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农业学报Acta Agriculturae Zhejiangensis 21(3)：288～292，2009 

喜树碱对稻飞虱、二化螟和蚜虫的杀虫作用评价 

童森淼 ，王品维 ，孙逸钊 ，张立钦 ，，马建义 ，盛仙俏 
( 浙江林学院 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浙江金华市植物保护站，浙江 金华 321000) 

摘 要：以喜树碱为活性成份，筛选新生物源杀虫剂。室内生物测定结果表明：0．2％的喜树碱乳油对甘蓝蚜 

虫、水稻稻飞虱和二化螟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其ECho和ECho分别为0．1～0．6 rn吕／L和0．4～5．0Ⅱ L，其对3种 

靶标害虫的活性大小依次为：水稻稻飞虱>甘蓝蚜虫>水稻二化螟。田间试验发现，0．2％的喜树碱乳油对 

蚜虫和稻飞虱的最大防效达到70％～95％，对照药剂 10％蚜虱净的最大防效为63％一98％，两者无显著差 

异；O．2％的喜树碱乳油对水稻二化螟的保苗效果和防效分别为85％和88％，同时5％锐劲特的保苗效果和 

防效分别为93％和95％两者无显著差异。因此，喜树碱是具有较高活性的新生物源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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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sectiddal Effect of Camptothecin against Nitapa,vata Lugens，Brevicoryne Brassi． 

cae and Chilosuppressalis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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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1he insecticidal effect of cmn~othecin against Nilaparvata ge珊 ，Brevicoryne Brassicae and Chilosuppres~alis 

Walker was carried out underlaberatory andfield tests．A bioassay showedthat0．2％ camptotbecin has strong contacttoxi- 

city，with LC50 andIC90valuesofO．1—0．6mg’L一 and0．4—5．0 n1g‘L一 ，respectively．The descending order ofacfiv- 

ity懈 ：Nilaparvatalugens> Brevicoryne brassicae > CA洳 suppressalis．Fieldtests showed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B． 

brassieae and N．1ugens were between7O％ and95％ ，which Were not signiticandy differentfromthe 10％ imidaclopridWP 

conilDl values of 63％ and 98％ ．The survival and susceptibility of C．suppressalis Were 85％ and 88％ ，respectively， 

which眦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5％ Regent SC control values
．

of 93％ and 95％ ．respectively．Th e results 

showed  that camptotheein has strong insecticidal activity against above three agricultural pests． 

Key w哪凼 ：camptotheein；N／／aparvam lugens；Chilosuppressalis walker；Brevworyne brassicae；new natural insecticide 

植物源杀虫剂的研制是现代农药研究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1_31。喜树碱是一种吡咯喹啉 

类生物碱，主要来源于我国特有的，分布于长江 

流域及西南各省的珙桐科落叶乔木喜树。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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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Monroe E．Wall博士等首次从喜树中分离 

出喜树碱(Camptothecin，CPT)【4J，研究证明这种生 

物碱具有抗癌活性 5。20世纪 80年代以来，有 

关喜树碱的研究取得一系列进展[6-8]，并逐步被 

应用于植物源杀虫剂的研发[7,8]。本研究以喜树 

碱为活性成份，进行农用杀虫剂的开发研究，并 

成功筛选出3个靶标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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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95％喜树碱原粉购自四川省锶全天然产物 

有限公司，溶解于 N，N一二甲基甲酰胺(DMF)中并 

加入少量乳化剂 OP-IO，配置成 0．2％的喜树碱乳 

油；10％蚜虱净 we(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市售)；5％锐劲特 sc(拜耳杭州作物科学有 

限公司生产，市售)。 

1．2 供试靶标害虫 

稻 飞 虱 (Nilaparvata lugens)， 二 化 螟 

(Chilosuppressalis walker)， 蚜 虫 (Brevicoryne 

brassicae)，均由浙江省化工研究院国家南方农药 

创制中心提供。 

1．3 生物活性测定方法 

1．3．1 室 内测定 

测定方法为温室盆栽法，调控温度 26 

28℃，箱内相对湿度95％，接种后黑暗培养 16 h， 

而后进行光暗交替处理(光照／黑暗为 12／12 h)。 

采用 ASP-1098自动喷雾装置定量喷施供试药剂， 

喷雾机设置状态：压力，40 Lb／in2，喷头孔径，0．5 

1TI1TI。每天进行一次观察，记录作物生长及昆虫死 

亡情况，分析计算回归方程，统计LCso和LCgo，对 

药剂活性进行评价【 。 

1．3．2 田间试验 

1．3．2．1 防治甘蓝蚜虫 

供试作物甘蓝(京丰 1号)，试验在兰溪市永 

昌街道办事处柏黄村进行，试验地土质为沙壤 

土，pH=5．8，有机质含量 2．95％，肥力中等，甘蓝 

长势均衡，试验前 20 d未用任何杀虫剂，少量菜 

青虫用人工捕捉的办法控制。试验设置 6个处 

理，分别为 0．2％ CPT EC 4 000，2 000，1 000，500 

倍，对照药剂 10％蚜虱净 WP 3000倍，清水对照。 

每处理重复 3次，共 18个小区，小区面积为 l0 

m2，采用随机区组排列，四周设保护行。采用工 

农．16型手动喷雾器细喷雾喷施农药，每 667 m2 

用药量 50 ，分别于喷药前和喷药后 1，3，7，11 d 

取样，每区5点，每点 5株，每点选定有虫叶2片， 

调查叶片上的蚜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校正防 

效。试验后观察施药对甘蓝生长的安全性。 

1．3．2．2 防治水稻稻虱 

供试作物单季晚稻(D优 527)，防治对象为 

水稻稻虱(白背稻虱、褐稻虱、灰稻虱)，试验在浙 

江省兰溪市永昌街道办事处柏黄村进行 ，试验地 

土质为沙壤土，pH=5．8，有机质含量 2．95％，肥 

力中等，水稻长势 良好，试验前 20 d未用任何杀 

虫剂【13]。试验设定 6个处理 (同上)，重复 3次， 

小区面积为 30 m2。喷施农药前平均每丛有虫 15 

只左右，l一2龄为主。采用工农．16型手动喷雾 

器粗喷雾喷施农药，每 667 m2用药液量 5O kg，分 

别于喷药前和喷药后 1，5，15 d取样，每小区直线 

跳跃取样拍查 20丛，记录稻虱总虫数，计算虫口 

减退率、校正防效。观察施药对水稻生长的安全 

性。 

1．3．2．3 防治水稻二化螟 

试验作物为杂交晚稻(--优培九)；防治对象 

为水稻三代二化螟(尾峰)；试验在兰溪市永昌镇 

柏黄村进行。试验设 6个处理 (同上)，对照药剂 

5％锐劲特 SC 35 mL／667m2及空白清水对照。3 

次重复，计 l8个小区，小区面积 20 m2，区组随机 

排列，四周设保护行；试验地土质为沙壤土，pH 

值 6．2，有机质含量 2．95％，肥力中等，2006年 5 

月 26日播种，6月 18 13移栽，试验田肥力均匀， 

稻苗长势平衡 ，试验前 20 d未用任何杀虫剂；试 

验于 8月 31 13第一次用药，此时田间为三代二化 

螟(尾峰)卵孵高峰，田间有少量上代高龄幼虫存 

在。药后 7 d目测田间仍有成虫存在，故当天第 

二次施药。施药采用工农一16型手动喷雾器粗喷 

雾，折每 667 m2用药液量 37．5 k。试验于 9月 

30日收获前 7 d，每小区直线平行跳跃 lO点取 

样，每点 2丛，共调查 20丛，记载调查株数、为害 

株数、计算为害率、保苗效果，并剥查记录活虫 

数，计算活虫防效，并进行新复极差(DMRT)显著 

性分析。目测对水稻生长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试验 

室内试验的结果表明，0．2％ CPT EC对甘蓝 

蚜虫、水稻稻飞虱和二化螟有较高的生物活性， 

其 LC50和 Lcl蚰均在(0．1～0．6)mg／L和(0．4— 

5．0)mg／L的范围内(表 1)，其中，对 3种靶标害 

虫的活性大小为：水稻稻飞虱>甘蓝蚜虫 >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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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y和 分别代表校正死亡率和药剂的有效浓度。 

二化螟 。 

2．2 田间试验 

2．2 1 对蚜虫的效果 

药后 1 d，0．2％ CPTEC 500～4000倍校正防 

效为 17％～49％，10％蚜虱净 WP 3 O00倍校正防 

效为82％(表 2)。经显著性分析，10％蚜虱净 WP 

3 000倍显著优于4个0．2％cerEC处理，4个处 

理间均有显著差异，高浓度防效优于低浓度。药 

后 3 d,0．2％ CFI?EC 500 4 000倍校正防效分别 

为 33％～72％，10％蚜虱净 WP 3 O00倍校正防效 

为98％O经显著性分析，除 0．2％ cPr EC 1 000 

倍，500倍之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余结果同药后 1 

d。药后 7 d，除 0．2％ CFI?EC 4 O00 倍防效下降 

表2 O．2％ cPr EC防治甘蓝蚜虫的田间药效 

Table2 Fieldt~sts of0．2％ a叩 EC againstB．brassicae 

外，其余药剂处理防效均达到高峰。0．2％ CFr 

EC 500～4 000倍校正防效为 24％～95％，10％蚜 

虱净WP 3 000倍校正防效为98％。经显著性分 

析，除0．2％ CPT EC 500倍和 10％蚜虱净 WP 

3 00o倍之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余结果同药后 1 d。 

药后 11 d，除 10％蚜虱净we,3 000倍防效保持 

外，4个 0．2％ CPT EC防效均迅速下降。0．2％ 

CPT EC 500～4 000 倍校正防效分别为 l％ ～ 

88％，10％蚜虱净 3 000倍校正防效为 99％。 

经显著性分析，除 0．2％ CPT EC 4 00O倍和对照 

之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余结果同药后3 d。 

安全性：药后各调查 日目测，药剂对甘蓝生 

长无任何不良影响。 

1)WP3表示 1O％蚜虱净wP稀释3 ooo~；2)同一列不同行后面没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没有相同大写字母表示 

差异极显著(P<O．o1)。下同。 

2．2．2 对稻飞虱的效果 

药后 1 d，0．2％ CPTEC 500～400O倍校正防 

效为8％～52％，10％蚜虱净 WP 20g／667m2校正 

防效为45％(表3)。经显著性分析，10％蚜虱净 

we 20g／667m2显著差于 0．2％ CPT EC 500倍，优 

于O．2％ cFr EC 2 O00 和 4 000 倍处理，与1 000 

倍无显著差异。药后 5 d，各处理防效均达到高 

峰，0．2％CPT EC 500～4 000倍校正防效为25％ 

～ 69％，10％蚜虱净 WP 20g／667m2校正防效为 

63％。10％蚜虱净 WP20g／667m2显著优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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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 EC 2 000和 4 000倍处理，与 500和 1 000倍 

无显著差异。药后 15 d，各处理防效均迅速下 

降，其中0．2％ CPT EC下降速度快于对照药剂， 

4000倍处理甚至与对照无显著差异性。0．2％ 

CPT EC 500～4 000倍校正防效分别为 3％ ～ 

38％，10％蚜虱净 WP 2Og／667 m2校正 防效为 

44％。显著分析，10％蚜虱净 WP 2Og／667 m2显 

著优于 0．2％ CPT EC四处理。 

表 3 0．2％ cPI’EC防治水稻稻飞虱的田间药效 

Table 3 Field tests of0．2％ a叮 EC against N．1ugens 

2．2．3 对水稻二化螟的效果 

由表 4可见，0．2％ CPT EC 500～4 000倍， 

防效为53％～86％，5％锐劲特SC 35mL／667m2为 

93％，各处理间均有显著差异存在。0．2％ CP-F 

EC 500～4 000倍，活虫防效分别为：52％一88％， 

5％锐劲特 SC 35mL／667m2为 95％，各处理间均 

有显著差异存在。活虫防效同保苗效果接近。 

1)wP2表示 10％蚜虱净 wP 20g／667 。 

表 4 0．2％ CPI1 EC防治水稻水稻二化螟的田间药效 

Table 4 Field tests of0．2％ CX'F EC against C．suppressalis 

1)SC35表示对照药剂为5％锐劲特 SC 35mL／667m2。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使用浓度为500倍，每667 

m2用水量 50 的情况下，对蚜虫最高防效与 

10％蚜虱净 WP 3 000倍相当，但速效性、持效性 

不及后者。鉴于 0．2％ CPT EC是一种植物源杀 

虫剂，因此，它在当前无公害农产品的实际生产 

中可以推广，适宜的使用浓度为500倍液，每7 d 

施药一次。同时，在葫芦科作物幼苗期，草莓等 

花期对吡虫啉等化学农药敏感亦可进行试验后 

推广。 

对稻飞虱的试验结果可见 0．2％ CPT EC在 

使用浓度为 1 000倍，每667 m2用水量50 kg的情 

况下，其最高防效与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 10％蚜虱净 WP 2Og／667 m2相当，但持效 

性不及后者。鉴于对照药剂吡虫啉已使用约 10 

年，严重的抗性已不能控制稻飞虱ll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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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CPT EC在实际生产中推广是值得商榷的。 

防治水稻二化螟的试验结果，0．2％ cvr EC 

防效略差于5％锐劲特 SC 35mL／667m2，但在2006 

年水稻三代二化螟重发且单季稻后期水稻植株 

高大的情况下防治，使用浓度 500，1 000倍 ，活虫 

防效、保叶效果均接近或超过 8o％，可以在生产 

上推广使用。从总体防效和保叶效果看，0．2％ 

CPT EC浓度越高防效越好，且高浓度防效显著高 

于低浓度。因此，生产上使用该药剂防治水稻二 

化螟一般可用500倍液，根据稻苗大小用足水量 

均匀喷雾进行防治，并根据二化螟峰期每隔 7 d 

防治一次，连续防治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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