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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杀虫剂对设施辣椒桃蚜的防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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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蚜是辣椒种植中常见的害虫之一,其高效防控技术研发对保障作物安全生产具

有重要意义。采用茎叶喷雾法,系统评价了12种杀虫剂单剂及4种混配剂对辣椒桃蚜的田

间防效。结果表明,药后3d,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22%氟啶

虫胺腈悬浮剂与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混配、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与24%螺虫乙酯悬浮

剂混配的防效较佳,校正防效依次为91.04%、92.77%、93.05%和93.16%;药后7d,4个

处理的药效分别为94.82%、94.47%、95.08%和94.33%,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的校正防

效为93.67%,上述5种杀虫剂的防效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药后7d,植物源农药0.3%
苦参碱水剂、0.3%印楝素乳油对桃蚜的防效依次为72.95%和75.08%,虽低于化学杀虫

剂,但作为生物农药,二者的杀虫效果相对较好。在生产防治中,建议实施分期防控策略,

危害初期,使用植物源杀虫剂0.3%苦参碱水剂或0.3%印楝素乳油,中后期交替使用低毒

杀虫剂,如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或

24%螺虫乙酯悬浮剂,或将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与24%螺虫乙酯悬浮剂混配,22%氟啶

虫胺腈悬浮剂与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混配使用,这样既可延缓抗药性发展,又能兼顾防

治效果与生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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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yzuspersicaeisacommonpestinpeppercultivation,andresearchonitsprevention
andcontroltechnologyisofgreatsignificance.Inordertoscreenouttheinsecticideswithbetter
controleffect,fieldefficacyof12insecticidesassingleagentandin4mixturesforcontrolofM.
persicaewereevaluatedbystemandleafsprayingmethod.Theresultsshowedthat3daysafter
thetreatment,25% pymetrozinewettablepowder,70%imidaclopridwater-dispersiblegran-
ules,22%flonicamidnitrilesuspensionmixedwith70%imidaclopridwater-dispersiblegran-
ules,25%pymetrozinewettablepowdermixedwith24%spirodiclofenacethylestersuspension
hadbettercontrolefficacy,withthecorrectedefficacyof91.04%,92.77%,93.05%and93.
16%,intheorderofcorrectedefficacy.7daysafterthetreatment,heefficacyoffourtreat-
mentswas94.82%,94.47%,95.08%and94.33%,respectively.Inaddition,thecorrectedeffi-
cacyof22%fludioxonilsuspensionwas93.67%,andtheefficaciesofthefiveinsecticideswere
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ofothertreatments.7daysafterthetreatment,thecontroleffi-
cacyofplantsourcepesticide0.3%Picrasidinewatersolution,0.3%neememulsiononM.per-
sicaewas72.95%and75.08%,respectively.Although,theircontrolefficacieslowerthanthat
ofabovechemicalinsecticides,butasabiopesticide,theeffectoftwoinsecticidesisrelatively
good.ForcontrolM.persicaeinproduction,itisrecommendedtoimplementaphasedcontrol
strategy,whichtocontroltheearlystageofM.persicaeinfestationwithplantsourceinsecti-
cide0.3%Picrasidineaqueousor0.3%neememulsion,andinthemiddleandlatestagesofin-
festation,greenandlowtoxicityinsecticidesareusedalternatively,suchas25%pymetrozine
wettablepowder,70%imidaclopridwater-dispersiblegranules,22%fludioxonilsuspensionor
24%spiroplasmidethylestersuspensionormixtureof25%pymetrozinewettablepowderand
24%spiroplasmidethylestersuspension,ormixingthe25% pymetrozinewettablepowder
with24%spiroplasmidethylestersuspension,22%fludioxonilsuspensionmixwith70%imid-
aclopridwater-dispersiblegranules.Thiscannotonlydelaythedevelopmentofpesticideresist-
ance,butalsotakeintoaccountthecontroleffectandecologicalsafety.
Keywords:Myzuspersicae;chili;controleffect;biopesticides;lowtoxicity

  桃蚜(Myzuspersicae)属半翅目,蚜科,又称烟蚜。在设施温室大棚内的茄果类蔬菜上,

约10d繁殖一代,主营孤雌生殖。青海省一般每年9月在设施大棚内定植辣椒,桃蚜自室外十

字花科等植物迁入设施内的辣椒,其在设施辣椒上可周年繁殖,不存在越冬滞育现象。桃蚜有

翅蚜,对黄色有较强的趋性,对银灰色有忌避习性,且具有较强的迁飞和扩散能力[1]。桃蚜的

发生盛期在4-6月,以成蚜和若蚜群集的方式在辣椒幼叶与嫩茎上刺吸汁液,可造成叶片卷

缩变形、植株生长不良和萎缩,严重时影响开花和结果,甚至导致植株死亡。桃蚜的分泌物还

可引发煤污病,影响作物的光合作用,污染蔬菜光洁度,降低其品质。更为严重的是,桃蚜还

会传播多种病毒病,对农业生产有极大危害[2]。翌春6月,设施辣椒拉秧时节会产生有翅蚜,

这些有翅蚜迁飞到大田植物上,先进行有性繁殖,随后再以孤雌生殖的方式继续繁育,直至

9—10月辣椒定植后,再转入室内继续繁殖危害设施蔬菜[3]。

桃蚜作为世界性的重要害虫之一,对农业的生产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4],目前防治桃蚜

主要采用吡虫啉、吡蚜酮、啶虫脒、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联苯菊酯等常规杀虫剂。然而,

由于农药滥用等原因,桃蚜对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部分新烟碱类、拟除虫菊酯类农药逐

渐产生了抗药性[5]。因此,研究常用化学杀虫剂和生物杀虫剂对辣椒桃蚜的毒力及田间防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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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筛选出绿色高效的药剂并进行推广,已成为当前桃蚜防治工作的重点任务。基于此,本文

选取了12种杀虫剂单剂及4种混配剂,在设施辣椒大棚内针对主要害虫桃蚜进行了田间药效

试验,旨在为农业生产中防控桃蚜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作物及害虫

供试作物为设施大棚栽培辣椒(Capsicumannuum),品种为“乐都长辣椒”。供试对象为桃

蚜(Myzuspersicae)。

1.2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药剂生产厂家及用量见表1。

1.3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查汗都斯乡“黄河彩篮”现代菜篮子生产示范基地,属于浅

山地区,海拔1860m,年平均降水量350~450mm,为高原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试验地土壤

类型为栗钙土,土壤pH值8.0~8.6,肥力中等,灌水条件良好,前茬作物为番茄。

1.4 试验设计与方法

1.4.1 试验设计

选取除虫菊素、苦参碱、印楝素等12种杀虫剂单剂,以及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与70%
吡虫啉水分散粒剂、10%烯啶虫胺水剂与60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10%烯啶虫胺水剂与

1.5%除虫菊素水乳剂,25%吡蚜酮可湿粉剂与24%螺虫乙酯悬浮剂4种混配剂,试验设1个空

白对照,共17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4次,共68个小区,随机区组排列,每小区面积15m2。
各药剂用量见表1。

表1 供试药剂试验设计与用量

编号 药剂名称 生产企业 稀释倍数
制剂量

(L·hm-2+
g·hm-2)

有效成分
质量浓度
(mg·L-1)

1 5%除虫菊素乳油 馥稷生物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500 1.35 100.00
2 0.3%苦参碱水剂 馥稷生物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500 1.35 6.00
3 0.3%印楝素乳油 成都绿金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00 1.13 5.01
4 6%鱼藤酮微乳剂 北京三浦百草绿色植物制剂有限公司 1500 0.45 40.00
5 1.5%除虫菊素水乳剂 安徽棵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 1.35 30.00
6 10%烯啶虫胺水剂 贵州道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00 0.34 50.00
7 24%螺虫乙酯悬浮剂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3000 0.23 80.00
8 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2000 0.34 110.00
9 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江苏盐城双宁农化有限公司 3000 0.23 83.33
10 5%啶虫脒乳油 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1500 0.45 33.33
11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3000 0.23 233.33
12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河北冠龙农化有限公司 2000 0.34 125.00

13 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 4000+6000 0.17+0.12 55.00+116.67

14 10%烯啶虫胺水剂+60g/L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贵州道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4000+5600 0.17+0.12 25.00+10.67

15 10%烯啶虫胺水剂+1.5%
除虫菊素水乳剂 - 4000+1000 0.17+0.68 25.00+15.00

16 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24%螺虫乙酯悬浮剂 - 6000+6000 0.11+0.11 41.67+40.00

17 对照CK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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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施药方法

试验采用新加坡利农私人有限公司生产的利农牌 HD400背负式喷雾器,采取茎叶喷雾法,

每667m2 喷施药液量按45L计,每小区喷液量1L,每个处理喷液量4L,对照小区未喷施任

何农药和清水。

虫口数量调查方法如下:共开展3次调查,包括药前虫口基数调查及药后第3d、第7d辣

椒上的活虫口数调查。每小区选择1株辣椒,调查植株的上、左、右、前、后方位,统计由端部

向内20cm长枝条上的桃蚜数量,分别挂牌标记并记录虫口数。

药剂安全性调查方面,在试验过程中,密切观察所喷施的杀虫剂是否对“乐都长辣椒”产生

药害及其他异常现象。

1.4.3 田间防效计算与数据处理

按如下公式计算虫口存活率和校正防治效果:

虫口存活率(%)=(防治后残虫口数/防治前虫口数)×100%
校正防治效果(%)=[(对照区虫口存活率—处理区虫口存活率)/对照区虫口存活率]×100%
利用SPSS21.0数据处理软件,通过Duncan’s新复极差法对各处理的校正防治效果进行

差异显著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类杀虫剂对桃蚜的田间防效分析

从表2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出,药后3d,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与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混配、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与24%螺虫乙

酯悬浮剂混配的防效明显高于其他药剂,而相互间无显著差异,防效依次为91.04%、92.77%、

93.05%和93.16%。其次为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24%螺虫乙酯悬浮剂、5%啶虫脒乳油、

10%烯啶虫胺水剂、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10%烯啶虫胺水剂与60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混配,防效依次为88.30%、86.55%、85.36%、83.63%、82.34%和85.29%。其中,22%氟啶虫

胺腈悬浮剂校正防效显著高于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其余处理的防效无显著差异。0.3%印

楝素乳油、6%鱼藤酮微乳剂、0.3%苦参碱水剂、1.5%除虫菊素水乳剂、5%除虫菊素乳油的防

效次之,依次为78.47%、74.81%、74.50%、72.26%和71.46%。10%烯啶虫胺水剂与1.5%除

虫菊素水乳剂混配剂的防效最低,显著低于其他药剂,防效仅为67.83%。

药后7d,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与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混配、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与24%螺虫乙酯悬浮剂混配以及22%氟

啶虫胺腈悬浮剂的防效均显著高于其余处理,分别为94.82%、94.47%、95.08%、94.33%和

93.67%。24%螺虫乙酯悬浮剂对桃蚜的防效次之,为91.74%。10%烯啶虫胺水剂、25%噻虫

嗪水分散粒剂、10%烯啶虫胺水剂与60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的混配剂防效分别为

85.97%、85.70%和88.46%。

药后7d,植物源农药0.3%苦参碱水剂、0.3%印楝素乳油于对桃蚜的防效分别为72.95%、

75.08%;植物源农药5%除虫菊素乳油、6%鱼藤酮微乳剂和1.5%除虫菊素水乳剂的防效为

66.34%~68.93%;混配剂中防效较佳者为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与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的

混配剂、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与24%螺虫乙酯悬浮剂的混配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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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2种杀虫剂单剂及4种混配剂及对桃蚜(M.persicae)的防治效果

编号 药剂名称
质量浓度
(mg·L-1)

杀虫剂防治效果/%
药后3d 药后7d

1 5%除虫菊素乳油 100.00 (71.46±5.03)h (66.34±4.25)f
2 0.3%苦参碱水剂 6.00 (74.50±4.17)gh (72.95±4.02)e
3 0.3%印楝素乳油 5.02 (78.47±5.36)f (75.08±5.30)e
4 6%鱼藤酮微乳剂 40.00 (74.81±4.69)g (69.58±4.44)f
5 1.5%除虫菊素水乳剂 30.00 (72.26±3.97)gh (68.93±4.59)f
6 10%烯啶虫胺水剂 50.00 (83.63±4.15)de (85.97±5.12)c
7 24%螺虫乙酯悬浮剂 81.78 (86.55±4.38)cd (91.74±4.67)b
8 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110.00 (88.30±5.01)bc (93.67±4.59)ab
9 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85.19 (91.04±5.20)ab (94.82±3.85)a
10 5%啶虫脒乳油 33.33 (85.36±4.78)cde (82.14±6.03)d
11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238.52 (92.77±5.06)a (94.47±3.28)a
12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 125.93 (82.34±3.93)e (85.70±4.39)c
13 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 48.89+119.26 (93.05±4.58)a (95.08±2.89)a
14 10%烯啶虫胺水剂+60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25.00/5.34 (85.29±4.41)cde (88.46±5.17)c
15 10%烯啶虫胺水剂+1.5%除虫菊素水乳剂 25.00+15.00 (67.83±6.01)i (62.50±5.83)g
16 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24%螺虫乙酯悬浮剂 42.10+40.39 (93.16±4.53)a (94.33±3.48)ab
17 对照CK - - -

  注:表中的校正防效均为各重复的平均值±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设施辣椒的安全性

在施药前及施药后3d和7d对试验田进行田间调查,将各单剂、混配剂处理的辣椒与空

白对照的辣椒进行比对,着重观察其生长发育状态,涵盖叶形、叶色、株高、株展、茎粗、果形、
果色等指标,未发现处理组与对照组植株出现显著异样。结果表明,在本试验开展期间所喷施

的药剂均未对设施辣椒造成药害。

3 讨论与结论

在本试验采用的杀虫剂所含的杀虫活性成分中,印楝素和吡蚜酮具有拒食作用,除虫菊

素、烯啶虫胺和氟啶虫胺腈主要作用于昆虫的神经系统;螺虫乙酯、苦参碱、鱼藤酮、吡虫啉、
啶虫脒和噻虫嗪,不仅能作用于昆虫的消化系统,还可作用于其神经系统。印楝素主要通过破

坏昆虫口器的化学感应器官,使其产生嗅觉忌避从而起到拒食作用。吡蚜酮是一种具有高度选

择性的触杀型杀虫剂,内吸活性好,可使蚜虫等半翅目害虫的口针堵塞、停止取食,直至饥饿

而亡,从而阻断害虫传毒途径。螺虫乙酯属于内吸性杀虫剂,具有双向内吸传导性能,作用方

式以胃毒为主,触杀为辅,发挥作用相对较慢,但持效期可长达8周[6]。
氟啶虫胺腈通过作用于昆虫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内独特的结合位点,能有效防治蚜虫等

刺吸式害虫[7]。有研究表明,对桃树蚜虫用药21d后,螺虫乙酯和氟啶虫胺腈的防效可达到

99.9%和82.1%[8]。熊辉等[9]发现,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不仅表现出优异的速效性,也表现

出了较长的持效期,药后7d防效可达96.90%~99.34%,与本研究结果相近。陶晡等[10]使用

25%噻虫嗪水分散粒剂进行防治桃蚜的田间药效试验时发现,药后7d防效仍可达97%,显著

高于本试验结果,很可能是本地区桃蚜已对噻虫啉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
新烟碱类药剂对蚜虫具有较高的活性。其中,吡虫啉和啶虫脒以其高效且兼具触杀和胃毒

作用等特点得到广泛应用,但随着这两种杀虫剂的长期大量使用,我国部分地区的蚜虫已对其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11]。姜伟丽等[12]用5%啶虫脒乳油防治棉蚜,防效可达90%以上,显

著高于本实验中同种杀虫剂对桃蚜82.14%的防效,这可能是由于本地桃蚜已对啶虫脒产生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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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
植物源农药具有对环境友好、毒性普遍较低、病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苦参碱作为一

种植物源农药,药后7d对桃蚜的防效为72.95%,与章杰等[13]在山东防治桃树桃蚜的效果相

近。5%除虫菊素乳油、0.3%印楝素乳油、6%鱼藤酮微乳剂这3种植物源农药与化学农药相

比,防效相对较低,但使用植物源农药可有效减轻化学农药引发的残留问题[14]。
本试验所选择的7种低毒绿色化学农药对桃蚜的防治效果均在80%以上,而其他5种植物

源农药的防效为66%~75%。以单剂1/2剂量混配的药剂,如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与70%
吡虫啉水分散粒剂、10%烯啶虫胺水剂与60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25%吡蚜酮可湿性粉

剂与24%螺虫乙酯悬浮剂,与单剂的防效差异不明显;而10%烯啶虫胺水剂与1.5%除虫菊素

水乳剂混配,防效明显降低,因此,不宜将二者混配使用。通过对上述杀虫剂的防效进行综合

分析与比较,推荐在蚜虫发生初期、虫口密度较低时使用植物源杀虫剂,如0.3%苦参碱水剂或

0.3%印楝素乳油;在蚜虫大量繁殖期,使用低毒绿色化学杀虫剂,如25%吡蚜酮可湿性粉剂、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24%螺虫乙酯悬浮剂,或25%吡蚜酮可湿性

粉剂与24%螺虫乙酯悬浮剂、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与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等,因为上述

单剂或混配剂在药后7d的防效仍高于85%。配制药液时,建议采用二次稀释法,以确保药液

的均匀性和稳定性,从而对设施辣椒蚜虫进行有效的喷施防治。
本研究通过对设施大棚内辣椒上的桃蚜开展田间药效试验,评价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对

桃蚜的防效,旨在为今后农业生产中科学、合理地使用杀虫剂防治蚜虫提供理论参考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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