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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明确不同药剂对白及上初次发现的两种重要害虫朱砂叶螨
<(%&#$

8

)3/4)*$$#7#&*$/4

和棘跳虫
>

8,

'

0

#4;

%&/&#)'66/$*4

的防治效果!筛选高效低毒的杀虫剂!共使用
%

种药剂在普洱市白及规模化种植基地内进行了药剂

试验%结果表明!喷施
:

天后!防治朱砂叶螨的
&

种药剂中!

!"R

甲氰菊酯
/,!"""

倍液的防效#

$#8.R

$和速效性

最优'

#"R

阿维菌素
*̂ #""""

倍的防效#

%.R

$略低于
#&R

哒螨灵
/,!"""

倍#

%&8#R

$!但无显著差异!为次优'

&R

苦参碱
(*7!&"

倍液的防效#

!+8!R

$和速效性均最差%防治棘跳虫的
&

种药剂中!喷施
:

天后!

#"R

阿维菌素

*̂ #""""

倍液的防治效#

$:R

$最优"

&R

苦参碱
(*7!&"

倍液的防效#

.#R

$最差'

&R

啶虫脒
/,+"""

倍液的速效

性最优!

:"R

吡虫啉
d̂ #!""

倍液的速效性最差%综合考量药剂对朱砂叶螨和棘跳虫的持效性"速效性及防治效

果!

#"R

阿维菌素
*̂ #""""

倍液是普洱紫花三叉白及重要害虫防治的首选生物防治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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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刘棋等&

%

种药剂对紫花三叉白及主要害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 !

紫花三叉白及
5"(%*""#4%&*#%#

!

)FUGE8

$

NI35FE8V8

属兰科白及属'又名连及草)紫兰)紫蕙)

百笠'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和浙江'安

徽)湖北和湖南亦有少量种植"

#

#

*紫花三叉白及具

有入肺止血)生肌敛疮的功效'其生肌治疮为外科最

善"

!

#

*近些年来'由于野外生境受到严重破坏和过

度采挖'野生白及资源量急剧减少*国内对于白及

尤其是对紫花三叉白及的需求供不应求'为缓解紫

花三叉白及资源日益枯竭'保护野生资源和人工规

模化种植显得尤为重要*但在人工种植过程当中'

害虫的发生与为害严重影响紫花三叉白及的产量与

品质'成为制约云南白及产业优质)高产栽培的重要

隐患之一*而笔者在开展本研究的前期调查中发现

两种为害紫花白及的重要害虫朱砂叶螨
<(%&#$

8

;

)3/4)*$$#7#&*$/4

和棘跳虫
>

8,

'

0

#4%&/&#)'66/;

$*4

"

+

#

*朱砂叶螨数量较大'危害较严重'主要为害

白及叶片'吸食靠近地表的叶片汁液'咬食地表根

系'造成叶片失绿)失活'根系形成缺口"

.

#

*而棘跳

虫对白及的主要危害是大面积传播病毒和使其感染

煤污病'雨季多湿多潮的条件下为害尤甚'对白及造

成严重损失*因而亟需筛选合适的防治药剂和方法

控制朱砂叶螨和棘跳虫为害*

目前'中药产业病虫害防治依然主要依靠化学

防治'而乱用)滥用农药会导致中药材质量和安全性

降低'并对农田环境及周围环境造成污染'降低农田

的生物多样性'抑制有益生物种群'不利于绿色农业

发展"

.

#

*结合绿色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法'优先

采用低毒低残留低污染农药'保护中药材的质量及

产量'对我国的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为此'本研究在对普洱紫花三叉白及规模化种植基

地内主要害虫种类的系统调查基础上'针对两种新

发现的主要害虫朱砂叶螨和棘跳虫'分别选择
&

种

!共计
%

种$市场和生产实践中推荐使用的药剂进行

药剂种类和浓度田间筛选试验'从中选出防效最佳

药剂和施用浓度'为紫花三叉白及病虫害的防控生

产实践提供理论和技术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药剂

药剂选择主要依据市场和当地生产实践中所推

荐使用的农药'浓度设置依据所用药剂推荐的最大)

最小浓度'设置为高)中)低
+

个浓度梯度'中间浓度

为最大最小浓度的中间值*具体药剂的选择及其试

验所用浓度见表
#

和表
!

*

表
%

!

朱砂叶螨防治药剂

<.=54%

!

C417*0*64132802-78255*-

+

-&%'(3

5

./*1.,33(6(',3*1

药剂名称

OIHJ353AI

药剂稀释倍数/倍

T34UJ39G1U4J3

K

4I

商品名称

)L2AIG21I

生产厂家

Y2GUV25JULIL

#&R

哒螨灵
/,

!K6

L3A2EIG#&R/, !"""

)

!!&"

)

!&""

金果园 浙江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R

甲氰菊酯
/,

!

VIG

K

L9

K

2JFL3G!"R/, !"""

)

!&""

)

+"""

佳友灭扫利 江门大光明农化新会有限公司

!!R

阿维.螺螨酯
*,

!

2E21I5J3G

.

H

K

3L9A3549VIG!!R*, ."""

)

&"""

)

7"""

福喜旺 江西众和化工有限公司

#"R

阿维菌素
*̂

!

2E21I5J3G#"R*̂ #""""

)

#&"""

)

!""""

无线电 山东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R

苦参碱
(*

!

12JL3GI&R (* &"""

)

&7!&

)

7!&"

大巨立 陕西恒田化工有限公司

表
'

!

棘跳虫防治药剂

<.=54'

!

C417*0*64132802-78255*-

+

7

5"

#

+

(1%'*'(.#00*3,1

药剂名称

OIHJ353AI

药剂稀释倍数/倍

T34UJ39G1U4J3

K

4I

商品名称

)L2AIG21I

生产厂家

Y2GUV25JULIL

&R

啶虫脒
/,

!

25IJ213

K

L3A&R/, +"""

)

."""

)

&"""

横斩 山东瑞星生物有限公司

.8&R

高效氯氰菊酯
/,

!

7(%#05

6K

IL1IJFL3G.8&R/, #"""

)

#&""

)

!"""

地虎蚕杀 山东淄博绿晶农药有限公司

:"R

吡虫啉
d̂

!

313A2549

K

L3A:"R d^ #"""

)

#!""

)

#&""

稀巧 山东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R

阿维菌素
*̂

!

2E21I5J3G#"R*̂ #""""

)

#&"""

)

!""""

无线电 山东济南绿霸农药有限公司

&R

苦参碱
(*

!

12JL3GI&R (* &"""

)

&7!&

)

7!&"

大巨立 陕西恒田化工有限公司

%&'

!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选择在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渔

塘村紫花三叉白及规模化种植基地'试验区面积约

7"""1

!

*土质主要为砂质壤土'有机质含量大约

在
#8"R

#

#8&R

'试验区植株均为同时期栽种*基

地试验区控制人工干扰以保证试验的准确性*

%&(

!

试验处理与方法

针对朱砂叶螨和棘跳虫分别使用
&

种药剂)

+

个不同浓度!高)中)低$进行处理'以清水处理为

对照'每处理重复
+

次'随机排列*针对害虫习性和

.

::!

.



!"!"

喜食部位'使用+农稼乐,牌八角背负式喷雾器进行

喷施'小区试验药液用量为
:&"c

X

/

F1

!

'选择当日

天气晴朗'近期无雨时间进行喷药处理*每处理小

区随机
&

点取样'每点抽取
&

株'计算虫口密度*

%&!

!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分别于药后
.F

'

#

'

+

'

&

'

:A

统计残余活虫数'并

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所得试验数据采用

*O**#:8"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虫口减退率
S

!施药前虫口密度
[

施药后虫口

密度$/施药前虫口密度
i#""R

%

防治效果
S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

对照区虫口

减退率$/!

#[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i#""R

*

'

!

结果与分析

'&%

!

供试药剂对朱砂叶螨防治效果

由表
+

可见'

&

种药剂均是最高浓度对朱砂叶

螨的防效最好*

#"R

阿维菌素
*̂ #""""

倍液施药

后
.F

至第
+

天'防效持续升高'至第
+

天防效达

$!8.R

'第
&

天开始小幅下降'防效为
$#8$R

'第
:

天下降到
%.R

%表明其速效性相对较低'但是持效

性较好*

#&R

哒螨灵
/,+

种不同浓度处理均在第

#

天达到最高防效!分别为
$+8$R

)

$+8$R

和
%#f$R

$'

但之后的防效逐渐降低'第
:

天防效最低'说明其

速效性强'但是持效性相对较差*

!"R

甲氰菊酯

/,+

种不同浓度处理'

!"""

倍液喷药
.F

与
#A

的

防效均达
#""R

'之后防效下降'但均在
$"R

以上'

速效性与持效性均优于其他
.

种药剂*

!!R

阿维.

螺螨酯
*,

也具有同样的稳定性特点'浓度为
."""

倍时'喷药后
.F

至
&A

内防效稳定在
%#R

#

%$R

'

第
:

天略有降低'为
:&8!R

*

&R

苦参碱
(*+

种浓

度处理'防效均低于其他药剂'第
:

天防效分别为

+.8+R

)

!&8&R

)

!+8!R

'对白及朱砂叶螨的防治效

果很差*

表
(

!

E

种药剂对朱砂叶螨的防治效果

<.=54(

!

H2-7825433407123E

9

417*0*6412--&%'(3

5

./*1.,33(6(',3*1

处理

)LI2J1IGJ

稀释

倍数/倍

T34UJ39G

1U4J3

K

4I

虫口密度/

头.

!

!&

株$

[#

O9

K

U42J39G

AIGH3J

6

.F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R

阿维菌素
*̂

2E21I5J3G#"R*̂

#"""" #. :%87 :$8: %&8: %:8# $!8% $!8. $!8% $#8$ %&8: %.8"

#&""" #+ :78$ :%8# 7$8! :!8# 7$8! 7:8& &+8% .%8. 7$8! 7&87

!"""" #& 778: 7%8. :+8+ :&8% 778: 7.8% 7"8" &&8+ 7"8" &&8+

&R

苦参碱
(*

12JL3GI&R (*

&""" #: &%8% 7"8$ &!8$ &:8. .#8! +:8$ .#8! +.8+ .#8! +.8+

&7!& #& &+8+ &&8: ."8" .&8: ++8+ !$87 ."8" +!8$ ++8+ !&8&

7!&" #7 &"8" &!8& +:8& .+8. +:8& +.8" +#8+ !+8! +#8+ !+8!

#&R

哒螨灵
/,

K6

L3A2EIG#&R/,

!""" #& $+8+ $+87 $+8+ $+8$ $+8+ $!8$ %"8" ::8: %78: %&8#

!!&" #& $+8+ $+87 $+8+ $+8$ %78: %&8$ %78: %&8# %"8" ::8:

!&"" #& %78: %:8. %"8" %#8$ %"8" :%8$ %78: %&8# %"8" ::8:

!"R

甲氰菊酯
/,

VIG

K

L9

K

2JFL3G

!"R/,

!""" #+ #""8" #""8" #""8" #""8" $!8+ $#8$ $!8+ $#8. $!8+ $#8.

!&"" #7 %#8+ %!8! %:8& %%8: %:8& %78% %#8+ :$8# %:8& %78"

+""" #: :78& ::8: %!8. %.8# %!8. %#8. :78& :+8: :78& :+8:

!!R

阿维.螺螨酯
*,

2E21I5J3G

.

H

K

3L9A3549VIG!!R*,

.""" #% %+8+ %.8# %+8+ %.8$ %%8$ %%8+ %+8+ %#8+ ::8% :&8!

&""" !" :"8" :#8& :"8" :!8$ :&8" :+87 :&8" :!8# 7&8" 7"8$

7""" #. &:8# &$8+ &"8" &.8% 7.8+ 7!8+ &"8" ..8# .!8$ +78!

,? [ #$ [&8+ [ [#"8& [ &8+ [ #"8& [ #"8& [

!!

方差分析结果!表
.

$表明&

&

种药剂防治朱砂叶

螨的最优浓度分别为
!"R

甲氰菊酯
/,!"""

倍'

#"R

阿维菌素
*̂ #""""

倍)

#&R

哒螨灵
/,!"""

倍)

!!R

阿维.螺螨酯
*,."""

倍和
&R

苦参碱

(*&"""

倍*

!"R

甲氰菊酯
/,!"""

倍的防效最

高'达到
$.8$.R

'与
#"R

阿维菌素
*̂ #""""

倍)

#&R

哒螨灵
/,!"""

倍)

!!R

阿维.螺螨酯
*,

."""

倍)

&R

苦参碱
(*&"""

倍处理间的防效差异

显著*

&R

苦参碱
(*7!&"

倍处理的平均防效则最

差'为
+&8!7R

*

最终防效依次为&

!"R

甲氰菊酯
/,!"""

倍
$

#&R

哒螨灵
/,!"""

倍
$

#"R

阿维菌素
*̂ #""""

倍
$

!!R

阿维.螺螨酯
*,."""

倍
$

&R

苦参碱
(*

&"""

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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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刘棋等&

%

种药剂对紫花三叉白及主要害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表
!

!

E

种药剂防治朱砂叶螨最优浓度平均防效的方差分析

<.=54!

!

I.8*.-04.-.5

,

1*123.F48.

+

402-7825433*0.0*41233*F4

9

417*0*64172-&%'(3

5

./*1.,33(6(',3*1

处理

)LI2J1IGJ

最优稀释倍数/倍

b

K

J3124A34UJ39G1U4J3

K

4I

平均防效/
R

(WIL2

X

I59GJL94IVV3525

6

&R

差异显著性

&RH3

X

G3V352GJA3VVILIG5I

#"R

阿维菌素
*̂

!

2E21I5J3G#"R*̂ #"""" %:8"! 2E

&R

苦参碱
(*

!

12JL3GI&R (* &""" ..8$7 5

#&R

哒螨灵
/,

!K6

L3A2EIG#&R/, !""" %%87. 2E

!"R

甲氰菊酯
/,

!

VIG

K

L9

K

2JFL3G!"R/, !""" $.8$. 2

!!R

阿维.螺螨酯
*,

!

2E21I5J3G

.

H

K

3L9A3549VIG!!R*, .""" %!8:7 E

'&'

!

供试药剂对棘跳虫防治效果

从试验结果!表
&

$可知'

&

种药剂均是最高浓度

对棘跳虫的防效最好*

&R

啶虫脒
/,+"""

倍液与

.8&R

高效氯氰菊酯
/,#"""

倍液速效性好'施药

后
.F

'防效分别达到
$!8!R

和
$#8$R

'施药后
#A

的防效分别为
%$8%R

)

$!8$R

*且
.8&R

高效氯氰

菊酯
/,#"""

倍液的持效性较好'施药后
.F

至第

:

天的防效基本保持在
$"R

以上*

#"R

阿维菌素

*̂ #""""

倍液施药后
.F

的防效达到
%78$R

'速效

性较
.8&R

高效氯氰菊酯
/,#"""

倍液略低'防效

从药后
#A

开始逐渐升高'药后
:A

的防效达
$:R

'

表现出优良的持效性与防治效果*

:"R

吡虫啉
d^

#"""

倍液施药后防效呈持续增长趋势'施药后第
:

天的防效为
:&R

*

#"R

阿维菌素
*̂ #&"""

倍液也

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施药后
.F

防效略低'为
:#8!R

'

药后
#A

至药后
:A

防效稳定在
:78$R

#

%&8+R

*

&R

苦参碱
(*+

种浓度处理均表现出稳定性较好的

特点'缺点则是防治效果较差*

表
E

!

E

种药剂对棘跳虫的防治效果

<.=54E

!

H2-7825433407123E

9

417*0*6412-7

5"

#

+

(1%'*'(.#00*3,1

处理

)LI2J1IGJ

稀释

倍数/倍

T34UJ39G

1U4J3

K

4I

虫口密度/

头.

!

!&

株$

[#

O9

K

U42J39G

AIGH3J

6

.F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A

减退

率/
R

NIAU5J39G

L2JI

防效/
R

,9GJL94

IVV3525

6

&R

啶虫脒
/,

25IJ213

K

L3A&R/,

+""" !: $!8& $!8! %%8$ %$8% %#8& %!8$ ::8% %#8# %#8& %!8+

.""" #$ :%8$ ::8$ :+8: :&8% 7%8. :"8$ &:8$ 7.8# 7+8! 7.8:

&""" !+ 7$87 7%8! 7$87 :!8" &!8! &&8$ .+8& &#8$ .+8& .&8%

.8&R

高效氯氰菊酯
/,

7(%#05

6K

IL1IJFL3G

.8&R/,

#""" !7 $!8+ $#8$ $!8+ $!8$ %%8& %$8. %%8& $"8! $!8+ $!87

#&"" !7 %"8% :$8$ %"8% %!8+ %.87 %&8% :78$ %"8+ %"8% %#87

!""" !! 7%8! 778% &$8# 7!8+ &"8" &+8$ 7+87 7$8" &$8# 7"8%

:"R

吡虫啉
d̂

313A2549

K

L3A:"R d̂

#""" !+ &!8! &"8# &78& &$8$ 7$87 :!8" 7&8! :"8. :+8$ :&8"

#!"" !% &"8" .:8% &+8& &:8! &:8# 7"8& 7.8+ 7$87 :#8. :!87

#&"" !+ &!8! &"8# .:8% &#8$ &78& &$8$ .:8% &&8& .:8% .$8$

#"R

阿维菌素
*̂

2E21I5J3G#"R*̂

#"""" +! %:8& %78$ $"87 $#8+ $+8% $.8+ $"87 $!8" $78$ $:8"

#&""" !$ :!8. :#8! :$8+ %"8$ :$8+ %"8$ %!8% %&8+ :&8$ :78$

!"""" !. &.8# &!8" &%8+ 7#87 778: 7$8+ :"8% :&8# &%8+ 7"8"

&R

苦参碱
(*

12JL3GI&R (*

&""" !. :$8! :%8+ 778: 7$8+ :&8" :78$ :&8" :%8: 778: 7%8#

&7!& #7 7%8: 7:8+ 7!8& 7&8& &78+ &$8% 7!8& 7:8: &78+ &%8#

7!&" !7 7#8& &$8% &"8" &+8$ &"8" &+8$ .78! &.8! +%8& .#8"

,? [ !+ .8+ [ [%87 [ [%87 [ [#:8. [ [.8+ [

!!

方差分析!表
7

$结果表明&

&

种药剂中
#"R

阿维

菌素
*̂ #""""

倍防效最高'平均防效达到
$!f+"R

'

与
.8&R

高效氯氰菊酯
/,#"""

倍处理的防效差异

不显著'与其他处理的防效均有显著差异*

&R

苦参

碱
(*7!&"

倍的平均防效最差'为
&!8&7R

*

最终防效为&

#"R

阿维菌素
*̂ #""""

倍
$

.f&R

高效氯氰菊酯
/,#"""

倍
$

&R

啶虫脒
/,+"""

倍
$

&R

苦参碱
(*&"""

倍
$

:"R

吡虫啉
d̂ #"""

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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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

E

种药剂防治棘跳虫最优浓度平均防效的方差分析

<.=54J

!

I.8*.-04.-.5

,

1*123.F48.

+

402-7825433*0.0*41233*F4

9

417*0*641727

5"

#

+

(1%'*'(.#00*3,1

处理

)LI2J1IGJ

稀释倍数/倍

T34UJ39G1U4J3

K

4I

平均防效/
R

(WIL2

X

I59GJL94IVV3525

6

&R

差异显著性

&RH3

X

G3V352GJA3VVILIG5I

&R

啶虫脒
/,

!

25IJ213

K

L3A&R/, +""" %&877 2E

.8&R

高效氯氰菊酯
/,

!

7(%#05

6K

IL1IJFL3G.8&R/, #""" $#8." 2

:"R

吡虫啉
d^

!

313A2549

K

L3A:"R d^ #""" 7&8.% A

#"R

阿维菌素
*̂

!

2E21I5J3G#"R*̂ #"""" $!8+" 2

&R

苦参碱
(*

!

12JL3GI&R (* &""" :.8!7 5A

(

!

讨论

病虫害防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中药材生产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

!:

#

*化学农药防治依然是中药材害

虫防治的主要手段'但不当和滥用化学农药会带来

抗药性)残留和害虫再猖獗等严重问题*因此'针对

中药材的病虫害防治'应从根本上坚持+综合防治'

绿色植保,的理念'筛选防治药剂应以低毒)低残留)

高效为前提'在建议浓度下'调整浓度梯度'进行最

佳药剂)最佳浓度筛选*本研究开展的防治药剂筛

选试验针对普洱紫花三叉白及上的两种主要害虫朱

砂叶螨和棘跳虫进行*以前针对紫花三叉白及虫害

的研究'除部分专家对贵州规模化种植白及基地进

行了病虫害调查研究外"

&7

#

'主要集中在白及的组

培"

:$

#

)成分药理作用"

#"#!

#等方面'而对紫花三叉白

及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的研究极少*之前的研究发

现朱砂叶螨的寄主范围广泛'但未有为害白及的报

道*而对棘跳虫科
bG

6

5F3UL3A2I

害虫的研究发现'

棘跳虫多在蔬菜"

#+#&

#及食用菌"

#7#:

#上发生'并因携

带病原生物'往往伴随发生病害"

#%

#

'主要依靠化学

药剂进行防治*在中药材上则有棘跳虫为害中药材

天麻的研究报道"

#$!"

#

'但尚未有为害紫花三叉白及

及其防治的报道*而笔者新近调查发现'朱砂叶螨

和棘跳虫在紫花白及上大量发生'造成严重危害'故

而选用
%

种市场上常用和推荐药剂开展最佳药剂和

浓度筛选试验*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防治朱砂叶螨药效较理想的

有
#&R

哒螨灵
/,!"""

倍液)

!"R

甲氰菊酯
/,!

"""

倍液)

#"R

阿维菌素
*̂ #""""

倍液'前两种药剂

速效性较好'阿维菌素则是持效性较好*但甲氰菊酯

毒性及残留较高'不易降解'且近几年农业实际生产

中用量较大'容易导致叶螨类害虫产生抗性'不建议

在普洱紫花三叉白及栽培中使用*防治棘跳虫药效

较理想的有
.8&R

高效氯氰菊酯
/,#"""

倍液与

#"R

阿维菌素
*̂ #""""

倍液'但两种药剂只适用于

防治害虫本身'对于害虫造成的病毒病害防治效果则

不明显'在实际生产中应配合病毒防治药剂共同使

用'效果更佳*高效氯氰菊酯属于中毒性农药'在白

及生产栽培中是否会影响白及药品的品质及农残问

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阿维菌素作为新型生物防治药

剂'降解快)残留低且对白及品质无直接影响'更适用

于现代绿色农业生产要求*综上所述'

#"R

阿维菌素

*̂ #""""

倍液可同时高效安全防治朱砂叶螨和棘跳

虫'是
%

种供试药剂中的最佳药剂和浓度*

其次'试验结果表明'多数药剂表现出药后防效

随时间推移呈下降的趋势'与试验时处于普洱多雨

季节及多数药剂采用乳油剂型有一定关系'乳油具

有易挥发的特性'导致药效在用药一定时间后呈下

降的趋势*苦参碱对于两种害虫防治效果均一般'

分析原因为用药浓度较低'且普洱地区雨水较多'使

用的是水剂等因素致使防治效果不理想*虽然对白

及具有污染小)残留低)基本无害的特点'但是鉴于

防治效果太低'需进一步试验研究提高苦参碱防治

效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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