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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飞虱对十三种杀虫剂的抗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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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选用有机磷
、

有机氮和拟除虫菊醋类十三种杀虫剂对白背飞虱和褐飞

虱用国际统一标谁毒力测定点滴法进行抗药性监侧 结果表明 白背飞虱和褐飞虱对吠喃丹最

为敏感
,

对马拉硫磷敏感度最低
。

犯 值相差
一

百倍
。

因两种飞虱均属迁飞性害虫
,

年度间的测

定结果稍有波动
。

白背飞虱抗药性发展 比褐飞虱快
,

在测定方法和供试昆虫条件基本相同的

情况下
,

将 年所测几种药剂的 。 与 日本 测定数据进行 比较
,

浙江省 白

背飞虱种群对马拉硫磷的抗性差异高达 倍
,

对杀螟松为 倍 褐飞虱种群对马拉硫

磷
、

杀螟松的抗性分别相差 倍和 倍
。

褐飞虱种群对药剂的敏感度与当地用药水平

呈负相关
。

有机磷类不 同品种杀 虫剂 对两种飞虱的毒力差异较大
,

毒力 较高的 久效磷的

值与毒力较低的马拉硫磷的 值相差数十倍
。

关健词 杀虫剂 抗药性 监测 褐飞虱 白背飞虱

水 稻 主 要 害 虫 褐 飞 虱
和 白 背 飞 虱 口

诉 扭 属迁飞性害虫
,

不能在
浙江省安全过冬

,

每年在早稻移栽时开始迁

入
,

一直延续到晚稻成熟期迁出
,

经常爆发

成灾
,

造成严重损失
。

多年以来
,

我国及亚

洲各国对水稻飞虱的主要防治手段是使用化
学农药

。 、

年代开始使用有机氯类的

六六六
、 ,

产生抗药性后换用有机磷

和有机氮类杀虫剂
,

另外
,

菊醋类的二氯苯

醚菊醋
、

嗅氰菊醋也用于防治飞虱 即
。

每

年用药 次
。

据报道
,

两种飞虱已对马

拉 硫 磷 等 多 种 杀 虫 剂 产 生 了 抗
性 〔 一

,

”
,

” 〕 。

为系统了解两种飞虱对药剂

抗性的 发 生发展情况
,

年我 所参 加

主持的有 日本
、

南朝鲜
、

泰国

等东南亚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
“

水稻害虫

抗药性水平监测
”

科研协作网
,

对有机磷
、

年 月 日收到
,

注 本项 目得到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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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氮和菊醋类等 种杀虫剂进行了毒力

测定
。

性最高者为吠喃丹
,

之后依次为西维因
、

久效
磷

、

澳氰菊醋
、

二氯苯醚菊醋
、

氯醚菊醋
、

二

嗦农和杀螟松
。

从 、毒力值分析
,

有机磷类

药剂间的毒力差异较大
,

毒力最高的久效磷和

最低的马拉硫磷相差近百倍
。 、

经过连续 一 年的毒力测定发现
,

白

背飞虱对各种药剂的敏感度均呈下降趋势
,

但不太稳定 图 可能是 由于抗药性形

成是个缓慢过程
,

白背飞虱每年迁入和迁出

某地的数量均有变化
,

在防治地区受当年药

剂的筛选而产生的抗性种群在迁出地较敏感

的种群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从而造成年

度间抗性监测结果的波动
。

二 褐飞虱种群对 种杀虫剂的敏感度

年富阳地区褐飞虱对 种
杀虫剂敏感度测定结果表明 表

,

各年

度褐稻虱对药剂的敏感度顺序为 年
,

吠喃丹 久效磷 西维因 嗅氰菊醋 二
氯 苯 醚 菊 醋 二嗓 农 马 拉硫 磷 杀螟
松 年

,

吠喃丹 西维因 久效磷

嗅氰菊醋 杀螟松 二嗓农 马拉硫磷
二 氯 苯 醚 菊 醋 年

,

吠 喃 丹 久

后是日

忆么习
︷叶比︸入一︶代口曰

材料和方法

一 供试昆虫

白背飞虱和褐飞虱每年 月采 自浙
江省富阳

、

丽水及龙游山区稻田
,

将采回的

成虫和若虫放人养虫室
,

在养虫笼内用水稻

感虫品种 饲养
,

繁殖 一 代
,

选用羽

化后 一 日龄的长翅型雌成虫进行毒力测

定
。

二 供试药剂

二嗦农
、

杀螟松
、

马拉硫磷
、

久效磷
、

吠喃丹
、

西维因
、

澳氰菊醋
、

二

氯苯醚 菊醋 种药剂均 由 提供
。

甲胺 磷 浙 江 菱 湖 农 药 厂 生 产
,

氯醚菊醋 一 上海 中西药

厂生产
,

叶蝉散 浙江省化工研究

所产品
、

杀灭菊醋和 敌敌畏

上海农药厂生产
。

三 测定方法

采用 东南亚 个国家科
研协作网统一标准毒力测定点滴法 闭

。

准

确称取供试药剂纯品
,

用丙酮 重蒸

溶解
,

稀释配成 个系列浓度
,

设一个对

照
,

共 个处理
,

每个处理重复 次
,

每次

头虫
,

每种药剂需试虫 头
。

先将试

虫放人试管 中用 麻醉
,

然后迅速用微
量点滴器准确地将不同浓度的药液分别滴在

试虫前胸背板上
,

每虫滴 川
,

对照滴丙

酮
,

处理后将试虫放入有水稻幼苗 品种

的特制养虫杯 中饲养
,

后观察

死亡率
,

而后用 公式校正死亡率
,

数据输入电子计算机
,

用 程序统计

分析
,

计算 出每种药剂 的毒力回 归方程
,

。、

及 的置信限
。

图 年度 间 白 背 飞 虱对各种药 剂 的敏感度 变化

结果和分析

白背飞虱种群对各种杀虫剂敏感度
一 男 年富阳地区的 白背飞虱对各

种杀虫剂敏感度测定结果表明味
,

白背飞虱

除 对 马 拉 硫 磷 敏 感 度 较 低 外 幻 为

研咫 早
,

对其他几种药剂均较敏感
,

, 范围在 一 咫 早之间
,

其毒

二嗓农 杀螟松

马拉硫磷
,

久效磷

西维因
,

吠喃丹 澳氰菊醋

二氯苯醚菊醋 氯醚菊

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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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白背飞虱对 种杀虫剂敏感度测定结果 浙江富阳

血 恤 妇 叫 加加 ,

药剂名称 年份 , , 回归方程

伽 早 召 早

置信限

叮 】丘七欢 勿七四川

二嗓农

杀螟松

马拉硫磷

久效磷

西维因

吠喃丹

澳氰菊醋

二氯苯醚菊醋

氯醚菊醋 一

,

一

一

二

‘

一

一

一
,

子

刊
“ 名

万

刀

万

,

, ‘

,

一

石

刀

一 乃

一
户

,

一

刀 一

一

刀 一

刀 一

一

一
,

一

刀

乃 一

一

一 乃

一

一 刀

一 乃

一 刀

一

一 乃

一

一

一

一

一 乃

效磷 西维 因 甲胺磷 澳氰菊醋 二嗓

农 氯醚菊醋 二氯苯醚菊醋 杀螟松
马拉硫磷 年

,

吠喃丹 久效磷 西

维因 杀灭菊醋 叶蝉散 嗅氰菊醋 敌

敌畏 二嗓农 杀螟松 二氯苯醚菊醋

马拉硫磷
。

从上述连续四年监测结果可见
,

褐飞虱对二氯苯醚菊醋
、

杀螟松和马拉硫磷

的敏感度较低
,

目前常用药叶蝉散居中
。

有

机磷类不同药剂品种间的毒力差异较大
,

其
中久效磷的毒力最强

,

其次是甲胺磷
、

二嗓
农和杀螟松

,

以马拉硫磷的毒力最低
。

年度

间测定结果有所波动 图
,

原因可能与

白背飞虱相似
。

除马拉硫磷外
,

褐飞虱对其
他各种药剂的敏感度均低于白背飞虱

。

、

年富阳
、

丽水和龙游地区

的褐飞虱种群对 种杀虫剂敏感度测定结

果如表
、

所示
,

年除西维因外
,

富
阳地区褐飞虱对其他 种杀虫剂敏感度均低
于丽水地区

,

年所测龙游地区褐飞虱

种群对 种杀虫剂敏感度均高于富阳地区
。

监测结果与地区用药水平基本相符
。

丽水和

龙游 梧村 地处山区
,

种植单季稻
,

用药

次数及用药量均比双季稻的富阳地区少
,

害
虫所受的选择压小

,

因此害虫种群对药剂表

现稍高的敏感度
。

从 。值分析
,

富阳
、

丽水两地区种群 比值在 一 之

间
,

富阳
、

龙游两地区种群 。 比值在
一 之间

,

差异不大
,

可能来 自同一

迁出地
。

三 两种稻飞虱对菊醋类杀虫剂敏感
度差异

两种稻飞虱对菊醋类杀虫剂的敏感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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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褐飞虱对 种杀虫剂敏感度测定结果 浙江富阳

肠 址 加翻比咖姆 俘
,

药剂名称 知 置信限

印

二嗓农

杀螟松

马拉硫磷 五

久效磷

甲胺磷 叩
敌敌畏

西维因 口

峡喃丹

叶蝉散

澳氰菊醋

二氯苯醚菊醋

氯醚菊醋

杀灭菊醋

一

年份

少

产 早

一

,

拜 早

,

,

回归方程

刃

夕

,

一 夕

二

,

,

斗习

,

一

,

十

“

一

二

,

二

二

二

,

二

一 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乃

异较大 表
、 ,

白背飞虱的敏感度高于

褐飞虱
。

从 年的测定结果看
,

白背飞

虱
、

褐飞虱对澳氰菊醋的 。值分别为
拜 早和 拜 早 对二氯苯醚

菊 醋 分 别 为
,

拜 早和 拼

早 对 氯醚 菊 醋 分 别为 拼 早和
拜 早

。

在我国
,

目前很少用菊醋类

药剂防治水稻害虫
,

就是在 少数地区使用

时
,

也多为兼治两种飞虱
,

所承受的选择压

应是相同的
,

产生较大的敏感度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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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度 间 揭 飞 虱对各 种 药 剂 的歌感及 览化
· ·

二嗓农 杀螟松 马拉硫磷 久效磷 甲胺磷

敌敌畏 西维因 吠喃丹 叶掸散 嗅氰菊

醋 二氯苯醚菊醋 氯醚菊醋 一 杀灭菊醋

还有待进一步监测
。

四 两种飞虱对马拉硫磷等四种药剂
另外

,

测定结果还表明
,

菊醋类药剂对 的抗药性水平

两种飞虱的毒力回归方程的 值较小 图 在毒力测定方法和供试昆虫条件与 日本
,

在 一 之间
,

说明飞虱群 测定两种飞虱基本相同的

体中有较多的抗性个体
,

易产生抗药性
。

情况 下
,

将 年我 们所侧几种药剂的

表 揭飞虱对 种杀虫剂敏感度测定结果比较 富阳
、

丽水
,

晓 叹 场 加 加毗
, ,

药剂名称 地区 , 。

科 早 科 早

回归方程
置信限

富阳

丽水

二嗦农

杀螟松

马拉硫磷

久效磷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富阳

丽水

一

一

二

二 名 石

二 石

二

二

二 乡

二 刀

二

“

‘

二 石

二

二

二

二 刊
”

“

一

一

一 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乃 一

一 刀

刀

刀 一

刀 一 刀

一 刃

甲胺磷 面

西维因 巧

吠喃丹

澳氰菊醋

二 氯苯醚菊醋
刃

氯醚菊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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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褐飞虱对 种杀虫剂敏感度测定结果比较 富阳
,

龙游
,

曲 心 鱿 汕 转
, ,

药剂名称 地区 ” 回归方程 置信限 富阳
拌 早 沈 龙游

二嗓农

杀螟松 灿

旧﹁‘︻月,,

⋯
户

,‘,︼马拉硫磷

久效磷

西维因

吠喃丹

澳氰菊醋

二氯苯醚菊酷

富阳

龙游

富阳

龙游

富阳

龙游

富阳

龙游

富阳

龙游

富阳

龙游

富阳

龙游

富阳

龙游

刀

刀
一

一‘ 早

,

乃

刊

,

乃

二

,

乃

刀 刃

一

忍

一
,

刀

刀 乃

刀

乃

一

一

一

一

。值与 日本 测定的数据进行比

较 表
,

表明 白背飞虱对马拉硫磷和杀

剂量的对数值 卜吸 麟

图 了 三 种拟 除 虫 菊酣 杀 女 剂 对 两 种 飞 虱 的毒 力 回

归 线 夕夕

白背 飞虱 褐 飞虱 澳氰菊醋

白背 飞虱 褐 屹虱

二 氯 苯 醚 菊 醋 白 背 飞 虱

褐飞虱 氯醚菊醋 一

螟松已产生很高抗性
,

其中马拉硫磷的比值
最高

,

为 】 倍
,

杀螟松为 倍
,

而褐稻虱 比值较低
,

最高的是马拉硫磷为

倍
,

杀螟松和二嗓农的抗性比值分别

为 和 褐稻虱对西维因的抗性 比

值为 倍
,

高于白背飞虱的 倍
。

讨 论

一 两种飞虱的抗药性发展问题
几 卜年来

,

世界各国对褐飞虱和白背飞
虱长期采用大规模的化学防治 〔’的 ,

继有机

氯类的六六六
、

之后
,

有机磷类杀虫

剂成为主要品种
,

经连续 年的抗性监测及

通过与 日本 测定的结果 比

较发现
,

白背飞虱种群对有机磷农药产生抗性
的速率远大于褐飞虱

。

对褐飞虱种群抗性发展

缓慢现象
,

在我国和亚洲一些 国家均有报
道 ⑤

,

一般认为褐飞虱是迁飞害虫
,

其迁出

地用药少或不用药
,

在抗性形成过程中存在稀

释作用而导致抗药性发展缓慢
。

白背飞虱也是
迁飞害虫

,

并且常与褐飞虱并发 印
,

同时防

治
,

但其抗性发展速率高于褐飞虱
。

两种飞虱

这种明显抗性差异的在原因有待研究
。

二 防治两种飞虱的药剂选择

二三﹄产︶怡

辞已﹄仁淑矛矛参
漪漪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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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和 日本白背飞虱
、

褐飞虱种群对药剂的敏感度比较

卜 , 七

白背飞虱 褐稻虱

杀虫剂 中国富阳 日本富冈丈 中国富阳 日本福冈
,

址
, , ,

了 召 早 料 早 犯 拜 早 扭 早

丘屯认马拉硫磷

杀螟松

二嗓农

西维因 巧 刀

中国富阳飞虱种群 日本福冈飞虱种群
, , , ,

褐飞虱和白背飞虱的防治最初是使用六六六

和甲 乙 六粉
,

因产生抗药性
,

被马拉硫
磷

、

杀螟松等农药取代
。

据国内外报道和我

们的测定结果证实
,

浙江省两种飞虱对马拉

硫磷和杀螟松产生了较高抗性
,

若继续使
用

,

将会再度提高用药量
,

增加施药次数
,

造成恶性循环
,

最好暂停使用
。

甲胺磷
、

久

效磷及氨基 甲酸醋类的叶蝉散
、

西维因和吠

喃丹等对两种飞虱有较高毒力
,

但对人畜高

毒
,

应注意安全合理使用
。

拟除虫菊醋类杀虫剂在我国很少用于防

治水稻害虫
,

根据我们的监测结果
,

除褐飞

虱对二氯苯醚菊醋的敏感度稍低外
,

两种飞

虱对菊醋类药剂均敏感
,

但其毒力回归方程
的 值较小

,

说明群体异质性大
,

个体间

毒力反应多不相同
,

群体 中含有较多抗性个
体

,

容易产生抗药性 印
。

而菊醋类药剂对

蜘蛛等稻田天敌毒力较大
,

其亚致死中量对

稻飞虱生殖力有刺激增强作用
,

可引起明显
的再猖撅现象 川

,

因此应慎重使用
。

谢 辞 浙江农业大学实习生施海平
、

周巨伟参加部分工作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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