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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种药剂对温室白粉虱不同虫态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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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９７）

摘要　为筛选防治温室白粉虱的有效药剂，采用室内和田间药效方法测定了７种杀虫剂在推荐剂量下对温室白粉虱

卵、若虫和成虫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２２％氟啶虫胺腈悬浮剂、１．８％阿维菌素乳油单用或２２．４％螺虫乙酯悬浮剂和

２５％烯啶虫胺可溶性粉剂混用对卵和若虫的防效高达８５％以上。１０％氟啶虫酰胺水分散粒剂、２２％氟啶虫胺腈悬浮剂对

成虫的速效性和持效性最好，防效均高达９４％以上。因此，推荐在温室白粉虱发生初期选择氟啶虫酰胺、氟啶虫胺腈、阿

维菌素单用或螺虫乙酯和烯啶虫胺混用进行防治，世代重叠严重时可根据对不同虫态的防治效果选择几种药剂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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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ｏｄ）属半翅目粉虱科，是设施蔬菜上主要害虫之

一［１３］。该虫繁殖速度快，寄主范围广，可达１２１科

８９８种，主要为害瓜类、豆类、茄科、花卉等农作

物［４］。温室白粉虱除以成虫和若虫刺吸植株汁液、

分泌蜜露引发霉菌外，还可传播植物病毒，致使植物

褪绿、变黄、萎蔫甚至枯死，造成作物产量降低，品质

下降，甚至绝产［５９］。

设施农业的发展为温室白粉虱的越冬和繁殖创

造了有利条件［１０］，该虫在温室中可周年繁殖，世代

重叠，种群数量上升快，虫体特别是翅上有白色蜡质

粉状物覆盖，增加了防治难度。随着保护地蔬菜种

植面积的扩大，粉虱类害虫危害越来越严重，特别是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危害严重的温室白粉虱，最近几

年呈现出再猖獗的趋势［１１］，在北京多个蔬菜种植区

成为主要危害种类，且在秋冬季节与烟粉虱混合发

生。由于温室白粉虱成、若虫均造成危害，且成、若

虫对药剂的敏感性差异较大，在世代重叠严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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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使用单一药剂防治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致使

菜农大量、多次使用化学药剂进行防治，对蔬菜品质

与食品安全造成威胁，同时导致温室粉虱对多种药

剂产生抗药性［１２１４］，使得防治效果较好的新烟碱类、

抗生素类农药效果越来越差［１５１７］。

根据近几年新农药的发展趋势，本研究测定了

７种新型杀虫剂对温室白粉虱卵、若虫和成虫的防

治效果，以期选出针对不同虫态的防治药剂，为温室

白粉虱防治中科学合理的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药剂和虫源

本研究选用的７种药剂及其田间推荐使用浓度

如下：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河北威远生物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０倍液、２０％啶虫脒ＷＰ（ａｃ

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０倍液、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美国杜邦公

司）１１２５倍液、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美

国陶氏益农公司）１５００倍液、２５％噻虫嗪 ＷＧ（ｔｈｉａ

ｍｅｔｈｏｘａｍ，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３０００倍液、

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ｓｐｉｒｏｔｅｔｒａｍａｔ，德国拜耳作物

科学公司）１５００倍和２５％烯啶虫胺ＳＰ（ｎｉｔｅｎ

ｐｙｒａｍ，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２５０倍液混

用、１０％氟啶虫酰胺 ＷＧ（ｆｌｏｎｉｃａｍｉｄ，日本石原产业

株式会社）３０００倍液。设置喷施清水为对照。

供试虫源为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果园温室番茄上

自然发生的温室白粉虱。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对温室白粉虱卵的防治效果评价方法

对温室白粉虱卵的防治效果试验采用叶面喷雾

法［１８］。将室内种植的株高约２５～３０ｃｍ无虫番茄

苗（品种为‘仙客６号’）置于温室白粉虱虫口密度较

高的番茄地２４ｈ，让其自然产卵，以获得虫态整齐的

虫源。待接入足量温室白粉虱卵后取回，在显微镜

下查看每株上卵的数量并剔除少量烟粉虱卵（温室

白粉虱的卵近孵化时为黑紫色，卵上覆盖成虫产的

蜡粉较明显，而烟粉虱的卵近孵化时为褐色），保证

每株供试植株上温室白粉虱卵的数量不少于１５０

粒。将各药剂用清水配制成所需浓度，用手持喷雾

器对整株进行均匀喷雾，试验设４次重复。施药后

将苗放在隔离温室内培养，待卵孵化、若虫固定后在

显微镜下查看，以固定若虫数作为卵的孵化数。

１．２．２　对温室白粉虱若虫的防治效果评价方法

对温室白粉虱若虫的防治效果试验采用叶面喷

雾法［１８］。卵孵化前在显微镜下去除烟粉虱的卵。

待接虫苗上的温室白粉虱发育至２龄若虫时，在显

微镜下查看并记录每株上若虫数量。施药方法同

上，试验设４次重复。施药后将带虫苗放在隔离温

室内培养，待若虫发育至蛹时，在显微镜下检查若虫

死亡情况，凡发育至蛹的均为活虫，虫体干瘪，颜色

变暗褐色记为死亡。

１．２．３　对温室白粉虱成虫的防治效果评价方法

由于从田间采回室内的成虫自然死亡率较高，

对成虫防治效果试验在田间进行。共设７种药剂处

理和１个清水对照，每处理重复４次，共设３２小区，

小区面积约３０ｍ２，随机区组排列。将各试验药剂配

制成所需浓度，用西班牙生产的没得比背负式电动喷

雾器对整株进行均匀喷雾，药液量为６７５ｋｇ／ｈｍ２。试

验在北京市海淀区双新果园温室番茄‘仙客６号’上

进行，株高１．５ｍ，株行距为３０ｃｍ×１００ｃｍ，温室白

粉虱发生严重，分布均匀。试验地土壤为砂壤土，土

壤肥力均匀。试验温室为樱桃与番茄南北向混合种

植，每４行番茄种植１行樱桃，施药时以４行番茄作

为一种处理，樱桃为隔离行，以减少温室白粉虱成虫

在不同处理区间扩散造成的互相干扰。对于田间混

合发生的少量烟粉虱成虫不进行统计。试验期间未

施用过其他任何杀虫剂。

调查采用随机取样方法，施药前每小区随机调

查生长点部位１０片复叶，在清晨成虫不活跃时轻轻

翻动叶片，统计每叶片上的成虫数，药后１、３、７、１４ｄ

采用随机取样方式调查各处理区生长点处１０片复

叶上残存的成虫数。

１．３　数据分析

根据田间调查结果，用下列公式计算出虫口减

退率和防治效果，并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测验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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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效果（％）＝（药剂处理区虫口减退率－空

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１００－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

率）×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对温室白粉虱卵的防治效果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１５００倍液单用、２２．４％螺

虫乙酯ＳＣ１５００倍液和２５％烯啶虫胺ＳＰ１２５０倍液

混用对卵的防治效果最高，分别为１００％和９８．２３％，

二者差异不显著，与其他药剂相比差异极显著（犘＜

·９２２·



２０１７

０．０１）。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３０００倍液、２５％噻虫嗪

ＷＧ３０００倍液、１０％氟啶虫酰胺 ＷＧ３０００倍液和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１１２５倍液对卵的防治效果依

次为８５．７６％、６６．０８％、６１．８４％和４３．２０％，其中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３０００倍液防治效果较好，与其

他３种药剂相比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２０％啶虫

脒 ＷＰ３０００倍液对卵的防治效果最差，仅为

２６．８４％，与其他药剂防治效果相比差异极显著（犘＜

０．０１）（表１）。

２．２　对温室白粉虱若虫的防治效果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３０００倍液单用、２２．４％螺虫

乙酯ＳＣ１５００倍液和２５％烯啶虫按ＳＰ１２５０倍液混

用、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１５００倍液单用在２龄若虫期

施药，对若虫防治效果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０％、８９．９０％，

三者在０．０１水平差异不显著。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

１１２５倍液、２０％啶虫脒ＷＰ３０００倍液、１０％氟啶虫

酰胺ＷＧ３０００倍液防治效果较差，分别为７５．３０％、

６７．６５％和６４．６０％，三者在０．０１水平差异不显著。

２５％噻虫嗪ＷＧ防治效果最差，仅为２６．２１％，与其

他药剂相比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表２）。

２．３　对温室白粉虱成虫的防治效果

在１４ｄ的试验期间１０％氟啶虫酰胺 ＷＧ

３０００倍液、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１５００倍液对成虫

的速效性和持效性最好，１ｄ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９５．００％和９４．２０％，７ｄ的防治效果分别为９３．２２％和

９６．１５％，１４ｄ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９５．９７％ 和

９７．４０％，且防治效果间没有显著差异。２２．４％螺虫

乙酯ＳＣ１５００倍液和２５％烯啶虫胺ＳＰ１２５０倍液

混用和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３０００倍液单用对成虫的

速效性较好，但持效性较差，１ｄ防治效果分别为

８７．１４％和８１．６２％，１４ｄ防治效果分别为６９．０７％

和７５．８８％。２０％啶虫脒 ＷＰ３０００倍液、２５％噻虫

嗪ＷＧ３０００倍液和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１１２５倍

液对成虫的速效性和持效性均较差，１ｄ防治效果分

别为７７．１７％、６９．３１％和５３．６１％，１４ｄ防治效果分

别为６６．２８％、５８．６５％和４７．１２％。在所有供试药

剂中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１１２５倍液防治效果最差，

药后１～１４ｄ的最高防治效果仅为６４．７９％，且１ｄ

和１４ｄ防治效果与其他药剂相比差异显著（犘 ＜

０．０５）（表３）。

表１　７种药剂对温室白粉虱卵的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狊犲狏犲狀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犲犵犵狊狅犳犜狉犻犪犾犲狌狉狅犱犲狊狏犪狆狅狉犪狉犻狅狉狌犿

供试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供试卵数／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

存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２２％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ＳＣ １５００ １７１ ０ １００ａＡ

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和２５％烯啶虫胺ＳＰ混用

２２．４％ｓｐｉｒｏｔｅｔｒａｍａｔＳＣａｎｄ２５％ｎｉｔｅｎｐｙｒａｍＳＰｍｉｘｔｕｒｅ
１５００＋１２５０ ２０１ ３ ９８．２３ａＡ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１．８％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ＥＣ ３０００ １５１ １７ ８５．７６ｂＢ

２５％噻虫嗪ＷＧ２５％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ＷＧ ３０００ １２６ ３０ ６６．０８ｃＣ

１０％氟啶虫酰胺ＷＧ１０％ｆｌｏｎｉｃａｍｉｄＷＧ ３０００ １７３ ４６ ６１．８４ｃＣ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１０％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ＯＤ １１２５ １７８ ７２ ４３．２０ｄＤ

２０％啶虫脒ＷＰ２０％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ＷＰ ３０００ １８７ ９５ ２６．８４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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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犘＜０．０１．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ａｂｌｅｓ．

表２　７种药剂对温室白粉虱２龄若虫的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狊犲狏犲狀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狊犲犮狅狀犱犻狀狊狋犪狉狀狔犿狆犺狊狅犳犜狉犻犪犾犲狌狉狅犱犲狊狏犪狆狅狉犪狉犻狅狉狌犿

供试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虫口基数／头

Ｂ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

存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１．８％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ＥＣ ３０００ ２０８ ０ １００ａＡ

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和２５％烯啶虫胺ＳＰ混用

２２．４％ｓｐｉｒｏｔｅｔｒａｍａｔＳＣａｎｄ２５％ｎｉｔｅｎｐｙｒａｍＳＰｍｉｘｔｕｒｅ
１５００＋１２５０ １５７ ０ １００ａＡ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２２％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ＳＣ １５００ １６７ １１ ８９．９０ｂＡ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１０％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ＯＤ １１２５ １６２ ３２ ７５．３０ｃＢ

２０％啶虫脒ＷＰ２０％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ＷＰ ３０００ ２４５ ５４ ６７．６５ｃｄＢ

１０％氟啶虫酰胺ＷＧ１０％ｆｌｏｎｉｃａｍｉｄＷＧ ３０００ １５３ ３５ ６４．６０ｄＢ

２５％噻虫嗪ＷＧ２５％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ＷＧ ３０００ １９８ １０６ ２６．２１ｅＣ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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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７种药剂对温室白粉虱成虫田间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犉犻犲犾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狊犲狏犲狀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犜狉犻犪犾犲狌狉狅犱犲狊狏犪狆狅狉犪狉犻狅狉狌犿

供试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稀释倍数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虫口

基数／头

Ｂａｓｅ

ｎｕｍｂｅｒ

药后１ｄ

存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３ｄ

存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７ｄ

存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１４ｄ

存活虫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０％氟啶虫酰胺ＷＧ

１０％ｆｌｏｎｉｃａｍｉｄＷＧ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 ９５．００ａＡ　　 １０ ９７．０５ａＡ　 ２３ ９３．２２ａＡ　 １８ ９５．９７ａＡ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

２２％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ＳＣ
１５００ ２１３ １０ ９４．２０ａＡ ４ ９８．３１ａＡ １０ ９６．１５ａＡ ８ ９７．４０ａＡ

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和

２５％烯啶虫胺ＳＰ混用

２２．４％ｓｐｉｒｏｔｅｔｒａｍａｔＳＣａｎｄ

２５％ｎｉｔｅｎｐｙｒａｍＳＰｍｉｘｔｕｒｅ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９４ ３０ ８７．１４ａｂＡＢ ２７ ８５．４５ｂＡＢ ７５ ６６．３ｃｄＣＤ ８５ ６９．０７ｂＢＣ

１．８％阿维菌素ＥＣ

１．８％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ＥＣ
３０００ ４０５ ６４ ８１．６２ａｂｃＡＢ １３８ ６８．６６ｃＣ ７７ ８３．３６ｂＡＢ １４１ ７５．８８ｂＢ

２０％啶虫脒ＷＰ

２０％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ＷＰ
３０００ ３７８ ７４ ７７．１７ｃＡＢ １０７ ７４．２９ｂｃＢＣ １２３ ７２．７０ｃＢＣ １８３ ６６．２８ｂｃＢＣ

２５％噻虫嗪ＷＧ

２５％ｔｈｉａｍｅｔｈｏｘａｍＷＧ
３０００ ３６０ １１２ ６９．３１ｃＢＣ １０５ ７３．９８ｂｃＢＣ １８４ ５６．８７ｄＤ ２１０ ５８．６５ｃＣＤ

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

１０％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ＯＤ
１１２５ ３２９ １４０ ５３．６１ｄＣ １２３ ６４．７９ｃＣ １４０ ６０．２９ｄＣＤ ２３９ ４７．１２ｄＤ

对照ＣＫ － ２５０ ２４８ － ２８６ － ２９２ － ３５３ －

３　结论与讨论

温室白粉虱对过去常用化学药剂普遍产生了抗

药性，给防治带来较大困难［１３１７］。本研究表明，２２％

氟啶虫胺腈ＳＣ单用、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和２５％烯

啶虫胺ＳＰ混用、１．８％阿维菌素ＥＣ对温室白粉虱

不同虫态的防治效果均很好。虽然氟啶虫胺腈与其

他烟碱类药剂具有相同的作用靶标，但是该药剂与

吡虫啉等烟碱类药剂对温室白粉虱和烟粉虱没有交

互抗性［１９］。螺虫乙酯是一类新型杀虫剂，关于该药

剂对温室白粉虱防控效果的报道尚较少［２０］。阿维

菌素是生产上的常用药剂，使用时间较长，但该药剂

对温室白粉虱的防控效果仍然较好［２１］。

２０％啶虫脒 ＷＰ、１０％溴氰虫酰胺ＯＤ、２５％噻

虫嗪ＷＧ３种药剂对各个虫态的防治效果均较差。

温室白粉虱对啶虫脒和噻虫嗪的抗药性已有报

道［１７，２２］。噻虫嗪由先正达公司研发，２０００年投入中

国市场，因其高效、低毒、内吸等特点，很长一段时间

成为防治温室白粉虱的首选药剂［２３２４］。但本次试验

结果显示，此药剂对温室白粉虱杀虫活性已降低，对

卵防治效果为６６．０８％，若虫防治效果为２６．２１％，成

虫１～１４ｄ最高防治效果为７３．９８％。

１０％氟啶虫酰胺 ＷＧ防治温室白粉虱成虫效

果最好，但卵期、若虫期施药的防治效果较低。该药

剂同样对烟粉虱成虫防控效果较好，但对卵和若虫

几乎没有防控效果［２５］。在田间虫口密度较大且不

同虫态混合发生时应结合对卵和若虫有效的药剂

使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建议在温室白粉虱发生初

期选择１０％氟啶虫酰胺 ＷＧ、１．８％阿维菌素ＥＣ、

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单用或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和

２５％烯啶虫胺ＳＰ混用。世代重叠较严重时，因

１０％氟啶虫酰胺 ＷＧ对卵、若虫防治效果一般，建

议不要单一使用，可选择２２％氟啶虫胺腈ＳＣ、１．８％

阿维菌素ＥＣ单用或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和２５％烯

啶虫胺ＳＰ混用进行防治。为了延缓温室白粉虱产

生抗药性，应选用作用机制不同的药剂交替使用，尽

量避免单一、长期使用一种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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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５ ６４２．

［１７］邢会琴，马建仓，毛涛，等．防治玉米苗枯病室内药剂筛选

［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０，２６（９）：３１９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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