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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筛选出对荔枝蝽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 高效低毒低投入的药剂， 在室内采用喷雾法初步测定了 １６ 种常

用杀虫剂对荔枝蝽成虫的活性， 进一步测定了辛硫磷、 丁醚脲和氟啶虫胺腈等 ３ 种药剂对荔枝蝽成虫、 １ 龄若虫

和 ２ 龄若虫的室内毒力， 并开展了 ３ 种杀虫剂对荔枝蝽的田间防效试验。 室内毒力结果表明： 甲氰菊酯、 杀虫

双、 阿维菌素、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哒螨灵、 茚虫威、 虫螨腈、 多杀霉素、 乙基多杀霉素、 灭蝇胺、 异

丙威等 １１ 种药剂对荔枝蝽成虫活性较低， 辛硫磷、 丁醚脲和氟啶虫胺腈对荔枝蝽有较高的杀虫活性， ３ 种药剂

对成虫 ７２ ｈ 后的 ＬＣ５０分别为 １０２. ３２、 ２２６. ８８ 和 ２０７. ５９ ｍｇ ／ Ｌ， 对 １ 龄若虫分别为 ４２. ４１、 １２０. ９０ 和 ８７. ５９ ｍｇ ／ Ｌ，
对 ２ 龄若虫分别为 ６２. ６５、 １８０. ２０ 和 １４８. ７５ ｍｇ ／ Ｌ。 在田间防效试验中， 辛硫磷对荔枝蝽成虫药后 １ ｄ 的防效高

达 ８２. ４６％ ； 氟啶虫胺腈对荔枝蝽成虫药后 １ ｄ 防效达 ８９. ２３％ ， 药后 ７ ｄ 防效维持在 ８５. ０３％ ； 丁醚脲对荔枝蝽

成虫的最高防效为 ７１. ６３％ ， 与高效氯氟氰菊酯的防效相当。 辛硫磷、 丁醚脲和氟啶虫胺腈的防效投入比分别为

９. ６８、 ３６. ２５ 和 １７６. ４１。 辛硫磷投入低、 速效性好且光解快， 可作为防治荔枝蝽的应急药剂使用， 氟啶虫胺腈和

丁醚脲防效较好， 但投入高， 可作为对荔枝蝽有重要潜在研究价值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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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蝽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 俗称臭屁虫， 隶

属于半翅目蝽科， 是为害荔枝龙眼的主要害虫之

一， 一年发生 １ 代， 主要以成虫和若虫吸食寄主

嫩梢、 嫩芽、 花穗和幼果的汁液造成为害。 荔枝

蝽成虫和若虫有发达的臭腺， 受惊扰时喷射的臭

液会使得嫩叶、 花穗或幼果产生焦褐色灼伤斑，
这些为害处常常便于霉菌的侵入而致使病害的发

生 （陈景耀等， １９９２； 徐淑等， ２０１５）。 发生严重

的年份， 荔枝蝽可导致荔枝、 龙眼减产 ２０％ ～
３０％ ， 甚至达到 ７０％ ～ ８０％ ， 直至绝收 （徐雪莲

等， ２００６； 黎荣欣等， ２０１３）。 目前可查询到的防

治荔枝蝽的登记药剂有 １８ 个产品， 其中， 高效氯

氟氰菊酯 １２ 个、 溴氰菊酯 ３ 个、 顺式氯氰菊酯

１ 个、 敌百虫 １ 个、 氯氰菊酯·马拉硫磷混剂

１ 个， 可见目前防治荔枝蝽的药剂以拟除虫菊酯类

药剂为主。 该类药剂作用方式单一， 易产生抗性，
用药历史久， 而且近几年我们发现在实际生产中

这些药剂已较难有效防治荔枝蝽。 据报道噻虫嗪、
啶虫脒和呋虫胺等 ３ 种新烟碱类药剂对荔枝蝽有

较高的田间防效， 但该类药剂对授粉昆虫存在较

高的风险， 不适宜在荔枝花穗期使用 （董易之等，
２０２２）。 为了筛选出对荔枝蝽高效低毒低投入的药

剂， 解决实际生产中荔枝蝽防治难的问题， 本研

究初步测定了 １６ 种常用药剂常用剂量对荔枝蝽越

冬成虫的生物活性， 筛选出其中 ３ 种效果较好的

药剂， 进而对这 ３ 种药剂的室内毒力和田间防效

开展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供试荔枝蝽成虫和 １ 龄、 ２ 龄若虫分别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和 ４ 月采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 “国家果树种质广州荔枝圃 ／农业部广州荔枝

种质资源圃”。
试验药剂：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先

正达南通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２０％ 甲氰菊酯乳油

（浙江威尔达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ｇ ／ Ｌ 联苯菊酯乳

油 （河北中保绿农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杀虫

双水剂 （中山凯中有限公司）， １. ８％ 阿维菌素乳

油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５％ 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海南博士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１５％哒螨灵乳油 （山东省济南科海有限

公司）， １５０ ｇ ／ Ｌ 茚虫威乳油 （美国富美实公司），
１０％虫螨腈悬浮剂 （巴斯夫植物保护 （江苏） 有

限公司）， ３％ 多杀霉素水乳剂 （湖南农大海特农

化有限公司）， ２５％乙基多杀霉素水分散粒剂 （美
国陶氏益农公司）， ７０％灭蝇胺可湿性粉剂 （青岛

瀚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异丙威乳油

（广州市益农生化有限公司），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

剂 （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辛硫

磷乳油 （山东埃森化学有限公司）， ５０％氟啶虫胺

腈水分散粒剂 （科迪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药剂对荔枝蝽成虫的毒力测定

成虫 毒 力 测 定 采 用 喷 雾 法 （ 梁 昌 聪 等，
２００９）。 先用清水将供试药剂稀释成系列浓度梯

度。 参照药剂的田间常用剂量， 初筛中 １６ 种药剂

的浓度设置如下： 高效氯氟氰菊酯 ５０ ｍｇ ／ Ｌ， 甲氰

菊酯 ２００ ｍｇ ／ Ｌ， 联苯菊酯 １００ ｍｇ ／ Ｌ， 杀虫 双

３６０ ｍｇ ／ Ｌ， 阿维菌素 １８ ｍｇ ／ Ｌ，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 盐 ５０ ｍｇ ／ Ｌ， 哒 螨 灵 １５０ ｍｇ ／ Ｌ， 茚 虫 威

７５ ｍｇ ／ Ｌ， 虫螨腈 １００ ｍｇ ／ Ｌ， 多杀霉素 １５ ｍｇ ／ Ｌ，
乙基多杀霉素 １２５ ｍｇ ／ Ｌ， 灭蝇胺 ７００ ｍｇ ／ Ｌ， 异丙

威 ４００ ｍｇ ／ Ｌ， 丁醚脲 ５００ ｍｇ ／ Ｌ， 辛硫磷 ４００ ｍｇ ／ Ｌ，
氟啶虫胺腈 ５００ ｍｇ ／ Ｌ。 根据初筛试验结果，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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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丁醚脲浓度设置为： ３１. ２５、 ６２. 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５００ ｍｇ ／ Ｌ， 辛硫磷浓度设置为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 ｍｇ ／ Ｌ， 氟啶虫胺腈浓度设置为

３１. ２５、 ６２. 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５００ ｍｇ ／ Ｌ。 挑取荔枝园

采集的大小一致、 健康活泼的荔枝蝽越冬成虫转

入自制养虫笼内， 待荔枝蝽成虫安定后， 将配制

好的药剂用微量喷雾器均匀喷于荔枝蝽虫体和养

虫笼各个平面， 阴干后将插有荔枝花穗的矿泉水

瓶转入养虫笼内。 将各个养虫笼放置在温度 ２６ ±
１℃、 湿度 ６５％ ～７０％条件下饲养观察。 每笼接入

荔枝蝽成虫 ３０ 头， 每处理 ３ 次重复， 以清水处理

为空白对照。 分别于处理后 ２４ 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观察

记录荔枝蝽成虫的死活虫数， 计算得死亡率、 校

正死亡率。 以毛笔轻触荔枝蝽虫体， 虫体不动即

视为死亡。
１. ２. ２　 药剂对荔枝蝽 １ 龄、 ２ 龄若虫的毒力测定

１ 龄若虫、 ２ 龄若虫的毒力测定与 １. ２. １ 中方

法相同， 试验靶标改为 １ 龄或 ２ 龄若虫。 试验浓度

如 下： 丁 醚 脲 １５. ６３、 ３１. ２５、 ６２. 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ｍｇ ／ Ｌ， 辛硫磷 １２. ５、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ｍｇ ／ Ｌ，
氟啶虫胺腈 １５. ６３、 ３１. ２５、 ６２. 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ｍｇ ／ Ｌ。
１. ２. ３　 荔枝蝽的田间防效测定

参照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二） 杀虫剂

防治荔枝蝽》 进行田间防效试验。 试验地点是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白云基地， 荔枝

品种为 “井岗红糯”， 树龄 １５ 年， 株高 ２. ５ ～ ３ ｍ，
株行距为 ４ ｍ ×４ ｍ。

试验共设 ５ 个处理：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

１ ０００ 倍、 ４０％ 辛硫磷乳油 １ ０００ 倍、 ５０％ 氟啶虫

胺腈水分散粒剂 １ ０００ 倍、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菊酯

乳油 １ ０００ 倍和空白对照， 每处理 ４ 次重复， 共计

２０ 个小区， 小区间采取随机区组排列， 每小区

２ 株荔枝树。 使用 ３ＷＢＤ⁃１６Ｂ 型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对荔枝树整株进行均匀喷雾， 药液用量 ２ ２５０ Ｌ ／ ｈａ。
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进行试验， 当天天气晴， 南风 ２ 级，
气温 １７ ～ ３１℃。 荔枝园中荔枝蝽主要是成虫， 调

查药前基数并施药， 药后 １ ｄ、 ３ ｄ 和 ７ ｄ 调查活虫

数。 每小区每株树东、 南、 西、 北、 中 ５ 个方位

各标记 ２ 个嫩梢， 调查所标记嫩梢上的所有成虫

数。 依据药前基数和药后活虫数， 计算虫口减退

率和防效。
１. 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ＤＰＳ ７. ０５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对田间防效进行显

著分析。

　 　 　 　 　 死亡率（％ ） ＝ 死虫数
总虫数

× １００

校正死亡率（％ ） ＝ 处理组死亡率 － 空白对照组死亡率
１００ － 空白对照组死亡率

× １００

虫口减退率（％ ） ＝ 药前虫口基数 － 药后活虫数
药前虫口基数

× １００

防效（％ ） ＝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 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１００ － 空白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 １００

防效投入比 ＝ 用药成本
药后 ７ｄ 防效

∶ 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药剂对荔枝蝽成虫的杀虫活性

１６ 种杀虫剂常用剂量对荔枝蝽成虫的杀虫活

性见表 １。 ２０％甲氰菊酯乳油 ２００ ｍｇ ／ Ｌ、 １８％杀虫

双水剂 ３６０ ｍｇ ／ Ｌ、 １. ８％ 阿维菌素乳油 １８ ｍｇ ／ Ｌ、
５％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５０ ｍｇ ／ Ｌ、
１５％哒螨灵乳油 １５０ ｍｇ ／ Ｌ、 １５０ ｇ ／ Ｌ 茚虫威乳油

７５ ｍｇ ／ Ｌ、 １０％虫螨腈悬浮剂 １００ ｍｇ ／ Ｌ、 ３％ 多杀

霉素水乳剂 １５ ｍｇ ／ Ｌ、 ２５％乙基多杀霉素水分散粒

剂 １２５ ｍｇ ／ Ｌ、 ７０％ 灭蝇胺可湿性粉剂 ７００ ｍｇ ／ Ｌ、
２０％异丙威乳油 ４００ ｍｇ ／ Ｌ 对荔枝蝽成虫的 ２４ 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的校正死亡率均低于 １０％ ， 说明上述

１１ 种药剂对荔枝蝽成虫活性较低。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

氟氰菊酯乳油 ５０ ｍｇ ／ Ｌ 和 １００ ｇ ／ Ｌ 联苯菊酯乳油

１００ ｍｇ ／ Ｌ 对荔枝蝽成虫具有一定的杀虫活性， 其

７２ ｈ 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４０. ４５％ 和 ３９. ３３％ 。 经

４０％辛硫磷乳油 ４００ ｍｇ ／ Ｌ、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

５００ ｍｇ ／ Ｌ 和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 ５００ ｍｇ ／ Ｌ
处理后， 荔枝蝽成虫的死亡率较高， 其 ２４ ｈ 后的

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６１. １１％ 、 ６７. ７８％ 和 ７０.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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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ｈ 后分别为 ７２. ２２％ 、 ７４. ４４％和 ７６. ６７％ ， ７２ ｈ
后分别为 ８８. ７６％ 、 ８２. ０２％ 和 ７７. ５３％ 。 可见，
４０％辛硫磷乳油、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和 ５０％氟

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等 ３ 种药剂对荔枝蝽有较高

的致死活性。

表 １　 １６ 种常用杀虫剂对荔枝蝽成虫的杀虫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

杀虫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浓度 （ｍｇ ／ 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死亡率 （％ ）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２４ 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２４ ｈ ４８ ｈ ７２ ｈ

辛硫磷 Ｐｈｏｘｉｍ ４００ ６１. １１ ７２. ２２ ８８. ８９ ６１. １１ ７２. ２２ ８８. ７６

丁醚脲 Ｄｉａｆｅｎｔｈｉｕｒｏｎ ５００ ６７. ７８ ７４. ４４ ８２. ２２ ６７. ７８ ７４. ４４ ８２. ０２

氟啶虫胺腈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 ５００ ７０. ００ ７６. ６７ ７７. ７８ ７０. ００ ７６. ６７ ７７. ５３

高效氯氟氰菊酯 Ｌａｍｂｄａ⁃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５０ ２１. １１ ３１. １１ ４１. １１ ２１. １１ ３１. １１ ４０. ４５

联苯菊酯 Ｂｉｆｅｎｔｈｒｉｎ １００ １８. ８９ ２７. ７８ ４０. ００ １８. ８９ ２７. ７８ ３９. ３３

甲氰菊酯 Ｆｅｎｐｒｏｐａｔｈｒｉｎ ２００ ０ ０ ３. ３３ ０ ０ ２. ２５

杀虫双 Ｂｉｓｕｌｔａｐ ３６０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２. ２２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１. １２

阿维菌素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 １８ ０ １. １１ ３. ３３ ０ １. １１ ２. ２５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 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５０ ０ ０ １. １１ ０ ０ ０

哒螨灵 Ｐｙｒｉｄａｂｅｎ １５０ ０ １. １１ ２. ２２ ０ １. １１ １. １２

茚虫威 Ｉｎｄｏｘａｃａｒｂ ７５ ０ ０ １. １１ ０ ０ ０

虫螨腈 Ｃｈｌｏｒｆｅｎａｐｙｒ １００ ０ １. １１ ２. ２２ ０ １. １１ １. １２

多杀霉素 Ｓｐｉｎｏｓａｄ １５ ０ １. １１ ２. ２２ ０ １. １１ １. １２

乙基多杀霉素 Ｅｔｈｙｌ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 １２５ ５. ５６ ６. ６７ ７. ７８ ５. ５６ ６. ６７ ６. ７４

灭蝇胺 Ｃｙｒｏｍａｚｉｎｅ ７００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０

异丙威 Ｉｓｏｐｒｏｃａｒｂ ４００ ０ １. １１ ２. ２２ ０ １. １１ １. １２

空白对照 ＣＫ ０ ０ ０ １. １１ － － －

２. ２　 药剂对荔枝蝽成虫、 １ 龄和 ２ 龄若虫的毒力

４０％ 辛硫磷乳油、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和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对荔枝蝽成虫和若虫

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详见表 ２。
３ 种杀虫剂对荔枝蝽成虫和若虫的毒力由高至

低均依次为 ４０％辛硫磷乳油﹥ ５０％ 氟啶虫胺腈水

分散粒剂﹥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 且 ３ 种药剂对

荔枝蝽 １ 龄若虫的毒力均高于 ２ 龄若虫， 对 ２ 龄若

虫的毒力均高于成虫。
２. ３　 药剂对荔枝蝽的田间防效

３ 种杀虫剂对荔枝蝽的田间防效详见表 ３。 药

后 １ ｄ， ４０％辛硫磷乳油 １ ０００ 倍液、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

脲悬浮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

１ ０００ 倍液的防效分别为 ８２. ４６％ 、 ６９. １６％ 和

８９. ２３％ ， ４０％辛硫磷乳油和 ５０％ 氟啶虫胺腈水分

散粒剂的防效相当， 均显著高于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

浮剂， 对照药剂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１ ０００ 倍

液的防效 （６３. ２５％ ） 与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的

防效相当。 药后 ３ ｄ， ４０％ 辛硫磷乳油 １ ０００ 倍液

的防效降为 ６９. ８８％ ，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的防效分别升为

７１. ６３％ 、 ９２. ４２％ ， 对照药剂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

菊酯乳油的防效升为 ６８. １８％ ， 与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

悬浮剂和 ４０％ 辛硫磷乳油的防效相当， 显著低于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的防效。 药后 ７ ｄ，
４０％ 辛硫磷乳油的防效持续下降为 ５５. ８１％ ，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 ５０％ 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

剂的防效稍许下降， 为 ６２. ０７％ 、 ８５. ０３％ ， 对照

药剂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的防效降为

５９. ０２％ ， 与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和 ４０％ 辛硫磷

乳油的防效相当， 显著低于 ５０％ 氟啶虫胺腈水分

散粒剂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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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 种杀虫剂对荔枝蝽成虫和若虫的室内毒力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ｎｙｍｐｈｓ ｏｆ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

虫态

Ｉｎｓｔａｒ
杀虫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时间 （ｈ）

Ｔｉｍｅ
ＬＣ５０

（ｍｇ ／ Ｌ）
９５％ 置信区间

（ｍｇ ／ Ｌ） ９５％ ＣＬ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成虫

Ａｄｕｌｔｓ

辛硫磷

Ｐｈｏｘｉｍ

丁醚脲

Ｄｉａｆｅｎｔｈｉｕｒｏｎ

氟啶虫胺腈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

２４ ２０４. ２９ １７３. ９８ ～ ２４３. ９５ ｙ ＝ １. １３６ ＋ １. ６７３ｘ ０. ９９７

４８ １２２. ５６ １０６. ３０ ～ １４０. ５５ ｙ ＝ ０. ８０８ ＋ ２. ００７ ｘ ０. ８９３

７２ １０２. ３２ ８８. ２２ ～ １１７. ２３ ｙ ＝ ０. ７８７ ＋ ２. ０９６ｘ ０. ９１６

２４ ４６７. ９３ ３５１. ５８ ～ ７０８. ３８ ｙ ＝ ０. ２５８ ＋ １. ７７６ｘ ０. ９７４

４８ ２９８. ０３ ２４７. ３０ ～ ３７９. ９７ ｙ ＝ － ０. ４５６ ＋ ２. ２０５ｘ ０. ９８５

７２ ２２６. ８８ １９４. ９４ ～ ２７２. ７３ ｙ ＝ － ０. ３９２ ＋ ２. ２８９ｘ ０. ９９４

２４ ３１０. ０６ ２５３. ６２ ～ ４０３. ９９ ｙ ＝ ０. ０１４ ＋ ２. ００１ｘ ０. ９８９

４８ ２６２. ４１ ２２１. ３７ ～ ３２５. １６ ｙ ＝ － ０. ３４１ ＋ ２. ２０８ｘ ０. ９９２

７２ ２０７. ５９ １８０. ３６ ～ ２４５. １３ ｙ ＝ － ０. ５４５ ＋ ２. ３９３ｘ ０. ９９５

１ 龄若虫

１ 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ｓ

辛硫磷

Ｐｈｏｘｉｍ

丁醚脲

Ｄｉａｆｅｎｔｈｉｕｒｏｎ

氟啶虫胺腈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

２４ １０６. ９６ ８８. ４１ ～ １３６. ４２ ｙ ＝ １. ２５７ ＋ １. ８４５ｘ ０. ９８６

４８ ６８. ３９ ５９. ３１ ～ ８０. １７ ｙ ＝ １. １７４ ＋ ２. ０８５ｘ ０. ９９２

７２ ４２. ４１ ３６. ７０ ～ ４８. ６２ ｙ ＝ １. ５２４ ＋ ２. １３６ｘ ０. ９８８

２４ ３０３. １８ ２０７. ７６ ～ ５４８. ５４ ｙ ＝ １. ６４７ ＋ １. ３５１ｘ ０. ９９４

４８ １７３. ３４ １３１. ７０ ～ ２５６. １５ ｙ ＝ ２. ０５４ ＋ １. ３１６ｘ ０. ９８４

７２ １２０. ９０ ９８. ５７ ～ １５６. ６６ ｙ ＝ １. ８１１ ＋ １. ５３２ｘ ０. ９８０

２４ ２０９. ４５ １５１. ９４ ～ ３３９. １８ ｙ ＝ ２. １７０ ＋ １. ２２０ｘ ０. ９８９

４８ １５８. １４ １２４. ０９ ～ ２２０. １１ ｙ ＝ １. ７６４ ＋ １. ４７２ｘ ０. ９９６

７２ ８５. ５９ ７２. ８９ ～ １０２. ５２ ｙ ＝ １. ５６６ ＋ １. ７７７ｘ ０. ９８７

２ 龄若虫

２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ｓ

辛硫磷

Ｐｈｏｘｉｍ

丁醚脲

Ｄｉａｆｅｎｔｈｉｕｒｏｎ

氟啶虫胺腈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

２４ １４３. ７５ １１３. ６０ ～ １９８. ４３ ｙ ＝ １. １３６ ＋ １. ７９１ｘ ０. ９９１

４８ ９１. ２０ ７７. ６６ ～ １１０. ９２ ｙ ＝ ０. ９０９ ＋ ２. ０８７ｘ ０. ９８１

７２ ６２. ６５ ５４. ５９ ～ ７２. ７４ ｙ ＝ １. １７８ ＋ ２. １２７ｘ ０. ９８８

２４ ３６５. １７ ２５０. １９ ～ ７０７. ０７ ｙ ＝ ０. ７８３ ＋ １. ６４６ｘ ０. ９９７

４８ ２７６. ３３ １９３. １１ ～ ４８０. ７４ ｙ ＝ １. ７２７ ＋ １. ３４１ｘ ０. ９９４

７２ １８０. ２０ １４０. ０１ ～ ２５５. ８０ ｙ ＝ １. ４５４ ＋ １. ５７２ｘ ０. ９８８

２４ ２７７. ４３ １９３. ８１ ～ ４８２. ９４ ｙ ＝ １. ７１５ ＋ １. ３４５ｘ ０. ９９３

４８ ２２０. ６６ １６５. ０８ ～ ３３５. ９５ ｙ ＝ １. ３７１ ＋ １. ５４８ｘ ０. ９９７

７２ １４８. ７５ １１８. ８２ ～ ２００. ６６ ｙ ＝ １. ５９４ ＋ １. ５６８ｘ ０. ９９１

２. ４　 药剂防治荔枝蝽的经济性

为评价杀虫剂防治荔枝蝽的可行性， 明确药

剂的经济性， 比较了不同杀虫剂的防效投入比

（表 ４）。 试验药剂的防效投入比由高到低依次为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

剂 ＞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 ４０％ 辛硫磷乳

油，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的防效投入比高

达 １７６. ４１， ４０％辛硫磷乳油的防效投入比 （９. ６８）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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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种杀虫剂对荔枝蝽的田间防效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

杀虫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虫口基数

（头 ／株）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活虫数 （头 ／株） Ｌ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防效 （％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药后 １ ｄ
１ ＤＡＴ

药后 ３ ｄ
３ ＤＡＴ

药后 ７ ｄ
７ ＤＡＴ

药后 １ ｄ
１ ＤＡＴ

药后 ３ ｄ
３ ＤＡＴ

药后 ７ ｄ
７ ＤＡＴ

辛硫磷 Ｐｈｏｘｉｍ ７. ８８ １. ００ ０. ６３ １. １３ ８２. ４６ ± ２. ３９ ａ ６９. ８８ ± ４. ０３ ｂ ５５. ８１ ± ６. ４１ ｂ

丁醚脲 Ｄｉａｆｅｎｔｈｉｕｒｏｎ １５. ６３ ３. ２５ ５. １３ ５. ７５ ６９. １６ ± １. ６４ ｂ ７１. ６３ ± ５. ０５ ｂ ６２. ０７ ± ９. ２１ ｂ

氟啶虫胺腈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 １０. ６３ ４. ００ ２. ８８ ２. ８８ ８９. ２３ ± １. ８４ ａ ９２. ４２ ± １. ５８ ａ ８５. ０３ ± ５. ２３ ａ

高效氯氟氰菊酯

Ｌａｍｂｄａ⁃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８. ８８ ３. ８８ ３. ２５ ３. ００ ６３. ２５ ± ３. ７０ ｂ ６８. １８ ± ６. ０９ ｂ ５９. ０２ ± ６. ４９ ｂ

空白对照 ＣＫ １０. ００ １１. ８８ １１. １３ ８. ７５ － － －

注： 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在 Ｐ ＜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Ｐ ＜ ０. ０５.

表 ４　 ３ 种药剂防治荔枝蝽的防效投入比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 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

杀虫剂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稀释倍数

Ｄ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容量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价格

（元 ／瓶）
Ｐｒｉｃｅ

用药成本

（元 ／亩）
Ｃｏｓｔ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

药后 ７ ｄ
防效 （％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ｔ ７ ＤＡＴ

防效投入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０％辛硫磷乳油

Ｐｈｏｘｉｍ ４０％ ＥＣ
１ ０００ ５００ ｍＬ １８ ５. ４ ５５. ８１ ９. ６８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

Ｄｉａｆｅｎｔｈｉｕｒｏｎ ５００ ｇ ／ Ｌ ＳＣ
１ ０００ ２００ ｇ ３０ ２２. ５ ６２. ０７ ３６. ２５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

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 ５０％ ＷＧ
１ ０００ ２５ ｇ ２５ １５０ ８５. ０３ １７６. ４１

２５ ｇ ／ Ｌ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Ｌａｍｂｄａ⁃ｃｙｈａｌｏｔｈｒｉｎ ２５ ｇ ／ Ｌ ＥＣ
１ ０００ ２００ ｍＬ １０ ７. ５ ５９. ０２ １２. ７２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４０％ 辛硫磷乳油、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和 ５０％ 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对荔

枝蝽成虫、 １ 龄和 ２ 龄若虫有较高的室内毒力， 且

在田间表现出较好的防效。 其中， ４０％ 辛硫磷乳

油 １ ０００ 倍液药后 １ ｄ 的防效达 ８２. ４６％ ， ５０％ 氟

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 １ ０００ 倍液药后 １ ｄ 防效为

８９. ２３％， 药后 ７ ｄ 防效仍维持在 ８５. ０３％；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剂 １ ０００ 倍液对荔枝蝽成虫的防效为

７１. ６３％ ， 与高效氯氟氰菊酯的防效相当。
丁醚脲是一种新型苯甲酰基脲类杀虫剂， 具

有触杀、 胃毒、 内吸和一定的熏蒸作用， 阻碍害

虫体内神经系统功能的发挥， 从而使害虫僵死

（Ｒｕｄ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１； Ｒｕｄ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ｙｓｅｒ， １９９４；
Ｐｅｔｒｏｓｋｅ ａｎｄ Ｃａｓｉｄａ， １９９５）。 辛硫磷是一种有机磷

类杀虫剂， 以触杀和胃毒作用为主， 作用靶标为

乙酰胆碱酯酶 （赵玉琴等， ２００８； Ｂｕšｉｃ＇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氟啶虫胺腈是一种砜亚胺类杀虫剂， 具有

触杀、 胃毒和内吸作用， 主要作用于昆虫的神经

系统， 能够竞争性的调节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
从而使昆虫兴奋麻痹致死 （李健和巨修炼， ２００７；
Ｓｐａｒｋ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施腾飞等， ２０２０）。 目前丁醚

脲、 辛硫磷和氟啶虫胺腈 ３ 种药剂对荔枝蝽的系

列研究尚未见报道， 但其对半翅目其他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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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报道。 党志红等 （２０１２） 报道了丁醚脲对绿

盲蝽 Ａｐｏｌｙgｕｓ ｌｕcｏｒｕｍ ２ 龄、 ３ 龄、 ４ 龄若虫的 ＬＣ５０

为 １０６. ８４、 １０７. １４ 和 １９３. ６６ ｍｇ ／ Ｌ。 门兴元 等

（２０１１） 通过试管药膜法测定的辛硫磷对绿后丽盲

蝽 Ａｐｏｌｙgｕｓ ｌｕｍｒｕｍ 的 ２４ ｈ、 ４８ ｈ ＬＣ５０ 仅为 ８. ３２、
７. ０８ ｍｇ ／ Ｌ， 田小卫等 （２００９） 报道了 ５０％辛硫磷

乳油 １ ０００ 倍液对冬枣绿盲蝽 Ａｐｏｌｙgｕｓ ｌｕcｏｒｕｍ 越

冬卵孵化盛期的药后 １ ｄ、 ３ ｄ、 ７ ｄ 的防效分别为

６４. ７％ 、 ６６. ２％和 ５３. ５％ 。 董松等 （２０１８）、 王家

哲等 （２０２２）、 李海强等 （２０２０） 研究报道了氟啶

虫胺腈对绿盲蝽有较好的室内毒力和田间防效，
王泽华等 （２０２０） 研究表明 ２２％ 氟啶虫胺腈悬浮

剂对茶翅蝽 Ｈａｌｙｏｍｏｒｐｈａ ｈａｌｙｓ ２ 龄若虫的 ＬＣ５０ 为

１８. ７９ ｍｇ ／ Ｌ， 许敏等 （２０１９） 报道了氟啶虫胺腈

对中黑盲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cｏｒｉｓ ｓｕｔｕｒａｌｉｓ ３ 龄若虫的 ＬＣ５０为

１１. １７５ ｍｇ ／ Ｌ。 本研究测定的 ５００ ｇ ／ Ｌ 丁醚脲悬浮

剂、 ４０％辛硫磷乳油和 ５０％ 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

剂对荔枝蝽的室内毒力和田间防效与上述研究差

距较大， 这可能与试验靶标、 试验方法等有较为

直接的关系。
本研究依据 ３ 种杀虫剂的市场价格和其田间

防效计算获得防效投入比， 结果表明不同药剂处

理的防效投入比存在很大差异。 在制定化学防治

策略时不能一味追求较高的防效， 还需兼顾考虑

药剂的投入成本、 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等多种因

素。 花穗期是荔枝蝽的防治适期之一， 此时果园

常常释放蜜蜂进行传粉， 因此该时期施药防治荔

枝蝽时还需考虑药剂对蜜蜂的影响。 辛硫磷虽然

对蜜蜂高毒 （朱鲁生等， １９９９）， 但其投入低、 速

效性好且光解快， 可作为荔枝蝽的应急防治药剂

使用； 丁醚脲和氟啶虫胺腈对荔枝蝽均有较好的

防效， 但两者的投入较高， 尤其是氟啶虫胺腈的

防效投入比高达 １７６. ４１， 故两者可作为对荔枝蝽

有重要潜在研究价值的药剂。 若田间使用丁醚脲

和氟啶虫胺腈防治荔枝蝽时， 因两者对蜜蜂均有

较高 毒 性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吴 声 敢 等，
２０１７； 周浩等， ２０１７； 张艳峰等， ２０２０； 施腾飞

等， ２０２０）， 使用时需协调好施药和放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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