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资源分类 	 温室技术
	 栽培技术
	 植保技术
	 植物工厂
	 图片影像
	 灌溉技术
	 标准＋专利
	 采后处理
	 产业观察
	 实用文档
	 园艺机械
	 农业园区
	 政策法规
	 《现代温室》
	 产品说明书

 
	  《温室》DM广告 
	  RS智库 
	 新闻中心 
	  求助&百问 
	  公告 
	 B2B 
	 G商城 

 	    
 
 
	  

 
  
 
 
 
        
		书签
	分享

	  	  

  	  
	 
	/ 4
	  

 
    

  	 下载费用：0 金币     

 
  
    园艺星球（共享文库） > 资源分类 > 植保技术 > 绿色防控 > 4种农药对天敌昆虫大草蛉的毒性评价.pdf
 
       4种农药对天敌昆虫大草蛉的毒性评价.pdf 
 nullnull23年 第 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大草蛉 Chrysopa pallens Rambur 属脉翅目 Neuroptera 草蛉科 Chrysopidae 草蛉属 Chr ysopa 在我国除西藏外的各省区广泛分布且为优 势种 作为节肢动物的广食性捕食者 Arthropod Generalist Predator AGP 其幼虫和成虫均可捕食 多种害虫 如蚜虫 1 烟粉虱 2 小绿叶蝉 3 桑蓟马 4 及一些鳞翅目低龄幼虫和卵 5 等 具有捕食量大 适 应性强 年发生世代数多 成虫寿命长且产卵量大 等特点 是农林害虫生物防治中一种重要的天敌昆 虫 6 应用前景良好 对于农林害虫的防控 农药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 也存在部分农药对天敌的毒害 破坏了自然条件下 天敌对害虫的控制 导致生态系统失衡 对害虫实施 综合治理需协调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 选用农药前 应了解其对天敌的毒性风险 据报道 灭幼脲对大草 蛉幼虫杀伤作用较大 7 有机磷类 菊酯类 农用抗 生素类农药对大草蛉成虫均有较强的杀伤力 8 植 物源杀虫剂 查虫清 对大草蛉无毒害作用 9 鉴于 目前鲜见杀虫剂对大草蛉各虫态毒性的系统报道 笔者开展试验 测定了4种常用杀虫剂对大草蛉卵 幼虫 蛹和成虫的毒力 评价药剂对大草蛉的毒性风 险 为害虫综合治理中农药的科学使用和大草蛉的 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null1 供试虫源 豆蚜 Aphis craccivora Koch 以蚕豆为寄主植 物 播种前1天浸泡蚕豆种子 次日种植于含有蛭 石 基质土的混合土壤中 盆栽 待蚕豆出苗 3 4 cm后接种豆蚜 繁殖多代用于饲喂大草蛉 大草蛉 成虫采自江苏丘陵地区南京农业科学 研究所试验地 32 5 3 N 118 54 34 E 海拔 34 m 在不接触任何农药的条件下饲养 大草蛉的幼 虫和成虫均以豆蚜为食 给成虫额外补充清水和 10 蜂蜜水 幼虫饲养于木质养虫盒 18 cm 18 cm 6 5 cm 内 初羽化成虫饲养于养虫笼 50 cm 50 cm 50 cm 内 成虫配对于圆柱形产卵盒 直径 5 5 cm 高18 cm 内 收集初产卵 初孵1龄幼虫 蛹 上 4 种农药对天敌昆虫大草蛉的毒性评价 蒋立奔 须秋静 唐冬兰 娄天成 张普娟 唐 泉 郭成宝 曹荣祥 赵 旸 江苏丘陵地区南京农业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 为明确氟啶虫酰胺 乙唑螨腈 丁氟螨酯和哒螨灵对天敌昆虫大草蛉各虫态的影响 在室内采用浸渍法 卵 幼虫和蛹 和喷雾法 成虫 测定了上述杀虫剂对大草蛉的毒性 评估其对大草蛉的风险 结果表明 氟啶虫酰胺对大 草蛉成虫存在中等毒性风险 乙唑螨腈 丁氟螨酯和哒螨灵对大草蛉各虫态均为低风险 与其他虫态相比 大草蛉的 卵和蛹对供试农药的耐受性更高 在害虫生物防治及综合治理中 应尽量选用对大草蛉毒性较低的农药 释放大草 蛉时也注意选择具有较高耐受性的虫态 从而达到保护及高效利用天敌的目的 关键词 大草蛉 毒力 致死中浓度 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 S47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2 6820 2023 09 0078 04 收稿日期 2022 11 04 修回日期 2023 04 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2100366 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项目 CX 23 3014 作者简介 蒋立奔 博士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天敌昆虫研究和果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 E mail jiangliben 通讯作者 赵旸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脉翅目昆虫分类及生物防治研究 E mail zhaoyangzz1222 78 nullnull23年 第 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述3种虫态均为24 h内 及羽化8 10日龄成虫作 试虫 在温度 25 1 相对湿度 60 5 光周期 L D 16h 8h的人工气候箱中培养 1null2 供试药剂 供试药剂为 4 种常用杀虫 杀螨 剂 30 乙唑 螨腈悬浮剂 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10 氟啶 虫酰胺水分散粒剂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20 丁氟螨酯悬浮剂 苏州富美实植物保护剂有限公 司 20 哒螨灵可湿性粉剂 上海沪联生物药业 夏 邑 股份有限公司 1null3 试验方法 在预试验的基础上对供试药剂各设 6 个浓度 每个浓度处理20头大草蛉 或20粒卵 重复3次 以去离子水为对照 对照死亡率大于 10 时为无效 试验 10 采用浸渍法测定农药对大草蛉卵 幼虫和蛹的 毒性 1 将 24 h 内初产卵置于圆柱形塑料盒 直径 2 5 cm 高1 5 cm 内 以 100 目细纱网封底 分别在 供试药剂不同浓度药液中浸渍5 s 然后用吸水纸吸 去多余药液 室温下晾干后分装于透明玻璃瓶 直径 2 cm 高5 cm 中 每瓶1粒卵 用细纱布封口 置于 人工气候箱 同1 1培养条件 中培养 48 h后观察 记录卵的孵化情况 96 h 后卵仍不能正常孵化视为 死亡 2 将 1 龄幼虫用细毛笔挑至不同浓度药液中 浸渍 5 s 然后用吸水纸吸去多余药液 置于透明玻 璃瓶中 每瓶 1 头幼虫 饲喂充足蚜虫 用 100 目细 纱网封口 置于人工气候箱中培养 每日观察记录幼 虫的死亡情况 并补充饲喂充足蚜虫 96 h 后以毛 笔轻触无反应视为死亡 3 用镊子轻轻夹取蛹在不同浓度药液中浸渍 5s 然后用吸水纸吸去多余药液 室温晾干后置于培 养皿 直径 9 cm 高 1 5 cm 中 每皿 20 头蛹 置于 人工气候箱中培养 每日观察记录蛹的羽化情况 10 d后蛹不能正常羽化视为死亡 采用喷雾法测定农药对大草蛉成虫的毒性 将 成虫置于底部铺有1层滤纸的塑料杯内 用细纱网 封口 手持喷雾器向成虫均匀喷洒不同浓度药液 喷 至滤纸刚达到全部湿润为止 将处理过的成虫移出 晾干 放入预先装有带蚜虫的蚕豆枝的罐头瓶 直径 6 5 cm 高9 cm 中 用细纱网封口 将棉花球用 10 蜂蜜水湿润 置于细纱网上 最后放入人工气候 箱中培养 每日观察记录成虫的死亡情况 补充带蚜 虫的蚕豆枝及 10 蜂蜜水 72 h 后成虫不能正常爬 动视为死亡 以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10 为依 据 参照农药对天敌赤眼蜂的风险等级来划分杀 虫剂对大草蛉的毒性等级 安全系数 5 为低风险 0 5 安全系数 5 为中等风险 0 05 安全系数 0 5 为高风险 安全系数 0 05 为极高风险 安全 系数 农药对天敌的致死中浓度 农药的田间推荐 使用浓度 1null4 数据统计和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 SPSS 28 0 中 Probit 法对相关数 据进行分析 得到药剂浓度的对数与校正死亡率之 间的回归方程 进而求出农药对大草蛉的致死中浓 度LC 50 及95 置信区间 2 结果与分析 2null1 不同农药对卵的毒性 由表 1 可知 4 种农药对大草蛉卵的毒性较 低 均表现为低风险 其中 乙唑螨腈 丁氟螨酯 哒螨灵以其最高浓度或最大溶解浓度处理卵后 死亡率仍低于 50 故未能计算得出准确的致死 中浓度值 2null2 不同农药对1龄幼虫的毒性 4种农药对大草蛉1龄幼虫的毒性较低 均表 现为低风险 其中 乙唑螨腈 丁氟螨酯以其最高浓 度或最大溶解浓度处理1龄幼虫后 幼虫死亡率仍 低于 50 故未能计算得出准确的致死中浓度值 表1 2null3 不同农药对蛹的毒性 4种农药对大草蛉蛹的毒性较低 均表现为低 风险 以各药剂最高浓度或最大溶解浓度处理蛹后 死亡率均低于 50 故未能计算得出准确的致死中 浓度值 表1 2null4 不同农药对成虫的毒性 室内毒性测定结果 表2 表明 4种农药对大草 蛉成虫的毒性总体较低 氟啶虫酰胺毒性相对较高 79 nullnull23年 第 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毒力回归方程 y ax b 致死中浓度 LC 50 mg L 95 置信区间 mg L 田间推荐使用 浓度 mg L 安全 系数 毒性 风险 乙唑螨腈 卵 321 000 107 0 3 000 低 1龄幼虫 321 000 107 0 3 000 低 蛹 321 000 107 0 3 000 低 氟啶虫酰胺 卵 y 3 64x 15 17 14 641 26 12 067 20 17 997 40 167 0 87 70 低 1龄幼虫 y 2 59x 8 60 2 110 16 1 446 73 3 496 34 167 0 12 60 低 蛹 40 000 167 0 240 低 丁氟螨酯 卵 214 200 143 0 1 498 低 1龄幼虫 214 200 143 0 1 498 低 蛹 214 200 143 0 1 498 低 哒螨灵 卵 40 000 66 7 600 低 1龄幼虫 y 3 12x 9 99 1 604 26 1 464 01 1 757 53 66 7 24 10 低 蛹 40 000 66 7 600 低 有效成分 表 1 浸渍法测定 4种农药对大草蛉卵 1龄幼虫 蛹的毒性 1 1 分别为处理后96 h 96 h 10 d后测定农药对卵 1龄幼虫 蛹的毒性 有效成分 毒力回归方程 y ax b 致死中浓度 LC 50 mg L 95 置信区间 mg L 田间推荐使用 浓度 mg L 安全系数 毒性风险 乙唑螨腈 y 1 92x 8 20 18 216 78 15 686 00 21 431 00 107 0 170 00 低 氟啶虫酰胺 y 3 73x 10 78 772 18 713 71 836 61 167 0 4 62 中等 丁氟螨酯 y 2 33x 8 83 6 106 26 5 463 47 6 805 22 143 0 42 70 低 哒螨灵 y 2 84x 9 16 1 692 61 1 542 13 1 869 76 66 7 25 40 低 表 2 喷雾法测定 4种农药对大草蛉成虫的毒性 1 1 在处理后72 h测定农药对成虫的毒性 其对大草蛉成虫表现为中等毒性风险 安全系数接 近5 其他3种农药对成虫仍表现为低风险 3 结论 本研究中 4 种供试农药对大草蛉不同虫态的 毒性存在一定差异 幼虫和成虫的敏感程度相对较 高 成虫敏感度更高 邹一桥等 11 发现天敌的卵和 蛹对田间使用浓度农药的耐受性相对高于幼虫和成 虫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在防治害虫的过程中 应注 意控制用药剂量或者将施药时间避开天敌种群的幼 虫期和繁殖期 以保护农田内的天敌种群 发挥其自 然控制作用 乙唑螨腈 丁氟螨酯 哒螨灵对大草蛉 各个虫态的毒性风险性较低 当田间虫 螨害发生较 重时 可优先选择这些药剂进行防治 本研究涉及的试验均为室内急性毒性试验 排 除了自然状态下天敌接触药剂途径的多样性 故还 需对存活试虫的生长发育 寿命 产卵 孵化 取食等 行为所受影响 以及温室或大田环境中农药对大草 蛉的毒性作进一步研究 并增加待测低毒药剂的种 类 开展毒理分析与残留风险评价 以筛选出更多对 天敌昆虫友好的杀虫杀螨剂品种 参考文献 1 王杰 邸宁 蒋瑞鑫 等 以豆蚜为食物的大草蛉生命表 及饥饿对其食物利用率的影响 J 环境昆虫学报 2021 43 5 1257 1264 2 王然 王甦 渠成 等 大草蛉幼虫对不同寄主植物上烟 粉虱卵的捕食功能反应与搜寻效应 J 植物保护学 报 2007 26 3 149 154 3 刘凤想 焦彦成 邓艳东 等 草间钻头蛛 大草蛉和中 华通草蛉对茶尺蠖 小绿叶蝉的选择效应 J 四川动 物 2016 43 1 497 154 下转第 95 页 80 nullnull23年 第 9期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null 23nullnullnullnull 43nullnullnull 9 上接第 80 页 4 魏洪义 詹根祥 沈荣武 等 大草蛉对桑蓟马捕食作用 初报 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1994 16 6 84 86 5 曹雯星 张韬 杨欢 等 大草蛉对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的 捕食功能评价 J 植物保护学报 2020 47 4 155 160 6 李姝 王杰 郭晓军 等 天敌昆虫大草蛉的研究进展与 展望 J 环境昆虫学报 2019 41 2 241 252 7 陈天业 牟吉元 大草蛉对两种灭幼脲类杀虫剂的敏感 性试验 J 山东农业科学 1995 5 42 8 张安胜 辛志梅 于毅 等 果园常用药剂对大草蛉杀伤 力的室内试验 J 山东农业科学 2003 6 29 32 9 郝志胜 郭晶丽 彭宇 等 植物源杀虫剂 查虫清 对 5 种害虫的生物活性及对 3 种天敌的毒性测定 J 湖北 大学学报 2011 33 1 110 114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部 GB T 31270 17 2014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第 17 部分 天 敌赤眼蜂急性毒性试验 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4 11 邹一桥 郑炳宗 常用农药对丽蚜小蜂和中华草蛉的 毒力测定 J 生物防治通报 1988 4 3 114 117 本次人参主产区用药调查 发现人参农药登记制度 虽初见成效 但是规范用药仍有待加强 人参农药登 记制度从2013年正式实行 从起初的14种农药到 目前的59种 农药登记库中的药剂种类涵盖了常见 病害的防治用药 登记数量远高于其他中药材 成为 中药材农药管控的示范 10 随着农药登记制度的推 进和吉林省地方标准的颁布 目前多数的人参种植 主体能够针对人参常见病害选择农药登记名录和地 方标准推荐农药目录中的农药种类 但也有针对特 定病害仍只按自身经验选用 用药种类和用药量与 推荐用药相差较大的情况 对于人参病害防治用药的选择 目前仍以化学 农药为主 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尚未建成 只有极少种 植主体采用微生物菌剂类农药 如枯草芽孢杆菌 哈 茨木霉 比较好的方面是 在人参生产过程中 品 质优先 兼顾产量 的原则被普遍重视 本次调查发 现 无论是企业 合作社还是散户 都能主动选择低 毒 微毒农药 确保人参质量可控 人参种植主体农 药选择意识的提高与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和地 方政府的科学引导 大力宣传密不可分 同时也仍需 集智攻关 有效推进 尽快落实人参病虫害的绿色防 控技术体系 参考文献 1 Song J H Kim K J Choi S Y et al Korean ginseng extract ameliorates abnormal immune response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inflammatory constituents in Sprague Dawley rat subjected to environmental heat stress J Journal of Ginseng Research 2019 43 2 252 260 2 Kim K H Lee D Lee H L et al Beneficial effects of Panax ginseng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neuro degenerative diseases past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Journal of Ginseng Research 2018 42 3 239 247 3 Saba S Lee Y Y Kim M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n immune stimulatory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various types of ginseng extracts in murine and rodent models J Journal of Ginseng Research 2018 42 4 577 584 4 Zhang X Guo Y G Zang P et al Study on the sim ultaneous degradation of five pesticides by Paenibacillus polymyxa from Panax ginse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products 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9 168 415 422 5 Sun Z Yang L M Han M et al Biological control ginseng grey mold and plant colonization by antagonistic bacteria isolated from rhizospheric soil of Panax ginseng Meyer J Biological Control 2019 138 e104048 6 Lu X H Zhang X M Jiao X L et al Taxonomy of fungal complex causing red skin root of Panax ginse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Ginseng Research 2020 44 3 506 518 7 胡鑫 沈亮 胡志刚 等 农田栽培人参无公害病虫害防 治研究进展 J 中国现代中药 2020 22 3 452 460 8 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 禁限用农药名录 R OL 2019 11 29 http t20191129 6332604 htm 9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四部 M 北 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 10 李艳杰 张昌朋 廖先骏 等 基于农药残留的药用作 物分类现状 J 农药学学报 2021 23 2 237 244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null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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