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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商用植物源农药在烟草害虫防控中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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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源农药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植物源农药在烟

草虫害的防治中也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了解天然植物源农药在烟草害虫防控中的应用现状,

本文对市面上常见商用植物源农药进行了介绍,并重点阐述了其在国内外烟草害虫上的研

究与应用,进一步剖析了植物源农药在农业虫害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本

研究结果旨在全面了解植物源农药的特点和应用,对未来烟草害虫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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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lantpesticideshasbeenpaidmoreandmoreattention,andhasagreatdevelop-
mentprospect.Ithasachievedbetterresultsinthecontroloftobaccoinsectpests.Inorderto
applicationofnaturalplantpesticidesinpreventandcontroloftobaccopests,thispaperintro-
ducedthecharacteristicsofcommoncommercialplantpesticidesonthemarket,andfocusedon
theresearchandapplicationofplantpesticidesincontroloftobaccopestsathomeandabroad,
andfurtheranalyzedtheexistingproblemsandfuturedevelopmentdirectionofplantpesticides
applicationi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agriculturaldiseasesandinsectpests.Theresultsof
thisstudyareintendedtocomprehensivelyunderstandthecharacteristicsandapplicationof
plant-derivedpesticides,andhaveimportantsignificancefor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tabac-
copests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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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源农药是指利用从植物材料中提取的对农林业害虫或病原菌具有杀虫或抗菌效果的

活性物质,为通过直接或间接加工合成的农药品种,包括从植物中提纯的单组分化合物、多组

分混合物及植物本身[1].根据其活性种类不同,可分为植物源杀虫剂、植物源杀菌剂、植物毒

素、植物源昆虫激素、植物防卫素等多种类型[2].研究表明,菊科、豆科、楝科、卫矛科和大戟

科等30多科的植物具有开发农药的潜力,其中以楝科、豆科和卫矛科3科植物被认为是最具

有开发价值的植物[3](图1).如楝科植物中有米仔兰属(Aglaia)、楝属(Melia)、麻楝属(Chukra-

sia)、洋椿属(Cederla)、驼峰楝属(Guarea)、桃花心木属(Swietenia)、鹧鸪花属(Trichilia)、榔

色木属(Lansium)、樫木属(Dysoxylum)等9个属植物对多种植物害虫具有杀虫活性;米仔兰

属、楝属、麻楝属、洋椿属、驼峰楝属、鹧鸪花属6个属植物对植物病原菌具有抑菌活性;米仔

兰属和楝属具有除草活性;楝属和桃花心木属还具有杀线虫活性[4-5];豆科植物毒扁豆、鱼藤、

苦参等植物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在农药开发有相当长的历史[6-7].这一类农药不仅对人畜安全,而

且不污染环境,符合“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因此植物源农药发展将

是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因子之一.当前,以植物为起始材料开发研究出的农药有很多,最具

代表性的是除虫菊素、鱼藤酮、烟碱、苦参碱、印楝素等.

图1 植物源农药在烟草上的应用

烟草虫害是烟叶生产中重要的防控靶标之一,害虫主要取食烟根、烟叶和烟芽,造成烟田

缺株、烟株无头或者烟叶破损,严重影响烟叶产量和品质,给烟叶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推广绿

色防控技术能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对提高烟叶质量与保障烟叶安全意义重大,植物源农

药在烟草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8-10].用于烟草害虫防治的植物源活性成分有很多,

而目前取得烟草虫害防治农药登记的主要是苦参碱、印楝素、藜芦碱等.陈英崇[11]和董志坚

等[12]曾对植物源农药在烟草害虫防治上的研究与应用进行过综述,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

商用植物源农药在烟草害虫防控上的研究进行概述.

1 苦参碱在烟草害虫防控上的应用

苦参碱来源于豆科槐属植物苦参的根或种,具有抗癌、消炎、抗病毒、杀虫、杀螨和抑菌等

生物活性,可医用及农用,是开发较早的植物源农药种类之一.关于苦参碱对烟草害虫的防治

研究较多,在证实其具有良好药效的同时,还对其使用剂量、使用方法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
曹健等[13]在0.5%苦参碱水剂防治烟青虫(Helicoverpaassulta)的研究中发现,在烟青虫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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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龄前喷施0.5%苦参碱水剂600~800倍,3d后的田间校正防效最高达到87.18%,7d后可达

到92.77%.郭梅燕等[14]连续2年开展了田间药效对比试验,0.5%苦参碱水剂对烟青虫/棉铃虫

的防治效果达到80%以上.苏建东等[15]研究了包括1%苦参碱可溶液剂在内的5种烟草推荐使

用药剂对烟蚜(Myzuspersicae)及其天敌异色瓢虫(Harmoniaaxyridis)3龄幼虫及成虫的毒

性,并就各药剂对异色瓢虫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苦参碱和吡蚜酮对烟蚜有较好的

控制作用和防治效果,且对异色瓢虫毒性较小.
刘敏杰等[16]的研究认为,0.3%苦参碱水剂防治烟青虫效果优于化学农药2.5%高效氯氟氰菊

酯乳油.戴珏等[17]研究防治烟青虫的高效、低毒杀虫剂时认为,0.5%苦参碱水剂按照1500g/hm2

用量喷雾处理,烟青虫药后7d防效可以达到80%以上.陈芝波等[18]同时研究了4种不同的杀虫

剂对烟青虫的防效,结果表明0.5%苦参碱水剂防治浓度高于2000倍液时,防效可达90%以上.
截止2022年11月,已有11家单位取得苦参碱在烟草虫害防治上的农药登记证书,共计

13个品种,其中10个品种处于有效期内.苦参碱登记在烟草虫害上的农药剂型有水剂、水乳

剂、可溶液剂和可湿性粉剂,以水剂为主,防治对象主要是烟青虫、烟蚜和小地老虎.

2 印楝素在烟草害虫防控上的应用

印楝素是从楝科印楝属植物楝树(AzadirachtaIndicaA.Juss.)的组织中提取分离的一种

四环三萜类固醇化合物,多个研究表明其对多种昆虫具有触杀、趋避、拒食等作用[19].在实际

应用中具有对环境友好、自然条件下能迅速降解、抗性风险低、对人畜及动物低毒等特点,成

为了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生物制剂,是世界上公认活性最强的植物源杀虫剂之一,符合绿色农

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
周汉平等[21]研究了几种药剂对烟草甲的药效,结果表明印楝素对烟草甲幼虫的烟草甲成

虫有触杀效果.刘大恩等[22]采用植物源杀虫剂印楝素对烟草烟青虫进行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

明,0.3%印楝素EC在80mL/667m2 和100mL/667m2 用量对烟青虫幼虫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药后7d防效分别达93.0%和89.6%,且对烟草生长安全.吴帅等[23]采用浸叶法测定了4种

杀虫剂对烟草蚜虫的毒力,结果表明,2种植物源杀虫剂0.3%苦参碱水剂和0.3%印楝素乳油

对烟草蚜虫的毒力较好,其LC50分别为1.4328mg/L和4.2007mg/L.孙冉冉[24]的研究表明,

印楝素可通过打破内质网稳态诱导细胞凋亡,使斜蚊夜蛾卵巢组织中脂质代谢和蛋白合成受到

抑制,进而使斜纹夜蛾卵子形成受阻,导致雌虫生殖力减弱.
截止2022年11月,已有11家单位取得苦参碱在烟草虫害防治上的农药登记证书,共计

13个品种,其中10个品种处于有效期内.苦参碱登记在烟草虫害上的农药剂型有水剂、水乳

剂、可溶液剂和可湿性粉剂,以水剂为主,防治对象主要是烟青虫、烟蚜和小地老虎.

3 鱼藤酮在烟草害虫防控上的应用

鱼藤酮作为一种天然的植物杀虫剂,主要从热带和亚热带的鱼藤属、尖荚豆属和灰叶属植

物中提取,目前已证实其具有触杀、胃毒、拒食和熏蒸作用等多种农用活性[25-27].
颜成生等[28]研究了4% 鱼藤酮制剂对烟田烟青虫和斜纹夜蛾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4%鱼

藤酮乳油防治烟草斜纹夜蛾和烟青虫效果良好,喷施4%鱼藤酮900mL/hm2,1200mL/hm2,

1500mL/hm27d后对斜纹夜蛾的校正防效分别为86.8%,85.6%,88.2%,7d后对烟青虫

的校正防效分别为89.1%,92.4%,92.2%.
毛晓红等[29]采用浸叶法探索了鱼藤酮与噻虫胺、噻虫啉和噻虫嗪15组桶混使用对烟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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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虱和烟蚜的联合毒力,结果显示,12组桶混组合对烟粉虱有增效作用和6组桶混组合对烟蚜

有增效作用,其中5组桶混组合对烟粉虱和烟蚜均具有增效作用.田间药效试验结果显示,药

后1d、3d、7d、10d,6%鱼藤酮微乳剂与20%噻虫胺悬浮剂桶混对烟粉虱和烟蚜的防治效果

均在70%以上;6%鱼藤酮微乳剂与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桶混对烟粉虱和烟蚜的防治效果均

在74%以上,其速效性优于鱼藤酮单剂的防治效果,且持效性优于化学杀虫剂的防治效果.
目前,鱼藤酮因具有杀虫谱广、害虫不易产生抗药性、对害虫天敌安全、环境污染小等特

点,已被广泛用于果树、蔬菜、茶叶、花卉及粮食作物害虫防治[30-35].
截至2022年11月,有18家单位的共计25个鱼藤酮农药品种处于有效期内,主要剂型有

乳油、微乳剂和可溶液剂,防治对象主要是蚜虫、菜青虫和斜纹夜蛾等.

4 其他植物源农药在烟草害虫防控上的应用

吕建华等[36]利用Y型嗅觉仪研究了4种植物源物质甘菊精油、大蒜精油、香茅精油和α-蒎
烯对烟草甲成虫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4种植物源物质对烟草甲成虫均具有较强的驱避作

用,具有开发为驱避剂防治烟草甲的潜力.为寻找防治烟蚜的高效低毒药剂,桂子萌等[37]采用

浸叶法和浸渍法比较了包括藜芦碱在内的7种药剂对烟蚜的毒力,结果表明,浸渍法处理后吡

虫啉和藜芦碱对烟蚜的毒力较高,LC50值分别为1.203mg/L和2.554mg/L.
除了以上常见植物源农药外,藜芦根茎提取物、D-柠檬烯等植物源成分也取得了在烟草虫

害防治上的农药登记证书.

5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届对生态绿色农业的重视,对低毒、高效、广谱等性质的植物源农药

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植物源新农药在农林业害虫防治效果得到大量的研究证实,植物源农药具

有独特的作用机理,且不同于常规化学农药的单一作用机理,植物源农药作用机理多样,害虫

不容易产生抗性,在农业害虫的防治方面有很大的应用和发展前景.但由于植物源农药防治害

虫的研究起步较晚,单个品种的防治谱研究不够全面,作用方式、作用机理及对害虫生长发育

影响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针对个别优秀品种还有待于进一步系统研究.正因如此,植物源农

药的应用研究发展还相对缓慢,其品种、数量、田间效果等尚不能完全满足烟草生产对绿色农

药的需求.如何发挥植物源农药的优势,将植物源农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使其成为广泛认可

的烟草病虫防控产品,是相关科研工作者需要攻克的方向.植物源农药在烟草生产的应用过程

中,需做好前期试验研究,充分验证植物源农药的安全性,避免大规模应用所致的不良后果.
在植物源农药的开发研究中,研究人员应将重点放在提高植物的杀虫谱筛选效率,优化有

效成分的分离鉴定技术,以及作用机理的探索研究等方面,此外,植物源农药有效成分的化学

合成、结构修饰与活性优化等相关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很好地应对农药应用过程中的

需求量大、速效性不好、商品化缓慢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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