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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虫啉悬浮种衣剂对麦无网长管蚜实验种群的影响

李亚萍，　李祥瑞，　张云慧，　朱　勋，　程登发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要　利用吡虫啉种子包衣技术防治麦蚜是我国小麦主产区一项重要的防控措施，目前对麦蚜的防控效果评价主

要集中在自然混合种群上，对室内种群尤其是麦无网长管蚜的研究报道较少。为了明确吡虫啉种衣剂对单一蚜虫

种类的影响，本文利用吡虫啉悬浮种衣剂处理的小麦苗接种４种蚜虫，分别于３、６和９ｄ后检查死亡率。并采用生

命表方法评价种衣剂处理对麦无网长管生长发育、繁殖和种群生命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种衣剂处理小麦苗接种

的４种蚜虫，３ｄ后死亡率大小依次为禾谷缢管蚜＞麦长管蚜＞麦二叉蚜＞麦无网长管蚜，６ｄ后禾谷缢管蚜和麦长

管蚜全部死亡；９ｄ后麦二叉蚜全部死亡，但麦无网长管蚜死亡率仅为１０．３％。生命表结果表明：麦无网长管蚜大

部分个体在种衣剂处理麦苗上可以完成整个世代周期，但其生长发育延缓，存活率、寿命和繁殖力显著下降，内禀增

长率（狉ｍ）、周限增长率（λ）、净生殖率（犚０）显著降低，平均世代周期（犜）显著延长。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吡虫啉包衣

处理对麦长管蚜、禾谷缢管蚜、麦二叉蚜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但对麦无网长管蚜防效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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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蚜是我国小麦生产中的主要害虫，其种类主

要包括麦长管蚜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禾

谷缢管蚜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狆犺狌犿狆犪犱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麦二叉

蚜犛犮犺犻狕犪狆犺犻狊犵狉犪犿犻狀狌犿 （Ｒｏｎｄａｎｉ）和麦无网长管

蚜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 （Ｗａｌｋｅｒ）。其中，麦

无网长管蚜是小麦、燕麦、黑麦等禾本科作物上的重

要害虫［１］，是英国、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和南美洲

阿根廷等国家小麦上的蚜虫优势种群，并有多次暴发

为害的记录［２３］。国外对麦无网长管蚜的发生为害规

律、生物学习性、防治技术、预测预报模型都开展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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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研究［４７］。国内麦无网长管蚜主要分布在北京、

河北、河南、云南、西藏、陕西、内蒙古等地，是我国局

部麦区的主要害虫［８］。国内对麦无网长管蚜的研究

报道较少，主要集中在田间和实验种群方面［１，９１０］。

新烟碱类杀虫剂吡虫啉因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

对蚜虫的良好防效已经成为防治麦蚜的首选药

剂［１１］。自从刘爱芝等［１２１３］发表了吡虫啉包衣可以

有效防控小麦全生育期内麦蚜，对天敌安全且增产

作用明显的报道以来，吡虫啉包衣在土壤和植株内

的残留动态［１４］，在不同地区的防治效果［１５］以及持续

控制的机理［１６］等各方面的研究相继报道，多方证实

了吡虫啉包衣对小麦蚜虫的防控效果。近年来，吡

虫啉包衣在我国小麦生产上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

用，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随着吡虫啉的大面积推广

应用，因个别种类蚜虫产生耐药性导致的田间防效

下降的现象已经显现。近年来，关于麦长管蚜、麦二

叉蚜、禾谷缢管蚜对吡虫啉抗性相关研究已有大量

报道［１７１９］。麦蚜多以混合种群发生为害，４种麦蚜

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优势度及对吡虫啉的敏感性存

在差异，吡虫啉包衣处理对单一种群麦蚜防治效果报

道较少，对麦无网长管蚜种群的影响一直未见报道。

本研究将会明确吡虫啉包衣对不同种类麦蚜的药效

差异，评估不同种类蚜虫对吡虫啉包衣的抗性程度，

能更好地为小麦害虫的区域治理提供技术参考。

本研究团队在河北、北京等地多年的系统调查

显示，北京、河北等北方小麦产区吡虫啉包衣后小麦

孕穗期到乳熟期麦无网长管蚜的发生为害仍然相对

较重，并且呈上升趋势。这些情况一直未得到重视。

本文通过室内模拟吡虫啉包衣处理对不同蚜虫的控

制效果，并利用生命表研究了吡虫啉包衣处理对麦

无网长管蚜种群参数的影响，明确了吡虫啉包衣技

术防治麦蚜在麦无网长管蚜发生区存在的潜在风

险，本项研究结果可以为吡虫啉包衣技术的合理使

用和麦蚜的有效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麦长管蚜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禾谷

缢管蚜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狆犺狌犿狆犪犱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麦二叉蚜

犛犮犺犻狕犪狆犺犻狊犵狉犪犿犻狀狌犿 （Ｒｏｎｄａｎｉ）和麦无网长管蚜

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 （Ｗａｌｋｅｒ）４种麦蚜于

２００８年采自河北廊坊（３９．５２４°Ｎ，１１６．６８５°Ｅ），接种

于室内的小麦上同时连续转接３次以保证虫源不带

病毒，在温度（１８±１）℃、相对湿度６０％±１０％、光

照Ｌ∥Ｄ＝１６ｈ∥８ｈ的条件下（以下试验均在同等

温、湿度和光照环境下进行），不接触任何药剂在盆

栽麦苗上连续饲养至今。小麦品种为‘轮选９８７’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丰达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６００ｇ／Ｌ吡虫啉悬浮种衣剂由拜耳

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特制的透明聚乙烯

生态盒（长×宽×高２．５ｃｍ×２．５ｃｍ×２．５ｃｍ）可

以反复打开方便观察，上下两面为铜丝网透气且防

止蚜虫逃逸，详见张云慧等［２０］。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种衣剂处理对４种蚜虫室内种群的防治效果测定

根据企业推荐防控蚜虫的剂量（即有效成分用量

２００ｇ／１００ｋｇ种子）用６００ｇ／Ｌ吡虫啉悬浮种衣剂（高

巧）２ｍＬ加入水１０．５ｍＬ包衣处理１ｋｇ小麦种子，用

小型拌种机搅拌，待种子表面均匀着药后，置于通风

避光处阴干备用。处理后的种子种植在试验专用瓦

盆内（高１２ｃｍ，上、下直径１５．５ｃｍ、８ｃｍ），自种子发

芽露出土壤表面１０ｄ（３叶期）后接种抗逆性较强的４

种麦蚜的无翅成蚜。蚜虫接种在特制生态盒内（５头／

盒），分别在３、６、９ｄ后检查蚜虫死亡率，每个处理５０

头，重复３次。对照组的小麦种子无任何处理。

１．２．２　种衣剂处理对麦无网长管蚜生命参数的影响

小麦出苗１０ｄ（与上述试验相同），将单头无翅成

蚜接种在生态盒内，待成蚜产下第一头若蚜，移去成蚜，

自初产蚜开始，每日检查１次，记录生长发育情况，随时

移去蚜蜕和死蚜，若蚜发育为成蚜产仔后，每日定时准

确记录产蚜量，并移除仔蚜，直至成蚜死亡。每个处理

４０头，重复３次。对照组的小麦种子无任何处理。

１．３　数据处理

１．３．１　生命表处理

根据年龄 阶段两性生命表理论［２１］，原始数据利

用软件ＴＷＯＳＥＸＭＳＣｈａｒｔ
［２２］分析（生命表理论及其

软件设计也将蚜虫孤雌生殖的特殊情况考虑在内）。

用年龄阶段特征存活率（狊狓犼），狓是年龄，犼是阶段；年

龄特征存活率（犾狓）；年龄阶段特征繁殖力（犳狓犼）；年龄

特征繁殖力（犿狓），净生殖率（犚０）按下式计算：

犚０＝∑
∞

狓＝０

犾狓犿狓 （１）

　　内禀增长率 （狉ｍ）用迭代二分法和ＥｕｌｅｒＬｏｔｋａ
方程计算，从蚜虫出生开始：

∑
∞

狓＝０

ｅ
－狉ｍ

（狓＋１）

犾狓犿狓 ＝１ （２）

　　周限增长率 （λ）按下式计算：

λ＝ｅ
狉ｍ （３）

　　平均世代周期 （犜）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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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
ｌｎ（犚０）

狉ｍ
（４）

１．３．２　其他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４种蚜虫死亡率进行方差分

析（ＡＮＯＶＡ），用Ｄｕｎｃａｎ法进行显著性分析和多重

比较，对照和处理间的生命表参数用狋检验法进行

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衣剂处理对４种蚜虫室内种群的防治效果

种衣剂处理麦苗出苗１０ｄ后接种４种蚜虫的

无翅成虫，接种３ｄ时４种麦蚜的死亡率大小依次

为禾谷缢管蚜（８７．４％）＞麦长管蚜（６１．１％）＞麦二

叉蚜（３８．１％）＞麦无网长管蚜（６．７％），相互之间差

异达到显著水平。接种６ｄ时禾谷缢管蚜和麦长管

蚜的死亡率达到１００％，麦二叉蚜死亡率为９６．７％，

均显著高于麦无网长管蚜９．６％的死亡率。接种９ｄ

时麦二叉蚜死亡率达到１００％，麦无网长管蚜只有

１０．３％。接种６ｄ和９ｄ时麦无网长管蚜的死亡率

无显著差异（犘＜０．０５）（表１）。４种蚜虫空白对照

死亡率都在３．１％以下，相互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１　吡虫啉种衣剂处理麦苗上４种麦蚜的死亡率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狅狉狋犪犾犻狋犻犲狊狅犳犳狅狌狉狑犺犲犪狋犪狆犺犻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犳犲犱狅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犻犿犻犱犪犮犾狅狆狉犻犱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Ｋ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ｐｈｉｄｉｎＣＫ

３ｄ ６ｄ ９ｄ

处理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ｐｈｉｄ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ｄ ６ｄ ９ｄ

禾谷缢管蚜犚．狆犪犱犻 （１．３±１．２）ａ （２．１±０．８）ａ （２．７±０．７）ａ （８７．４±１．６）ａ （１００．０±０）ａ　 －

麦长管蚜犛．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 （０．９±０．３）ａ （１．４±０．７）ａ （１．８±０．５）ａ （６１．１±１．１）ｂ （１００．０±０）ａ －

麦二叉蚜犛．犵狉犪犿犻狀狌犿 （２．４±０．９）ａ （２．６±１．４）ａ （２．９±０．９）ａ （３８．１±１．３）ｃ （９６．７±０．９）ａ （１００．０±０．１）ａ

麦无网长管蚜犕．犱犻狉犺狅犱狌犿 （２．５±０．４）ａ （２．７±１．３）ａ （３．１±０．９）ａ （６．７±１．２）ｄ （９．６±１．６）ｂ （１０．３±２．１）ｂ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Ｄｕｎｃａｎ法）。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Ｄｕｎｃａｎｔｅｓｔ）．

２．２　种衣剂处理对麦无网长管蚜生长发育和繁殖

力的影响

　　吡虫啉种衣剂处理麦苗上接种的麦无网长管蚜大

部分个体可以存活，并能完成世代周期，若虫期１～３龄

发育历期分别比对照延长１．５９、０．１１ｄ和０．２１ｄ，１龄

和３龄发育历期与对照之间差异显著，４龄历期比对

照缩短０．２３ｄ，未达到显著水平，若蚜期比对照显著

延长１．７ｄ（犘＜０．０５）。成蚜期寿命（３０．３４ｄ）与对照

（３０．３２ｄ）差异不显著，产蚜历期（１２．３０ｄ）比对照

（１４．８９ｄ）显著缩短，平均产蚜量（２０．０８）比对照（３４．４４）

显著减少，单头产蚜量平均减少１４．３６头（犘＜０．０５）

（表２）。吡虫啉种衣剂处理后接种麦无网长管蚜能延缓

若蚜期生长发育，对成虫发育历期影响不大，但能显著降

低其产仔量，对成虫的繁殖能力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２　吡虫啉种衣剂处理下麦无网长管蚜不同阶段的发育历期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犳犲犱狅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犻犿犻犱犪犮犾狅狆狉犻犱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
指标Ｉｎｄｅｘ ＣＫ 吡虫啉包衣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ｓｅｅ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１龄／ｄ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ｎｙｍｐｈ （１．３２±０．０５）ｂ （２．９１±０．０８）ａ

２龄／ｄ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ｎｙｍｐｈ （２．０２±０．０５）ａ （２．１３±０．０７）ａ

３龄／ｄ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ｎｙｍｐｈ （１．９０±０．０８）ｂ （２．１１±０．０５）ａ

４龄／ｄ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ｎｙｍｐｈ （２．８７±０．０９）ａ （２．６４±０．０９）ａ

若蚜期／ｄＰｒｅａｄｕｌｔ （８．１２±０．０９）ｂ （９．８２±０．１３）ａ

成蚜期／ｄＡｄｕｌｔ （３０．３４±０．７７）ａ （３０．３２±０．７８）ａ

产蚜历期／ｄＰｒｅｎｙｍｐｈ （１４．８９±０．５０）ａ （１２．３０±０．４８）ｂ

繁殖力／头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３４．４４±１．４０）ａ （２０．０８±１．０３）ｂ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标准误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０）估计。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独立样本狋检验）。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Ｓｔｕｄｅｎｔ’ｓ狋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３　种衣剂处理对麦无网长管蚜存活率的影响

年龄阶段特征存活率（狊狓犼）曲线表示麦无网长管

蚜从初产幼仔能活到年龄狓阶段犼的可能性，曲线重

叠部分表示麦无网长管蚜不同发育阶段有时间重叠。

种衣剂处理麦苗上麦无网长管蚜若蚜的存活率为

６６％，显著低于对照（９８％），成蚜期的成活率和对照

差异不大，部分个体寿命比对照偏长，种衣剂处理５７ｄ

成虫全部死亡，对照在５１ｄ已经全部死亡（图１）。

年龄特征存活率（犾狓）曲线为不考虑阶段分化的

种群年龄 特征，种衣剂处理和对照在最后都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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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陡的斜线，这是种群死亡高发期，对应为成虫后期，

种衣剂处理在生长发育前期有一段较陡的斜线，即初

产幼仔至４龄若蚜期间种群死亡率较高。对照在整

个种群年龄 特征繁殖力（犿狓）和种群年龄 阶段特征

繁殖值（犾狓犿狓）数值变化基本一致，种衣剂处理犾狓犿狓比

犿狓明显偏低。不同处理麦无网长管蚜达到繁殖高峰

期时间基本一致，都在１１～１２日龄，每日最高产仔量

种衣剂处理（１．４８头）比对照（４．４９头）明显减少。

图１　吡虫啉包衣处理的麦苗上麦无网长管蚜的

年龄阶段特征存活率（狊狓犼）

犉犻犵．１　犃犵犲狊狋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狊（狊狓犼）狅犳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

犱犻狉犺狅犱狌犿犳犲犱狅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犻犿犻犱犪犮犾狅狆狉犻犱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

图２　不同处理麦无网长管蚜的年龄特征存活率（犾狓），

年龄特征繁殖力（犿狓），年龄特征生殖值（犾狓犿狓）

犉犻犵．２　犃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狊（犾狓），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犳犲犮狌狀犱犻狋狔

（犿狓），犪狀犱狀犲狋犿犪狋犲狉狀犻狋狔（犾狓犿狓）狅犳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

犳犲犱狅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犻犿犻犱犪犮犾狅狆狉犻犱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

２．４　种衣剂处理对麦无网长管蚜种群生命表参数

的影响

　　种衣剂处理麦苗上麦无网长管蚜种群内禀增长

率狉ｍ下降０．１０１７，周限增长率λ下降０．１２３９，净

生殖率犚０下降２０．６２，平均世代周期犜延长３．３６ｄ，

与对照的差异都达到显著性水平（犘＜０．０５）（表３）。

上述结果表明，种衣剂处理的麦苗对麦无网长管蚜

种群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表３　吡虫啉包衣处理的麦苗上麦无网长管蚜的种群生命表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犔犻犳犲狋犪犫犾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犳犲犱狅狀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狋狉犲犪狋犲犱犫狔犻犿犻犱犪犮犾狅狆狉犻犱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
参数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Ｋ 吡虫啉包衣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ｓｅｅ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内禀增长率（狉）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０．２４８６±０．００３６）ａ （０．１４６９０±０．００４６）ｂ
周限增长率（λ）Ｆｉｎｉｔ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１．２８２２±０．００４７）ａ （１．１５８３０±０．００５３）ｂ
净增殖率（犚０）Ｎｅ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３３．７８００±１．４６）ａ （１３．１６±０．９８）ｂ
平均世代周期（犜）／ｄＭｅ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１４．１６００±０．１６）ｂ （１７．５２±０．２１）ａ

３　讨论

种衣剂具有方便播种、避免病虫危害、药物利用率

高、持效期长、环境污染少、提高种子抵御逆境（低温、缺

水、缺氧等）的能力、促进作物生长等优点［２３］，因而在国

内外得到广泛应用。种子包衣或种衣剂的使用已成为

当今农业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我国小麦主产区以吡虫

啉包衣防治小麦蚜虫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吡虫啉种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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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剂处理田间防控效果对河北田间麦蚜自然种群［２４２６］

（主要包括麦长管蚜、禾谷缢管蚜和麦二叉蚜，其中麦长

管蚜在麦蚜发生盛期占比例可达约９０％）、山东和河南

地区麦蚜（主要是麦长管蚜和禾谷缢管蚜），表现出超高

效、持效的防控效果［２７３０］。吡虫啉包衣在小麦苗期对

麦长管蚜有超强的胃毒致死作用［３１］。本文通过室内模

拟再次印证了吡虫啉包衣对这三种蚜虫的防控效果，

但目前的文献报道缺乏对不同种类蚜虫的防效评价结

果，本文通过室内的吡虫啉种衣剂包衣处理模拟和种

群生命表的方法，首次证实了田间吡虫啉包衣对麦无

网长管蚜防控效果不理想的现状。

Ｌｕ等
［３２］在吡虫啉亚致死剂量跨多代处理麦长管

蚜和禾谷缢管蚜过程中，发现禾谷缢管蚜寿命继续下

降的同时繁殖力恢复，这说明在吡虫啉亚致死剂量的

长期选择压可能刺激麦蚜繁殖。更有研究表明吡虫啉

低剂量在刺激桃蚜增强繁殖力的同时，还延长寿命，增

强或减弱解毒基因的表达，并能跨多代传递应对后续

杀虫剂的压力［３３３４］。本研究只做了对当代种群的影

响，在建议施用剂量吡虫啉种衣剂处理的情况下，麦无

网长管蚜可以完成世代周期，对其耐药性机理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市场化的吡虫啉悬浮种衣剂针

对的是麦蚜混合种群（麦长管蚜、禾谷缢管蚜和麦二叉

蚜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随着吡虫啉包衣大面积推广

应用，麦蚜抗药性水平的上升，是否会使个别种群产生

亚致死效应还需要深入研究。

近年来，本研究团队在北京顺义，河北廊坊、栾城

等地多年的田间调查也显示麦无网长管蚜的种群呈

明显的上升趋势。本项研究结果也表明吡虫啉种衣

剂处理小麦出苗１０ｄ，室内种群生命表试验结果显示

虽然能显著抑制麦无网长管蚜种群的发展，但大部分

新生若蚜（６６％）能够生存下来并完成世代周期，成蚜

的成活率和对照没有显著性差异，室内测定也显示直

接处理成蚜的死亡率在１０％左右，说明成蚜比若蚜有

更强的耐药性，麦蚜属于典型的ｒ对策昆虫，生长发

育历期短，繁殖速度快，世代重叠严重，几乎全年都进

行孤雌生殖。因此，对吡虫啉包衣产生的抗药性问题

和麦蚜种群演替等一系列问题亦不容忽视。国外的研

究也表明麦无网长管蚜在生态遗传学上具有广泛的生

理可塑性和遗传变异［３５］，随着吡虫啉包衣技术的推广，

麦无网长管蚜在高选择压的作用下产生累积抗性，扩

大在麦蚜混合种群的比例，成为其发生为害区的优势

种群，造成麦蚜为害的再猖獗的风险增大。因此，吡虫

啉包衣技术对麦无网长管蚜的防控效果值得关注，建

议麦无网长管蚜发生区要加强其监测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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