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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用农药对柑橘木虱田间种群防治效果

室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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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龙病的传播媒介!快速%有效防治这种害虫是综合防控黄龙病的

关键"目前!其防治措施主要依赖化学农药"为了了解化学农药对柑橘木虱的田间防治效果!本文以广东省博罗县

柑橘木虱田间种群为测试对象!以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饲养的种群为敏感对照!室内测定了
#%

种常用药

剂推荐浓度对柑橘木虱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

!.F

后
&&9-D

敌敌畏
/@

和
-D

啶虫脒
/@

对田间种群的效果最

好!柑橘木虱死亡率分别为
'%9%D

和
'"D

!

.$F

后两种药剂处理的死亡率已达
#""D

&

.$F

后!

%-"

Y

(

B

吡虫啉
C@

处理的死亡率也达
'%9%D

&

&!F

后!

!"D

丁硫克百威
/@

%

%"D

噻虫嗪
C@

%

#!D

高氯)毒死蜱
/@

%

.-D

毒死蜱
/@

%

!9-D

高效氯氟氰菊酯
/c

处理的死亡率也达
'"D

以上"两个种群相比!所有药剂在相同时间对敏感种群的防治

效果都高于田间种群"其中!用
!"D

甲氰菊酯
/@

%

%"D

噻虫嗪
C@

%

.-D

毒死蜱
/@

%

!-

Y

(

B

联苯菊酯
/@

%

''D

矿物

油
/@

等
-

种药剂处理!

!.F

后田间种群的校正死亡率显著低于敏感种群&

.$F

后除上述药剂外!

.9-D

高效氯氰菊

酯
H/

处理的校正死亡率也显著低于敏感种群"

&!F

后!

.9-D

高效氯氰菊酯
H/

%

!-

Y

(

B

联苯菊酯
/@

%

''D

矿物

油
/@

处理的校正死亡率依然显著低于敏感种群"说明田间种群对以上药剂的敏感性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此外发

现!采用此测定方法
!!9.D

螺虫乙酯
C@

对田间种群和敏感种群的防治效果均不理想"

关键词
!

柑橘木虱&

!

黄龙病&

!

田间种群&

!

室内药效评价方法&

!

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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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半翅

目
]M02

K

IMN1

木虱科
?J

b

332L1M

%是我国柑橘产区的

重要害虫%主要在柑橘)九里香)黄皮等芸香科植物

的新梢期为害%引起新梢萎缩%叶片扭曲畸形(更为

严重的是传播柑橘黄龙病!

]518

Y

3;8

Y

E28

Y

%

]B̀

"(

黄龙病是柑橘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给世界柑橘产业

造成巨大损失%广东惠州地区是黄龙病的老病区%受

其影响%柑橘类水果的种植面积与产量逐年减少%种

植面积)产量分别从
!"#!

年的
#'.&%9%F0

!

)

%%9.

万

I

锐减至
!"#(

年的
''"(9&F0

!

)

#&9%%

万
I

(部分感

病种植区已经挖除病树改种其他作物%但更为严峻

的是目前还有部分感病果园正处于废弃或半废弃状

态%这就为柑橘木虱传播黄龙病创造了条件%严重威

胁该地区柑橘产业的发展&

#!

'

(柑橘木虱成虫和若

虫均具有高效获毒和传毒能力%在感染黄龙病病树

韧皮部组织刺吸
-

周%若虫
("D

"

#""D

带毒%成虫

."D

带毒%且成虫通过飞行携带病原进行扩散&

%&

'

(

研究表明%携带黄龙病病原菌的柑橘木虱成虫在健

康柑橘上吸食
-F

即可传病&

$

'

(因此%及时有效地

杀灭柑橘木虱对黄龙病防控十分关键(为了防止黄

龙病传播%果农频繁地喷施化学农药防治柑橘木虱%

但是果园长期用药易使柑橘木虱产生抗药性%如广

西桂林的柑橘木虱
!"#!

年已对吡虫啉)毒死蜱和丁

硫克百威产生抗性&

'

'

(本文室内测定了
#%

种常用化

学农药对柑橘木虱田间种群的作用效果%为田间防治

该害虫提供技术支持(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供试虫源$柑橘木虱田间种群采自广东省惠州

市博罗县杨村镇柑橘园%品种为/沙糖橘.!以下简称

田间种群"%以华南农业大学昆虫生态研究室九里

香
4,&&#

8

#

7

#$*),"#%#

!

B9

"

a1:e9

上饲养的)长期

未施药的柑橘木虱作为敏感种群对照!以下简称敏

感种群"(测定虫态为成虫(

供试环境$在人工气候箱!宁波江南仪器厂"内

进行测定%温度!

!$h"9-

"

S

%湿度
&"Dh-D

%光暗

周期为
B

#

Pg#.F

#

#"F

(

供试药剂$供试农药共
#%

种%每种药剂测试浓度

均为生产企业推荐使用浓度%以清水作为对照!表
#

"(

表
$

!

供试农药名称%生产厂家和使用浓度

&'()*$

!

#623,.'4-36324F*4*/4*1

9

*/4-5-1*/'614F*-,5365*64,'4-36/

序号

CMN213850EMN

农药名称

?MJI2:2LM810M

生产厂家

H185\1:I5NMN

使用浓度!稀释倍数"

@;8:M8IN1I2;8

# &&9-D

敌敌畏
/@L2:F3;NO;J&&9-D/@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 -D

啶虫脒
/@1:MI102

K

N2L-D/@

柳州市惠农化工有限公司
!"""

% %-"

Y

*

B

吡虫啉
C@202L1:3;

K

N2L%-"

Y

*

BC@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

. %"D

噻虫嗪
C@IF210MIF;X10%"DC@

陕西安德瑞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

- !"D

丁硫克百威
/@:1NE;J53\18!"D/@

河北省沧州百斯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

!9-D

高效氯氟氰菊酯
/c

"#126#+:

b

F13;IFN28!9-D/c

广西田园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

&

#!D

高氯+毒死蜱
/@

2(%#+:

bK

MN0MIFN28

+

:F3;N

Kb

N2\;J#!D/@

广西金穗农药有限公司
#-""

$ .-D

毒死蜱
/@:F3;N

Kb

N2\;J.-D/@

招远三联远东化学有限公司
#"""

' !"D

甲氰菊酯
/@\M8

K

N;

K

1IFN28!"D/@

浙江威尔达化工有限公司
#-""

#" .9-D

高效氯氰菊酯
H/2(%#+:

bK

MN0MIFN28.9-D H/

佛山市大兴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

## !-

Y

*

B

联苯菊酯
/@E2\M8IFN28!-

Y

*

B/@

安徽陆野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

#! !!9.D

螺虫乙酯
C@J

K

2N;IMIN101I!!9.DC@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

#% ''D

矿物油
/@H28MN13;23''D/@ CQ

润滑油株式会社!韩国"

!""

#.

清水
c1I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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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常用农药对柑橘木虱田间种群防治效果室内评价

$%=

!

试验方法

剪取长势一致的九里香嫩梢%长度约为
#":0

%

插入装满水的
#9-0B

离心管内%用脱脂棉塞住离

心管口以固定九里香嫩梢%并用帕拉膜封口(将嫩

梢浸入稀释好的药液约
#J

后取出%药剂的用量见

表
#

(待自然晾干后放入
-"0B

离心管中%管内装

有
#"

头刚从寄主植物上采集回来的柑橘木虱成

虫%然后用纱网封口%测定装置示意图见吴丰年

等&

#"

'和陶磊等&

##

'

(每处理
%

次重复%分别在处理

后
!.

)

.$

)

&!F

统计死亡虫数%计算各处理的死亡

率和校正死亡率(

$%A

!

药效计算与统计方法

死亡率
g

死亡虫数*处理总虫数
V#""D

#

校正死亡率
g

!处理组死亡率
R

对照组死亡

率"*!

#R

对照组死亡率"

V#""D

(

采用
H2:N;J;\I/X:M3!"#(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采用
C?CC!#9"

进行数据分析%对试验结果进行差

异显著性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A

种药剂对柑橘木虱田间种群的室内毒力

试验结果表明%柑橘木虱田间种群成虫死亡率

都显著高于对照%而且死亡率都有随时间推移逐渐

提高的趋势!表
!

"(处理后
!.F

%

&&9-D

敌敌畏
/@

和
-D

啶虫脒
/@

的效果最好%柑橘木虱死亡率分别

达
'%9%D

和
'"9"D

#其次是
%-"

Y

*

B

吡虫啉
C@

%死

亡率为
$"9"D

(处理后
.$F

%

&&9-D

敌敌畏
/@

和

-D

啶虫脒
/@

处理柑橘木虱的死亡率已达
#""D

%

%-"

Y

*

B

吡虫啉
C@

处理死亡率达
'%9%D

%

!"D

丁硫

克百威
/@

)

%"D

噻虫嗪
C@

)

#!D

高氯+毒死蜱
/@

处

理柑橘木虱的死亡率也分别上升至
$(9&D

)

$"9"D

和

$(9&D

(处理后
&!F

%除以上
(

种药剂外%

.-D

毒死

蜱
/@

和
!9-D

高效氯氟氰菊酯
/c

处理的死亡率

也分别升至
'%9%D

和
'!9"D

%这
$

种药剂的死亡率

无显著差异(

&!F

后%

.9-D

高效氯氰菊酯
H/

)

!"D

甲氰菊酯
/@

)

!-

Y

*

B

联苯菊酯
/@

处理的死亡

率都超过
&"D

#

''D

矿物油
/@

处理的死亡率仅为

((9&D

#

!!9.D

螺虫乙酯
C@

处理的死亡率最低%为

%(9&D

(可见
&&9-D

敌敌畏
/@

)

-D

啶虫脒
/@

)

%-"

Y

*

B

吡虫啉
C@

)

!"D

丁硫克百威
/@

)

%"D

噻虫

嗪
C@

)

#!D

高氯+毒死蜱
/@

)

.-D

毒死蜱
/@

和

!n-D

高效氯氟氰菊酯
/c

对广东博罗柑橘木虱田

间种群成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而且致死速度较快(

表
=

!

不同药剂处理柑橘木虱田间种群成虫的死亡率$

$

&'()*=

!

O3,4')-4

K

322-*)1

9

3

9

0)'4-36329%'

4

-.$%&'*%#$%'10)4/'24*,4,*'4*1V-4F1-22*,*64

9

*/4-5-1*/

序号

CMN213850EMN

农药

?MJI2:2LM

死亡率*
D

!

H;NI132I

b

!.F .$F &!F

# &&9-D

敌敌畏
/@L2:F3;NO;J&&9-D/@

!

'%9%h%9%

"

1=

!

#""9"h"

"

1=

!!

!

#""9"h"

"

1=

!!

! -D

啶虫脒
/@1:MI102

K

N2L-D/@

!

'"9"h-9$

"

1=

!

#""9"h"

"

1=

!

#""9"h"

"

1=

% %-"

Y

*

B

吡虫啉
C@202L1:3;

K

N2L%-"

Y

*

BC@

!

$"9"h-9$

"

1È

!

'%9%h%9%

"

1=̀

!

'(9&h%9%

"

1=

. %"D

噻虫嗪
C@IF210MIF;X10%"DC@

!

(%9%h$9$

"

E:̀

!

$"9"h-9$

"

1E=̀

!

'"9"h-9$

"

1E:L=

- !"D

丁硫克百威
/@:1NE;J53\18!"D/@

!

("9"h-9$

"

E:L̀

!

$(9&h%9%

"

1E=

!

'(9&h%9%

"

1=

( !9-D

高效氯氟氰菊酯
/c"#126#+:

b

F13;IFN28!9-D/c

!

-$9%h!%9!

"

E:L=

!

&-9%h#!9&

"

1E=

!

'!9"h.9"

"

1E:=

& #!D

高氯+毒死蜱
/@2(%#+:

bK

MN0MIFN28

+

:F3;N

Kb

N2\;J#!D/@

!

-(9&h%9%

"

E:L̀

!

$(9&h(9&

"

1E=

!

'%9%h(9&

"

1E=

$ .-D

毒死蜱
/@:F3;N

Kb

N2\;J.-D/@

!

-%9%h$9$

"

E:L̀

!

&(9&h#%9%

"

1E=̀

!

'%9%h(9&

"

1E=

' !"D

甲氰菊酯
/@\M8

K

N;

K

1IFN28!"D/@

!

-"9"h-9$

"

:L̀

!

("9"h-9$

"

E:=̀

!

&(9&h%9%

"

E:LM=

#" .9-D

高效氯氰菊酯
H/2(%#+:

bK

MN0MIFN28.9-D H/

!

.%9%h%9%

"

:L̀

!

(%9%h%9%

"

E:=

!

&%9%h(9&

"

LM=

## !-

Y

*

B

联苯菊酯
/@E2\M8IFN28!-

Y

*

B/@

!

%%9-h#-9!

"

LM=

!

(&9"h#$9"

"

E:=

!

&-9%h#!9%

"

:LM=

#! !!9.D

螺虫乙酯
C@J

K

2N;IMIN101I!!9.DC@

!

#(9&h(9&

"

M\=

!

%"9"h##9-

"

LM=

!

%(9&h(9&

"

\=

#% ''D

矿物油
/@H28MN13;23''D/@

!

(9&h%9%

"

M\̀

!

!(9&h#!9"

"

LM\=

!

((9&h%9%

"

M=

#.

清水
c1IMN

!

"

"

\=

!

"

"

\=

!

%9%h%9%

"

Y

=

!

#

"数字后具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时间不同药剂在
"9"-

水平差异不显著#相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药剂不同时间差异不显著(

P1I142IFIFMJ10MJ01333MIIMN4MNM8;IJ2

Y

82\2:18IL2\\MNM8:M10;8

Y

INM1I0M8IJ

#

P1I142IFIFMJ10M:1

K

2I133MIIMN4MNM8;IJ2

Y

82\2:18I

L2\\MNM8:M10;8

Y

L2\\MNM8II20M;\IFMJ10MINM1I0M8I9

=%=

!

$A

种农药对柑橘木虱田间种群与敏感种群的

室内毒力比较

!!

#%

种药剂对田间种群与敏感种群的毒力比较

结果表明%所有药剂处理寄主植物后%相同时间敏感

种群的校正死亡率均高于田间种群%说明对敏感种

群的防治效果较好!表
%

"(其中%

!"D

甲氰菊酯

/@

)

%"D

噻虫嗪
C@

)

.-D

毒死蜱
/@

)

!-

Y

*

B

联苯菊

酯
/@

)

''D

矿物油
/@

处理后
!.F

的田间种群校正

+

#-!

+



!"#'

死亡率显著低于敏感种群%说明田间种群对这些药

剂的敏感性已经显著下降(处理后
.$F

%除以上
-

种

药剂外%

.9-D

高效氯氰菊酯
H/

处理的田间种群校

正死亡率也显著低于敏感种群(处理后
&!F

%

!-

Y

*

B

联苯菊酯
/@

)

''D

矿物油
/@

处理的田间种群校正死

亡率依旧显著低于敏感种群%而药后
!.F

田间种群校

正死亡率显著低于敏感种群的
!"D

甲氰菊酯
/@

)

%"D

噻虫嗪
C@

)

.-D

毒死蜱
/@

则与敏感种群无显著

差异%说明这
%

种农药对田间种群的作用效果较敏感

种群要慢一些(

.9-D

高效氯氰菊酯
H/

处理后
.$F

%

田间种群校正死亡率显著低于敏感种群%说明田间种

群对这种农药的耐受力增强(用
!-

Y

*

B

联苯菊酯

/@

和
''D

矿物油
/@

处理的田间种群校正死亡率一

直显著低于敏感种群%说明广东博罗田间种群对这

!

种药的敏感性下降(

!!9.D

螺虫乙酯
C@

虽然对两

个种群的致死率无显著性差异%但防治效果都较差(

表
A

!

不同药剂处理柑橘木虱田间种群与敏感种群的校正死亡率$

$

&'()*A

!

<3,,*54*1.3,4')-4

K

322-*)1

9

3

9

0)'4-36'61/*6/-4-8*

9

3

9

0)'4-36329%'

4

-.$%&'*%#$%

4,*'4*1V-4F1-22*,*64

9

*/4-5-1*/

序号

CMN213

850EMN

农药

?MJI2:2LM

校正死亡率*
D

!

@;NNM:IML0;NI132I

b

!.F

田间种群

*2M3L

K

;

K

531I2;8

敏感种群

CM8J2I2OM

K

;

K

531I2;8

.$F

田间种群

*2M3L

K

;

K

531I2;8

敏感种群

CM8J2I2OM

K

;

K

531I2;8

&!F

田间种群

*2M3L

K

;

K

531I2;8

敏感种群

CM8J2I2OM

K

;

K

531I2;8

# &&9-D

敌敌畏
/@L2:F3;NO;J&&9-D/@ '%9%h-9$ #""9"h"

!!

#""9"h"

!!

#""9"h"

!

#""9"h"

!!

#""9"h"

!

! -D

啶虫脒
/@1:MI102

K

N2L-D/@ '"9"h-9$ '%9%h%9% #""9"h" #""9"h" #""9"h" #""9"h"

% %-"

Y

*

B

吡虫啉
C@202L1:3;

K

N2L%-"

Y

*

BC@ $"9"h$9$ $!9&h%9& $(9&h%9% '%9%h%9% '(9&h%9% #""9"h"

. %"D

噻虫嗪
C@IF210MIF;X10%"DC@ (%9%h$9$

"

$'9$h.9" $"9"h-9$

"

'&9$h!9% $'9&h(9" '&9$h!9%

- !"D

丁硫克百威
/@:1NE;J53\18!"D/@ ("9"h-9$ &(9%h##9! $(9&h%9% '&9-h!9- '(9&h%9% '&9-h!9-

(

!9-D

高效氯氟氰菊酯
/c

"#126#+:

b

F13;IFN28!9-D/c

-$9&h!%9# (%9%h-9$ &-9%h#!9& &(9&h%9% '#9%h.9% '%9%h%9%

&

#!D

高氯+毒死蜱
/@

2(%#+:

bK

MN0MIFN28

+

:F3;N

Kb

N2\;J#!D/@

-(9&h%9% ("9"h##9- $(9&h(9& '%9%h-9$ '%9"h&9" #""9"h"

$ .-D

毒死蜱
/@:F3;N

Kb

N2\;J.-D/@ -%9%h$9$

"

$%9"h&9" &(9&h#%9%

"

'%9%h%9% '%9"h&9" #""9"h"

' !"D

甲氰菊酯
/@\M8

K

N;

K

1IFN28!"D/@ -"9"h-9$

"

((9&h%9% ("9"h-9$

"

$"9"h-9$ &-9&h%9% $(9%h%9&

#" .9-D

高效氯氰菊酯
H/2(%#+:

bK

MN0MIFN28.9-D H/ .%9%h%9% -!9-h%9- (%9%h%9%

"

'"9"h.9% &!9%h(9&

"

'&9-h!9-

## !-

Y

*

B

联苯菊酯
/@E2\M8IFN28!-

Y

*

B/@ %%9&h#-9#

"

((9&h(9& (&9"h#$9"

"

'(9&h%9% &.9"h#%9"

"

#""9"h"

#! !!9.D

螺虫乙酯
C@J

K

2N;IMIN101I!!9.DC@ #(9&h(9& #(9&h%9% %"9"h##9- %%9%h%9% %.9&h(9& ..9&h%9%

#% ''D

矿物油
/@H28MN13;23''D/@ (9&h%9%

"

!%9%h%9% !(9&h#!9"

"

(%9%h%9% (-9&h%9%

"

$!9&h'9#

!

#

"数字后有
"

表示经
%

检验
!

个种群在
"9"-

水平差异显著(处理后
!.

)

.$

)

&!F

%田间种群清水对照处理死亡率分别为
"

)

"

)

%9%D

%敏感种

群清水对照处理死亡率分别为
%9%D

)

%9%D

)

(9&D

(

P1I142IF

"

28L2:1IMIF1IIFMI4;

K

;

K

531I2;8J4MNMJ2

Y

82\2:18I3

b

L2\\MNM8I1I"9"-3MOM3E

b

%+IMJI9>FM0;NI132I2MJ;\\2M3L

K

;

K

531I2;842IF

41IMNINM1I0M8I1NM"

%

"18L%9%D1I!.

%

.$18L&!F

%

NMJ

K

M:I2OM3

b

%

18LIFM0;NI132I2MJ;\JM8J2I2OM

K

;

K

531I2;842IF41IMNINM1I0M8I1NM

%9%D

%

%9%D18L(9&D1I!.

%

.$18L&!F

%

NMJ

K

M:I2OM3

b

9

A

!

结论与讨论

本次试验所用的农药中%

&&9-D

敌敌畏
/@

)

-D

啶虫脒
/@

)

%-"

Y

*

B

吡虫啉
C@

处理寄主植物后对

广东博罗田间柑橘木虱种群成虫的致死效果最好%

而且作用速度快(

!"D

丁硫克百威
/@

)

%"D

噻虫嗪

C@

)

#!D

高氯+毒死蜱
/@

在处理后
.$F

的防效显著

提升%

.-D

毒死蜱
/@

)

!9-D

高效氯氟氰菊酯
/c

在

&!F

后的防效也接近前
(

种农药(与敏感种群相比%

(

种药剂在处理
!.

)

.$

)

&!F

后对博罗种群的防治效

果产生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为
''D

矿物油
/@

下降

#(9(

"

%(9(

百分点)

!-

Y

*

B

联苯菊酯
/@!(

"

%%

百

分点)

.-D

毒死蜱
/@&

"

!'9&

百分点)

%"D

噻虫嗪

C@$9#

"

!(9-

百分点)

.9-D

高效氯氰菊酯
H/'9!

"

!(9&

百分点)

!"D

甲氰菊酯
/@#"9(

"

!"9"

百分点%

这可能是该地区长期大量使用这
(

种农药导致的(

据报道%与
!""'

年相比%

!"#%

年和
!"#.

年美国佛罗

里达柑橘木虱种群对吡虫啉)甲氰菊酯)噻虫嗪等药

剂的敏感性显著下降&

#!

'

(江西信丰柑橘木虱种群对

高效氯氰菊酯和吡虫啉的敏感性也下降&

##

'

(但
!"D

甲氰菊酯
/@

)

%"D

噻虫嗪
C@

和
.-D

毒死蜱
/@

处理

&!F

后%田间种群和敏感种群的显著性差异消失%说

明这些农药只是对田间种群的药效比较缓慢(

.n-D

高效氯氰菊酯
H/

和
!-

Y

*

B

联苯菊酯
/@

对广东博

罗种群的防效不理想%建议暂时停止使用(螺虫乙

酯是具有双向内吸传导性能的新型杀虫剂%但本次

测定中对两个种群的防治效果均不理想%最高死亡

率仅为
..9&D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

!-!

+



.-

卷第
%

期 王吉锋等$

#%

种常用农药对柑橘木虱田间种群防治效果室内评价

矿物油乳剂具有杀虫谱广)害虫不会产生抗药

性)对人畜及环境安全等优点%在柑橘病虫害的综合

治理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

'

%

!"

世纪
$"

年代开始在

我国柑橘园大量使用(矿物油乳剂的杀虫机理主要

是物理的封闭作用%即喷洒到虫体上堵塞气门导致

小型害虫窒息死亡(除了致死作用外%越来越多的

研究结果证实其对多种害虫具有行为影响(据报

道%矿物源农药机油乳剂对柑橘木虱的卵和若虫具

有理想的防治效果&

#.

'

%同时可显著减少成虫在寄主

植物上的着落和产卵量%即对成虫及其产卵具有显

著的驱避作用&

#-

'

%从而具有预防效果(以矿物油乳

剂为基础的拒避 九里香诱杀的组合对柑橘木虱防

治效果显著&

#(

'

(本试验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矿物油处理过的寄主嫩梢上柑橘木虱的校正

死亡率逐渐提高%敏感种群由
!.F

的
!%n%D

提高到

&!F

的
$!9&D

%说明其拒食机理发挥了作用(

柑橘木虱最初只分布于我国的广东)广西)福

建)江西)湖南)台湾等省份%但随着全球气候的变

暖%其分布范围正逐渐向北蔓延&

#&

'

(由于柑橘木虱

具有高效传播黄龙病的特性%其对柑橘产业造成了

严重威胁(目前%国内外的主要防治方法是使用化

学药剂%但长期)大量的使用化学农药会导致天敌数

量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害虫抗性提高)生态环境

遭到污染等诸多问题(因此%对柑橘木虱不应该只

注重化学防治%而应该把多种防治方法结合起来%形

成一套绿色环保)可持续的防治体系%从而有效地控

制柑橘黄龙病的发生(

鉴于柑橘木虱传播黄龙病的风险性%果农一般

发现柑橘木虱就会马上喷药%在田间进行药效试验

是比较困难的(本研究采用的这种用药剂处理寄

主植物后释放木虱成虫的室内测定方法具有快速)

简单易行的特点%清水对照
!.F

)

.$F

田间种群的

死亡率为
"

%

&!F

也仅为
%9%D

%敏感种群
!.

)

.$

)

&!F

的死亡率依次为
%9%D

)

%9%D

)

(9&D

%说明结

果是可靠的(但是本方法只适合于测定内吸性农

药短期的效果%对于其他作用机理的农药以及评价

农药对柑橘木虱的持效期还应该结合毒力测定或

田间防治试验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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