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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甘草胭珠蚧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狆犺狅狉犪狊狅狆犺狅狉犪犲（Ａｒｃｈ．）是人工甘草毁灭性害虫。通过有效积温法研究了甘草胭珠蚧

卵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并通过室内毒力测定和田间药效试验研究了甘草胭珠蚧若虫的化学防治技术。结

果表明，甘草胭珠蚧卵的发育起点温度为（９．２７±２．００）℃，有效积温（５７４．９８±２１．４０）日·度。２％阿维菌素乳油对

甘草胭珠蚧若虫的毒性最高，ＬＣ５０为２．３２２１ｍｇ／Ｌ。卵孵化初期，用５％阿维菌素缓释颗粒剂６０ｋｇ／ｈｍ２撒施，耙

地混土并打散若虫聚集再灌溉，对甘草胭珠蚧若虫的防治效果可达到９０％以上。研究结果为甘草胭珠蚧防治提供

了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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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工甘草毁灭性害虫［１］，已经成为制约甘草产业

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甘草胭珠蚧珠体寄生于甘草

根茎部，口针刺入甘草韧皮部吸收养分，引起病原真

菌侵入，造成根部糜烂干枯。甘草胭珠蚧繁殖量大、

扩散速度快，一旦发生往往造成惨重损失，为害程度

随甘草种植年限逐年加重，通常２～３年生人工甘草

受害率达到３０％～５０％，甚至绝产。杨彩霞等
［２］从

甘草胭珠蚧生活史、生物学习性、田间分布型、自然

种群生命表、土壤含水量相关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的报道，高立原等［３］对甘草胭珠蚧生活史和分布特

征作了进一步描述。王旭等［４］利用扫描电镜和透射

电镜对甘草胭珠蚧雌虫触角超微结构进行了观察。

Ｌｉｕ等
［５］鉴定出了甘草胭珠蚧若虫寄主定位的挥发

性化学信号。在防治技术方面，国内也开展了大量

研究，但生产中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甘

草胭珠蚧若虫是最为脆弱的虫态，且若虫具有在卵

囊内聚集一段时间的特性，卵孵化初期打散卵囊，若

虫可以活动但不能完成寄主定位过程。在甘草胭珠

蚧若虫期采取化学防治，并结合施药在卵孵化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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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散卵囊，是有效防治该虫的措施。本文通过研究

甘草胭珠蚧卵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为若虫

发生期提供预测，并开展相应化学防治技术研究，为

该虫的高效防治提供新方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甘草胭珠蚧卵的有效积温测定

试虫采自宁夏盐池县花马池镇，将交尾后的甘

草胭珠蚧雌虫置于养虫盒中，收集新产卵供试验使

用。设置５个温度梯度，分别是１５、２０、２５、３０和

３５℃，将５０枚甘草胭珠蚧卵放置在垫有吸水纸的培

养皿中，置于黑暗、（８０±７）％ＲＨ的培养箱中，每温

度设置５个重复，观察并记录卵孵化情况，每天８：００

－２２：００每隔５ｈ观察１次。同一温度下群体发育

时间按个体发育的实际时间计算平均值，依据有效

积温法则犜＝犆＋犓犞（犞＝１／犖），其中：犞为发育速

率，犖为发育历期（ｄ），犜为温度（℃），利用“最小二

乘法”建立回归方程式，求其发育起点温度Ｃ和有

效积温Ｋ及标准误 （犛犮和犛犽），进行温度与发育速

率相关性检验［６］。

１．２　３种药剂对甘草胭珠蚧若虫的室内毒力测定

供试药剂为７０％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拜耳公

司；２％阿维菌素乳油，河北三农农化有限公司；４０％

辛硫磷乳油，山东胜帮鲁南农药厂。各药剂设５个

有效成分浓度梯度，７０％吡虫啉水分散粒剂１７．５、

８．７５、４．３７５、２．１８７５、１．０９３７５ｍｇ／ｋｇ；２％阿维菌素

乳油４、２、１、０．５、０．２５ｍｇ／ｋｇ；４０％辛硫磷乳油８０、

４０、２０、１０、５ｍｇ／ｋｇ，以清水作为对照。毒力测定参

照张宗炳的方法［７］，将１ｍＬ药液滴在铺有吸水纸

的９ｃｍ培养皿中，接入甘草胭珠蚧若虫２０头，重复

５次，置于黑暗、２５℃、（８０±７）％ ＲＨ的培养箱中，

２４ｈ后统计活虫数量。

１．３　田间防治试验

试验地位于盐池县花马池镇沙边子自然村，分

别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开展两次防治试验。选用

５％阿维菌素缓释颗粒剂，设置４个制剂用量处理，

分别为３０、４５、６０、７５ｋｇ／ｈｍ２，每处理５次重复，每

个小区面积３００ｍ２，小区随机排列。在１０月上旬将

５％阿维菌素缓释颗粒剂均匀撒施在地表，耙地５

ｃｍ后灌水。次年４月底甘草胭珠蚧珠体初形成时

调查虫口密度，计算防治效果，并用邓肯氏新复极差

法对不同处理的防效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防治效果＝（对照区虫口密度－处理区虫口密

度）／对照区虫口密度×１００％。

１．４　数据处理

数据统计与处理过程中的标准差计算、线性

回归、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等均利用ＤＰＳ软件

完成［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甘草胭珠蚧卵的有效积温

甘草胭珠蚧卵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式为

犜＝５７４．９８犞＋９．２７，相关系数０．９６２（犉＝９２６．１９，

犘＝０．００７４），相关性检验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卵发

育速率与温度之间具有极好的相关性。按照有效积

温法则得出，甘草胭珠蚧卵的发育起点温度为（９．２７

±２．００）℃，有效积温（５７４．９８±２１．４０）日·度。

２．２　３种药剂对甘草胭脂蚧若虫的室内毒力测定

３种杀虫剂对甘草胭珠蚧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如表１。７０％吡虫啉水分散粒剂、２％阿维菌素乳油

和４０％辛硫磷乳油的毒力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分别

为０．８０７７（犉＝５．６２９３，犘＝０．０４８３），０．８００６（犉＝

５．３５５４，犘＝０．０４３６）、０．８８５６（犉＝１０．９０５１，犘＝

０．０４５７），均达到显著水平，且相关系数均较高，说

明方程拟合较好；供试的３种杀虫剂中２％阿维菌

素乳油的杀虫活性最高，ＬＣ５０为２．３２２１ｍｇ／Ｌ，

７０％吡虫啉水分散粒剂和４０％辛硫磷乳油ＬＣ５０分

别为４．５４３１ｍｇ／Ｌ和５．７４９８ｍｇ／Ｌ，不同药剂对

甘草胭珠蚧若虫的毒力依次为：２％阿维菌素乳油

＞７０％吡虫啉水分散粒剂＞４０％辛硫磷乳油。

表１　３种药剂对甘草胭脂蚧若虫的室内毒力测定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３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狋犺犲狀狔犿狆犺狅犳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狆犺狅狉犪狊狅狆犺狅狉犪犲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毒力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ＬＣ５０／

ｍｇ·Ｌ－１
９５％置信区间／ｍｇ·Ｌ－１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ｌｉｍｉｔｓ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７０％吡虫啉ＷＧ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７０％ ＷＧ 狔＝０．４５２０狓＋４．９４６６ ４．５４３１ １．３００５～７．７８５７ ０．８０７７

２％阿维菌素ＥＣ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２％ＥＣ 狔＝０．７３３７狓＋３．２９６３ ２．３２２１ ０．３２２６～４．３２１５ ０．８００６

４０％辛硫磷ＥＣ　ｐｈｏｘｉｍ４０％ＥＣ 狔＝０．３４４２狓＋３．０２１２ ５．７４９８ ３．０９７３～８．４０２４ ０．８８５６

·１３２·



２０１８

２．３　甘草胭珠蚧若虫期田间防治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两次使用５％阿维菌素缓释

颗粒剂，不同剂量对甘草胭珠蚧若虫的防治效果见

表２。４个剂量水平均表现出了较高的防治效果，

２０１３年最高防效９１．５４％，２０１６年最高防效达到

９２．１５％。经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２０１３年各剂量防

治效果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犉＝５．１７，犘＝０．０１０９），

２０１６年各剂量防治效果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犉＝

８．２３３，犘＝０．００１５），用量６０ｋｇ／ｈｍ２和７５ｋｇ／ｈｍ２

防治效果在两年间均表现突出，且防治效果差异不

显著，从减少药剂投入的角度考虑，应选择５％阿维

菌素缓释颗粒剂用量６０ｋｇ／ｈｍ２。

表２　５％阿维菌素缓释颗粒剂对甘草胭珠蚧若虫田间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犉犻犲犾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犪犫犪犿犲犮狋犻狀５％犅犚犌狋狅狋犺犲狀狔犿狆犺狅犳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狆犺狅狉犪狊狅狆犺狅狉犪犲

制剂用量／ｋｇ·（ｈｍ２）－１

Ｄｏｓａｇｅ

２０１３年Ｉｎ２０１３

虫口密度／头·株－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２０１６年Ｉｎ２０１６

虫口密度／头·株－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防治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０ ５．４４±１．６２ （６８．０４±１０．００）ｂＡ ６．０２±３．９９ （６５．００±２０．８６）ｂＢ

４５ ５．０２±３．４０ （７０．７４±１７．４１）ｂＡ ６．１８±０．９３ （６３．９８±３．２０）ｂＢ

６０ １．４６±０．８５ （９１．５４±５．７０）ａＡ １．４７±０．８５ （９１．５４±５．７０）ａＡ

７５ １．６２±０．９８ （９０．３０±６．８８）ａＡ １．２８±０．２３ （９２．１５±２．６９）ａＡ

ＣＫ １７．４０±３．６１ － ２０．７６±６．２２ －

　１）同列数据后大写字母表示各处理在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小写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３　结论与讨论

甘草胭珠蚧卵的发育起点温度为（９．２７±

２．００）℃，有效积温（５７４．９８±２１．４０）日·度，据此

可预测不同环境条件下若虫期，及时加以防治。２％

阿维菌素乳油对甘草胭珠蚧若虫毒性最高，ＬＣ５０为

２．３２２１ｍｇ／Ｌ，可作为甘草胭珠蚧若虫防治药剂。

在若虫初期，结合灌冬水，选用５％阿维菌素缓释颗

粒剂６０ｋｇ／ｈｍ２撒施，耙地混土并打散若虫聚集再

灌水，防治效果可达到９０％以上。

根据田间观察，甘草胭珠蚧卵孵化后，若虫通常会

在卵囊内聚集２０ｄ左右，其机理和生态学意义还不清

楚。此期若受到干扰，若虫会四处扩散，但此时的若虫

难以找到寄主，且越早打散效果越明显，因此在卵孵化

初期结合施药过程打散卵囊，对化学防治具有辅助作

用。甘草胭珠蚧卵孵化历期因年份、地区不同而差异

很大，本文研究了甘草胭珠蚧卵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

效积温，便于抓住若虫初发期这一关键防治节点。

甘草胭珠蚧产卵于地下５ｃｍ左右的卵囊内，在

宁夏一般１０月前卵孵化，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上旬为

若虫寻找寄主高峰期，若虫在甘草根茎处越冬，到翌

年４月底成为珠体。甘草胭珠蚧的防治关键在于选

择合适的防治时期，一方面要选择虫体脆弱时期，另

一方面还要考虑到便于实施；甘草胭珠蚧若虫个体

小，比较脆弱，是防治该虫的关键期。杨彩霞等［２］、

刘生瑞等［９］分别在４月中旬对甘草胭珠蚧若虫进行

防治，此时甘草胭珠蚧寄生于甘草根部且部分珠体

已经形成，防治难度相应增大，故应在若虫还没有寻

找到寄主之前就进行防治；甘草胭珠蚧８月中下旬

成虫出土交尾，此时雄虫对药剂较为敏感，张治科

等［１０］、张皓等［１１］、杨彩霞等［２］、刘生瑞等［９］等均通过

撒施和灌药对其进行了防治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防

治效果。甘草胭珠蚧成虫期不再为害，防治效果主

要体现在减少次年的虫口基数和为害，同时成虫期

防治的主要对象是雄虫，而甘草胭珠蚧具有孤雌生

殖的特性，因此，若虫期进行防治更为彻底；国内许

多关于珠体期灌根防治甘草胭珠蚧的报道［１２］，根据

前期研究，该虫在珠体期对药物并不敏感，且甘草胭

珠蚧主要分布在地下１０～２０ｃｍ范围内，在规模化

种植条件下这种措施很难实施；化学措施之外，农业

措施是防治该虫的重要途径，如在掌握甘草胭珠蚧

传播扩散规律的基础上阻断害虫传入等，张治科

等［１３］也提出了适度深栽、露头栽培、人工扰动剥离

珠体、打散卵囊等措施，均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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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２．３　不同药剂组合对当归鲜根产量的影响

从表３可以看出，不同药剂组合处理对当归均

有一定的增产效果。以３％阿维菌素ＥＣ＋５３．８％

氢氧化铜ＷＧ１０００倍液蘸根当归鲜根产量最高，

为１３５３９．７２ｋｇ／ｈｍ２，增产率达２９．４％；其次为

４０％辛硫磷ＥＣ＋５３．８％ 氢氧化铜 ＷＧ１０００倍液

处理，当归鲜根重为１２６０８．８ｋｇ／ｈｍ２，增产率为

２０．５１％；其他农药蘸根处理当归根鲜重均较ＣＫ有

所增产，其增产率达到１７．４０％、１５．６７％、１５．３４％、

１３．８８％。经方差分析，３％阿维菌素ＥＣ＋５３．８％

氢氧化铜ＷＧ、２０％氯氟氰菊酯ＥＣ＋５３．８％氢氧化

铜ＷＧ、３％阿维菌素ＥＣ＋５０％多菌灵 ＷＰ及４０％

辛硫磷ＥＣ＋５０％多菌灵 ＷＰ处理小区平均产量有

显著差异，所有农药组合蘸根处理较空白对照产量

也达到了显著性差异。

３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５３．８％氢氧化铜水分散粒剂＋

３％阿维菌素乳油１０００倍液蘸根处理当归种苗，对

当归麻口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且对当归生产安全，

有效地提高了当归的产量。其次，４０％辛硫磷ＥＣ＋

５０％多菌灵可湿性粉剂１０００倍液对蘸根处理对当归

麻口病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增加了当归的产量。其他

几组农药组合也对当归麻口病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近年来，中药病虫害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两难

的问题，一方面有些中药材病虫害加重，需要加强农

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国家对农药指标提出了严格限

制。中药病虫害影响中药的质量与产量，而我国作

为中医药大国，中药出口销售额仅仅占世界的５％

左右，主要是由于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影响中药

材质量。当归麻口病在甘肃省当归道地主产区普遍

发生，发病面积呈现逐年增加趋势，这与当归栽培面

积不断扩大，轮作倒茬次数减少，以及产区种苗未进

行防虫、防病处理相关。岷县东山区的闾井、蒲麻等

地属于高海拔冷凉山区，其气候特别适宜当归种植，

且对当归病菌具有一定的隔离和防治效果，试验研

究表明，应倡导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理念，将生态

防控和化学药剂防治结合应用，才能科学有效地减

轻和控制当归麻口病的发生与危害，为提升“岷归”

这一中国驰名商标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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