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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吡虫啉对白背飞虱取食的抑制作用可以用蜜露分泌量的减少和体重的减轻来衡量 ∀吡虫啉处

理后 o白背飞虱蜜露分泌量的减少比率随浓度的加大而上升 o随处理后时间的推移首先表现为上升 o到

达最大值后再下降 o最高浓度 s qsuxs °ªΠ®ª处理 o蜜露分泌量减少最显著的第 y §o减少比率为xz qu{ h ∀

与对照相比 o吡虫啉处理后 o白背飞虱体重的变化随浓度上升而加大 o随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持续上升 o最

高浓度 s qsuxs °ªΠ®ª处理时 o第 { §的体重减轻比率为 vy qsv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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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飞虱自 us世纪 xs年代以来逐步发展成

为水稻的主要害虫 ozs年代末期前主要以褐飞

虱的危害为主≈t  ∀us世纪 zs年代末期 o由于广

大稻区大面积推广种植抗褐飞虱而不抗白背飞

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k�²µ√¤·«l的 �� 系统和杂交

稻品种 o白背飞虱种群数量逐年上升 o成为水稻

的重要害虫≈u  ∀长期以来 o白背飞虱的防治主

要以化学防治为主 o长期的药剂选择压力导致

白背飞虱对杀虫剂的敏感性下降 o对部分杀虫

剂还产生了极高抗的水平≈v ∗ {  ∀us世纪 |s年

代以来 o氯化烟碱类杀虫剂吡虫啉由于对稻飞

虱具有卓越的控制作用 o成为目前使用最多的

防治药剂≈|  ∀有报道认为吡虫啉对某些害虫不

仅有很好的直接杀伤作用 o还有很好的抑制取

食作用≈ts ∗ tu  ∀如果吡虫啉也可以抑制白背飞

虱的取食 o那就可以减少吡虫啉在害虫防治中

的用量 o减少白背飞虱对其产生抗性的风险 o延

长吡虫啉的使用寿命 o为此 o本文对吡虫啉对白

背飞虱取食的抑制作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昆虫

供试褐飞虱于 usss年 z月采集于南京市

江浦县杂交稻田 o在室内饲养繁殖 ∀饲养条件

为 }温度kux ? tl ε o光照周期 ty�Β{⁄o相对湿

度 zs h ∗ {s h ∀

1 .2  供试药剂

|z h吡虫啉k红太阳集团l o经 ×µ¬·²± ÷2tss

k分析纯 o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l乳化后 o

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水溶液 ∀

1 .3  药剂处理及蜜露分泌量 !体重测定方法

将一定数量无土培育秧苗的根部浸渍在一

定浓度的吡虫啉水溶液中 otu «后 o取出秧苗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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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清洗根部 ∀然后将秧苗放入饲养笼 o并接入

一定数量饥饿了 u «的 u龄白背飞虱 ouw «后仍

然存活的试虫移到没有经农药处理的新鲜稻苗

上饲养 o并用蜡膜小袋法和称量体重的方法测

定试虫蜜露分泌量和体重变化 o并与经清水处

理的对照比较 o以确定蜜露分泌量和体重与对

照的差异 o从而确定试虫取食量的变化 ∀每个

浓度k包括对照l设 v个重复 o每个重复处理试

虫 tss头 ∀蜜露分泌量和体重与对照的差异用

与对照k·«̈ ¦²±·µ²̄ o ≤�l的百分比kµ¤·¬²·²·«̈

¦²±·µ²̄ o � ≤l表示 }

� ≤ k h l � ≈k对照值 p处理值lΠ对照值 

≅ tss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吡虫啉对白背飞虱蜜露分泌量的影响

从表 t可以看出 o同对照相比 o不同浓度的

吡虫啉处理白背飞虱 o在不同时间里白背飞虱

的蜜露分泌量都有减少的趋势 o但蜜露分泌量

的变化因处理浓度和处理后时间的不同而存在

很大的差异 ∀在同一浓度处理中 o随着处理后

时间的推移 o� ≤ 值开始表现为增大 o达到最大

值k第 y §l后 o再表现为减小 o如浓度为 s qssux

°ªΠ®ªo处理后 t ∗ { §的 � ≤ 值分别为w qst h o

z qw{ h otu qss h otw qzs h otv quy h ou| qxt h o

tw qt{ h和 { qz| h ∀在处理后的同一时间 o随着

浓度的上升 o蜜露分泌量减少 o� ≤上升 o如处理

后的第 v §o随浓度上升的 � ≤值分别为z qts h o

tu qss h out qzy h ovt qyx h和v{ qvy h ∀

2 .2  吡虫啉对白背飞虱蜜露分泌量的影响

从表 u可以看出 o吡虫啉不同浓度处理后

白背飞虱体重都有下降的趋势 ∀体重的变化随

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大 o如当浓度为 s qssux

°ªΠ®ª时 o第 u ox o{ §的 � ≤ 值分别为 w q|w h o

ts qzw h和 ty qt| h ∀体重的变化随浓度的上升

而不断增加 o如第 v §的 � ≤ 值分别为w qw{ h o

z qwy h o| qzs h otz qty h和 t| qws h ∀不同浓度

处理之间的差异因处理后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很

大 o处理后 t ∗ u §o各浓度之间差异不显著 ~随

着时间的推移 o不同浓度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o与

对照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o� ≤值一直上升 ∀对比

s qssts °ªΠ®ª和 s qstss °ªΠ®ª这 u个浓度 o第 u

§的 � ≤ 值分别为 u qwz h 和 { qyw h o差值为

y qtz h ~第 x §的 � ≤ 值分别为 { qsx h 和

uv qw| h o差值为 tx qww h ~而第 { §的 � ≤ 值分

别为ts q|v h和 u| qtx h o差值达到 t{ quu h ∀

3  讨论

吡虫啉对稻飞虱有十分良好的效果 o使它

很快上升为稻飞虱防治的当家品种 ∀由于目前

已经监测到几种害虫对吡虫啉产生了一定程度

的抗性≈tv ∗ tx 
o所以 o如果在防治白背飞虱过程

中不能合理使用吡虫啉 o同样存在抗药性产生

的可能性 ∀大量研究表明吡虫啉对部分害虫有

很好的抑食作用 o如果吡虫啉对白背飞虱也具

             表 1  吡虫啉处理后白背飞虱蜜露分泌量的变化     k单位 }°ªΠ®ªl

处理后天数 k§l 对照 s qssts s qssux s qssxs s qstss s qsuxs

t { qxtw ? s qxuz { qvy| ? s qyvv { qtzv ? s qwxu z q|uz ? s qzwt z qxxu ? s qx|w y q|tx ? s qysx

u { q|uy ? s qwv{ { qwzz ? s qwsy { qux{ ? s qv|t { qtsy ? s q{t{ z qzy| ? s qx|u z qu|z ? s q|tz

v tw qvvz ? s q|zx tv qvt| ? t qvvu tu qytz ? t qssw tt qutz ? t qxtu | q{ss ? s q{vy { q{vz ? t qtwy

w tw q{u{ ? t qszv tv qvwx ? t qtw{ tu qyw{ ? t quxz tt qzww ? t qwuy ts quyt ? t qsxv { qusw ? s q|vw

x tx qvxy ? s q|xu tv qy|{ ? t qtvt tv qvus ? s q|wv tu qtsy ? t qtyx tt qtvx ? s q|ss { qztz ? t qsux

y uu qzyx ? t qzxz t| qstz ? t q|{u ty qswz ? t qx|w tw qxuw ? u qswu tu qzsy ? t q{xx | qzuy ? t qyww

z uv q|sw ? t qxsv uu q{sw ? u qsww us qxtx ? t q{yt t{ q|sw ? t qz|s tz qtu{ ? u qsst tx qvvt ? u quzy

{ uw qxtu ? t qvvv uv qztt ? t q{{w uu qvxz ? u qtxx ut qswv ? t qxu| us qtww ? u qvyz t{ qzxy ? t q{vx

   注 }表格中测定值的单位均为 °ªk下表同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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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吡虫啉处理后白背飞虱的变化           k单位 }°ªΠ®ªl

处理后天数k§l 对照 s qssts s qssux s qssxs s qstss s qsuxs

t s qzvt ? s qsut s qzt| ? s qsvy s qzuu ? s qsu| s qzs{ ? s qswz s qzsy ? s qsys s qy{{ ? s qsxt

u s q{tv ? s qstz s qz{{ ? s qswt s qzy| ? s qsvu s qzys ? s qsv| s qzwu ? s qsxw s qzvz ? s qsxx

v t qvv{ ? s qsvx t qu{s ? s qszs t quws ? s qsxv t qus| ? s qsyt t qts| ? s qszw t qsz{ ? s qsy|

w t qwsz ? s qsww t qvus ? s qsyu t quy{ ? s qsz| t quus ? s qs{v t qtuv ? s qsy{ t qtst ? s qszw

x t qw|s ? s qsv| t qvzv ? s qszx t qvvu ? s qs|t t quxs ? s qszy t qtys ? s qs{t t qtwu ? s qs|s

y u qt|z ? s qsyv t q|{y ? s qtsv t q|tu ? s qtuz t qzzz ? s qs|y t qx{{ ? s qttw t qwy| ? s qtvt

z u qwuv ? s qsxz u qt{u ? s qtwt u qszs ? s qtzu t q{|x ? s qtus t qzt{ ? s qtvz t qxy| ? s qtxv

{ u qwyy ? s qs{t u qusw ? s qtvs u qsy| ? s qtx{ t q|tz ? s qt|v t qzxu ? s qtzy t qx{u ? s qt{{

有抑食作用的话 o那通过对这一特性的利用 o可

以减少吡虫啉的用量 o同时结合其它的措施 o就

可以很好地减缓或防止白背飞虱对吡虫啉抗性

的产生 ∀

作者的研究发现 o同吡虫啉对其它许多害

虫存在抑食作用一样 o吡虫啉对白背飞虱也有

很强的抑食作用 ∀抑食作用可以通过白背飞虱

经吡虫啉处理后蜜露分泌量和体重与对照的差

异来体现 ∀从蜜露分泌量的角度来看 o随着时

间的推移 o其 � ≤值首先表现为不断地上升 o说

明吡虫啉对白背飞虱在一定时间内具有很好的

抑食作用 ~但 � ≤最大值后的下降 o说明这种抑

食作用并不是不断持续的 o这可能是因为白背

飞虱经过一定时间的恢复后 o吡虫啉对其的抑

制取食效果下降 o这种抑制效果的下降最终可

能导致白背飞虱取食的完全恢复 ∀但是经过一

定时间的取食抑制 o不仅减轻了白背飞虱的直

接刺吸危害 o而且可能对其后期的生长发育 !繁

殖及后代的生存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o从而减少

了整个种群数量 ∀从体重变化的角度来看 o� ≤

值没有出现蜜露分泌量那样的先上升后下降的

变化趋势 o而是持续上升 o这可能是抑制取食作

用要体现在体重变化上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

以 o虽然在实验观察的 { §中没有出现与蜜露

分泌量相同的变化趋势 o但体重 � ≤值在 { §后

的某个时刻也可能会达到最大值 o然后再下降 o

因为取食量k蜜露分泌量l的减少最终都会体现

在体重的变化上 ∀

由于吡虫啉可以抑制白背飞虱的取食 o在

防治中就可以使用较小的剂量 o因为有一部分

控制效果可以通过抑制取食来达到 o这样就可

以减少吡虫啉的用量 o减缓对白背飞虱的药剂

选择压 o减轻白背飞虱抗性产生的风险和延长

吡虫啉的使用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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