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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浸叶法在室内测定了３种药剂对苹果黄蚜的毒力，并在田间进行了防治试验。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

供试３种新型药剂中，双丙环虫酯和氟吡呋喃酮对苹果黄蚜的毒力较高，ＬＣ５０分别为３．１６ｍｇ／Ｌ和２３．５８ｍｇ／Ｌ，三

氟苯嘧啶毒力较低，ＬＣ５０为３２９．９２ｍｇ／Ｌ。田间试验结果表明：３种药剂对苹果黄蚜均有较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

１７％氟吡呋喃酮可溶液剂和１０％三氟苯嘧啶悬浮剂各处理３～７ｄ防效为８２．１９％～９３．４５％，药后３０ｄ防效达到

７８．９１％～８７．９２％；５０ｇ／Ｌ双丙环虫酯可分散液剂２．５ｍｇ／ｋｇ和４．２ｍｇ／ｋｇ处理药后３～７ｄ防效为９４．６４％～

９７．０４％，药后２１ｄ防效仍可达８８％以上。因此，３种新型药剂均可以用于防治苹果黄蚜，田间使用时推荐有效成

分用量为双丙环虫酯２．５～４．２ｍｇ／ｋｇ，氟吡呋喃酮１１３～１７０ｍｇ／ｋｇ，三氟苯嘧啶２８～８０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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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菊蚜，是我国北方果园的重要害虫之一，其寄主主

要为苹果、梨、山楂、李、杏、海棠等蔷薇科果树。苹

果黄蚜以成虫及若虫群集在果树嫩叶背面和新梢嫩

芽上刺吸汁液，影响光合作用，严重时导致早期落

叶、树势衰弱［１２］，为害幼果时分泌的蜜露，容易诱发

霉污病，污染果品表面［３］。苹果黄蚜在我国落叶果

树上常年普遍发生，目前生产上以化学防治为主，但

已有报道其对菊酯类、有机磷类、新烟碱类产生不同

程度抗药性［４６］，急需筛选新型有效的防治药剂。

氟吡呋喃酮（ｆｌｕｐｙｒａｄｉｆｕｒｏｎｅ）是拜耳作物科学

公司开发的一种新型新烟碱类杀虫剂，为昆虫烟碱

乙酰胆碱受体（ｎＡＣｈＲ）激动剂，由于其含有丁烯酸

内酯基团，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吸性和传导性［７］，对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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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和柑橘木虱犇犻犪狆犺狅狉犻狀犪犮犻狋狉犻Ｋｕ

ｗａｙａｍａ
［１０］等刺吸为害的害虫活性较高。三氟苯嘧

啶（ｔｒｉｆｌｕｍｅｚｏｐｙｒｉｍ）是美国杜邦公司研发的一种新

型介离子类杀虫剂，同样作用于ｎＡＣｈＲｓ，但它是通

过竞争性结合ｎＡＣｈＲ上的正构位结合位点而抑制

受体，从而减少昆虫的神经冲动或阻断神经传递而

导致害虫死亡，具有良好的内吸和传导活性，目前报

道三氟苯嘧啶对稻飞虱有较好的防效［１１１３］。双丙环

虫酯（ａｆｉｄｏｐｙｒｏｐｅｎ）是由德国巴斯夫公司与日本明治

公司合作开发的生物源农药，其化学结构独特，通过

干扰靶标昆虫香草酸瞬时受体通道复合物的调控，导

致昆虫对重力、平衡、声音、位置和运动等失去感应，

进而不能取食，失水，最终导致昆虫饥饿而亡［１４］，为全

新的防治刺吸式口器害虫的杀虫剂。目前，已有５％

双丙环虫酯可分散液剂有效防治蚜虫［１５１６］和茶小绿

叶蝉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狆犻狉犻狊狌犵犪Ｍａｔｕｍｕｒａ
［１７］的报道。

以上３种新型杀虫剂均未见对果树苹果黄蚜毒

力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报道，为了高效、安全地防治苹

果黄蚜，本研究以生产上常用的苹果黄蚜防治药剂

吡虫啉作为对照药剂，评价了氟吡呋喃酮、三氟苯嘧

啶和双丙环虫酯对苹果黄蚜的毒力及田间防治效

果，以期为苹果黄蚜的高效防治药剂选择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种群

供试苹果黄蚜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８月采集于山

西省太原市榆次区东阳镇山西省农业科学院东阳试

验示范基地温室大棚内苹果树上，苹果树种植于

２０１４年，种植期间未曾施药。选取个体大小一致、

健康的无翅成蚜供试，现采现用。

１．２　供试药剂

１７％氟吡呋喃酮可溶液剂（ＳＬ），拜耳股份公

司；１０％三氟苯嘧啶悬浮剂（ＳＣ），美国杜邦公司；

９２．５％双丙环虫酯原药、５０ｇ／Ｌ双丙环虫酯可分散

液剂（ＤＣ），巴斯夫欧洲公司；９７．３％吡虫啉原药，江

苏农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７０％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ＷＧ）、７０％吡虫啉可溶粒剂（ＳＧ），济南绿霸农药有

限公司。

１．３　供试仪器设备

ＲＸＺ３８０Ｃ型智能人工气候箱（宁波东南仪器

有限公司），新加坡利农公司生产的 ＨＤ４００利农

１６Ｌ背负式喷雾器（采用圆锥形喷头）。

１．４　室内毒力测定

采用浸叶法［１８］，在预备试验的基础上，原药用

丙酮溶解并配制成母液，之后用蒸馏水将药剂依次

配成５～７个浓度梯度，制剂直接用蒸馏水稀释配

制。将苹果幼嫩叶片于药液中浸泡５ｓ，用吸水纸吸

取多余药液后，挑选大小一致健康无翅成蚜放入培

养皿中进行饲养，２４ｈ后检查死虫数，用毛笔轻触虫

体，不能正常爬行者视为死亡，每处理重复４次，每

重复２５头试虫。试验数据根据Ｐｒｏｂｉｔ几率值分析

法计算毒力回归方程、ＬＣ５０及９５％置信限等。

１．５　田间试验

参照《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一）》（ＧＢ

１７９８０．９—２０００Ｔ）中杀虫剂防治果树蚜虫进行试验

设置。试验地设在山西省祁县峪口乡段家窑村，苹

果树品种为‘丹霞’，树龄１３年，果园肥水等管理条

件均匀一致，田间管理按常规进行，各小区栽培管理

条件一致，苹果树长势基本一致，试验前和试验期间

未曾施用其他药剂。

试验于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分２次进行。２０１９年

试验共设８个处理：１７％氟吡呋喃酮ＳＬ８５、１１３、

１７０ｍｇ／ｋｇ；１０％三氟苯嘧啶ＳＣ２８、４０、８０ｍｇ／ｋｇ，

对照药剂７０％吡虫啉ＳＧ７０ｍｇ／ｋｇ，清水对照。２０２０

年试验共设置４个处理：５０ｇ／Ｌ双丙环虫酯ＤＣ２．５、

４．２ｍｇ／ｋｇ，对照药剂７０％吡虫啉 ＷＧ５８ｍｇ／ｋｇ，清

水对照。

使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对苹果树全株进行均匀

喷雾，药液用量１５００Ｌ／ｈｍ２。处理小区采用随机区

组排列，每小区２株树，重复４次。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

日和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分别调查虫口基数后各施药１

次，分别于药后３、７、１５、２１、３０ｄ调查虫口数。调查方

法为：每小区中每株树按照东、西、南、北４个方向各

标记２个枝条，每个枝条上调查５片叶的活蚜虫数。

计算各处理区和对照区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效。

虫口减退率＝（药前虫口基数－药后存活虫口

数）／药前虫口基数×１００％；

防效＝（处理区虫口减退率－空白对照区虫口

减退率）／（１－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１００％。

１．６　数据分析

采用ＤＰＳ９．５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应用

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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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表１），双丙环虫酯对

苹果黄蚜毒力最高，ＬＣ５０为３．１６ｍｇ／Ｌ，分别是吡

虫啉、氟吡呋喃酮和三氟苯嘧啶毒力的５．５、７．５

倍和１０４倍；双丙环虫酯与吡虫啉ＬＣ５０９５％置信

区间不重叠，表明二者对苹果黄蚜毒力差异显

著，氟吡呋喃酮与吡虫啉ＬＣ５０９５％置信区间重

叠，二者对苹果黄蚜毒力相当，差异不显著；三氟

苯嘧啶对苹果黄蚜的毒力最低，显著低于吡虫啉

的毒力。

表１　４种杀虫剂对苹果黄蚜的室内毒力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狅犳犳狅狌狉犻狀狊犲犮狋犻犮犻犱犲狊狋狅犃狆犺犻狊犮犻狋狉犻犮狅犾犪

杀虫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斜率±标准误

Ｓｌｏｐｅ±ＳＥ

致死中浓度（９５％置信限）／ｍｇ·Ｌ－１

ＬＣ５０（９５％ＣＬ）
χ
２ 犱犳

１０％三氟苯嘧啶ＳＣｔｒｉｆｌｕｍｅｚｏｐｙｒｉｍ１０％ＳＣ ０．８９±０．１３７ ３２９．９２（２０４．９８～５３０．９９） １．１４ ３

１７％氟吡呋喃酮ＳＬｆｌｕｐｙｒａｄｉｆｕｒｏｎｅ１７％ＳＬ １．６８±０．１５３ ２３．５８（１７．９４～３０．９９） １．０８ ３

９２．５％双丙环虫酯ＴＣ ａｆｉｄｏｐｙｒｏｐｅｎ９２．５％ＴＣ ２．１５±０．１５０ 　３．１６（２．６１～３．８１） ６．９７ ４

９７．３％吡虫啉ＴＣ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９７．３％ＴＣ ２．４７±０．２０３ １７．５３（１４．０４～２１．８８） ２．８８ ４

２．２　田间防治效果

田间试验表明：１７％氟吡呋喃酮可溶液剂和

１０％三氟苯嘧啶悬浮剂各浓度处理对苹果黄蚜均有

较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药后３、７、１５ｄ和３０ｄ各

处理防效分别达８２．１９％～８８．４６％、８７．１６％～

９３．４５％、８２．８０％～９０．４２％和７８．９１％～８７．９２％；

药后７ｄ时，各处理防效均达到最高值；各处理中除

１７％氟吡呋喃酮可溶液剂８５ｍｇ／ｋｇ处理与对照药

剂７０％吡虫啉可溶粒剂防效差异不显著外，其余处

理防效均显著高于对照药剂；两药剂处理防效均随

浓度升高而升高，其中１７％氟吡呋喃酮可溶液剂

１７０ｍｇ／ｋｇ处理和１０％三氟苯嘧啶悬浮剂８０ｍｇ／ｋｇ
处理防效均显著高于其他各处理，但两者之间差异

不显著（表２）。

５０ｇ／Ｌ双丙环虫酯可分散液剂对苹果黄蚜亦

表现出优异的速效性和持效性。药后３～２１ｄ，其不

同处理防效分别可达到 ８８．６８％ ～９５．８８％ 和

８９．９５％～９７．６８％，均显著高于对照药剂；其中３ｄ

防效分别可达到９４．６４％和９６．００％，显示出优异的

速效性；最高防效出现在药后１４ｄ，分别为９５．８８％

和９７．６８％；两处理中，４．２ｍｇ／ｋｇ处理的防效显著

高于２．５ｍｇ／ｋｇ处理防效。

表２　氟吡呋喃酮、三氟苯嘧啶对苹果黄蚜的田间防治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犻犲狊狅犳犳犾狌狆狔狉犪犱犻犳狌狉狅狀犲犪狀犱狋狉犻犳犾狌犿犲狕狅狆狔狉犻犿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狆犺犻狊犮犻狋狉犻犮狅犾犪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

分用量／

ｍｇ·ｋｇ－１

Ｄｏｓｅ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虫口

基数／

头·株－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药后３ｄ

３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７ｄ

７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１５ｄ

１５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３０ｄ

３０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１７％氟吡呋喃酮ＳＬ

ｆｌｕｐｙｒａｄｉｆｕｒｏｎｅ１７％ＳＬ
８５ ５８０８ １０４３

（８２．１９±

０．５２）ｃｄ
７８４

（８７．１６±

０．３４）ｃｄ
１０９５

（８２．８０±

０．７３）ｅ
１３７９

（７９．１７±

１．２５）ｄ

１１３ ５６５９ ８４３
（８５．３５±

０．５８）ｂ
６５３

（８８．９１±

０．５７）ｂ
７６９

（８７．４６±

０．９６）ｃ
１０４９

（８３．８５±

０．６６）ｃ

１７０ ６４０６ ８３１
（８７．２０±

０．４６）ａｂ
４９１

（９２．７６±

０．２７）ａ
７２２

（８９．７６±

０．４６）ａｂ
９６９

（８６．８３±

０．３７）ａｂ

１０％三氟苯嘧啶ＳＣ

ｔｒｉｆｌｕｍｅｚｏｐｙｒｉｍ１０％ＳＣ
２８ ６２８９ １０７１

（８３．１９±

０．３７）ｃ
８０７

（８７．８１±

０．３４）ｂｃ
１０２０

（８５．２５±

０．９４）ｄ
１５１２

（７８．９１±

１．１６）ｄ

４０ ５７７４ ８２８
（８５．６２±

０．９６）ｂ
６５３

（８９．１５±

０．７１）ｂ
７５８

（８７．９６±

０．５４）ｂｃ
９７１

（８５．２８±

０．５６）ｂｃ

８０ ６３８７ ７４３
（８８．４６±

０．５９）ａ
４４０

（９３．４５±

０．３４）ａ
６６９

（９０．４２±

０．５７）ａ
８７７

（８７．９２±

１．０６）ａ

７０％吡虫啉ＳＧ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７０％ＳＧ
７０ ６６９８．８ １２９６

（８０．９３±

１．１９）ｄ
１００２

（８５．８３±

０．６８）ｄ
１４１１

（８０．９０±

０．４３）ｅ
１７５９

（７７．１６±

０．６５）ｄ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６３８８ ６４５１ － ６７２０ － ７０２９ － ７３２５ －

　１）表中数值为４次重复的平均值，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ｆｏｕｒ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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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双丙环虫酯对苹果黄蚜的田间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犻犮犪犮犻犲狊狅犳犪犳犻犱狅狆狔狉狅狆犲狀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狆犺犻狊犮犻狋狉犻犮狅犾犪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

药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

分用量／

ｍｇ·ｋｇ－１

Ｄｏｓｅ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虫口

基数／

头·株－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药后３ｄ

３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７ｄ

７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１４ｄ

１４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２１ｄ

２１ｄａｆ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虫口数／

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５０ｇ／Ｌ双丙环虫酯ＤＣ

ａｆｉｄｏｐｙｒｏｐｅｎ５０ｇ／ＬＤＣ
２．５ ７００９ ３７８

（９４．６４±

０．２８）ｂ
３０９

（９５．７３±

０．２６）ｂ
３１

（９５．８８±

０．１７）ｂ
１１０

（８８．６８±

０．３３）ａ

４．２ ７３２１ ２９６
（９６．００±

０．２９）ａ
２２５

（９７．０４±

０．２８）ａ
１８

（９７．６８±

０．２８）ａ
１０２

（８９．９５±

０．３９）ａ

７０％吡虫啉ＷＧ

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７０％ ＷＧ
５８ ６９０４ ８６２

（８７．６３±

０．３２）ｃ
８３７

（８８．３０±

０．２９）ｃ
９７

（８６．９７±

０．６５）ｃ
２０５

（７８．６７±

０．６１）ｂ

清水对照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 ６７０９ ６７８６ － ６９６４ － ７１８ － ９３４ －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氟吡呋喃酮和双丙环虫酯对苹

果黄蚜毒力较高，三氟苯嘧啶对苹果黄蚜毒力较低，

但３种药剂在田间均对苹果黄蚜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新烟碱类杀虫剂是目前防治烟粉虱、飞虱、蚜虫

等刺吸式口器害虫最有效的一类药剂，但是由于对

蜜蜂的毒性作用，多个国家对这类药剂相继采取了

禁限用措施［１９］。氟吡呋喃酮为全新的丁烯酸内酯

类化合物，它不仅对蜜蜂低毒［２０］，还对北方落叶果

树的一种优良授粉昆虫凹唇壁蜂犗狊犿犻犪犲狓犮犪狏犪狋犪

Ａｌｆｋｅｎ低毒
［２１］。虽然其作用靶标仍为乙酰胆碱受

体，但由于含有独特的药效基团，因此与新烟碱类杀

虫剂没有交互抗性，适用于害虫抗性治理。如：１７％

氟吡呋喃酮可溶性液剂对番茄烟粉虱犅犲犿犻狊犻犪狋犪犫犪

犮犻（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成虫和若虫药效迅速，持效期可达

１４ｄ
［９］，对柑橘木虱犇犻犪狆犺狅狉犻狀犪犮犻狋狉犻Ｋｕｗａｙａｍａ

３～１４ｄ防效为８８．５％～１００％，与对照药剂２１％噻

虫嗪悬浮剂防治效果相当，表现出良好的速效性和

持效性［１０］。本研究中，１７％氟吡呋喃酮可溶液剂

１７０ｍｇ／ｋｇ和１１３ｍｇ／ｋｇ处理对苹果黄蚜防效优

异，３～７ｄ防效均达８５％以上，持效期长达３０ｄ。

此外，有报道表明经氟吡呋喃酮处理过的番茄苗对

Ｑ型烟粉虱具有显著的驱避效果
［２２］，也表明了氟吡

呋喃酮仍有开发其他使用方式的潜力。

三氟苯嘧啶为乙酰胆碱受体的抑制剂，目前国内

登记防治稻飞虱。１０％三氟苯嘧啶悬浮剂对稻飞虱

具有较好的速效性，药后３ｄ防效达９５％以上，持效

期长，在稻飞虱偏轻至中等发生年份，药后４２ｄ防效

仍在９０％以上
［２３］，且对水稻及稻飞虱天敌蜘蛛安全

性高于吡蚜酮和噻虫嗪［２４］。本研究中虽然三氟苯嘧

啶在室内毒力测定中对苹果黄蚜毒力较其他药剂低，

但在田间仍然表现优异，２８～８０ｍｇ／ｋｇ处理药后３～

１５ｄ对苹果黄蚜防效可达８３．１９％～９３．４５％，显著优

于对照药剂吡虫啉，３０ｄ时防效仍能达到７８．９１％～

８７．９２％。但由于其对蜜蜂高毒
［２０］，因此田间施用时

应注意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其对蜜蜂的毒性风险。

双丙环虫酯登记防治蔬菜、果树和小麦上蚜虫

等刺吸式害虫。５％双丙环虫酯可分散液剂对黄瓜

蚜虫有较好的防治效果，速效性和持效期均优于对

照药剂，对黄瓜安全、无药害［１５］；５％双丙环虫酯可

分散液剂对茶小绿叶蝉药后３ｄ防效在８９．０８％以

上，药后１４ｄ防效在８２．５８％以上
［１７］。本研究中，

５０ｇ／Ｌ双丙环虫酯可分散液剂２．５、４．２ｍｇ／ｋｇ处理

药后１４ｄ防效仍达９５％以上，药后２１ｄ防效仍在

８８％以上，显著高于对照药剂，由于其为生物源农药，

对环境友好，对蜜蜂低毒，对非靶标节肢动物安全，今

后有望成为新的抗性治理的轮换药剂。本研究中并

未同时开展３种药剂防治效果的比较，但对照药剂均

为苹果黄蚜目前防治主打药剂吡虫啉，各药剂最低剂

量处理防效均优于或与吡虫啉防效相当，因此，３种药

剂均可以成为苹果黄蚜高效防治备选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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