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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楝素与脂肪酸甲酯联合使用对豆蚜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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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新疆博州豇豆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田间消长规律进行调查， 研究了 ０ ３％ 印楝素与脂肪酸

甲酯喷雾助剂联合对豆蚜的防治效果， 并对豆蚜天敌消退率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 在博州， 豆蚜以卵在苦豆

子和苜蓿上越冬， ３ 月下旬至 ４ 月初开始孵化， ５ 月上中旬出现有翅蚜在杂草上繁殖蔓延， ５ 月中旬开始迁入棉

花上危害， ６ 月中旬陆续迁入豇豆上危害， ７ 月上中旬在豇豆上达到危害高峰时期， ７ 月中下旬慢慢迁入苜蓿地，
９ 月中旬出现性蚜， ９ 月下旬 － １０ 月中旬在苜蓿和杂草上产卵越冬。 施药后 １ ｄ， 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

液对豆蚜的防效最高， 达到 ８２ ９１％ ； 施药后 ３ ｄ， 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防效仍最高为 ９７ ９２％ ； 施

药后 ７ ｄ，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防效达 ９７ ３８％ ， 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总体来说， 在豇豆豆蚜发生期施用 １ 次 ０ ３％印楝素 ＋脂肪酸喷雾助剂防治豇豆豆蚜， 防效好、 持效期长， 对豇

豆及蚜虫天敌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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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 ） Ｗａｌｐ 是我国主

要的豆科类蔬菜之一， 种植广泛、 经济价值大，
也为新疆地区种植的主要蔬菜种类之一。 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是豆科类蔬菜和果树上的

主要害虫之一 （张广学和钟铁森， １９８３； 文礼章，
１９８７； 陈鹏等， ２０１５）。 该虫群集、 刺吸豇豆嫩

茎、 嫩叶、 幼芽、 荚果、 花序等汁液， 造成危害，
严重时导致豇豆植株生长缓慢、 矮小瘦弱， 叶片

黄化、 卷缩、 枯萎、 脱落， 花蕾、 果荚停滞发育、
脱落等， 严重影响豇豆产量和品质 （王秀梅等，
２０１４； 王子邦和魏书琴， ２０２０）。 该虫是新疆地区

危害豆科蔬菜的主要害虫之一。 在豆蚜的防治中

多年来主要使用化学杀虫剂， 但是鉴于食品安全

和环境影响等要求越来越高， 高效安全农药尤其

是生物性农药、 生物防治技术等越来越受到重视

（王小艺和沈佐锐， ２００２； 陆玉荣等， ２０１３； 吴帅

等， ２０１８； 陆玉荣等， ２０１９）， 多种植物性和微生

物性农药或者天敌被评价或者应用于豆蚜防控实

践中 （王秀梅等， ２０１４； 陈鹏等， ２０１５； 刘春来

等， ２０１８； 王子邦和魏书琴， ２０２０）。
印楝素 （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 是一种柠檬苦素类活

性物质， 属于四环三萜类化合物， 主要从印楝

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Ａ Ｊｕｓｓ 中分离提取， 是应用较为

广泛的植物源杀虫剂， 可对多类植物害虫、 卫生

害虫昆虫趋向、 取食、 生长发育等起着驱避、 拒

食 或 者 抑 制 等 作 用 （ Ｅｒｍｅｌ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１；
Ｋ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 徐汉虹， ２０１７）。 脂肪酸

甲酯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作为新型的植物源

溶剂， 具有低毒、 易降解、 对农作物影响小、 耐

雨水冲刷等优良特性； 如作为助剂与农药混合使

用， 可对农药起到润湿、 分散、 乳化和促溶等作

用， 会增强药液在植物表面的附着力， 因此， 作

为农药增效剂得到较为广泛应用 （杨云海等，
２０１９； 华乃震和林雨佳， ２０２０）。 为了确保豆类蔬

菜产品安全、 优质， 降低化学农药用量， 探索建

立高效、 安全的防治技术是田间豆蚜防治实践中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研究在系统调查明

确博州豇豆田豆蚜发生动态基础上， 测试、 评价

了印楝素与脂肪酸甲酯联合使用对豆蚜的控制作

用以及对主要捕食性天敌昆虫类群的影响， 以期

为在害虫防治实践中提高生物性农药的使用效果

提供了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豇豆田

调查与试验于 ２０２０ 年在新疆博乐市乌图布拉

镇农业高新示范园区进行。 选取其中一片面积为

６ ６６７ ｍ２豇豆田为试验地。 豇豆品种为黑眉 ５ 号，
５ 月 １ 日播种， ５ 月 ７ 日出苗。 常规管理， 豇豆生

长期间不施用任何农药。
１ ２　 豆蚜发生动态调查方法

５ 月 １５ 日开始调查豆蚜发生数量。 采用 ５ 点

法定点系统调查， 每点随机选定 １０ 株豇豆， 每株

标记 ５ 片叶， 每 ３ ｄ 调查 １ 次叶片上豆蚜各个虫态

数量， 直到豇豆收获时止。 如遇大雨或连续降雨

无法下地时暂停调查。 前期调查结果显示 ６ 月底

蚜虫密度已经在 ２０ ～ ３０ 头 ／叶， 因此， 确定 ７ 月初

开展药剂防治试验。
１ ３　 药剂防治效果试验方法

共设 ６ 个处理， 分别为 ０ ３％ 印楝素乳油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０ ３％ 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对照药

剂为 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空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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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Ｋ） 为清水。 每个处理 ３ 次重复， 共 １８ 个小区，
随机区组设计。 各小区面积均 ２２０ ｍ２， 豇豆栽培

管理条件、 长势均匀一致。
７ 月 １ 日， 开展试验前虫口基数调查， 当日气

温为 １８ ９ ～ ２６ ７℃， 相对湿度为 ４５ ２％ 。 ７ 月

２ 日 １０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按 试 验 药 剂 用 量 加 水

（５０ ｋｇ ／ ６６７ ｍ２） 混合配制成药液， 使用电动背负式

喷雾器将药液均匀喷施于豇豆叶片正反面， 以稍

有药滴下淌为度。 试验观察期间气象条件较有利

于苜蓿蚜豆蚜发生危害。
１ ４　 防治效果调查与统计方法

１ ４ １　 防治效果调查

采用 ５ 点法定点调查。 各小区随机选择豇豆

１０ 株， 每株标记 ５ 片叶， 施药前调查叶片上蚜虫

基数， 施药后 １ ｄ、 ３ ｄ、 ７ ｄ、 １４ ｄ 各调查 １ 次活

蚜数量。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

效果。
虫口减退率（％ ） ＝ （施药前豆蚜数量 － 施药后

豆蚜数量） ／施药前豆蚜数量 × １００
防治效果（％ ） ＝ （施药后豆蚜数量减退率 － 对

照豆蚜数量减退率） ／ （１００ －对照豆蚜数量减退率）
× １００

采用 ＤＰＳ 软件中 ＬＳＤ 最小显著差异法进行多

重比较， 分析各个处理间差异显著性 （唐启义，
２０１７）。
１ ４ ２　 药剂对捕食性天敌类群的影响

在施药前 １ ｄ 和施药后 ３ ｄ 分别调查各小区草

蛉类和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Ｐａｌｌａｓ） 数量，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天敌虫口减退率和相对减少率。

虫口减退率（％ ） ＝ （施药前天敌数量 － 施药后

天敌数量） ／施药前虫数 × １００
相对减少率（％ ） ＝ （施药后天敌数量减退率 －

对照天敌数量减退率） ／ （１００ － 对照天敌数量减退

率） ×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豇豆田豆蚜数量变化动态规律

观察结果显示， 新疆博州地区豆蚜以卵在苦

豆 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Ｌ 是 和 紫 花 苜 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Ｌ 上越冬， ３ 月下旬 － ４ 月初卵开

始孵化； ５ 月上中旬出现有翅蚜， 并在杂草上繁殖

蔓延； ５ 月中旬开始迁入棉花田危害， ６ 月中旬陆

续迁入豇豆田发生。 定点系统调查数据表明， 博

州地区豇豆上豆蚜发生期为 ６ 月中旬 － ７ 月下旬，
发生盛期为 ７ 月上中旬， 其种群发生动态呈明显

的单峰型 （图 １）。 自 ６ 月中旬开始发现豆蚜成虫

迁入后， ６ 月底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７ 月 １５ 日出

现一个明显的发生危害高峰， 之后虫口数量迅速

减少， ７ 月下旬逐渐降低至零星发生。 ７ 月下旬有

翅蚜逐渐迁入苜蓿地， ９ 月中旬出现性蚜， ９ 月下

旬 － １０ 月中旬在苜蓿和其他杂草上产卵并进入越

冬期。

图 １　 新疆博州豇豆田豆蚜发生动态

Ｆｉｇ 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ｗｐｅａ ａｐｈｉ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ｗｐｅａ ｉｎ Ｂｏｅｒｔａｌａ，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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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印楝素和脂肪酸甲酯联合使用对豆蚜的防效

调查结果显示， 施药后 １ ｄ， ２０％啶虫脒可湿

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对豆蚜的防效最高， 达到

８２ ９１％ ，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 脂肪酸

甲酯喷雾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达到了 ５５ １３％ ， 高于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施药

后 ３ ｄ， ２０％ 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防效仍

最高为 ９７ ９２％ ， 其次为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１ ０００ 倍液防效达到

了 ８５ １８％ ， 极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施药后 ７ ｄ，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脂肪酸甲酯喷雾

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防效达 ９７ ３８％ ， 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 其次为 ０ ３％ 印楝素乳油 １０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防效

为 ９２ １７％ ； 施药后１４ ｄ， ２０％ 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防效下降， 防效为 ６４ ６３％ ， ０ ３％印楝

素乳油各处理的防效均达 ８３％ 以上， 表现出良好

的持效性。 通过试验调查可知， ０ ３％ 印楝素乳油

各处理在防治豆蚜时效性较长， 尤其是高剂量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１０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与 ０ ３％印楝素乳

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防效最好。 由此可知， 每 ６６７ ｍ２加入 １ ０００ 倍液脂

肪酸甲酯喷雾助剂可减少使用一半的农药剂量，
防效在第 １、 ３、 ７ 天的防效均高于 ０ ３％印楝素乳

油其他剂量的处理， 而 ０ ３％印楝素高剂量防效要

好于低剂量的防效， 对于化学药剂 ２０％ 啶虫脒可

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在前期防效较好， 但 ７ ｄ 防效开

始下降， 直到 １４ ｄ 整体防效低于 ０ ３％印楝素的处

理 （表 １）。
２ ３　 印楝素和脂肪酸甲酯联合使用对豇豆上天敌

的影响

　 　 在豇豆调查期间， 豆蚜的天敌主要有异色瓢

虫及草蛉的成虫及幼虫。 在施药前及施药后 ３ ｄ 按

照每 ２０ 株调查天敌的数量， 并计算天敌的减

退率。

表 １　 ０ ３％印楝素不同浓度及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对豆蚜的防效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０ ３％ 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ｏｎ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ａｐｈｉｄ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药后不同时间防效 （％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 ｄ ３ ｄ ７ ｄ １４ ｄ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１３ ０８ ± ３ １０ ｅＤ ４４ ４５ ± ０ ８３ ｅＥ ７３ ８５ ± ２ ２２ ｄＤ ８３ ３６ ± ０ ８４ ｃＢ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８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２２ ２５ ± ５ ２２ ｄＤ ５３ ０１ ± １ ０３ ｄＤ ８５ ０２ ± １ ０７ ｃＣ ８９ ３１ ± １ ２１ ｂＡＢ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１０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３３ ９２ ± ５ ６６ ｃＣ ５９ ７４ ± １ ２０ ｃＣ ９２ １７ ± １ １５ ｂＢ ９４ ８８ ± １ ２５ ａＡ

０ ３％印楝素乳油 ＋ 脂肪酸甲酯喷雾

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ｍ２ ／ ＋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１ ０００ ｔｉｍｅｓ ｌｉｑｕｉｄ

５５ １３ ± ０ ４３ ｂＢ ８５ １８ ± １ ０１ ｂＢ ９７ ３８ ± ２ ４９ ａＡ ９４ ７６ ± ２ ３２ ａＡ

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２０％ 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 ｗｅｔｔａｂｌｅ ｐｏｗｄｅｒ １
０００ ｔｉｍｅ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８２ ９１ ± ２ ２４ ａＡ ９７ ９２ ± １ ２９ ａＡ ８９ ８２ ± １ ２８ ｂＢ ６４ ６３ ± ４ ５９ ｄＣ

注： 同列数据后具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差异不显著， 具有相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差异不显著。 下表

同。 Ｎｏｔｅ： Ｄａｔ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ＳＤ） 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０ ０５ ａｎｄ ０ ０１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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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０ ３％印楝素不同浓度及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施用后天敌幼虫减退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０ ３％ 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ｙ ｌａｒｖａｅ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天敌种类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虫口基数

（头）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药后 ３ ｄ

活虫数 （头）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

减退率 （％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相对减退

率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ｅｒｌａ ｓｐ． １４ １３ ９ ３３ １９ ５８ ± ２ ０５ ｃＣ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１６ １７ － ５ ９３ １３ ０８ ± ４ ５９ ｄＣ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８０ ｍＬ／ ６６７ ｍ２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ｅｒｌａ ｓｐ． １７ １５ １１ ４１ ２１ ４２ ± ４ ０６ ｃＣ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１５ １５ － ０ ８２ １７ ２８ ± ５ ８６ ｃｄＢＣ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１００ ｍＬ／ ６６７ ｍ２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ｅｒｌａ ｓｐ． １８ １４ ２２ １３ ３０ ９２ ± ０ ５７ ｂＢ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１４ １３ ６ ６７ ２３ ４２ ± ５ ４７ ｂｃＢＣ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
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０ ３％Ａｚａｄｉｒａ⁃ｃｈｔｉｎＥＣ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１ ０００ ｔｉｍｅｓ
ｌｉｑｕｉｄ ／ ６６７ ｍ２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ｅｒｌａ ｓｐ． １３ １２ ７ ０１ １７ ５２ ± ５ ９４ ｃＣ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１５ １３ １２ ９５ ２８ ５７ ± ４ ３６ ｂＢ

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０００ 倍液

／ ６６７ｍ２２０％ ａｃｅｔａｍｉｐｒｉｄ ｗｅｔｔａｂｌｅ
ｐｏｗｄｅｒ １０００ ｔｉｍｅ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ｅｒｌａ ｓｐ． １８ 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 ０ ａＡ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１６ 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 ０ ａＡ

空白对照 ＣＫ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ｐｅｒｌａ ｓｐ． １５ １７ － １２ ７４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１４ １７ － ２１ ８７

０ ３％印楝素乳油在防治豆蚜的同时， 对蚜虫

天敌幼虫也有不同程度的减退作用。 在施药后

３ ｄ， 化学药剂 ２０％ 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

对草蛉影响较大， 消退率达 １００ ００％ ， ０ ３％ 印楝

素乳油 １０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处理后， 草蛉消退率较高，
草蛉消退率为 ３０ ９２％ ， 其次为 ０ ３％ 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处理后， 草蛉消退率为 １９ ５８％ ，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 脂肪酸甲酯喷雾

助剂１ ０００ 倍液处理后， 蛉的消退率为 １７ ５２％ ，
低于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整体看生物

药剂 ０ ３％印楝素乳油及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在低

剂量的混合使用下， 对草蛉影响较小， 消退率较

低。 药后 ３ ｄ， 生物药剂 ０ ３％ 印楝素乳油对瓢虫

幼虫杀伤力较小，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对瓢虫幼虫的影响最小， 平均消退率为 １３ ０８％ ；
０ ３％印楝素乳油 ６０ ｍＬ ／ ６６７ ｍ２ ＋ 脂肪酸甲酯喷雾

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处理后， 瓢虫的幼虫消退率较高

２８ ５７％ ， ２０％啶虫脒可湿性粉剂 １ ０００ 倍液处理

后， 消退率为最高为 １００ ００％ （表 ２）。

３　 结论与讨论

印楝素作为植物源杀虫剂的农药， 因杀虫广

谱较强、 对天敌干扰少、 无明显的脊椎动物毒性

或植物药害、 环境中迅速降解、 地区性资源丰富、
可再生的特点 （ Ｓｃｈｍｔｔｅｒｅｒ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０； Ｂｏｅｋｅ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陈小军等， ２０１０； Ｇａｎｇｕｌｙ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吴帅等， ２０１８）， 被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生

物农药之一， 在国际影响与市场空间日益扩大

（程东美等， ２００７； 刘熙东等， ２０１８）。 脂肪酸甲

酯喷雾助剂作为农药增效剂， 广泛应用于绿色防

控及农药减量技术实施手段之一。 本研究通过

０ ３％印楝素不同浓度及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田间

药效试验综合结果分析， 生物农药印楝素对豇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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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蚜防效性和持效性均良好， 对豇豆没有药害，
对 ２ 种天敌成虫及幼虫的杀伤力及影响力较小，
是防治豇豆蚜的良好药剂； ０ ３％ 印楝素与脂肪酸

甲酯喷雾助剂对防治豇豆蚜速效性和持效性良好，
对豇豆没有药害， 对 ２ 种天敌幼虫影响力较小，
天敌减退率较低。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豇豆蚜虫发生期施用

１ 次， ０ ３％印楝素 ６０ ｍＬ ＋ 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

１ ０００ 倍液与 ０ ３％ 印楝素 １００ ｍＬ 防效差异不显

著， 尤其在施药后期， 防效优于其他处理， 说明

０ ３％印楝素 ＋脂肪酸甲酯喷雾助剂能有效提高蚜

虫的防治效果， 且增加了防治持续时间。
当前， 农业生产中对蚜虫的防治主要以化学

防治为主 （陆玉荣， ２０１９； 王子邦， ２０２０）， 虽然

化学制剂具有防效快的特点， 但其容易污染环境，
易导致农药残留， 影响作物质量安全， 已不能满

足生活安全的需求， 人们为提高蔬菜的品质及安

全性， 减少农药残留， 开始使用安全、 高效的植

物源生物农药， 但因植物源农药在杀虫时， 往往

存在见效慢、 防效较低， 价格较为昂贵等问题

（刘春来等， ２０１８）， 因此， 增加防治效果， 减少

成本投入， 安全性、 低毒的农药助剂成为了人们

施药的首选措施之一。 印楝素经多年的推广应用，
是作用于昆虫多个器官系统的植物源杀虫剂， 可

克服害虫的抗药性， 可首选用于蔬菜蚜虫的防治

（周琼等， ２００５； 陆玉荣， ２０１３）， 同时对瓢虫、
蚜茧蜂、 草蛉成虫及幼虫影响较小 （周琼等，
２００２； 王小艺等， ２００２； 周琼等， ２００５）。 本研究

通过试验调查结果可知， 在施用农药时加入脂肪

酸甲酯喷雾助剂可提高虫害的防治效果， 延长防

效时间， 从而减少农药防治次数， 确保豇豆品质

与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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