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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21 03 17 基金项目 上海市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社会发展科技领域项目 19DZ1203800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卓越团队建设计划 农科创2017 A 03 作者简介 张天澍 1977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农业害虫综合防治研究 E mail zhangtianshu2000 163 com 通信作者 E mail yuanyongda saas sh cn 上海农业学报 2022 38 6 93 96 http www nyxb sh cn Acta Agriculturae Shanghai DOI 10 15955 j issn1000 3924 2022 06 15 张天澍 袁永达 常晓丽 等 5种常用杀虫剂及其不同剂量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 J 上海农业学报 2022 38 6 93 96 5种常用杀虫剂及其不同剂量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 张天澍 袁永达 常晓丽 滕海媛 顾浩天 王冬生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 上海市设施园艺技术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低碳农业技术工程中心 上海201403 摘 要 研究了5种常用杀虫剂 50 吡蚜酮水分散粒剂WG 5 啶虫脒水分散粒剂WG 10 溴氰虫酰胺 可分散油悬浮剂OD 10 烯啶虫胺水剂AS和25 阿克泰水分散粒剂WG 及其不同剂量对草莓蚜虫防治效果 的影响 结果表明 高剂量的10 烯啶虫胺AS 67 50 g ai hm2 和50 吡蚜酮WG 225 00 g ai hm2 对草莓蚜 虫防治速效性较好 2 d防效分别达到93 98 和92 88 随着施药时间的延长 防效逐渐升高 用药7 d后 除 50 吡蚜酮WG 67 50 g ai hm2 和5 啶虫脒WG 6 75 g ai hm2 2个处理外 其他处理的防效均达到85 以 上 用药14 d后 25 阿克泰WG 112 50 g ai hm2 10 烯啶虫胺AS 67 50 g ai hm2 及5 啶虫脒WG 22 50 g ai hm2 处理的防效仍维持在98 36 98 34 和97 38 在用药初期 高剂量处理组的防效一般显著 高于中 低剂量处理组 用药7 d 14 d后 除5 啶虫脒WG 11 25 g ai hm2 22 50 g ai hm2 外 其他杀虫剂的 高 中剂量处理的防效之间已无显著差异 试验中5种常用杀虫剂不同剂量对草莓植株均是安全的 未产生药 害 本研究可为上海地区草莓蚜虫防治杀虫剂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 杀虫剂 剂量 草莓 蚜虫 防效 中图分类号 S436 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3924 2022 06 093 04 Control effects of 5 common insecticides and their different doses on strawberry aphids ZHANG Tianshu YUAN Yongda CHANG Xiaoli TENG Haiyuan GU Haotian WANG Dongsheng Ec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Protected Horticultural Technology Shanghai Low Carb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ngineering Center Shanghai 201403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5 common insecticides 50 pymetrozine WG 5 acetamiprid WG 10 cyantraniliprole OD 10 nitenpyram AS and 25 thiamethoxam WG and their different doses on strawberry aphid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gh dose of 10 nitenpyram AS 67 50 g ai hm2 and 50 pymetrozine WG 225 00 g ai hm2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on strawberry aphids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reached 93 98 and 92 88 respectively at 2nd day With the extension of application time the control effects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7 days of application the control effects of other treatments reached more than 85 except 50 pymetrozine WG 67 50 g ai hm2 and 5 acetamiprid WG 6 75 g ai hm2 After 14 days of application the control effects of 25 thiamethoxam WG 112 50 g ai hm2 10 nitenpyram AS 67 50 g ai hm2 and 5 acetamiprid WG 22 50 g ai hm2 remained at 98 36 98 34 and 97 38 At the beginning of application the control effects of high dose treatment group was gener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ddle and low dose treatment groups After 7 days and 14 days of application except for 5 acetamiprid WG 11 25 g ai hm2 22 50 g ai hm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high dose and middle dose treatments of other insecticides In the experiment the 5 commonly insecticides with different doses were safe for strawberry plants and did not cause harm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insecticides for controlling strawberry aphids in Shanghai Key words Insecticide Dose Strawberry Aphids Control effects 张天澍等 5种常用杀虫剂及其不同剂量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 草莓由于其口感香甜 营养丰富 深受人们喜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对草莓的需求量逐渐增 长 草莓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上海各郊区均有草莓种植基地 总面积达到2000 hm2以上 1 在草莓种植 中 蚜虫是发生时间长 为害严重的一类重要害虫 蚜虫通过刺吸式口器吸食草莓幼嫩组织汁液 2 导致 草莓生长缓慢 萎蔫甚至死亡 蚜虫在直接为害草莓组织的同时 还能分泌蜜露 滋生病菌 影响草莓品 质 生物防治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 3 4 但由于其防治成本高 见效慢 在草莓生产中蚜虫防治仍以杀虫 剂防治为主 目前 杀虫剂对草莓上蚜虫的防治效果研究仍较少 多在浙江 江苏等地 如吴声敢等 5 和 张宁宁等 6 分别研究了不同杀虫剂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 由于各地用药背景不同 蚜虫的抗药性也有 所区别 导致在杀虫剂用量上也有所差异 目前 在草莓上登记防治蚜虫的杀虫剂较少 生产中的用药多 参照其他作物上的防治剂量 存在用药过量的现象 因此 为做到精准施药 减少杀虫剂使用量 本试验 选择5种防治草莓蚜虫的常用杀虫剂 研究不同剂量杀虫剂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 以期为上海本地草 莓生产中蚜虫精准杀虫剂防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杀虫剂 5种试验杀虫剂分别为50 吡蚜酮水分散粒剂 WG 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5 啶虫脒水分散 粒剂 WG 河北野田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10 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OD 美国杜邦公司 10 烯 啶虫胺水剂 AS 四川中迅沃野农化有限公司 25 阿克泰水分散粒剂 WG 先正达作物保护有限公 司 对照药剂为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WP 安徽金泰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0 5 苦参碱水剂 AS 南 通神雨绿色药业有限公司 1 2 试验对象 试验草莓苗购自上海市嘉定区灯塔村 品种为 红颜 试验防治对象为草莓蚜虫 发生时以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 为主 1 3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庄行试验站内 试验于2020年3月9 23日草莓蚜虫发生期进行 草 莓处于开花结果期 试验草莓采用大棚种植 每棚6畦 每畦2行 株距15 20 cm 行距30 cm 按常规 生产管理 长势基本一致 各小区种植的品种及施肥 浇水 中耕 松土除草和修剪等管理措施一致 1 4 试验处理 每种杀虫剂根据在其他作物上的推荐使用剂量以及推荐剂量的0 5倍和0 3倍 分别设置高 中 低 3种施用剂量 具体见表1 空白对照采用清水喷施 共18个处理 4次重复 每个小区面积为13 m2 采 用随机区组排列 采用新加坡利农有限公司生产的AGROLEX HD400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对草莓全株进行均匀喷雾 空 白对照小区喷等量清水 用水量为750 L hm2 喷雾器工作压力为2 kgf cm2 表1 试验各处理的施用剂量 Table 1 Application dose of each treatment 处理杀虫剂种类有效成分用量 g ai hm 2 处理杀虫剂种类有效成分用量 g ai hm 2 1 50 吡蚜酮WG 67 50 10 10 烯啶虫胺AS 22 50 2 50 吡蚜酮WG 112 50 11 10 烯啶虫胺AS 33 75 3 50 吡蚜酮WG 225 00 12 10 烯啶虫胺AS 67 50 4 5 啶虫脒WG 6 75 13 25 阿克泰WG 33 75 5 5 啶虫脒WG 11 25 14 25 阿克泰WG 56 25 6 5 啶虫脒WG 22 50 15 25 阿克泰WG 112 50 7 10 溴氰虫酰胺OD 22 50 16 0 5 苦参碱AS 6 75 8 10 溴氰虫酰胺OD 33 75 17 10 吡虫啉WP 30 00 9 10 溴氰虫酰胺OD 67 50 18空白对照 清水 0 1 5 调查方法 喷药前调查虫口基数 药后第2 7 14天调查残余活虫数 每小区标记10株草莓植株 记录叶片上的 活蚜虫数 在整个试验期间 观察试验杀虫剂对草莓有无药害现象发生 49 上 海 农 业 学 报 1 6 药效计算方法 杀虫剂对草莓蚜虫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7 虫口减退率 药前虫数 药后虫数 药前虫数 100 防治效果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 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数据分析采用SPSS数据处理系统 组间差异采用Tukey HSD多重比较 显著水平设为P 0 05 2 结果与分析 2 1 杀虫剂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 从表2可见 药后2 d 10 烯啶虫胺 67 50 g ai hm2 和50 吡蚜酮 225 00 g ai hm2 高剂量处理组 的防效分别达到93 98 和92 88 特别是10 烯啶虫胺 在中等剂量 33 75 g ai hm2 下的2 d防效也 能达到87 83 对草莓蚜虫防治具有很好的速效性 5 啶虫脒 22 50 g ai hm2 和25 阿克泰 112 50 g ai hm2 高剂量处理组的防效分别为86 73 和86 46 显著高于两种对照药剂的防效 5种 杀虫剂中10 溴氰虫酰胺中低剂量 33 75 g ai hm2 22 50 g ai hm2 下2 d的防治仅为69 82 和 64 47 对草莓蚜虫的防治速效性较差 表2 5种杀虫剂对草莓蚜虫的防效 Table 2 Control effects of 5 insecticides on strawberry aphids 处理蚜虫基数 头 株 1 防治效果 2 d 7 d 14 d 1 166 70 76 de 80 46 c 79 40 c 2 287 75 28 cd 90 57 b 91 18 b 3 165 92 88 a 92 61 ab 92 78 ab 4 179 61 12 e 79 58 c 77 53 c 5 275 69 53 de 86 22 bc 87 55 b 6 227 86 73 ab 98 21 a 97 38 a 7 287 64 47 e 87 77 bc 85 51 bc 8 261 69 82 de 90 15 b 84 79 bc 9 388 82 11 bc 94 78 ab 93 87 ab 10 224 80 20 c 92 16 ab 92 70 ab 11 220 87 83 ab 95 90 ab 96 62 a 12 389 93 98 a 97 22 a 98 34 a 13 206 68 90 de 86 90 bc 84 15 bc 14 351 79 51 c 94 23 ab 95 77 a 15 272 86 46 ab 97 02 a 98 36 a 16 363 54 00 f 68 31 d 81 54 c 17 247 63 07 e 71 00 d 84 35 bc 18 253 注 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明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 P 0 05 用药7 d后 各处理的草莓蚜虫防效逐渐增加 除50 吡蚜酮 5 啶虫脒低剂量 67 50 g ai hm2 6 75 g ai hm2 2个处理的防效低于85 外 其他13个处理的防效均在85 以上 其中5 啶虫脒 22 50 g ai hm2 10 烯啶虫胺 67 50 g ai hm2 25 阿克泰 112 50 g ai hm2 处理的防效分别为 98 21 97 22 和97 02 显著高于对照药剂10 吡虫啉 30 00 g ai hm2 和0 5 苦参碱 6 75 g ai hm2 的7 d防效 分别为70 88 和64 74 对草莓蚜虫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 用药14 d大部分处理的防效仍维持在85 以上 如25 阿克泰 112 50 g ai hm2 10 烯啶虫胺 67 50 g ai hm2 及5 啶虫脒 22 50 g ai hm2 高剂量处理的14 d防 效分别达到98 36 98 34 和97 38 可见这3种杀虫剂在高剂量处理时对草莓蚜虫的防效具有很好 的持效性 低剂量处理组的防效有不同程度降低 如50 吡蚜酮 67 50 g ai hm2 和5 啶虫脒 6 75 g ai hm2 的防效较差 其14 d防效分别为79 40 和77 53 2 2 杀虫剂剂量对防效的影响 从表2可见 大多数杀虫剂的防效均随使用剂量的升高而增加 但增加幅度在不同杀虫剂以及不同 用药时间之间有所差异 在用药初期 高剂量处理组的药效一般显著高于中 低剂量处理组 10 烯啶虫 59 张天澍等 5种常用杀虫剂及其不同剂量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 胺药后2 d除外 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 高剂量处理与中 低剂量处理的防效差异逐渐缩小 如用药7 d 14 d后 除5 啶虫脒 11 25 g ai hm2 22 50 g ai hm2 外 其他杀虫剂的高 中剂量处理防效之间已无显 著差异 2 3 杀虫剂对草莓的安全性 在整个试验期间 5种试验杀虫剂所有剂量处理组均未发现草莓植株出现黄化 畸形 枯萎和生长停 滞等不良反应 表明这5种杀虫剂用于草莓蚜虫防治是安全的 不会对草莓植株产生药害 3 讨论 蚜虫作为一种草莓生产中常见的害虫 由于其发生时种群数量大 繁殖较快 加之长期采用杀虫剂防 治 施药不合理 致使蚜虫的抗性发展比较迅速 8 一些常用杀虫剂的防治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如本试验 中的对照药剂10 吡虫啉 30 00 g ai hm2 对草莓蚜虫的防治效果较差 最高仅为84 14 这主要是由 于本次草莓蚜虫发生以棉蚜为主 而棉蚜对吡虫啉产生了较高的抗性 9 从而导致试验中的防效较差 由于目前草莓蚜虫的防治仍以化学防治为主 因此充分掌握现有杀虫剂不同剂量下的防治效果 实 现精准施药 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剂量 延缓蚜虫抗性发展 在本研究中 尽管5种杀虫剂在中 低剂量 下的防效在使用初期 药后2 d 低于高剂量处理 但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 其防效与高剂量处理之间的差 距逐渐缩小 如50 吡蚜酮 225 00 g ai hm2 和10 溴氰虫酰胺 67 50 g ai hm2 在高剂量时对草莓蚜 虫的防效与吴声敢等 5 报道的防效相近 而当采用中等剂量50 吡蚜酮 112 50 g ai hm2 10 溴氰虫 酰胺 33 75 g ai hm2 时 与高剂量处理防效之间在药后7 d和14 d已无显著差异 同样10 烯啶虫胺 在中 低剂量 33 75 g ai hm2 22 50 g ai hm2 的防效也与高剂量处理在施药后期差异不显著 因此 这 些杀虫剂在应用到草莓蚜虫防治时 可在虫害发生初期 采用杀虫剂中等剂量进行防治 虽然在用药初期 防效稍低 但从长远来看 既可以降低杀虫剂的使用剂量 节约生产成本 同时又由于杀虫剂用量的减少 对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草莓蚜虫杀虫剂防治中 由于草莓生产需要采用蜜蜂授粉 且释放蜜蜂与蚜虫防治期部分重合 因 此要特别注意杀虫剂对蜜蜂的毒性 本研究所采用的几种杀虫剂中 10 溴氰虫酰胺 10 烯啶虫胺和 25 阿克泰对蜜蜂毒性较高 10 12 施用时需避开蜜蜂传粉期 并使用对蜜蜂毒性较低的50 吡蚜酮 5 啶虫脒以及0 5 苦参碱替换使用 此外 杀虫剂对害虫的防治效果除了与使用剂量密切相关外 杀虫剂的施药方式对防效也有较大影 响 特别是一些内吸性杀虫剂 如杨庆喜等 13 报道在蚜虫盛发前通过灌根施用吡虫啉可以有效防治蚜 虫 并可减少施药次数 节省防治成本 因此 为充分发挥现有杀虫剂的防虫效果 在对杀虫剂施用剂量 研究的基础上 后续可进行不同施药方式对防效以及防治成本的影响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吉沐祥 成玮 颜伟中 等 设施草莓绿色发展目标与 双减 增效关键技术 J 农学学报 2018 8 8 69 74 2 廖建明 草莓上桃蚜的发生规律与防治对策 J 中国南方果树 2007 36 2 62 63 3 武雯 成玮 张顾旭 等 智利小植绥螨防治大棚草莓二斑叶螨试验初报 J 中国植保导刊 2015 35 1 34 36 4 郝建强 姜晓环 庞博 等 释放智利小植绥螨防治设施栽培草莓上二斑叶螨 J 植物保护 2015 41 4 196 198 5 吴声敢 苍涛 柴伟纲 等 草莓蚜虫防治药剂筛选试验 J 浙江农业科学 2016 57 12 2048 2050 6 张宁宁 邵和平 陈卫宇 几种药剂防治草莓蚜虫药效试验 J 上海农业科技 2004 6 107 7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一 M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0 62 8 李飞 韩召军 吴智锋 等 我国棉蚜抗药性研究现状 J 棉花学报 2001 13 2 121 124 9 梁彦 张帅 邵振润 等 棉蚜抗药性及其化学防治 J 植物保护 2013 39 5 70 80 10 吴声敢 徐吉洋 饶惠仙 等 草莓蚜虫防治用药对蜜蜂的急性毒性与风险评价 J 生态毒理学报 2017 12 2 222 227 11 苍涛 王彦华 吴长兴 等 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蜜蜂的急性毒性及风险评价 J 生态毒理学报 2017 12 4 285 292 12 豆敏详 史晓玲 马志卿 等 4种苦参碱制品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评价 J 农药学学报 2018 20 1 49 57 13 杨庆喜 李东阳 纪明山 等 喷雾和灌根施药后吡虫啉在草莓植株中的分布及其对草莓蚜虫的防效 J 植物保护 2019 45 4 250 254 责任编辑 闫其涛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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