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5  化学防治  准确预测预报, 掌握防治适期, 及

时用药防治。在若虫盛孵期至 4 龄前用药。据

2006 年在火马冲镇郑家坪村辰州香柚基地试验, 用

90%晶体敌百虫 1 000 倍液、10% 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 2 000~ 3 000 倍液或 3% 啶虫脒乳油 1 000 ~

1 500倍液 ,均匀细致喷雾于枝梢、叶片的背面, 间隔

10 天再施药一次, 防治效果达到 94% ,可基本控制

为害。由于其若虫被有蜡粉, 所以在药液中加入

1%矿物油, 如 99% 绿颖乳油, 可显著提高防治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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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氰菊酯与炔螨特不同配比对桔全爪螨室内毒力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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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桔全爪螨 Panony chus citr i M cG1 又名柑桔红

蜘蛛,是我国柑桔生产上普遍发生的最严重的害虫

之一。它的寄主除柑桔外,还有苦楝、桂花、蔷薇、芝

麻、砂梨和蒲桃等[1]。年发生代数多, 分布广, 危害

大,化学防治是防治该螨的主要措施。为了有效防

治该虫,筛选更为高效的配方, 本试验选择甲氰菊酯

( 91%原药)、炔螨特( 85% 原药)两种农药单剂配制

不同比例的混剂,对桔全爪螨进行室内毒力测定, 以

期为找到更经济有效的配方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药剂

甲氰菊酯 ( fenpropathrin, 91% 原药, 大连瑞泽

农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炔螨特 ( pr oparg ite, 85%

原药,大连瑞泽农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甲氰菊酯

与炔螨特不同比例配制的混剂。配制溶剂为丙酮

(成都鸿鹤化工试剂厂生产)。

11 2  供试虫源

试虫采自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试验场,

该场栽培管理条件一致 ,近期没有施用防治桔全爪

螨的农药。由田间采回带有桔全爪螨的叶片, 在室

内常温( 25 e 左右)下用新鲜的柑桔叶片饲养 2 代

以后进行试验。选取个体大小一致, 体色鲜红的刚

进入雌成螨的个体, 用毛笔将螨虫背面粘于贴有双

面胶纸的载玻片上,每张载玻片 30 头 ,每处理浓度

4 次重复, 浸渍前检查螨虫是否活跃, 剔除不活跃的

个体。

11 3  试验方法  试验前先做预备试验,选出供试药

剂的最佳稀释浓度, 将载玻片浸入药液中 5 秒钟, 取

出斜放于瓷盘边缘干燥, 另用 4 片载玻片为对照(清

水)。设 40%炔螨特, 20% 甲氰菊酯, 10% 甲氰菊酯

+ 20%炔螨特, 10%甲氰菊酯 + 25%炔螨特, 10%

甲氰菊酯 + 30%炔螨特, 8% 甲氰菊酯 + 20% 炔

螨特, 12%甲氰菊酯 + 20% 炔螨特和对照(清水)

等 8 个处理, 4次重复。

将干燥的载玻片置于载玻片盒内, 不加盖放入

( 25 ? 1) e 、湿度 70% ~ 80%的光照培养箱内, 每天

光照 10 小时。24 小时后镜检对照及处理的死活螨

数, 用细毛笔触其足部,无反应者视为死亡。用桔全

爪螨的平均校正死亡率换算成几率值( Y ) , 处理浓

度( mg/ L)转换成对数值( x ) , 以最小二乘法得出毒

力回归方程 Y= a+ bx ,并由此计算 LC50、标准误差

等值。按孙云沛的计算方法计算共毒系数 CT C。

计算公式:

甲氰菊酯的毒性指数( T I) =

         炔螨特的 LC50

甲氰菊酯的 LC50
@ 100

混合剂( M )的实测毒力指数 ATI =

         
炔螨特的 LC50

M 的 LC50
@ 100

混合剂( M )的理论毒力指数 TT I = 甲氰菊酯

的 T I @ M 中 A 的含量( % ) + 炔螨特的 T I @ M

中 B 的含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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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剂的共毒系数 CTC =
M 的 ATI
M 的 TT I

@ 100

式中: M 为甲氰菊酯与炔螨特的不同配比的混

剂; A 为 20%甲氰菊酯单剂; B 为 40%克螨特单剂。

2  结果与分析

甲氰菊酯、炔螨特单剂及两者不同配比的混合

物对桔全爪螨的毒力测定结果, 其毒力回归式、LC50

以及两者不同配比混合物的共毒系数见表 1。由表

1 看出, 35%甲氰# 炔的联合毒力( LC50为 21 4622 @

10- 6 )大大高于炔螨特( LC50为 61 8489 @ 10- 6 ) , 也

高于其他混剂, 其共毒系数大大高于其他混剂。

表 1  甲氰菊酯与炔螨特混剂对桔全爪螨的毒力回归方程、致死中浓度及共毒系数

处  理 毒力回归方程
( y= a+ b x )

LC50/ mg # L- 1

( 95%置信限)
SE AT I T T I CT C

20%甲氰菊酯 41 7084+ 11 6524x
11 5014

11 3865- 11 6163
01 1149 4561 1706

40%炔螨特 31 8193+ 11 413x
61 8489

61 213- 71 4848
01 6359 100

30%甲氰# 炔 41 0712+ 11 9265x
31 0348

21 826- 31 2436
01 2088 2251 6795 21817235 1031 1803

35%甲氰# 炔 41 4625+ 11 3734x
21 4622

21 263- 21 6622
01 1996 2781 1166 2011763 1371 8432

40%甲氰# 炔 41 0841+ 11 2683x
51 2744

41 788- 51 7608
01 4864 1291 8530 18910427 681 6898

28%甲氰# 炔 41 1178+ 11 6635x
31 3913

31 0842- 31 6984
01 3071 2011 9526 2011763 1001 0940

32%甲氰# 炔 31 6436+ 11 871x
51 3079

41 9379- 51 6779
01 3700 1291 0322 2331564 551 2449

 注: SE表示致死中量的标准误; ATI 表示混剂实测毒力指数; TT I 表示混剂理论毒力指数; CT C表示

混剂共毒系数。

3  小结

根据计算得出的共毒系数, 5 个混用配比中只

有 35%甲氰 # 炔 ( 10%甲氰菊酯+ 25% 炔螨特)的

CT C 值大于 120, 即具有增效作用; 两个混用配比

( 40%甲氰 # 炔和 32% 甲氰 # 炔)的 CT C 值小于

80,表现为拮抗作用, 可不予考虑; 两个混用配比

( 30%甲氰 # 炔和 28% 甲氰 # 炔)的 CT C 值大于

80,小于 120,表现为相加作用。具有相加作用和增

效作用的 3 个混用配比中, 30%甲氰# 炔的斜率值
( b= 1. 9265)最高, SE 值与 35% 甲氰# 炔的相差很

少,说明桔全爪螨对 30% 甲氰 # 炔敏感性最大, 毒

力稳定性好,活性变幅小。尽管 35% 甲氰# 炔的共

毒系数 CTC > 30% 甲氰# 炔, 但斜率值小得多, 即

分散程度大,桔全爪螨群体对药剂有更大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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