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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蚜酮与异丙威复配对褐飞虱的增效作用和田间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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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室内生测结果表明：吡蚜酮与异丙威质量比为1﹕2，对褐飞虱3龄若虫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其LC50值

为11.01 mg/L，共毒系数为166.65，表现出明显的增效作用；按此配比加工成30%吡蚜·异丙威WP(有效

成分：吡蚜酮10%、异丙威20%)。 田间防治结果表明：该混剂对褐飞虱表现出良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 药后3 d，

30%吡蚜·异丙威WP 450~600 g/hm
2
对褐飞虱若虫的防治效果为90.83%~94.94%，药后21 d，30%吡蚜·异

丙威WP 450~600 g / h m
2
对褐飞虱若虫的防治效果仍有87.60% ~89.32%，均好于对照药剂吡蚜酮、异丙威

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 从防效和经济的角度考虑，30%吡蚜·异丙威WP推荐剂量为450 g/hm
2
，防治适期宜

在褐飞虱若虫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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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技术

Abstract: The result of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showed that the LC50 and co-toxicity coeffi cient(CTC) of the mixture of 
pymetrozine and isoprocarb at the ratio of 1:2, which had excellent effect against the 3 th larval stage of Nilaparvata 
lugens, were 11.01 mg/L and 166.65, respectively. The mixture indicated addition effect, obviously. The results of fi eld 
trials of pymetrozine and isoprocarb 30% WP which content pymetrozine and isoprocarb at the ratio of 1:2, showed that 
the mixture reagent had favorable quick-acting and persistent effects. The effect of pymetrozine and isoprocarb 30% WP at 
the dose of 450-600 g/ha was 90.83-94.94% after 3 days, and was still 87.60-89.32% after 21 days, which were all much 
better than pymetrozine or isoprocarb. So pymetrozine and isoprocarb 30% WP at the dose of 450 g/ha is recommended 
for controlling Nilaparvata lu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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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飞虱(Nilaparvta lugens)是水稻生长期重要害虫

之一
[1]
，在条件适宜时，其种群常迅速增长，极易引起水

稻“冒穿”。 化学药剂是控制褐飞虱种群最有效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噻嗪酮、吡虫啉、氟虫腈、醚菊酯等

复配剂在水稻生产中控制稻飞虱发挥重要的作用
[2-7]

，近

年来在褐飞虱大发生情况下，吡虫啉常规用量的2~4倍，防

治效果仅30%~50%，稻飞虱如何有效的控制，已成为水

稻高产、稳产的瓶颈之一
[8-9]

。 吡蚜酮与异丙威复配剂是

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科所研制开发的复配农药新品种

(专利申请号：200710022838.0)，2008年将30%吡蚜·异

丙威WP(有效成分：吡蚜酮10%、异丙威20%)用于水稻

防治褐飞虱试验，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30%吡蚜·异丙威WP(江苏绿盾植保农药实验有限公

司提供)，25%吡蚜酮WP(安邦农化有限公司产品)，25%噻

嗪酮WP(江苏绿盾植保农药实验有限公司产品)，95%吡蚜

酮TC(安邦农化有限公司产品)，96%异丙威TC(江苏常隆化

工有限公司产品)，25%异丙威EC(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

产品)。 

1.2  供试害虫

室内生物测定的褐飞虱系扬州大学园艺植保学院提

供，在室内产卵饲养3代后，用3龄若虫进行测定。 

1.3  试验方法

1.3.1  室内生物测定

药液配制：95%吡蚜酮TC，用DMF和乳化剂曲拉通

X100(0.1%)定溶配成1 000 mg/L母液供测定；95%异丙

威TC，用丙酮溶解，加乳化剂曲拉通X100(0.1%)定溶配成

1 000 mg/L母液供测定；配制10%丙酮+DMF+乳化剂曲拉

通X100(0.1%)母液，使用时以蒸馏水稀释500倍作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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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溶液。 

测定方法：采用浸渍法进行测定
[10]

。 先进行预备试验，

将无虫、卵的稻苗洗净晾干，剪去一些稻根备用。 把配制

好的药液倒入27 cm(长)×7.5 cm(宽)×5 cm(高)玻璃水槽

中，然后将稻苗放入药液中浸泡30 s，取出风干，装入直径

3 cm、长30 cm的试管中，管底放入少量水，每试管接入

3龄若虫20头，每质量浓度重复5次，以配制好的空白对

照溶液处理为对照，放入(27±2) ℃培养室内，72 h后

检查存活虫数，求出死亡率10%和90%的质量浓度。 根

据预备试验结果，将异丙威、吡蚜酮及其复配组合对褐飞

虱死亡率在10%和90%的质量浓度范围内分别稀释成5个

系列质量浓度，试验测定方法同预备试验，计算死亡率和

校正死亡率，用统计软件DPSv 7.05计算LC50值及95%置信

限。 根据孙云沛法计算共毒系数，评价复配药剂合理配

伍的可行性。 

1.3.2  田间试验

试验在镇江农科所试验田进行，供试水稻品种为南

粳44，5月20日旱育秧，6月16日插秧，密度为30万穴/hm
2
,栽

培条件均匀一致。 设置30%吡蚜·异丙威WP 300、450、

600 g/hm
2
，20%异丙威EC 2250 mL/hm

2
，25%吡蚜酮可

湿性粉剂300 g/hm
2
和空白对照共6个处理，随机排列，每

处理重复3次，小区面积50 m
2
，处理间用泥埂相隔，防止田水

串流，确保各药剂试验数据的准确性。 于8月15日褐飞虱若

虫盛期喷药，采用长江-10型喷雾器粗喷雾，按试验设计处

理由低剂量向高剂量依次施药，药液量750 kg/hm
2
，喷药前

和喷药后1、3、7、14、21 d，每小区平行跳跃法取样，每点调

查2穴，共计调查20穴褐飞虱虫口基数，同时检查试验药剂

对作物是否有药害，记载药害的类型和危害程度，以对照

区褐飞虱自然虫口增减率计算防治效果。 

1.4  计算公式

实测药剂的毒力指数ATI：

                 
ATI=

 标准药剂的LC50值 
×100

                           供试药剂的LC50值

混剂的理论毒力指数TTI：

  TTI=(药剂A的毒力指数×药剂A在混剂中的百分含量)+(药

剂B的毒力指数×药剂B在混剂中的百分含量)

      共毒系数(CTC) = 
 混剂的实测毒力指数(ATI)

×100 
                            混剂的理论毒力指数(TTI)

            
减退率(%) =

药前虫口数－药后虫口数
×100

                                            药前虫口数

防治效果(%) = 
防治区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100-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显著性测定采用“DMRT”法进行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生物测定结果

毒力测定结果表明：采用饲料浸渍法进行生物测定，

吡蚜酮、异丙威单剂对褐飞虱3龄若虫的LC50值分别为

28.65、15.54 mg/L，吡蚜酮与异丙威的质量比为1∶1、1∶2、

1∶3、1∶4、1∶5，共毒系数均超过120，表现出明显的增效

作用，以1:2的比例共毒系数166.55为最高，增效作用最

大(见表1)。 

                                   表1  吡蚜酮与异丙威不同配比对水稻褐飞虱的室内活性测定结果                                  (72 h)

 吡蚜酮-异丙威质量比 回归方程(y=) 相关系数(r ) LC50值/(mg · L
-1
) 95%置信限/(mg · L

-1
)  共毒系数(CTC)

 1∶0 1.462 8+2.427 4 x 0.972 0 28.65 24.775 9~33.442 6 -

 0∶1 2.480 6+2.114 7 x 0.997 1 15.54 13.225 8~18.549 7 -

 1∶1 1.758 7+2.591 3 x 0.985 8 17.82 15.384 4~21.170 1 113.08

 1∶2 2.370 8+2.524 1 x 0.987 7 11.01 9.485 5~12.670 6 166.55

 1∶3 2.010 3+2.761 1 x 0.977 6 12.10 10.556 8~13.841 2 145.02

 1∶4 2.383 0+2.517 8 x 0.990 3 10.95 9.431 9~12.608 5 156.21

 1∶5 1.417 0+3.241 6 x 0.993 3 12.74 11.262 3~14.425 5 132.05

2.2  30%吡蚜·异丙威WP 对褐飞虱的控制效果

在褐飞虱若虫高峰期(8月13日)，虫龄结构以3龄为

主，占总数90%以上，采用长江-10型喷雾器集中分批

施药。 试验结果表明(见表2)：药后1 d 30%吡蚜·异丙

威WP 450、600 g/hm
2
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极显著优

于30%吡蚜·异丙威WP 300 g/hm
2
和对照药剂吡蚜酮、

异丙威处理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但对照药剂吡蚜酮、异

丙威处理的防治效果极显著优于30%吡蚜·异丙威WP 

300 g/hm
2
处理；药后3 d，30%吡蚜·异丙威WP 300、450、

600 g/hm
2
三个处理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无显著性差异，

其中30%吡蚜·异丙威WP 300 g/hm
2
的防治效果显著优

于对照药剂吡蚜酮、异丙威处理，30%吡蚜·异丙威WP 

450、600 g/hm
2
的防治效果极显著优于对照药剂；药后7 d，

30%吡蚜·异丙威WP 300、450、600 g/hm
2
三个处理对褐飞

虱的防治效果无显著性差异，其中30%吡蚜·异丙威WP 

300 g/hm
2
的防治效果与对照药剂吡蚜酮处理无显著性差

异，但极显著优于对照药剂异丙威处理；药后14 d，30%吡

蚜·异丙威WP 450、600 g/hm
2
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极显

著优于30%吡蚜·异丙威WP 300 g/hm
2
和对照药剂吡蚜酮、

异丙威处理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但对照药剂吡蚜酮处理

极显著优于对照药剂异丙威处理；药后21 d，30%吡蚜·异

丙威WP 450、600 g/hm
2
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极显著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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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吡蚜·异丙威WP 300 g/hm
2
和对照药剂对褐飞虱的防

治效果，但30%吡蚜·异丙威WP 300 g/hm
2
的防效极显著

好于对照药剂吡蚜酮、异丙威处理的防治效果，且试验期

间各处理药剂对水稻生长无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从防治

效果和经济的角度考虑，30%吡蚜·异丙威WP防治褐飞虱

最佳剂量为450 g/hm
2
。 

　　　　　　　　　　　　　   　表2  30%吡蚜·异丙威WP 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     　　　   　(江苏句容 2008.8-9)

供试药剂
 用量 药前虫量   药后防治效果/%

       (g或mL·hm
-2
) (头/百穴) 1 d 3 d 7 d  14 d 21 d

30%吡蚜·异丙威WP 300 2380 51.52Cc 89.95ABa 87.52Aab 84.22Bb 78.58Bb

 450 2380 76.21Aa 90.83Aa 89.84Aa 91.23Aa 87.60Aa

 600 2890 79.49Aa 94.94Aa 91.15Aa 94.80Aa 89.32Aa

25%吡蚜酮WP 300 3520 63.16Bb 80.80BCb 76.05Ab 80.79Bb 56.18Cc

20%异丙威EC 2250 4070 62.55Bb 74.21Bc 9.18Bc 34.37Cc 41.34Dd

对照(虫口增减率)  3890 +88.95 +330.59 +44.73 +19.79 25.45

注：1)表内数据为3次重复平均数；2)相同小写字母表示5%水平差异不显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5%水平差异显著，相同大写字母表示1%水平差异不显著，不同

大写字母表示1%水平差异显著。 

3  小结与讨论

吡蚜酮是新型杂环类高效选择性杀虫剂，具有低毒、高

效、对环境友好等特点，其作用方式独特，持效期长，但对

害虫击倒性不强
[11]

；异丙威是氨基甲酸基类杀虫剂，具较

强的触杀性，吡蚜酮与异丙威复配是集触杀、高效、长效于

一体化的新型杀虫剂。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以吡蚜酮

与异丙威质量比为1∶2对褐飞虱3龄若虫生物活性LC50值

为11.01 mg/L，共毒系数为166.55，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对水稻褐飞虱具有速效性好、持效

期长，药后3 d，30%吡蚜·异丙威WP 300~600 g/hm
2
对褐飞虱

若虫防治效果为89.95%~94.94%，优于对照药剂吡蚜酮与

异丙威，药后14 d，30%吡蚜·异丙威WP 450~600 g/hm
2
对

褐飞虱若虫的防治效果为91.23%~94.80%，极显著优于对照

药剂吡蚜酮、异丙威对褐飞虱的防治效果，药后21 d，30%吡

蚜·异丙威WP 450~600 g/hm
2
对褐飞虱若虫的防治效果

仍为87.60%~89.32%，表现出较好的长效性，极显著优于

对照药剂吡蚜酮(56.18%)、异丙威(41.34%)对褐飞虱的

防治效果，因此，从防效和经济的角度考虑，30%吡蚜·异丙

威WP推荐剂量为450 g/hm
2
，防治适期宜在褐飞虱若虫高

峰期，喷药时力求均匀周到，用水量不低于750 kg/hm
2
，建议

在水稻生产上大面积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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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全国进口农药量和价值

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我国1—2月累计进口农药量(吨)10 424，价值为(千美元)68 581。 其中1月份进口农药量(吨)4 086，价值为

(千美元)29 310；2月份进口农药量(吨)6 338，价值为(千美元)39 288。 去年同期进口农药量(吨)计：分别为1月份5 416，2月份8 182；价

值(千美元)计：分别为1月份33 860，2月份54 181。 1月份比去年同期进口量减少24.6%，金额减少13.4%；2月份比去年同期进口量

增加27.4%，金额增加26.6%。 (Z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