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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室内测定了吡虫啉与杀虫单混配对水稻褐飞虱 Νιλαπαρϖαταλυγενσ和二化螟 Χηιλο συππρεσσαλισ的

联合作用 并进行了田间试验 ∀结果表明吡虫啉与杀虫单复配对褐飞虱 !二化螟有相加和增效作用 以

配比 Β ∗ Β 增效作用最好 ∀吡虫啉对二化螟有较高的毒杀作用 以点滴法和稻茎浸渍法测得其致

死中量为 1 Λ 头和 1 Π 分别是杀虫单的 1 倍和 1 倍 ∀田间试验表明 在室内试验

中 ≤×≤ 值较高的配比 Β ∗ Β 的药剂在田间对水稻飞虱和螟虫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防治稻飞虱

的防效在 1 以上 防治二化螟的效果在 1 ∗ 1 之间 防治三化螟的效果在 1 ∗

1 之间 防治稻纵卷叶螟的效果在 1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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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药剂的防治范围是农药混配的主要目

的之一 在一种作物上往往有多种需要同时防

治的靶标生物 使用混配农药可以达到省时 !省

工 !经济而且有效的目的≈ ∀飞虱和螟虫在我

国是危害水稻的主要害虫 飞虱主要有褐飞虱

Νιλαπαρϖαταλυγενσ!白背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φυρχιφερα和

灰飞虱 Λαοδελπηαξ στριατελλυσ 种 均属同翅目飞

虱科害虫 螟虫主要有二化螟 Χηιλο συππρεσσαλισ!

三化螟 Τρψπορψζα ινχερτυλασ 和稻纵卷叶螟

Χναπηαλοχροχισ µεδιναλισ 同属鳞翅目害虫 ∀以上

害虫在我国各主要稻区经常混合发生 依据其

发生时间的相似性 可以使用农药混配制剂达

到一喷多防的目的 ∀

吡虫啉是硝基亚甲基类内吸性杀虫剂 具

有触杀 !胃毒和内吸作用 其作用机理是选择性

抑制昆虫神经系统烟碱乙酰胆碱酯酶受体 阻

断昆虫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传导 造成昆虫神

经系统麻痹后死亡 ∀杀虫单是沙蚕毒素类杀虫

剂 具胃毒 !触杀作用 有内吸性 其作用机理与

吡虫啉类似 但是和吡虫啉可能具有不同的结

##昆虫知识  ≤ ∏ ∞  



合位点 ∀吡虫啉与杀虫单混配对水稻螟虫和飞

虱的防治不仅可以做到一喷多防 而且对飞虱

有一定的增效作用 对螟虫有相加作用 ∀现已

在我国登记的该种类型的产品很多 但产品中

个组分的比例差异大 Β ∗ Β 且使用剂

量也有很大的差别 ∗ Π ∀作

者通过室内毒力测定 并结合湖北 !广东 !四川

等省田间药效试验 进一步明确该混剂的最适

配比 为科学确定药剂的合理配比和使用剂量

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药剂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江苏扬农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 吡虫啉原粉 南京第一农

药厂生产 杀虫单 • ° 湖南金源农药化工

厂生产 ∀

112  试虫

褐飞虱 从江苏金坛市田间采集褐飞虱成

虫 在植有水稻的养虫网内繁殖 代 选其 ∗

龄若虫供测定 ∀二化螟 从江苏金坛市田间

采集稻桩中越冬后幼虫和蛹 在室内饲养 代

后供测定 ∀

113  室内毒力测定方法

褐飞虱 采用稻茎浸渍法 ∀连根挖取健

壮一致的孕穗中期的稻株 洗净 剪成 长

的连根稻茎 于阴凉处晾至表面无水痕 备用 ∀

将待测药剂 吡虫啉用的是 可湿性粉剂

稀释 ∗ 个浓度 含 1 × ÷2 以

1 × ÷2 为对照 把备好的稻茎分别置

于不同浓度的药液中浸泡 ≈ 取出后稍晾

干 以用清水浸湿的脱脂棉球包住根部 放入指

形管 高 ≅直径 挑选标准一致的

龄若虫 放入指形管中 每管 头 剔除机械损

伤的个体 补足 头 上端用湿海绵封口 ∀每

个浓度重复 次 共 头 ∀接虫后的指形管放

入温度为 ? ε 光照周期为 Β⁄ Β

的恒温培养箱中 ∀分别于处理后 和

检查死亡虫数 ∀

二化螟 采用稻茎浸渍接虫法和毛细管

点滴法 ∀稻茎浸渍接虫法 ∀药剂的稀释和稻茎

的准备 !浸泡与褐飞虱试验一致 将晾干的浸药

稻茎适量置于普通培养皿内 接入 ∗ 龄二化

螟幼虫 头 每处理重复 次 共 头试虫 ∀

接虫后的培养皿置于上述的恒温培养箱内培

养 ∀分别于处理后 剥茎检查死亡虫数 以

毛笔触虫体 不作任何反应为死亡 毛细管点滴

法 ∀准确称取 电子天平 精密度 1 所需

药量于容量瓶中 加溶剂 吡虫啉用二甲亚砜和

丙酮 Β 混液 杀虫单用丙酮和水 Β 混液 吡

虫啉与杀虫单混配剂用二甲亚砜 !丙酮和水 Β

Β 混液 以上比例均为体积比 至刻线 溶解

后作为母液存放于冰箱 ε 中备用 ∀处理前

分别用相应溶剂按等比稀释成系列浓度 用容

积为 1 Λ 的毛细点滴器将药液滴于幼虫胸

部背面 每浓度点滴 头 重复 次 共 头

以点滴溶剂作为空白对照 ∀点滴后的试虫喂饲

人工饲料 ∀于处理后 检查试虫死亡情况

死亡标准同上 ∀

114  统计分析

以 ƒ
≈ 机率分析法计算出单剂和不同

组配的 ≤ 值 混配剂共毒系数 ≤×≤ 按 ≥∏ 和
≈ 介绍的方法计算 ∀ ≤×≤ 值在 时

为增效作用 左右为相加作用 为拮

抗作用 ∀

115  田间试验

试验地点及靶标生物 湖北省江北农

场 稻纵卷叶螟 !二化螟 !三化螟 !稻飞虱 以白

背飞虱为主 兼有灰飞虱和褐飞虱 ∀四川省叙

永县 !单棱县 稻纵卷叶螟 !二化螟 !三化螟 !稻

飞虱 以白背飞虱为主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

县 稻纵卷叶螟 !三化螟 !稻飞虱 以褐飞虱为

主 兼有灰飞虱和白背飞虱 ∀

供试药剂及剂量 见表

试验方法 每处理设 次重复 小区采

用随机区组排列 小区面积 ∗ 采用喷

孔为 1 的工农 型手动喷雾器进行喷

雾 药液喷洒均匀 ∀调查 !记录和结果分析等方

法按照 × 1 2 ! × 1 2

和 × 1 2 等相关标准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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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百分含量吡虫啉( )与

杀虫单( )田间混配试验

供试吡虫林

百分含量
配比 生产厂家

Β 广西易多收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Β 浙江桐庐汇丰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Β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Β 广西大学农用化工厂

Β 江苏农学院江都农药厂

  注 使用剂量为 有效成分 ∀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1  室内配比筛选结果

表 和 显示出吡虫啉与杀虫单配比 Β

∗ Β 对褐飞虱有相加和增效作用 ∀处理后

调查的结果表明两药剂混配以相加作用为

主 以配比为 Β Β 和 Β 的 ≤×≤ 值最

高 分别为 1 1 和 1 但以配比 Β

的毒力最高 其 ≤ 为 1 ∀处理后

调查的结果表明 其配比为 Β 和 Β

时的 ≤×≤值分别为 1 和 1 有明显增效

作用 其余配比均为相加作用 以配比 Β 的毒

力最高 该配比的 ≤ 为 1 ∀

表 2  吡虫啉与杀虫单不同配比对褐飞虱

共毒系数 ≤×≤ 值 = >

药剂名称 配比 ≤ Π ≤×≤

吡虫啉 1
杀虫单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表 3  吡虫啉与杀虫单不同配比对褐飞虱

共毒系数 ≤×≤ 值 = >

药剂名称 配比 ≤ ≤×≤

吡虫啉 1
杀虫单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表 !表 表明 吡虫啉对水稻二化螟有较

高的毒杀作用 以点滴法测得的 ⁄ 为 1

Λ 头 活性是杀虫单的 1 倍 以稻茎浸渍

法处理测得的 ≤ 为 1 是杀虫单的

1 倍 ∀吡虫啉与杀虫单混配 Β ∗ Β

对水稻二化螟以相加作用为主 有一定增效作

用 ∀用点滴法测定的结果是两药剂混配的 个

配比均表现为相加作用 以配比 Β 的毒力最

高 其 ⁄ 为 1 Λ 头 以稻茎浸渍法测定

的结果表明配比为 Β ∗ Β 时 对水稻二化

螟有增效作用 其余配比为相加作用 以配比

Β 的毒力最高 其 ≤ 为 1 ∀

表 4  吡虫啉与杀虫单不同配比对二化螟

共毒系数 ≤×≤值 =点滴法>

药剂名称 配比 ≤ ≤×≤

吡虫啉 1

杀虫单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表 5  吡虫啉与杀虫单不同配比对二化螟共

毒系数 ≤×≤值 =稻茎浸渍法>

药剂名称 配比 ≤ ≤×≤

吡虫啉 1

杀虫单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Β 1 1

212  田间试验结果分析

表 表明 Β ∗ Β 各配比对水稻飞虱

和螟虫均有较好的田间防治效果 ∀防治稻飞

虱 广东 !湖北 !四川三地药后 的防效均在

1 以上 且各配比间无显著性差异 ∀防治

二化螟 湖北的防效在 1 ∗ 1 之间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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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间无显著性差异 四川的防效在 1 ∗

1 之间 配比为 Β 的防效显著高于其

他配比的防效 ∀防治三化螟 湖北的防效在

1 ∗ 1 之间 各配比间无显著性差异

四川的防效在 1 ∗ 1 之间 配比为

Β 和 Β 的防效显著高于其他配比 广东的

防效在 1 ∗ 1 之间 以配比为 Β

的防效最好 显著高于其他配比 ∀防治稻纵卷

叶螟 湖北的防效在 1 ∗ 1 之间 四川

的防效在 1 以上 广东的防效在 1

∗ 1 之间 三地各配比间均无显著性差

异 ∀  

表 6  湖北 !四川 !广东三省田间试验结果

试验地点
供试药剂

百分含量 • °
配比

校正虫口减退率

稻飞虱 二化螟 三化螟 稻纵卷叶螟

广东 Β 1 1 1 1

Β 1 1 1 1

Β 1 1 1 1

Β 1 1 1 1

Β 1 1 1 1

四川 Β 1 1 1 1

Β 1 1 1 1 1

Β 1 1 1 1 1

Β 1 1 1 1 1

Β 1 1 1 1 1

湖北 Β 1 1 1 1

Β 1 1 1 1 1

Β 1 1 1 1 1

Β 1 1 1 1 1

Β 1 1 1 1 1

3  讨论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 吡虫啉与杀虫单

混配 试验所测试的各配比均对稻飞虱和二化

螟具有相加作用和增效作用 但以 Β ∗ Β

的配比为最适配比 ∀在试验方法相同的情况

下 具内吸性的杀虫剂对刺吸式口器的害虫 褐

飞虱 的相对毒力指数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而

提高 即处理 后 吡虫啉与杀虫单对稻飞

虱的相对毒力指数为 1 处理 后两者

对稻飞虱的相对毒力指数达 1 倍 ∀吡虫啉

对水稻二化螟有较高的毒杀作用 以点滴法测

得吡虫啉与杀虫单对二化螟的相对毒力指数为

1 以稻茎浸渍法测得相对毒力指数为 1

倍 ∀吡虫啉对二化螟的毒杀作用以触杀作用为

主 胃毒作用次之 ∀以点滴法和稻茎浸渍法

种方法测定吡虫啉与杀虫单混配对水稻二化螟

的毒力作用及增效作用趋势一致 ∀

吡虫啉与杀虫单混配防治以褐飞虱为主的

水稻田飞虱时的速效性较差 对防治以白背飞

虱为主的水稻田飞虱时的速效性较好 ∀吡虫啉

与杀虫单混配防治稻飞虱的持效期较长 各试

验点药后 的防效仍在 以上 防治稻纵

卷叶螟效果较好 各配比间无显著性差异 防治

二化螟和三化螟 各配比间有差异 且 个试验

点的防效也有一定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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