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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种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毒力测定

林玉英，　金　涛，　马光昌，　温海波，　向凯萍，　彭正强，　易克贤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部热带农林有害生物

入侵监测与控制重点开放实验室，海口　５７１１０１）

摘要　采用浸卵法测定了１５种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毒力，并比较了不同杀虫剂的毒力水平。结果表明：１００ｍｇ／Ｌ

处理后４８ｈ，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甲维盐）和灭多威对草地贪夜蛾卵孵化抑制率最高，达到１００％，其ＬＣ５０分

别为１２．６７ｍｇ／Ｌ和１６．９５ｍｇ／Ｌ；而２００ｍｇ／Ｌ的氯虫苯甲酰胺、多杀霉素、阿维菌素、高效氯氰菊酯、虱螨脲、辛硫

磷和杀螟丹分别处理后７２ｈ对草地贪夜蛾卵的孵化抑制率次之，在６９．６％～８７．６５％之间，其ＬＣ５０分别为４４．１、

５０．９、７８．３７、７９．０、９８．１５、１２６．８ｍｇ／Ｌ和１３７．７ｍｇ／Ｌ。依据毒力测定的结果和高效低毒类杀虫剂优先选用的原

则，推荐选择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多杀霉素、阿维菌素和高效氯氰菊酯作为防治草地贪夜蛾卵的主要药剂。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　杀虫剂；　毒力测定；　浸卵法

中图分类号：　Ｓ４３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Ｂ　　犇犗犐：　１０．１６６８８／ｊ．ｚｗｂｈ．２０１９５２４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１５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犲犵犵狊狅犳犳犪犾犾犪狉犿狔狑狅狉犿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犔犐犖犢狌狔犻狀犵，　犑犐犖犜犪狅
，　犕犃犌狌犪狀犵犮犺犪狀犵，　犠犈犖犎犪犻犫狅，

犡犐犃犖犌犓犪犻狆犻狀犵，　犘犈犖犌犣犺犲狀犵狇犻犪狀犵，　犢犐犓犲狓犻犪狀

（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狀犱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犆犺犻狀犪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

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犘犲狊狋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狅狀犜狉狅狆犻犮犪犾犆狉狅狆狊狅犳犕犻狀犻狊狋狉狔狅犳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犲，犎犪犻犽狅狌　５７１１０１，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犝狊犻狀犵犲犵犵犱犻狆狆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狋犺犲狋狅狓犻犮犻狋犻犲狊狅犳１５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犲犵犵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狑犲狉犲狋犲狊狋犲犱

狌狀犱犲狉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犜犺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狊犺狅狑犲犱狋犺犪狋４８犺狆狅狊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狑犻狋犺１００犿犵／犔狅犳犲犿犪犿犲犮狋犻狀犫犲狀狕狅犪狋犲

犪狀犱犿犲狋犺狅犿狔犾，狋犺犲犺犪狋犮犺犻狀犵犻狀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狋狅犲犵犵狊狅犳犛．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犫狅狋犺狉犲犪犮犺犲犱１００％，犪狀犱狋犺犲犻狉５０％犾犲狋犺犪犾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犔犆５０）狏犪犾狌犲狊狑犲狉犲１２．６７犿犵／犔犪狀犱１６．９５犿犵／犔，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犃狀犱７２犺狆狅狊狋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狑犻狋犺２００

犿犵／犔狅犳犮犺犾狅狉犪狀狋狉犪狀犻犾犻狆狉狅犾犲，狊狆犻狀狅狊犪犱，犪犫犪犿犲犮狋犻狀，犫犲狋犪犮狔狆犲狉犿犲狋犺狉犻狀，犾狌犳犲狀狌狉狅狀，狆犺狅狓犻犿，犪狀犱犮犪狉狋犪狆，狋犺犲

犺犪狋犮犺犻狀犵犻狀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狋狅犲犵犵狊狉犪狀犵犲犱犳狉狅犿６９．６％狋狅８７．６５％，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犔犆５０狏犪犾狌犲狊狑犲狉犲４４．１，５０．９，７８．３７，

７９，９８．１５，１２６．８犿犵／犔犪狀犱１３７．７犿犵／犔，狉犲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犅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狊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狋狅狌狊犲犲犿犪犿犲犮狋犻狀犫犲狀狕狅犪狋犲，犮犺犾狅狉犪狀

狋狉犪狀犻犾犻狆狉狅犾犲，狊狆犻狀狅狊犪犱，犪犫犪犿犲犮狋犻狀，狅狉犫犲狋犪犮狔狆犲狉犿犲狋犺狉犻狀犪狊狋犺犲犿犪犻狀犻狀犵狉犲犱犻犲狀狋狊狑犲狉犲狉犲犮狅犿犿犲狀犱犲犱犳狅狉狋犺犲犮狅狀狋狉狅犾

狅犳犛．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犲犵犵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　狋狅狓犻犮犻狋狔犫犻狅犪狊狊犪狔；　犲犵犵犱犻狆狆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

　　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又称秋黏

虫，属于鳞翅目夜蛾科灰翅夜蛾属，原产于美洲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是一种严重威胁农业生产的重大危

险性迁飞害虫。２０１６年１月，因商贸货运在美洲大

陆栖居的草地贪夜蛾被带入了非洲西海岸的尼日利

亚，随后仅用了两年时间该虫就席卷了非洲４４个国

家和地区［１２］，造成玉米年产量减少约８３０万～

２０６０万ｔ
［２３］。２０１９年１月入侵我国云南省以来，至

２０１９年９月，全国已有２５个省发现其为害，见虫面

积超过１００万ｈｍ２，实际发生为害面积１６．４万ｈｍ２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农业农村部就草地贪夜蛾防控

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现阶段发生趋势预测表明，

该虫将可能继续北迁至华北、西北和东北等粮食主

产区［４６］。其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大、为害程度重

的发生态势对我国粮食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温润潮湿多雨，岛内作物种类繁多，玉米、水稻和甘

蔗等易受害作物不分季节地常年种植，为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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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周年繁殖的寄主植物。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

在海口市石山镇石岩村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以来，

当前全省１８个县市新发生疫情不断，对鲜玉米的生

产造成了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种群的长期累积

和扩繁作用极有可能为将来迁飞其他越冬地提供基

础虫源，因此，其对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草地贪夜蛾

防治工作的影响不容忽视。当前，筛选有效的杀虫剂

和采用喷施化学农药方法是应对和防治草地贪夜蛾

的主要手段［７１０］。本文作者前期测定了杀虫剂原药

对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的毒力水平，明确了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多杀霉素、氯虫苯甲酰胺、辛硫磷、

吡丙醚、氟虫腈、啶虫脒、阿维菌素、高效氯氰菊酯和

虱螨脲等化学农药对海南地区草地贪夜蛾幼虫具有

较显著的作用［１１］，并比较了不同常规杀虫剂组合对玉

米田草地贪夜蛾的田间防效［７］。鉴于草地贪夜蛾卵

块也暴露于寄主植物表面，是易于被杀虫剂接触的虫

态，本文选用了１５种杀虫剂原药，测定其对草地贪夜

蛾卵的孵化抑制率和毒力水平。旨在了解当前草地

贪夜蛾卵对不同杀虫剂的敏感性水平，为进一步明确

和选择高效杀虫剂实施科学防治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和药剂

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日至８月１２日，采集海南省

儋州市两院沙田区玉米地的高龄幼虫，带回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的隔离检疫室

内，使用玉米叶单个隔离饲养，成虫羽化后转入含玉

米苗的饲养笼中，以其产下的卵作为试验虫卵。饲

养和测试环境：温度２６～２８℃，Ｌ∥Ｄ＝１６ｈ∥８ｈ，

相对湿度７５％～８５％。

共选用１５种杀虫剂原药：９７％多杀霉素、９２％

辛硫磷、９０％敌百虫、９５％高效氯氰菊酯、９６．５％吡

虫啉、９７．４％灭多威和９８．１％杀螟丹，由江苏南通

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９６．４％氯虫苯甲

酰胺、９８％阿维菌素、７２％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简称甲维盐）、９８％氟虫腈和９６．９％高效氯氟氰菊

酯由广东立威化工有限公司提供；９７％吡丙醚由浙

江禾本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９７％虱螨脲由石家庄瑞

凯化工有限公司提供；９７．３％啶虫脒由海南正业中

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除氯虫苯甲酰胺使用二

甲基甲酰胺和丙酮混合液配制母液，杀螟丹使用水

和丙酮混合液配制母液外，其他原药均使用丙酮将

药剂配制成母液，为防止丙酮挥发，在瓶口使用封口

胶密封保存。

１．２　杀虫剂的初步筛选和生物测定

采用浸卵法测定杀卵活性。使用丙酮∶双蒸水

（１∶１）将母液稀释至２００、１００、５０ｍｇ／Ｌ和１０ｍｇ／Ｌ，

将各浓度药液倒入玻璃管中。用毛刷将０～１２ｈ卵

龄的淡绿色卵块分散为单粒卵，使用双面胶粘在牛

皮纸的边缘位置制成卵卡。将卵卡在药液中浸渍

３～５ｓ后用滤纸吸去多余药液，自然晾干后放入培

养皿中。试验设置药剂处理和丙酮＋双蒸水溶液对

照，每处理２０～３０粒卵，重复４次。处理后４８ｈ和

７２ｈ使用体视解剖镜检查卵孵化数量及未孵化数

量，计算孵化抑制率及校正孵化抑制率。判断卵被

杀死的标准：卵粒表面塌陷干瘪，且试验后７２ｈ仍

不能正常孵化。

１．３　毒力计算方法

以低浓度杀虫剂在７２ｈ时对试虫表现出较高

卵孵化抑制率作为优选的高效杀虫剂种类，并对药

剂开展毒力测定。应用ＳＰＳＳ数据处理系统
［１１］和

Ｅｘｃｅｌ表格分析软件
［１２］，计算出致死中浓度（ＬＣ５０）及

其９５％置信限，卡方值及决定系数（犚２）等参数，以

ＬＣ５０的９５％置信限是否有重叠作为判断不同药剂毒

力水平差异是否显著的标准。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卵孵化率＝（未孵化卵数／处理总卵数）×１００％；

校正孵化抑制率＝（处理孵化抑制率－对照孵

化抑制率）／（１－对照孵化抑制率）×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浓度和作用时间下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

卵孵化的抑制作用

　　由于药剂处理和对照处理后２４ｈ未发现草地

贪夜蛾卵孵化，部分杀虫剂对卵的孵化时间具有延

迟作用，且试验中处理７２ｈ后未孵化的卵大多数干

瘪，绝大多数卵不能孵化，因此表１中列出处理后４８

ｈ和７２ｈ校正卵孵化抑制率。药剂处理后，不同种类

的供试药剂对草地贪夜蛾卵孵化抑制率具有较大差

异，同一杀虫剂在相同处理时间的卵孵化抑制率随着

其浓度增加而提高。其中，１００ｍｇ／Ｌ甲维盐和灭多

威在４８ｈ内对草地贪夜蛾的卵孵化抑制率最高，达到

１００％；２００ｍｇ／Ｌ阿维菌素、辛硫磷、多杀霉素、高效

氯氰菊酯、杀螟丹、氯虫苯甲酰胺和虱螨脲在７２ｈ

对草地贪夜蛾的卵孵化抑制率分别为８７．６５％、

８１．９７％、８１．４％、７３．９７％、７１．６２％、７０．４７％和６９．６％，

表明这些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具有显著的抑制和

致死作用。而２００ｍｇ／Ｌ啶虫脒、高效氯氟氰菊酯和

吡虫啉在７２ｈ对草地贪夜蛾的卵孵化抑制率分别为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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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０１％、３５．１１％和３４．６％，表明这些杀虫剂具有一

定的抑制卵孵化的效果，而吡丙醚、敌百虫和氟虫腈

在２００ｍｇ／Ｌ浓度条件下，在７２ｈ的卵孵化抑制率分

别为１２．４１％、８．５９％和８．３３％，无显著的杀卵作用，

表明这些种类的杀虫剂不适合用于防治草地贪夜蛾

卵。上述结果表明，对草地贪夜蛾卵毒力作用较为显

著的杀虫剂为甲维盐、灭多威、阿维菌素、辛硫磷、多

杀霉素、高效氯氰菊酯、杀螟丹、氯虫苯甲酰胺、虱螨

脲、啶虫脒、高效氯氟氰菊酯和吡虫啉等，同时明确了

这１２种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毒力水平。

表１　１５种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杀卵活性的初步筛选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犲犾犻犿犻狀犪狉狔狊犮狉犲犲狀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狅狏犻犮犻犱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犳犻犳狋犲犲狀

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浓度／

ｍｇ·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校正卵孵化抑制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ｈ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４８ｈ ７２ｈ

甲维盐

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５０ （６０．４７±９．７０）ｂ （５８．８６±８．８９）ｂ

１０ （４４．６４±９．６８）ｂ （４４．７０±９．７１）ｂ

氯虫苯甲酰胺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

２００ （７０．４７±２．２０）ａ （７０．４７±２．２０）ａ

１００ （６４．６４±４．８３）ａｂ （６４．６４±４．８３）ａ

５０ （４５．４７±５．７８）ｂｃ （４５．４７±５．７８）ｂ

１０ （２７．２６±４．５９）ｃ （１０．５９±２．０７）ｃ

多杀霉素

ｓｐｉｎｏｓａｄ

２００ （１１．６３±９．４０）ａ （８１．４０±３．９０）ａ

１００ （４．３０±０．８３）ａ （８０．８５±４．３３）ａ

５０ ０．００ （３５．３２±１．４８）ｂ

１０ ０．００ （２３．２０±２．８８）ｃ

阿维菌素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

２００ （６．９２±３．８９） （８７．６５±２．３２）ａ

１００ ０．００ （５２．１６±３．２３）ｂ

５０ ０．００ （３３．４８±３．６６）ｃ

１０ ０．００ （９．０７±３．３３）ｄ

虱螨脲

ｌｕｆｅｎｕｒｏｎ

２００ （６６．８３±１０．９１）ａ （６９．６０±１２．４０）ａ

１００ （４６．７８±９．７２）ａｂ （４７．２８±８．７５）ａｂ

５０ （１６．６２±１．３８）ｂ （１６．１８±２．６２）ｂ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辛硫磷

ｐｈｏｘｉｍ

２００ （７７．２３±４．９３）ａ （８１．９７±４．１９）ａ

１００ （３８．２４±５．５７）ｂ （７９．９３±４．３８）ａ

５０ （３７．９１±４．４３）ｂ （７９．６２±５．０４）ａ

１０ （７．０５±２．２５）ｃ （１１．７７±５．９９）ｂ

高效氯氰菊酯

犫犲狋犪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

２００ （７４．８１±４．４６）ａ （７３．９７±３．７４）ａ

１００ （６２．３１±４．４５）ａ （６１．４７±５．００）ａ

５０ （３３．９７±５．２６）ｂ （３３．１４±５．０９ｂ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高效氯氟氰菊酯

犾犪犿犫犱犪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２００ （１０．６９±５．７９）ａ （３５．１１±３．８１）ａ

１００ （７．３８±３．１９）ａ （２０．３１±４．２９）ａｂ

５０ （７．６０±６．９２）ａ （１２．５６±３．３９）ｂ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灭多威

ｍｅｔｈｏｍｙｌ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０．００ａ

５０ （６３．５４±１１．４８）ｂ （８８．５２±４．０３）ｂ

１０ （３３．２０±１５．３０）ｂ （３７．００±１２．５０）ｃ

杀螟丹

ｃａｒｔａｐ

２００ （９．８５±９．２０）ａ （７１．６２±９．２０）ａ

１００ ０．００ （９．５０±４．５３）ｂ

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啶虫脒

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

２００ （５７．３５±１３．７６）ａ （５４．０１±１２．６４）ａ

１００ （５４．８５±１０．７０）ａ （３０．６８±８．４６）ａ

５０ （１９．８５±７．１５）ａ （１９．８５±７．１５）ａ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浓度／

ｍｇ·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校正卵孵化抑制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ｈ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４８ｈ ７２ｈ

吡虫啉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

２００ （４９．３３±７．６６）ａ （３４．６０±６．５８）ａ

１００ （３０．９９±７．８１）ａ （１９．６０±５．５３）ａ

５０ （２３．１７±７．０８）ａ （１４．６６±５．０８）ａ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敌百虫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ｆｏｎ

２００ （８．５９±３．５５）ａ （８．５９±３．５５）ａ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氟虫腈

ｆｉｐｒｏｎｉｌ

２００ （８．３３±１．１２）ａ （８．３３±１．１２）ａ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吡丙醚

ｐｙｒｉｐｒｏｘｙｆｅｎ

２００ （１２．４１±４．８０）ａ （１２．４１±４．８０）ａ

１００ （１２．２２±２．９４）ａ （１２．２２±２．９４）ａ

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药

剂不同浓度处理下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ａｔａｓｈｏｗｎ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ｏｆｓａｍｅ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ｉｎ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犘＜０．０５）．

２．２　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毒力水平

初步筛选的１２种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毒

力水平如表２所示。甲维盐与灭多威对草地贪夜蛾

卵的毒力水平最高，其ＬＣ５０分别为１２．６７ｍｇ／Ｌ和

１６．９５ｍｇ／Ｌ，显著高于其他杀虫剂的ＬＣ５０；氯虫苯

甲酰胺、多杀霉素、阿维菌素和高效氯氰菊酯对草地

贪夜蛾卵的毒力水平次之，其ＬＣ５０分别为４４．１、５０．９、

７８．３７ｍｇ／Ｌ和７９．００ｍｇ／Ｌ，显著低于甲维盐与灭

多威的毒力水平；而虱螨脲、辛硫磷、杀螟丹、啶虫

脒、高效氯氟氰菊酯和吡虫啉等对草地贪夜蛾卵的

毒力水平较低，其ＬＣ５０分别为９８．１５、１２６．８、１３７．７、

１５７．５２、２６９．３３ｍｇ／Ｌ和４１５．４９ｍｇ／Ｌ。这些结果

表明了甲维盐与灭多威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毒力作用

最高，氯虫苯甲酰胺、多杀霉素、阿维菌素和高效氯

氰菊酯等对草地贪夜蛾卵也具有较明显的毒力作

用，可将这些杀虫剂用于草地贪夜蛾卵的防治。

３　讨论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草地贪夜蛾迁飞入侵我国以来，

鉴于其为害猖獗，防控局势严峻，各地区均以化学药

剂进行应急防治以压低虫口基数，减少入侵虫源。

根据草地贪夜蛾的为害特点和发生习性，暴露在寄

主植物表面的卵和低龄幼虫是杀虫剂的靶标，而较

大龄的幼虫、蛹和成虫由于蛰伏在寄主植物心叶内

或土壤中，或者具有较强的飞行能力，喷洒杀虫剂时

接触药剂效率较低，因而卵高峰期和低龄幼虫高峰

期是最好的施药防治时机。通常认为拟除虫菊酯类

杀虫剂对鳞翅目害虫卵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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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筛选杀虫剂商品制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活

性时发现，２０％甲氰菊酯乳油、２５ｇ／Ｌ高效氯氟氰

菊酯乳油、２５ｇ／Ｌ溴氰菊酯乳油和２５ｇ／Ｌ联苯菊酯

乳油等５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

孵化抑制率在６６．６７％～９４．８７％，具有显著的卵孵

化抑制效果［９］。而本文研究发现，原药稀释的高效

氯氰菊酯对草地贪夜蛾卵毒力水平较高，２００ｍｇ／Ｌ

下７２ｈ的卵孵化抑制率和ＬＣ５０分别为７３．９７％和

７９ｍｇ／Ｌ，高于原药稀释的高效氯氟氰菊酯的毒力

水平，后者２００ｍｇ／Ｌ下７２ｈ的卵孵化率抑制率为

３５．１１％，ＬＣ５０为２６９．３３ｍｇ／Ｌ，这些结果表明拟除

虫菊酯类药剂对草地贪夜蛾卵具有一定的毒力作

用，但实际作用效果与杀虫剂的种类、剂型和作用方

式等存在密切关系。同时本文也发现阿维菌素类和

抗生素类杀虫剂如甲维盐、阿维菌素和多杀霉素对

草地贪夜蛾卵的孵化抑制率在８１．４％～１００％之

间，具有较好的卵孵化抑制效应，可用于产卵盛期卵

的防治，但应注意与其他类型农药复配使用。吡丙

醚、敌百虫和氟虫腈对草地贪夜蛾卵抑制效率极低，

不适用于草地贪夜蛾卵的防治。

表２　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毒力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狋犺犲犲犵犵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杀虫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致死中浓度／ｍｇ·Ｌ－１

ＬＣ５０（９５％ＣＩ）

致死９０％浓度／ｍｇ·Ｌ－１

ＬＣ９０

斜率

Ｓｌｏｐｅ±ＳＥ
χ
２ 犱犳

决定系数

犚２

吡虫啉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 ４１５．４９（２７４．７３～８８１．２４）ａ ７１８８．７８ １．０４±０．１８ １．１１ ３ ０．９８

高效氯氟氰菊酯犾犪犿犫犱犪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２６９．３３（２０４．８４～３８７．４８）ａ ３４０７．８１ １．１６±０．１４ ３．０１ ３ ０．９８

啶虫脒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 １５７．５２（１３７．８８～１８３．８６）ａｂ ６５５．２３ ２．０７±０．２２ ０．９１ ３ ０．９９

杀螟丹ｃａｒｔａｐ １３７．７０（８７．１９～３１５．９５）ａｂ ６５４．３９ １．８９±０．２１ ９．７１ ３ ０．９７

辛硫磷ｐｈｏｘｉｍ １２６．８０（６８．３８～３９９．６１）ａｂ ４７９．３７ ２．２２±０．２３ １６．６４ ３ ０．９６

虱螨脲ｌｕｆｅｎｕｒｏｎ ９８．１５（５３．７２～１８０．３８）ｂ ４４３．３１ １．９６±０．１８ １３．２６ ３ ０．９５

高效氯氰菊酯犫犲狋犪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 ７９．００（４７．２３～１０５．１７）ｂｃ ２４０．８０ ２．６５±０．２９ ８．６３ ３ ０．９６

阿维菌素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 ７８．３７（４２．５７～１３７．２８）ｂｃ ４５４．５０ １．６８±０．１６ ９．８４ ３ ０．９７

多杀霉素ｓｐｉｎｏｓａｄ ５０．９０（１５．２１～１０４．７３）ｃｄ ５１８．９９ １．２７±０．１４ １１．３１ ３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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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适当的施药方法和喷洒方式对草地贪夜蛾

卵形成有效的接触是利用化学农药有效防治草地贪

夜蛾卵的关键。在田间自然条件下，草地贪夜蛾卵块

多分布于苗期玉米叶的背面，且卵粒间形成叠层，喷雾

施药时，喷头垂直向下的施药方式难以对叶片背面形

成有效药剂接触面，应当采用喷头偏侧下的喷药方式，

兼顾苗期心叶里的幼虫和叶背面的卵防治，才能达到

最佳防治效果。此外，草地贪夜蛾卵发育历期短，产卵

后２～３ｄ就孵化为幼虫，需通过解剖卵巢确定该虫的

卵高峰期进行施药［１５］，以达到对卵的最佳防治效果。

草地贪夜蛾作为存在于美洲地区玉米上的主要

害虫，化学防治一直是草地贪夜蛾主要分布国家和

地区如美国、巴西和委内瑞拉的主要防治方法，多种

类型的杀虫剂都曾被用来防治该虫，如早期使用甲

胺磷、敌敌畏等高毒类杀虫剂防治草地贪夜蛾幼虫，

到９０年代以来多杀霉素、溴虫腈、杀虫隆、灭多威、

氟虫酰胺、乙基多杀菌素、氯虫苯甲酰胺、茚虫威、毒

死蜱、氯氟氰菊酯、虱螨脲被广泛地用于防治草地贪

夜蛾［１６１７］。２０１６年草地贪夜蛾入侵非洲以后，灭多

威、氟氯氰菊酯、甲基对硫磷和硫丹等杀虫剂也作为

防治该虫的主要品种［３］。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后，

国内研究人员已报道了各种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幼

虫和卵的作用效果［９，１１，１８１９］，总体上对该虫防治药

剂的选择余地较大，一些拟除虫菊酯类和有机磷类

等类型的杀虫剂同样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７］。本文

测定了１５种杀虫剂原药对草地贪夜蛾卵的作用效

果和毒力水平，评价了不同杀虫剂的应用潜力，研究

表明甲维盐、灭多威、氯虫苯甲酰胺、多杀霉素、阿维

菌素和高效氯氰菊酯等杀虫剂，对草地贪夜蛾具有

较高的杀卵作用。虽然灭多威也表现出较高的杀卵

活性，但因为毒性较高和污染环境等原因，在２０１１

年６月１５日农业部１５８６号公告上，撤销了灭多威

在柑橘、苹果、茶树、十字花科蔬菜上的登记使用。

因此，推荐优先选用甲维盐、氯虫苯甲酰胺、多杀霉

素、阿维菌素和高效氯氰菊酯等为主要成分的杀虫

剂，作为防治草地贪夜蛾卵高峰期应急防控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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