晒情况下用药。

这两种植物源药剂不仅对害虫具有较好的防效，而且

对人畜和非靶标生物安全，害虫不易产生抗性，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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