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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杀蝎砚对柑桔叶蝇的

防治效果研究

中国农 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黄 良炉 张 格成 余 志仁 王 代武

提 要

拭赚于 19 6 2一 19 6 4 年在四川重庆本所进行
,

作者以 20 % 可湿怪

三氮杀蟠碱粉剂对为害柑桔树的两种叶蟠进行 了各 虫态的杀 虫效果测

定
、

对叶蜻卵不育的效果测定
、

残效拭赚以及田简防治拭敲
。

靛明三氛

杀蟠碱是一种 灵好的杀靖荆
。

前 言

对于三氯杀蜗飒的利用
,

福田
、

具握 (19 5 6 )用 Te tr a n 夕Ch u s u r t ic a e K o e k 的成虫接触

药剂后
,

移植在未处理的叶片上产卵
,

桔果卵 的 孵 化 率 显 著 降 低
〔幻

。

W
·

c. F erg us on

(1 95 8 )
,

研究指 出
:

兰氯杀埔枫能杀死大豆杠蜘蛛(Te tra 叮ch us t el ar ius (L
.

) 的幼 虫 和

若虫
,

而不能杀死成虫
,

但所产的卵不能孵化或延迟孵化
。

田简就跳
,

对柑 桔和落 叶果树

的叶嗡
,

残效期长达 3 0一10 0 夭
,

但它对苹果杠蜘蛛的夏卵有效
,

而对冬卵无效
,

拮湍认为

三氯杀嗡枫是杀柑桔和落叶果树及各种观赏植物杠蜘蛛卵
、

幼虫的有效药剂
〔幻

。

M o k e r

je a (1 9 6 2 )对茶树杠蜘蛛 o lig o n , eh u s c qff’
了a e (N ie tn e r

)拭墩
,

用三氯杀埔矾喳

射卵
,

效果达 97
.

7%
,

喳于雌成虫体上后
,

将虫移于无药叶片 上棍察 卵的不孵化率
,

处理

后第 2 天产的卵不孵效果极好
,

第 5 天后效果递减
,

其残效可雄持 至第 8 天
,

三氯杀嗡枫

直接杀成蜗的效果很差
,

田简就阶
,

三氯杀埔讽 处 理 后 7一 30 天
,

虫 口 减 少 达 90 % 以

上 E3〕。

北京晨光农药厂于 19 6 0 年拭制成功 20 % 可湿性三氯杀蜡矾粉剂
,

同年 翘八 个有关

单位
,

分别用苹果和柑桔叶蝙的卵
、

幼埔
、

成埔进行ffilJ 定
,

效果表现不一致
,

仅华 南农 学院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藏盼拮果
,

认为三氧杀埔枫对柑桔杠蜘蛛有持久的良好效

果
。

对其他果树蜗类初步认为效果不够理想
。

现将我俩三年来利用三氧杀蜻枫对柑桔叶蜗的防治研究整理于后
,

希有关方面批郭

指正
。

材 料 及 方 法

本研究于 1 9 6 2一1 9 6 4 年在本所进行
。

供拭药剂是北京晨光农 药厂 1 9 6 0 年 就 制 的

20 % 可湿性三氯杀埔枫粉剂 (T D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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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叶蜗 柑桔杠蜘蛛 (p an on 夕ch us cit
r i MCG. )

,

柑桔四斑黄蜘蛛 (Sc hi ZO tra
n

梦

ch us
sp

.

)
,

均在近年来未防治过的柑桔树上收集
,

收集的叶蝙铜养于棒檬叶片上 (叶片置

于盛有浅水层的培养皿 中)
,

以供室内就肺
。

杀卵测定 春
、

夏
、

秋季取 同日所产的卵
,

在 自然温度下进行
,

冬季将已接种雌成蝙的

仆卜片
,

置于 40 一 100 瓦的电灯光下
,

温度升至 20
O

C左右
,

促使其活动产卵
,

取同日所产的卵

供藏敏
。

春
、

夏
、

秋季处理后
,

置盛虫培养皿于室内自然温度下 , 冬季处理后
,

将盛虫培养

皿放入 20 一30
“

C 的恒温箱内
,

以后逐 日观察其卵的孵化数
,

最后扰静分析共效果
,

不育性

贰嗽的观察祀载方法同前
。

杀虫测定 将各虫态用画眉笔分别接种于平整的棒檬叶上
,

叶片置 于盛浅水层的培

养皿中
,

处理后逐 日韶载死虫数
,

七 日后扰卦防治效果
。

啃三复杀蛛砚后的叶片对移入叶蝇不育性影响 将未接触过药的成蝙
,

移放在喳过

药
、

风干后的叶片上取食产卵一 日
,

去掉成嗡
,

留下所产的卵
,

呢察融载卵的孵化数
,

就靛

分析其不育效果
。

喷三熟杀嫌碱于有虫的叶片上对其所产的卵的不育效果 将雌成蝇移 放 在叶片上
,

然后喳药
,

让共在喳过药的叶片上取食产卵一周
,

去掉成蝙
,

留下所产的那
,

砚察韶载卵的

孵化数
,

扰静分析其不育效果
。

不同浓度三氯杀蜗碱柑桔叶蝇取盒不同日期后相距不同时简与引超不育的关系 是

将不同浓度的三氯杀蝇矾药液
,

分别喷于有虫的叶片上
,

让其取食一定时 简后 (留下所产

的卵)
,

分别将雌成嗡裤移到未噎药的叶上产卵
,

如此速值 4一 5 夭
,

留下带卵的叶片
,

观察

耙载卵的孵化数
,

就爵分析其不同浓度
,

相距取食后不 同的时简与不育效果
。

残效拭脸 是用 19 6 3 年移植于花盆内的三年生棒檬苗 (每盆栽一苗 )
,

于 19 6 4 年 4

月 2 7 日喳药
,

每处理 4 盆
,

于喳药后定期翰换接种叶嗡于两株棒檬 苗的 2一4 根枝 条上
,

枝条基部涂凡士林
,

防止叶蝙逃逸
,

每次每处理接种雌成埔 1 00 一30 0 头
,

让其在叶上取食

产卵 48 小时后
,

去掉成埔
,

留下所产的卵
,

以后逐 日砚察靶载卵的孵化数
,

至 对 照 (未喷

药 )上的卵孵化桔束为止
。

田固防治献验 于 19 63 年在本所拭墩塌青杠林甜橙园三十年生树上进行
,

防治对象

是柑桔四斑黄蜘蛛
,

田简处理分两期
,

第一期于 2 月 28 日喳药
,

第二期于 3 月 20 日喳药
,

每处理 3 株
,

拜投不喷药为对照
,

各处理均在喳药 前后
,

每周 定方位
,

随机碉查 60 张叶

片
,

先后稠查 6一 8 次
,

分别靛载叶片受害数
、

虫数和卵数
,

当春梢嫩叶伸 展后 同 时稠查春

梢叶片
。

最后于每处理上随机取样
,

定位稠查 1 00 枝春梢
,

耙载叶片数
、

落叶数
、

变形叶数

(柑桔四斑黄蜘蛛为害引起的)
,

扰补分析各处理保护春梢的效果
。

桔 果 及 分 析

一
、

对柑桔靖卵和曳的效果测定

(一 ) 三氯杀嗡飒对柑桔四斑黄蜘蛛卵的效果侧定
:

三氯杀嗡矾 4 0 0一 1 2 0 0 倍 液 的

杀卵效果均为 1 0 0%
,

2 4 0 0一 16 0 0 倍液的杀卵效果
,

分别为 7 9
.

6% 和 8 0
.

7%
。

一

(二 ) 兰氧杀蝇飒对柑桔叶埔不同卵龄的防治效果
:

三氯杀埔矾 6 00 倍液对柑桔四斑

黄蜘蛛和柑桔杠蜘蛛卵龄 1一4 天的防治效果均为 10 0% 币天的分别为 35
.

1%和9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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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效果相差 60
.

6%
。

查其原因
,

在处理时
,

前者的卵期只有 4一 5 天
,

而后者划为 6一

7 天
,

两者相差两天左右
,

由此看出三氯杀埔矾对柑桔叶埔的卵
,

在 临 近 孵 化 时基本上

无效
。

(三 ) 三氯杀埔枫对柑桔杠蜘蛛夏
、

冬卵效果此较
:

三氧杀蜻矾 40 0
、

6 0 0
、

8 0 0 倍液
,

对

夏卵的效果
,

依次为98
.

5%
、

95
.

6%
、

1 00 % ;对冬卵的效果依次为23
.

2%
、

19
.

4%
、

24
.

1%
。

由此可兑柑桔杠蜘蛛的冬卵
,

抗药性强
。

(四) 三氯杀嗡飒在不同时期对柑桔嗡卵的效果
:

1
.

从 2 月 19 日至 12 月 6 日
,

用三氯杀嗡讽 4 0 0
、

6 0 0 倍液两种浓度
,

对柑桔 四斑黄

蜘蛛的卵先后进行 6 次测定
,

初步明确柑桔四斑黄蜘蛛冬卵开始时期
,

是在 12 月上旬
,

冬

卵桔束时期
,

是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 (表 1 )
。

表 1 三氮杀靖砚在不同时期对柑枯四斑黄蜘蛛卵的效果
(室 内 )

40 O X 6 0 0 汉 对 照

供献珍日数 孵化率 防治效果 }供斌卵数 孵化率 防治效果 }供献卵数 孵化率

理一期处一日

份年

100阳邻100100985526肚1330692211511 9 6 2

1以 33

1 9 6 3

1 9 6 3

1 9 6 3

1 9 6 3

6 / y

19 / 亚

1 / l

1 9 / 互

g / 又

6 /皿

0

3 9
。

5

0

0

0

3 7
。

6

10 0
。

0

5 9
。

9

1 0 0
。

0

10 0
。

0

10 0
。

0

6 2
。

8

0

18
。

6

0
.

3

0

0

1 0 0
。

0

81
。

2

的
。

1

1 0 0
。

0

1 0 0
。

0

148312108171325一舰7716422789231221

2
.

从 19 6 2 年 22 月 19 日至 1 9 6 3 年 5 月 2 4
一

日
,

用三氯杀嗡矾 4 0 0
、

6 0 0 倍液两种浓

度
,

对柑桔扛蜘蛛卵先后进行 6 次测定
,

初步明确柑桔杠蜘蛛冬卵开始时期
,

是在 12 月

固
,

冬卵桔束时
,

是在 3 月中
、

下旬 (表 2 )
。

豪 2 三氮杀蜻砚在不同时期对柑枯杠蜘蛛卵的效果

(室 内 )

4 0 0 X 6 O0 x
对 照|卜阱一

l

⋯l
!

⋯供献卵数 孵化率 防治效果 贰沙日数 } 孵化率 防治效果
。、献、。数

}
孵 化,

理一期处一日

年 份

0198
心1095肚以99989860381815270413264264�1177619朋7775949595331376皿砚2454砚用1839邪96121553

O山116652360757796邻9064.

⋯
36
9d9一

732见188绷19961619 / xII

1 9 / 亚

1 / 兀

1 9 / l

1 / 双

1 / y

48 2

6 2 2

3
。

3

1
。

5

196挪196196
�

196196

(五) 三氯杀埔飒对柑桔叶蝙各虫态的防治效果
:

三氯杀靖矾 6 00 倍液 对柑桔四 斑

黄蜘蛛和柑桔杠蜘蛛的幼
、

若虫
,

防治效果很好
,

对成虫的防治效果RlJ 很差 (表 3 )
。

二
、

三氮杀蜻砚引起柑桔叶蜗不育性的拭验

(一 ) 喳三氯杀嶙矾的叶片对移入柑桔叶埔不育性的影响
:

喳三氯杀埔枫6 00
、8 00 倍

液后的叶片
,

对移入柑桔叶埔 所产 的卵
,

不育效果
,

柑桔 四斑黄 蜘蛛分 别为 98
.

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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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4% ; 柑桔杠蜘蛛分别为 97
.

5% 和 99
.

1%
。

麦 3 三氛杀蜻砚 (6 0 0倍) 对柑桔叶蜻各虫态的防治效果

(1 96 4
.

4 ,

室 内 )

项 目
}一卫毕望里堕票黔一⋯一

一一竺
一

竺三塑
- 一

竺

—⋯竺一生 ⋯
一

兰一竺生目i竺
一二色 {兰生上生{道一

~

竺 ⋯里下牛
}处理 !对照 }处理 !对照 }处理 }对照 】处理 }对照 }处理 }对照 }处理 1对照

城
供献虫数

七日内死亡(% )

防治效果

1 2 3

1 0 0
。

00

1 0 0
。

00

1 18

7
。

6 3

0

1 2
。

1 0
。

⋯
1 34

0 0

⋯
“3

0 0} 0

{
‘”0

⋯
‘。5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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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3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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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1 9

1
}

, 了
·

9
圳

”
}

4
·

4 吕
}

1 3 3

9
。

023447

129696
,�

62

8900
J
土

(二 ) 喷三氯杀蝇讽于有虫的叶片
_

l: 对其所产的卵的不育效果
:

喳 6 00 倍液的三氧杀

埔飒于有雌成蝙的柑桔叶片上
,

共雌成埔在上取盒一周内所产的卵
,

其不育 效果
,

柑桔四

斑黄蜘蛛为 10 0%
,

柑桔杠蜘蛛为 98
.

7%
。

(三) 柑桔叶蝙取食三氯杀埔飒 ( 4 00 倍)不同时简后相距不同 日期与不育效果
:

柑桔

叶喃在啃三氯杀蝇砚 4 00 倍液的叶上
,

取食不同的时简后移在未喳药的叶上取食
,

相距不

同日期对其所产的卵的不育效果
,

柑桔杠蜘蛛比柑桔四斑黄蜘蛛好
,

在 取食 1一 5 天的时

尚内
,

前者的不育效果可椎持 4一 5 天
,

而后者只能椎持 3 天
。

拜由此看出
,

在相同的浓度

内
,

其不育效果与增长取食时简的关系不大
。

(四 ) 不同浓度三氯杀蝇矾柑桔叶埔取食后相距不同时简与引起不育的关系
:

1
.

柑桔杠蜘蛛在喷三氯杀埔飒 2 0 0
、

4 0 0 倍液的叶上取食 12 小 时后
,

相距 12
、

24 小

I

、
。

、
、谬

势
.

7
.

‘/‘.

/
尹

. 。

,

1 0 0

9 0

一二阳
.
益诀

伙

引引�n甘们月J人U

‘、,、

‘0耽

80706050

不育效果

�

、,

‘

、
龟,

卜

‘、.
\冷0 0大

\
·

\
.、.!,、
:
龟
.

、、.、.、

、.|,,-|

\
\
\

\

、

、6 00又
、 砂

欧

1 仑 3 4 _ 5 1 2 8 4

柑桔四斑黄蜘蛛 柑桔杠蜘蛛

相距时简 ( 日 )

图 1 柑桔叶埔取食不同浓度三氯杀埔矾后相距不 同

日期与不育效果的关系

时所 产 的 卵
,

不 育效 果 均 为

1 00 %
,

在喳 6 00 倍液的叶上取食

后
,

相距 12
、

2 4 小时所产的卵
,

不

育效果依次为 92
.

2%
、

61
.

5 %
。

初步明确提高药剂浓度
,

可以提

高不育效果
。

2
.

柑桔叶蝙在喳过三 氯 杀

蜗矾 2 0 0
、

4 0 0
、

6 0 0 倍液的叶上取

盒 24 小时后
,

迁移到无药的叶上

取食产卵
,

其不育效果随时简的

延长而递减
。

同时可以看出
,

提

高药剂浓度
,

在一定程度上
,

可延

长不育时尚
,

兑左图
。

(五 ) 三氯杀蜗矾对柑 桔 四

斑黄蜘蛛寿命和产卵量的影响
:

柑桔四斑黄蜘蛛在啃 2 00
、4 00 倍

液的三氛杀蝙讽叶上生活 1
、

2 天

和长期虫活
,

初步看出
,

对雌成虫

寿命和产卵量均有一定 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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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浓度和取食时简上
,

其影响各有不同 (表 4 )
。

表 4 柑枯四斑黄蜘蛛(成虫)取食不同汰度
、

时简的三氛杀蜻砚

后对其寿命和产卵最的影响

(1 9 6 4
,

室 内 )

处 理 }取食天数 ! 闺养日期 阂养虫数

20 0 X

盯双一例Y

到双一3/ Y

到双一例Y

1 7
。

1 1

1 8
。

0 0

1 8
。

8 6

4 6
。

22

4 5
。

25

4 1
。

83

6678.

⋯
日000Z

C�
2
曰石

4 00 X

对 {{强

2 / 攻一4 /y

2 / 双一5 / Y

到双一1 0/ Y

2 / l 一1 1/ y 1 16

平均温度

(
。

C )

2 0
。

7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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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防治拭脸

(一 ) 残效拭肺
:

在室内盆栽的摔檬苗上
,

喳三氯杀埔枫 6 00 倍液后
,

42 日内接种柑

桔叶蝙的雌成虫所产的卵
,

其卵的不孵 效果为 80
.

6一 1 00 %
,

由此靓 明三氯 杀蜗枫的残

效期很长
。

(二 ) 田简防治贰输
:

1
.

防治柑桔四斑黄蜘蛛效果比较
:

在二年生老叶上
,

先后两期 (效果 稠查 第一期

5/ 1 一 2 /又
,

共 9 次
,

第二期 2 7 / 111 一 2 / Y
,

共 6 次 )噎药
,

均以三氯杀嗡矾和石硫合剂混用

的效果最好
,

三氯杀埔讽次之
,

石硫合剂较差 (表 5 )
。

窦 5 田简防治柑桔四斑黄蜘蛛效果比较

( 19 6 3
,

二年生老叶 )

喷 药

喷 药 前 ⋯ 喳
.

药 后

日 期

碉查

叶数

平均每

叶虫数

平均每

叶卵数

* } 虫 1 卵
卫二 { l

数 平均每
叶虫数

防治效果 平均每
叶卵数

防治效果

28 / 亚 7
。

13 1 2
。

4 8 5 4 0 0
。

2 8 9 7
。

3 1 0
。

7 9 8 7
。

3 0

的305687077g4Q曰257
0‘
见.

⋯
3061995nUS

Q自

95以。肠17955535.

⋯
01no

1

5 4 0

54 O

5 4 0

3 6 0

854655738198

11

168195085554

1

6060606060

28 / 亚

2 8/ 亚

份0/ 1

卫0 / 皿

佗O / l

三氛杀蛛砚 6 00 倍 + 石

硫合剂波美 1 度

三氯杀蛛砚 60 0 倍

石硫合剂波美 1 度

又寸 J很

三氯杀嫌破 6 00 倍 十 石
硫合剂波美 0

.

5 度

三氯杀蛛砚 6 00 倍

石硫合剂波美 0
.

5 度

对 照

1 3
。

9 1

1 0
。

1 6

1 0
。

8 3

14
。

4 1

14
。

5 6

1 1
。

4 5

3 6 0

3 6 0

3 6 0

0
。

8 2

3
。

8 1

1 1
。

5 9

9 3
。

0 1

6 7
。

3 1

7
。

2 3

2
。

2 0

5
。

4 6

0

5 9
。

7 0

000666

在一年生春梢叶上的防治效果 ( 2 7 / l 一4 /又共稠查 6 次 )
,

两期喳药均以三氯杀蜗讽

的防治效果为最好
,

三氯杀哺飒和石硫合剂混用次之
,

仍以石硫合剂较差 (表 6 )
。

由表 5
、

6 看 出
,

第一期喳药
,

各处理在二年生老叶上的防治效果均比第二期好
; 但在



园 艺 4 卷

窦 石 田简防治柑格四斑黄蜘蛛效果比较

(1 96 3
,

一年生春梢叶片 )

喳药 日期
稠查

叶数

虫 { ”,

平均每
叶虫数

防治效果 平均每
叶卵数

防治效果

52333339印66即7884925474017砚75弱7183172012121

,上

319653148003的哭75驰95610蛇即076849阴6010D0341

1

60606060606060333333
八口28 / 亚

2 8/ 亚

2 8 / 亚

2 0 / 皿

2 0 / 111

2 0 / l

三氯杀蟒砚 60 0 倍 十石硫合剂波美 1 度

三氯杀蟒砚 6 00 倍

石硫合剂波美 1 度

三氯杀峪砚 60 0 倍 十 石硫合剂波美 0
.

5 度

三氟杀蝇砚 6 00 倍

石硫合剂波美 0
.

5 度

对 ;!资

一年生春梢叶上的防治效果几比第二期喳药差
。

2
.

保护叶片的效果此校
:

一年生春梢叶片脱落率
:

先后两期喳药
,

各处理对保护春

梢叶片
,

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其中以三氧杀嗡矾和石硫合剂混用为最好
,

保护效果均达

1 00 % ;三氯杀蜻枫次之
,

依次为 99
.

4%
、

99
.

2 %
;石硫合剂较差

,

依次为 93
.

3%
、

96
.

9%
。

一年生春梢叶片变形率
:

仍以三氯杀埔矾和石硫合剂 的防 治效 果为 最好
,

依 次为

96
.

8%
、

95
.

2% ; 三氯杀蜗讽次之
,

依次为 91
,

O%
、

88
.

7% ;石硫合剂最差
,

依次为73
.

4%
、

7 0
.

7 %
。

3
.

田简防治对柑桔四斑黄蜘蛛天敌数量影响
:

先后两期啃药
,

各处理对畸赘蜗(学

名待定)
、

小黑 瓢 卿 (s te th o r u s 尸u n c t illu m w
s e

·

)
、

六点莉篇 (S c o lo th , l’P s s e x m a e u la tu s

Pe r g
·

)等三种天敌
,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其中以三氯杀蜗飒对天敌影响最小
,

天敌减少率

依次为 3 5
.

2 7%
、

7 7
.

9 8% ; 石硫合剂次之
,

天敌减少率依次为 85
.

2 7%
、

85
.

93 %
;
三氯杀蝇

矾和石硫合剂混用影响较大
,

天敌减少率依次为 87
.

73 %
、

85
.

93 %
。

但上述三种天敌的虫

口增减情况
,

以畸赘蜗
、

小黑瓢卿虫 口减少最多
,

六点蔚焉较少
。

摘 要

三氯杀嗡矾不仅是柑桔叶蜗的优良杀卵剂
,

而且是柑桔叶蜗的不育剂
。

在不同时期
,

柑桔蜗卵对三氯杀嗡矾有不同反应
, 4 00 一 8 00 倍液

,

对柑桔杠蜘蛛夏卵的效果很好
,

对冬

卵的效果HlJ 很差
。

同时明确了柑桔四斑黄蜘蛛的冬卵于 12 月上旬逐渐开始形成
,

在 2 月

下旬至 3 月上句桔束 ;柑桔杠蜘蛛的冬卵开始于 12 月固
,

在 3 月中
、

下旬拮束
。

为春季田

周防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喳过 60 0一 8 00 倍液三氯杀蝇枫的叶片
,

柑桔叶蝙取食后
,

所产 的卵
,

不育效果均在

9 8% 以上
。

三氯杀蝙飒的残效期长
,

噎药 (室内)后 42 天
,

对柑桔蝙卵的不育效果仍在95 % 以上
,

在春季 3 月尚喳药一次
,

可控制果园内柑桔四斑黄蜘蛛的猖撅
,

达到保护春梢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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