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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种药剂对不同发育阶段白蜡绵粉蚧

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犳狉犪狓犻狀狌狊的室内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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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蜡绵粉蚧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犳狉犪狓犻狀狌狊Ｔａｎｇ是白蜡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Ｒｏｘｂ．的一种重要害虫。为筛选出高效

防治白蜡绵粉蚧的药剂，本试验采用浸渍法测定了５种药剂对不同龄期白蜡绵粉蚧的毒力。测试的５种药剂对

白蜡绵粉蚧１龄若虫致死中浓度为１８．４８～２４．５２ｍｇ／Ｌ，均表现较高的毒力。对２龄若虫和成虫的致死中浓

度分别为１８．４８～７６．２５ｍｇ／Ｌ和４４．００～７９．５３ｍｇ／Ｌ，毒力稍低于１龄若虫。但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３龄

若虫的毒力明显低于其他龄期，除２０％丁硫克百威乳油毒力较高（４２．００ｍｇ／Ｌ）外，其余４种药剂的致死中浓

度为９７．７３～１３２．２４ｍｇ／Ｌ。因此，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１、２龄若虫和成虫毒力较强且稳定，均可作为防治

白蜡绵粉蚧低龄若虫和成虫的优良药剂，但３龄若虫最好选用毒力较高的２０％丁硫克百威乳油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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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粉蚧科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绵粉蚧属

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该害虫分布于我国河北、山西、天津、河

南、甘肃、青海、北京等地，主要为害重阳木犅犻狊犮犺狅犳犻犪

狆狅犾狔犮犪狉狆犪（Ｌｅｖｌ．）ＡｉｒｙＳｈａｗ、白蜡犉狉犪狓犻狀狌狊犮犺犻狀犲狀

狊犻狊Ｒｏｘｂ．等
［１］。大多数白蜡绵粉蚧取食寄主叶片，嫩

茎，若虫吸食树液，雌虫从腺孔分泌黏液于叶片或者

枝干上，很容易导致煤污病的发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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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蜡绵粉蚧在北京１年发生１代，以２龄若虫

在枝叉、侧枝阴面以及树皮裂缝处结茧越冬。第二

年３月中下旬为３龄若虫期，３月中旬雌雄开始分

化，３月下旬雌、雄若虫开始分泌蜡丝结茧化蛹，４月

上旬为化蛹盛期，化蛹４～５ｄ后便开始羽化，交尾。

雌虫４月上旬开始羽化。５月上旬雌成虫在叶背面

作白色卵囊开始产卵，每头雌虫可以产卵３００多粒。

６月上旬若虫开始孵化，中旬孵化盛期，８月下旬至

９月上旬１龄若虫脱皮后进入２龄若虫，１０月上旬

至下旬２龄若虫开始结茧准备越冬
［３］。

由于白蜡绵粉蚧繁殖能力极强，每头雌虫可产

卵３００多粒，每个发育期自然死亡率又不超过

１９％，加之蜡粉覆盖，使得白蜡绵粉蚧大面积暴发且

防治困难［４］。且蜡质分泌物的数量随着虫龄的增大

而增多［５］。目前关于白蜡绵粉蚧的研究报道还很

少。国内研究主要针对该蚧虫的亲缘种和生殖结

构［６７］。关于白蜡绵粉蚧的防治研究，仅见国内少数

药剂筛选的报道。雷艳梅等对福建茶犆犪狉犿狅狀犪犿犻

犮狉狅狆犺狔犾犾犪（Ｌａｍ．）Ｄｏｎ上的白蜡绵粉蚧开展了防

治研究，发现２．５％联苯菊酯乳油５００倍液、４０％氧

化乐果乳油１０００～ｌ５００倍液，都能达到较好的防

治效果，已经在南宁市得到了较好的应用［８］。储家

淼等在比较３种不同药剂对白蜡绵粉蚧防治效果试

验中发现，５０％竹焦油乳油有较好的杀伤作用
［９］。

邓运川发现在白蜡绵粉蚧初孵若虫期喷施９５％蚧

螨灵乳剂４００倍液或者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０倍液进行防治，效果较好
［１０］。但以上研究远

远不能满足对发生日益严重的白蜡绵粉蚧的防治需

要，为了筛选出更多对白蜡绵粉蚧具有高效毒杀作

用的化学药剂，本研究通过参考各种粉蚧防治的文

献，初步筛选出５种常用化学药剂，测定了各药剂对

不同龄期白蜡绵粉蚧的毒力，并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各药剂应用于白蜡绵粉蚧防治的潜力，为该害虫的

田间防治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药剂

本试验选用５种化学杀虫剂对白蜡绵粉蚧开展

毒力测定，即２０％丁硫克百威乳油（ＥＣ），河北博嘉

农业有限公司；７０％吡虫啉水分散粒剂（ＷＧ），山东

百农思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２５％噻嗪酮悬浮剂

（ＳＣ），深圳诺谱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４．５％阿

维·矿物油乳油（ＥＣ），陕西道森农业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和２５％吡丙·噻嗪酮悬浮剂（ＳＣ），陕西先农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供试虫源

各龄期白蜡绵粉蚧试虫采自北京市丰台区王佐

镇的受害白蜡行道树。分别于２０１８年６月中旬

（１龄若虫）、２０１８年９月上旬（２龄若虫）、２０１９年３

月下旬（３龄若虫）、２０１９年４月中旬（成虫）采集白

蜡绵粉蚧各龄期活虫及相应取食寄主材料，在室内

进行毒力测定。

１．３　毒力测定

采用浸渍法测定药剂对白蜡绵粉蚧的毒力［１１］，

将带虫的叶片（大于３０头）计数后在各药液中浸渍

５ｓ，取出后用吸水纸立即吸去多余药液，放入养虫盒里

饲养观察。每种药剂设置５个稀释倍数，分别为稀释

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倍和２５００倍；每个稀释倍数为

１个处理，每处理设置３个重复；另外设立３个清水对

照组。试验过程中对照组死亡率不能超过１０％，否则

重做。饲养条件：人工气候箱，温度（２６±１）℃、湿度为

（６０±１）％、光周期Ｌ∥Ｄ＝１２ｈ∥１２ｈ。于药后３ｄ观

察记录粉蚧死亡数量。虫体死亡判定标准为：虫体体

色暗黑、干瘪，用毛笔轻碰虫体无任何反应。

１．４　数据分析

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９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计算死亡

率、校正死亡率。死亡率＝死亡虫数／虫口基数×

１００％；校正死亡率＝（处理组死亡率－对照组死亡

率）／（１－对照组死亡率）×１００％。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

分析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毒力回归方程、致死中

浓度（ＬＣ５０）及相关参数
［１２］。各药剂均以药后７２ｈ

的数据进行毒力计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１龄若虫的毒力（药后

３犱）

　　如表１所示，总体上５种药剂的ＬＣ５０在１８．４８

～２４．５２ｍｇ／Ｌ之间，对白蜡绵粉蚧１龄若虫均具有

较强的毒力，且５种药剂的ＬＣ５０相近。由于室内毒

力测定和田间试验条件不同，因此这５种药剂可以

作为白蜡绵粉蚧１龄若虫的野外防治备选药剂，实

际效果还需要进行田间试验证明。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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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１龄若虫的毒力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犳犻狏犲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１狊狋犻狀狊狋犪狉狀狔犿狆犺狅犳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犳狉犪狓犻狀狌狊

供药试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斜率±标准误

ｂ±ＳＥ

卡方值（χ
２）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自由度

犱犳

犘值

犘ｖａｌｕｅ

ＬＣ５０／

ｍｇ·Ｌ－１

９５％置信区间／ｍｇ·Ｌ－１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２５％噻嗪酮ＳＣ 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０．９６３±０．２７ ７．９１ ３ ０．０５ １８．８８ １５．６７～２２．１８

７０％吡虫啉ＷＧ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７０％ ＷＧ ３．３３６±０．８２ １．３７ ３ ０．７１ １８．４８ １３．７９～２３．７８

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 ｃａｒｂｏｓｕｌｆａｎ２０％ＥＣ １．０８５±０．７３ ３．５７ ３ ０．３１ １８．６１ １８．３２～２３．０１

２４．５％阿维·矿物油ＥＣ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ｉｌ２４．５％ＥＣ ２．２７６±０．８０ ０．４７ ３ ０．９３ １８．７９ １７．５３～３７．９５

２５％吡丙·噻嗪酮ＳＣ ｐｙｒｉｄｉｎｉｕｍ·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２．４７５±０．４７ １．８３ ３ ０．６１ ２４．５２ １８．７６～２９．７６

２．２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２龄若虫的毒力（药后

３犱）

　　毒力测定结果如表２所示，５种药剂对白蜡绵

粉蚧２龄若虫均有较好的毒杀效果，但７０％吡虫啉

ＷＧ（ＬＣ５０为１８．４８ｍｇ／Ｌ）的毒力高于其余４种药

剂，且其余４种药剂的ＬＣ５０为４１．００～７６．２５ｍｇ／Ｌ。

与对１龄若虫的毒力相比，７０％吡虫啉 ＷＧ对２龄

若虫毒力与之相当，其余４种药剂ＬＣ５０增加，表明对

白蜡绵粉蚧２龄若虫的毒力稍低于对１龄若虫的

毒力。

表２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２龄若虫的毒力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犳犻狏犲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２狀犱犻狀狊狋犪狉狀狔犿狆犺狅犳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犳狉犪狓犻狀狌狊

供药试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斜率±标准误

ｂ±ＳＥ

卡方值（χ
２）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自由度

犱犳

犘值

犘ｖａｌｕｅ

ＬＣ５０／

ｍｇ·Ｌ－１

９５％置信区间／ｍｇ·Ｌ－１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２５％噻嗪酮ＳＣ 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１．４３６±０．４２ １．８８ ３ ０．６０ ６３．７２ ５９．７４～７７．３１

７０％吡虫啉ＷＧ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７０％ ＷＧ ０．４１５±０．２８ ７．７２ ３ ０．０６ １８．４８ １６．３３～３３．０５

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 ｃａｒｂｏｓｕｌｆａｎ２０％ＥＣ ０．４７８±０．４４ ７．７６ ３ ０．１２ ４１．００ ３５．４０～６５．２１

２４．５％阿维·矿物油ＥＣ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ｉｌ２４．５％ＥＣ ０．７５４±０．３５ １．９７ ３ ０．５８ ４４．３２ ４２．３４～５４．４７

２５％吡丙·噻嗪酮ＳＣ ｐｙｒｉｄｉｎｉｕｍ·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１．５７６±０．３２ ５．６９ ３ ０．６４ ７６．２５ ６８．５４～８６．５２

２．３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３龄若虫的毒力（药后

３犱）

　　毒力测定结果如表３所示，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对

白蜡绵粉蚧３龄若虫毒力最大，ＬＣ５０为４２．００ｍｇ／Ｌ；

其余４种药剂ＬＣ５０为９７．７３～１３２．２４ｍｇ／Ｌ，高于

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与对２龄若虫的ＬＣ５０相比，

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ＬＣ５０保持稳定，其余药剂的

ＬＣ５０都增大，表明随着白蜡绵粉蚧龄期的增加，药

剂对其毒力越弱，其中７０％吡虫啉 ＷＧ毒力下降

最明显。

表３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３龄若虫的毒力

犜犪犫犾犲３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犳犻狏犲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３狉犱犻狀狊狋犪狉狀狔犿狆犺狅犳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犳狉犪狓犻狀狌狊

供药试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斜率±标准误

ｂ±ＳＥ

卡方值（χ
２）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自由度

犱犳

犘值

犘ｖａｌｕｅ

ＬＣ５０／

ｍｇ·Ｌ－１

９５％置信区间／ｍｇ·Ｌ－１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２５％噻嗪酮ＳＣ 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０．９７３±０．４３ ２．０１ ３ ０．５５ １３２．２４ １２５．３６～１４５．２１

７０％吡虫啉ＷＧ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７０％ ＷＧ ２．９４１±０．７３ ７．３５ ３ ０．６３ １０２．２０ ９３．５６～１０５．６７

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 ｃａｒｂｏｓｕｌｆａｎ２０％ＥＣ ３．８０４±０．４１ ０．６１ ３ ０．９０ ４２．００ ３８．５２～４６．３１

２４．５％阿维·矿物油ＥＣ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２４．５％ＥＣ ２．３６６±０．８０ ０．８６ ３ ０．７５ ９７．７３ ９０．３４～１０６．５３

２５％吡丙·噻嗪酮ＳＣ ｐｙｒｉｄｉｎｉｕｍ·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１．４７６±０．４７ ０．５０ ３ ０．９２ １１８．５４ １０７．４６～１２６．７８

２．４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成虫的毒力（药后３犱）

毒力测定结果如表４所示，总体上５种药剂

对白蜡绵粉蚧成虫有良好的毒杀效果，５种药剂

ＬＣ５０相差不大。根据其ＬＣ５０大小供试药剂对白

蜡绵粉蚧成虫的毒力大小依次为：２０％丁硫克百

威ＥＣ＞７０％吡虫啉 ＷＧ＞２４．５％阿维·矿物油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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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２５％噻嗪酮ＳＣ＞２５％吡丙·噻嗪酮ＳＣ。

与对３龄若虫的毒力相比，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

对成虫的毒力与其相当，其余４种农药毒力均

增大。

表４　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成虫的毒力

犜犪犫犾犲４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犳犻狏犲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犳狉犪狓犻狀狌狊犪犱狌犾狋

供药试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斜率±

标准误

ｂ±ＳＥ

卡方值（χ
２）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自由度

犱犳

犘值

犘ｖａｌｕｅ

ＬＣ５０／

ｍｇ·Ｌ－１

９５％置信区间／ｍｇ·Ｌ－１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２５％噻嗪酮ＳＣ 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０．３７８±０．４３ ０．３２ ３ ０．９６ ６７．２６ ６４．３２～７２．３１

７０％吡虫啉ＷＧ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７０％ＷＧ ２．４７３±０．４４ ４．９６ ３ ０．５６ ４５．７２ ３６．７９～５３．７２

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 ｃａｒｂｏｓｕｌｆａｎ２０％ＥＣ ４．２５６±０．５４ ２．０７ ３ ０．６７ ４４．００ ４２．３１～４６．７２

２４．５％阿维·矿物油ＥＣ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２４．５％ＥＣ ３．７０１±０．８４ １．６７ ３ ０．６４ ５７．６４ ５３．５７～６５．３２

２５％吡丙·噻嗪酮ＳＣ ｐｙｒｉｄｉｎｉｕｍ·ｂｕｐｒｏｆｅｚｉｎ２５％ＳＣ ０．７７１±０．４５ １．３７ ３ ０．７１ ７９．５３ ７２．１６～８４．５２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所选用的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均有较

好的毒杀作用。其中５种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１龄若

虫和成虫的ＬＣ５０差别不大，且毒杀效果良好；对２龄

若虫，７０％吡虫啉ＷＧ毒力高于其余４种药剂，其余

４种药剂对２龄若虫的毒力差别不大且均有较好的

毒杀作用；对３龄若虫，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毒力高

于其余４种药剂，且其余４种药剂对３龄若虫的毒

力较为接近但毒杀作用不太理想。总体而言，５种

药剂对白蜡绵粉蚧１、２龄若虫和成虫毒力较强且稳

定，对３龄若虫毒力较弱。邓运川也发现在白蜡绵

粉蚧初孵若虫期使用１０％吡虫啉ＷＧ２０００倍液防

治的效果较好［１０］。因而，从毒力测定结果看，５种药

剂均可以作为防治白蜡绵粉蚧低龄若虫和成虫的优

良备选药剂，但在３龄若虫期最好选用毒力较高的

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进行防治。

除了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３龄若虫对其余４种

药剂不敏感，这可能因为白蜡绵粉蚧３龄若虫会分

泌蜡丝，对农药的抵抗力增强。噻嗪酮是一种噻二

嗪类选择性杀虫剂，可以抑制昆虫几丁质合成，阻断

介壳虫若虫蜕皮而致其死亡［１３］，因此在白蜡绵粉蚧

低龄若虫期效果较好。吡丙醚是保幼激素类似物，

具有杀卵作用及内吸活性，对半翅目害虫有较好的

毒杀作用［１４］，吡丙·噻嗪酮是吡丙醚与噻嗪酮的复

配制剂，兼具吡丙醚与噻嗪酮的性质，也对低龄白蜡

绵粉蚧毒力较大。本研究中，噻嗪酮和吡丙·噻嗪

酮对各龄期白蜡绵粉蚧毒力相当，这可能因为它们

含有共同的活性成分。吡虫啉是硝基亚甲基类杀虫

剂，作用于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主要用于防治刺吸

式口器害虫［１５］，兼具触杀、胃毒和内吸等多重作用，

本研究中对白蜡绵粉蚧低龄若虫和成虫期毒力均较

高，但对白蜡绵粉蚧３龄若虫渗透力较差。丁硫克

百威为氨基甲酸酯类杀虫杀螨剂，其毒性机理是抑

制昆虫乙酰胆碱酶（ＡＣｈＥ）活性，造成乙酰胆碱

（ＡＣｈ）积累，影响昆虫的神经传导而致其死亡
［１６］。

本研究中，２０％丁硫克百威ＥＣ对白蜡绵粉蚧３龄

若虫的毒力显著高于其他４种杀虫剂，可能是因为

丁硫克百威乳油具有极强的内吸性和渗透力的特

点，使其能快速渗透白蜡绵粉蚧蜡质结构，影响白蜡

绵粉蚧正常的神经传导而致死。

本试验测定了５种药剂对不同龄期白蜡绵粉蚧

的室内毒力，综合评价了每种药剂对各龄期白蜡绵

粉蚧的毒力大小，对白蜡绵粉蚧和其他粉蚧的防治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本试验是在室内进

行，野外的实际防治效果受到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开展野外防治试验，以明

确各药剂的实际防效和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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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了近两年生产中运用的一些防病效果较好的生物农

药进行筛选，试验结果表明，１％申嗪霉素悬浮剂

５００倍液蘸根处理对洋葱茎基盘腐烂病３０ｄ的防效

为８０．８９％，５７ｄ的防效为６４．４５％，随着时间延长

防效减弱，洋葱成熟期整体防效较弱，需要进行药剂

灌根或叶面喷施辅助防治。该结果可为生产中茎基

盘腐烂病的生物防治提供支撑。在河西地区洋葱实

际生产中，种植者一般是在整地时将药剂直接施入

土壤中预防洋葱茎基盘腐烂病的发生，本试验只研

究了各药剂在蘸根条件下的防治效果，对于将药剂

直接施入土壤的防治效果，以及蘸根和直接施入条

件下药剂的施用量和在土壤中农药残留等问题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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