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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室 内 恒 温 条件 下，采 用 乙醚 半麻 醉 点 滴法 测 定 了畀 丙威 、噻 嗪 酮噩 其 复配 对 稻 褐 飞 虱 4 

龄 若 虫 的毒 力，用 Horsfa]]的 毒 力 试验 设 计 和 Sun的 共 毒 系 数 法 评 价 了 2种 鹤 荆 的 联 合 作 用 。 结 

果表 明 ．异 丙威 与 噻 嗪 嗣 混 用 ．其 LCm剂 量异 丙威 与噻 嗪 酮 比例 ．除 6：4和 1 1两 个 配 比 外 ．其 余 

配 比 均 有 显 著 的 增 效 作 用 。其 中 眦 Lc∞剂 量 1 9配 比 增 效 作 用 最 太，毒 ,kk~h率 迭 2 08．共 毒 系数 

塑 警掌 赫 !皇紊 1 关键词兰要生 塑 芋茅 ±兰．鉴  I，qJ 曰1 

异丙威(isopmcarb)属作用迅速、选择性较强的 

取代苯类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具有较强的触杀作 

用，亦有一定的渗透和传导作用，用于防治稻飞虱， 

具有击倒力强、药效迅速等特点。但持效期较短，一 

般只有 3～5天；噻嗪酮(buprofezin)属二嗪酮类几 

丁质合成抑制剂，对同翅目昆虫触杀作用强，也有胃 

毒作用，抑制昆虫几丁质合成，干扰新陈代谢，使若 

虫蜕皮畸形或翅畸形而缓慢死亡，施药后3～7天见 

效，持效期35～40天。异丙威与噻嗪酮混配，能兼 

具二种农药的特点，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虫源：水稻褐飞虱四龄若虫 

供试药品：25％异丙威乳油(湖南临湘氨基酸化 

学品厂生产)；93．9％噻嗪酮原粉(江苏常州农药厂 

生产) 

1．2 方法 

1．2．1 室内毒力测定 

采用乙醚半麻醉点滴法，将药剂用丙酮稀释成 

6个期浓度梯度。挑选大小一致的适龄稻褐飞虱若 

虫，用微量点滴仪点滴0 5 l药液于中胸小盾片上， 

然后将处理过的若虫放人大试验管中(直径 5cm，长 

12cm)，置于28±1℃(光照 12小时)的光照培养箱 

中饲养观察，管口用白纱布封口，观察 72小时死亡 

率，并以此制作毒力曲线。另设丙酮处理作对照。 

每处理 30～40头试虫，死亡率用Abbott公式校正， 

然后根据机率值分析法，求出回归式 LCs。值。 

1．2．2 联台毒力的评价 

采用 Horsfa[1的毒力试验设计和 Sun的共毒系 

数法。即在单剂毒力测定的基础上，以2种药剂的 

有效中量为基础，以10：0、9：1、8：2、7：3、6：4、5：5、4 

：6、3：7、0：10等不同的配比测定其抑制率。另设丙 

酮处理作对照。若毒性比率(实际抑制率／理论抑制 

率)>1，才认为增效作用，毒性比率<1，为拮抗作 

用；毒性比率为 1左右，则为相加作用。在此基础 

上，确定最佳配比，以Sun介绍的方法测定其共毒系 

数。共毒系数大于 i00为增效，等于 i00为相加 小 

于 10O为拮抗。 

2 结果与分析 

2种药剂及其复配对稻褐飞虱四龄若虫的毒力 

LCs0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单剂和混剂对稻褐飞虱4龄若虫的毒力测定 

根据表1结果，以2种药剂的LI 为基础，进行不 

同配比对稻褐飞虱若虫的毒力测定。结果列于表2。 

从表2初步可 看出，LC5o剂量异丙威：噻嗪酮 

除6：4和1：1两个比例外，其余配比均有显著的增 

效作用，它们的实际抑制率均大于或接近50％，毒 

性比率均大于 1。其中以1：9比例馄剂的实际死亡 

率和毒性比率最高。因此，混合制剂的最佳配比为 

LC50剂量异丙威：噻嗪酮=1：9。折算为 2种药剂有 

效成分的比例为：异丙威：噻嗪酮：1：21 8。按有效 

成分之比将 2种药剂混配，用丙酮将混剂稀释成 6 

个浓度，再进行毒力测定，测定出混剂的 L ，计算 

其共毒系数，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2种药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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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成分按1：21．8比例混配后，增效作用很明显， 果一致。 

其共毒系数达246．86。实验结果与Hors~all方法结 

表2 异丙威与噻臻酮不同配比对稻褐飞虱若虫的毒力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测定结果表明．Lc5o剂量异丙威：噻嗪酮除 

6：4和1：i两个比例外，其余配比均有显著的增效 

作用，它们的实际抑制率均大于或接近 50％，毒性 

比率均大于i。其中以i：9比例混剂的实际死亡率 

和毒性比率最高，毒性比率达 2．08，共毒系数达 

246．86。因此，混合制剂的最佳配比为LC5o剂量异 

丙威：噻嗪酮=1：9，折算为2种药剂有效成分的比 

例为1：21．8。Lc5o剂量异丙威：噻嗪酮为6：4和1： 

1．亦即有效成分比异丙威：噻嗪酮为 1：1．67和1： 

2．51的配方不宜选用。 

Horsfal1提出的实际方法具有如下优点：一是覆 

盖面宽，两药剂一系列配比进行比较，得出的最佳配 

比范围可信；二是成功率高．一般一次性试验就可得 

出结论；三是工作量小，一般比较一个混剂比例与两 

个单剂某种生物活性中值的优劣，要对该混配比例 

在预试验基础上再做5～7个系列浓度点，而该方法 

实际上只要做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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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赛丹在泡茶时的浸出率 

用喷药当天和药后 1天的成茶，按常规泡茶方 

法冲泡后，测定赛丹在茶汤中的浸出率为 9．2％～ 

17．5％，平均为 l1．86％，相对较低。 

4 小结 

两年两地两季两种浓度 16次试验表明，赛丹在 

茶树鲜叶和成茶中的降解速率较快，在鲜叶中半衰 

期平均为3．66±0．31天，在成茶中的半衰期平均为 

3．20±0．42天，在茶园土壤中的半衰期平均为15 

32±0，12天。赛丹在茶叶加工过程中的损失率平 

均为47．53％。成茶中的赛丹在茶汤中的浸出率平 

均为 l1．86％。赛丹在茶叶中的MRL值．联台国 

FAOIWHO、德国、荷兰、匈牙利、肯尼亚为30．0rr 

kg，美国、印度为24rag／kg，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茶叶 

， 

中赛丹的MRL标准，如按~0rng／kg考虑，则在常量 

条件下喷药7天后成茶中的残留量将低于此值。根 

据上述试验结果，建议在常量下，施药后的安全间隔 

期为 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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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ts of d~erminatiaa showed that the res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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