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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试验表明
,

蜻危 4 0 0 0 倍液和 6 0 0 0 倍液在施药

后 7 天的防治效果与其他药剂相比
,

效果并不理想
。

但在施药 巧 天后
,

防治效果明显提高且持效期在一

个月以上
。

蜻危和哒蜡灵均属 于低毒农药
;
印棣素属于植

物性生物农药
;
阿维菌素属 于生 物源农药

,

但其高

毒
,

对柑桔产品和树体环境有一定的副作用
,

在生产

上尤其在柑桔生长后期要考虑其限制性使用
。

柑桔

红蜘蛛综合防治措施中
,

选择低毒低残留
、

安全高效

的农药
,

是首先要考虑的重要 问题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生产中用蜡危与印棣素和哒

蜡灵结合使用
,

可 以达到保护柑桔生产环境
、

产品质

量安全性高
、

药效快
、

持效期长等优点
,

建议 在生产

上大面积推广使用
。

同时
,

考虑到降低生产成本
、

农

药残留含量 和害蜡产 生抗性 等
,

建 议 田间使用 时用

蜗危 6 0( )() 倍液 + 2() 呵哒蜗 灵 2 0 00 倍液或蜡危

6 。。o倍液 + 印糠素 8 00 倍液喷雾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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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种药剂 对 桔 全 爪 蜻 的效 果 评 价
‘

姚廷山 雷慧德 李鸿药 刘浩强 田文华 钱克明
(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 重庆 40 0 71 2)

肖春艳
(重庆市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农药研究所 )

桔全爪蜻又名柑桔红蜘蛛
,

分布于各柑桔产 区
。

桔全爪蜻繁殖能力强
、

发 生世代多
、

为害期长
,

是柑

桔上重要害蜡之一
。

桔全爪蜻的发生为害严重影响

柑桔品质
,

制约柑桔生产
。

为此
,

笔者进行了防治桔

全爪蜻药剂筛选试验
,

以期为生产提供更有效药剂
。

材料与方法

供试药剂为 3 % 阿维
·

唾蜡酮乳油 (上海 艾科

思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产 ) ;
20

.

8 %阿维菌素
·

四蜡嗦

悬浮剂
、

40 %哒端灵
·

丁醚脉悬浮剂(均为广东省东

莞市瑞德 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 ) ;
25 写哒蜻灵

·

丁

醚脉悬浮剂 (辽宁省沈阳化工研究院试验厂产 )
。

试验于 2 0 0 5 年在 重庆市北暗 区歇 马镇互援村

4 年生锦橙园进行
。

1
.

1 3 月 17 日防治试验

设 3写阿 维
·

唾 蜻酮 8 0 0
、

9 0 0
、

1 0 0 0 倍 液
,

2 0
.

8 % 阿维菌素
·

四蜻嗓悬浮剂 1 5 0 0
、

2 0 0 0
、

2 5 0 0

倍液
,

以 1
.

8 % 阿维菌素乳油 (北京北农 天 风农药有

限公司产 )2 。0 0 倍液
、

20 % 四蜻嚓悬浮剂 (山东省华

阳和乐农药有限公司产 )1 0 0。倍液
、

5 %唾蜻酮乳油

旧 本曹达株式会社产 ) 1 500 倍液和 15 %哒蜡灵乳

油 (江苏省农药研究所南京农药厂产 )1 500 倍液为

对照药剂
,

并设对照 (空 白)等 n 个处理
。

1
.

2 5 月 1 , 日防治试验

设 4 0 %哒蜻灵
·

T 醚脉 悬浮剂 1 5 0 0
、

2 0 0 0
、

2 5。。倍液
,

25 % 哒 蜻灵
·

丁 醚 脉 悬 浮剂 1 0 00
、

2 00 。
、

4 00 。倍液
,

以 15 % 哒蜡灵乳油 (江苏省新沂

农药有限公司产 )l 5 0。 倍液和 50 % 丁 醚脉可 湿性

粉剂 (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产 )2 000 倍液为对照

药剂
,

并设对照 (空白 )等 9 个处理
。

两次试验均为每小 区 2 株树
,

重复 4 次
。

分别

在喷药前 以及喷药后 l
、

3
、

10
、

1 5
、

20 和 30 天进行调

查
。

在树冠东
、

南
、

西
、

北 四方各标记 一枝当年生春

梢有蜻枝条
,

各 方位 调查 2 一 3 片叶片上 的活动蜻

数
,

每小区调查 25 叶
,

每处理调查 100 叶
,

计算虫 口

减退率和防治效果
,

并用邓肯氏新复极 差法进行多

重 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3 月 1 7 日防治试验

试验结果看出
,

3 % 阿维
·

唾蜻酮乳 油 800
、

9 00

和 1 。。O倍液施药后 1 天
,

防治效果均在 90 %以上
,

8 0 。倍液施药后 3 一 2 0 天均 在 9 。% 以 上
,

9 0 。倍液

, “

三峡移民科技开发专项
” 、 “

柑桔无病毒萦育体系完

善及无公害高效栽培技术开 发
”

子专题
“

柑枯病虫害无公

害防治技术开发
”

项 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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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 0 0 0倍液在施药后 巧 天 和 10 天 防效分别低于 药剂 15 % 哒蜻灵乳油 1 500 倍液之间无差异显 著

9 0 %
; 2 0

.

8%阿维菌素
·

四蜡嗦悬浮剂 1 5 0 0
、

2 0 00 性
,

显著优于对照药剂 20 % 四蜻嗓悬浮剂 1 0 0 0 倍

和 2 50 0 倍液施药后 1 天防效均在 90 % 以上
,

1 5 00 液
,

且 极显著优于对照药剂 1
.

8% 阿 维菌素乳 油

倍液施药后 3 一 20 天 的防效均在 90 % 以上
,

2 0 00 2 0 0 0倍液和 5 % 唾蜻酮乳油 1 500 倍液
。

施药后 15

及 2 5 0 0 倍液施药后 10 天防效均低于 80 %
。

因此
,

天
,
3 % 阿 维

·

唾 蜻酮 8 00 倍液和 20
.

8% 阿维菌

3 % 阿维
·

哦蛾 酮乳油 8 00 倍液和 20
.

8% 阿维菌 素
·

四蜡哮 1 500 倍液与各对照药剂之间不存在差

素
·

四蜡嗦悬浮剂 1 5 0 0 倍液表现 了较好的速效性 异显著性
。

施药后 30 天
,

20
.

8 %阿维菌素
·

四蜻味

和较长的持效期
,

田间使用 比较理想
。

经 方差分析
,

1 500 倍液与各对照药剂之间不存在差异显著性
,

但

施药后 1 天
,

3 % 阿 维
·

唾蜻 酮 乳油 800 倍液 和 显著优于 3 % 阿维
·

唾蜡酮乳油 8 00 倍液(见表 1)
。

2 0
.

8 % 阿维菌素
·

四端嗓悬浮剂 1 500 倍液与对照

表 1 3 % 阿维
·

噬蜻酮与 2 0
.

8 % 阿维
·

四蜻嘛对桔全爪蜻的 防治效果

处 理
防 治 效 果 / %

喷药后 1 天 喷药后 3 天 喷药后 10 天

3 %阿维
·

唾蜻酮 so o x

3 %阿维
·

唾蜻酮 9。。x

3 %阿维
·

唾蜻酮 1 。。。

2 0
.

8 %阿维菌素
·

四蜡嗓 1 5。。x

2 0
.

8 %阿维菌素
·

四蜡嗦 2 0 。。只

2 0
.

8 写阿维菌素
·

四蜻嗓 2 SOO x

1
.

8 %阿维菌紊 2 o o o x

5 %唾蜻酮 1 so o x

15 %哒蜻灵 1 5 0 0 x

2 0 % 四蜻嘴 1 o o o x

9 5
.

2 0 士 0
.

6 3a b AB

9 4
.

7 4士 0
.

9 4a bA B C

9 5
.

1 5士 0
.

38 a b AB

9 6
.

4 0士 0
.

7 5a bA

9 4
.

4 9 士 0
.

9 4 aA B C

9 4
.

4 8 士 1
.

2 7 bA B C

9 1
.

4 5 士 l
.

sl eC

74
.

2 士 2
.

5 8 d D

9 7
.

2 6 士 0
.

7 8 aA

9 1
.

7 1士 1
.

sl eB C

9 6
.

9 6 士 0
.

6 7 a bA

9 6
.

0 0 士 1
.

2 2 a bA

9 2
.

3 3 士 2
.

7 5 b
e
A B

9 8
.

3 2 士 0
.

3 4 a A

96
.

3 5士 1
.

4 6 a bA

9 6
.

0 2士 1
.

6 2 a bA

8 7
.

3 3士 7
.

0 0 eB

95
.

6 6士 0
.

9 0 a bA

9 8
.

3 0 士 0
.

6 7 a A

9 8
.

1 1士 0
.

9 3 a A

防 治 效 果 / %

9 5
.

68 士 0
.

5 7 a bA B

9 5
.

20 士 0
.

17 a bA B

70
.

9士 1 1
.

7 7 e D

9 7
.

8 8 士 l
.

2 0 a A

7 8
.

4 9士 6
.

60 a bCI)

7 9
.

8 5士 7
.

7 3e d eCD

9 0
.

7 5士 3
.

9 5a b e A以
’

8 1
.

1 9士 3
.

9 5e d eB C D

8 2
.

0 6士 4
.

35 e d eB CD

8 5
.

18 士 3
.

6 3 b e dA BC D

处 理
喷药后 15 天 喷药后 2。天 喷药后 3。天

3 %阿维
·

曦蜻酮 80 0 x 9 0
.

3 3 士 3
.

9 2 aA B 92
.

0 1士 0
.

4 6 e d B C D E 7 3
.

8 3 土 3
.

8 9 d B

3 %阿维
·

唾蜻酮 90 0 只 8 5
.

6 2 士 4
.

2 6 ab AB 90
.

6 5 士 1
.

7 o d C D E 7 5
.

1 1士 4
.

7 6 e d B

3 %阿维
·

唾蜻酮 1 0 0 0
·

7 6
.

2 8 士 1 3
.

2 2 bB 8 9
.

0 6 士 2
.

1 2 d E 74
.

13 士 3
.

7 8 d B

2 0
.

8 %阿维菌家
·

四蜻嗦 1 50 0 火 9 5
.

0 4 士。
、

9 2 a A 96
.

2 7 士 0
.

5 6 a bA BC D 8 5
、

6 7 士 6
.

3 la bA B

2 0
.

5 %阿维菌素
·

四蜻嗦 2 0 0 0 x 8 8
.

8 5 士 1
.

2 5 a A B 9 3
.

3 9士 2
.

2 5 b e d A B(
’

D E 8 3
.

5 3士 4
.

o 6 b eA B

2 0
.

8 %阿维菌家
·

四蜻嗦 2 5 0 0 又 8 6
.

5 5 士 1
.

8 9 a bA B 9 6
.

4 4士 0
.

8 3 a b eA B 8 4
.

50 士 3
.

60 a bA B

1
.

8 %阿维菌素 2 0 0 0 火 9 3
.

7 9 士 2
.

4 2 a A 90
.

4 1士 5
.

3 8 d D E 9 2
.

40 土 l
.

so a A

5 %唾蜻酮 1 50 0 X 9 2
.

5 6 士 4
.

5 8 a A 9 8
.

7 0 士 0
.

5 2 a A 8 8
.

3 5士 5
.

93 a bA

15 %哒蜻灵 1 5 0 0 x 9 1
.

5 2 士 2
.

1 2 a A 9 7
.

0 1士 0
.

6 9 a bA B 9 1
.

5 9士 2
.

3 5 a bA

2 0 %四蜻嚓 1 o o o x 8 8
.

0 5 士 4
.

7 9 a AB 8 8
.

9 5士 2
.

14 d E 90
.

0 7土 4
.

g la bA

注
:

经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多重分析
,

不同小写字母 间表示显 著差异(0
.

05 )
.

不 同大写字母 间表示 差异极显若 (0
.

01 )
.

表 2 同
。

2
.

1 5 月 l , 日防治试验 丁醚腺悬浮剂 1 5 0 0 倍液和 25 % 哒端灵
·

丁醚脉悬

试验结果看出
,

施药后 1 天
,

40 肠哒蜻灵
·

丁 醚 浮剂 1 0 0 0
、

2 0 00 倍液有较好 的速效性 和较 长的持

脉悬浮剂 1 50 0
、

2 00 0
、

2 500 倍液
,

25 % 哒蜻灵
·

丁 效期
。

经方差分析
,

施药后 l 天
,

40 %哒蜡灵
·

丁醚

醚脉悬浮剂 1 0 0 0
、

2 0 0 0
、

4 0 0 0 倍液防效均在 9 0 % 脉悬浮剂 1 5 0 0
、

2 0 0 0
、

2 5 0 0 倍液
,

2 5 % 哒蜻灵
·

丁

以上
,

施药后 15 天
,

40 % 哒蜡灵
·

丁 醚脉 悬 浮剂 醚脉悬浮剂 1 0 0。
、

2 0 0 0 倍液
,

对照 药剂 15 % 哒蜻

1 5 0 0倍液的防效仍在 90 % 以上
,
2 000 和 2 5 0 0 倍 灵乳油 1 5 0 0 倍液和 50 % 丁醚脉 可湿性粉剂 2 0 00

液防效则低于 90 %
;
25 % 哒蜡灵

·

丁醚 脉悬 浮剂 倍液之 间不存在差异显著性
,

两种试验药剂前述浓

1 。。o倍液施药后 3 一 30 天 防效在 90 % 以 上
,

2 0 00 度极显著优 于 25 % 哒瞒灵
·

丁醚脉悬浮剂 4 0 00 倍

倍液施药后 20 天防效在 90 %以上
,

4 0 0 0 倍液 只有 液
。

施药后 15 天
,

40 % 哒 蜻 灵
·

丁 醚 脉 悬 浮 剂

施药后 3 天 防效在 90 % 以 上
。

表明 40 % 哒蜻灵
·

1 500 倍液 和 25 % 哒蜻 灵
·

丁 醚脉 悬 浮剂 1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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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 0倍液与对照药剂 15 % 哒蜡灵乳油 1 5 00 倍液 倍液与对照药剂 15 % 哒蜻灵乳油 1 500 倍液之间不

之间不存在差异显著性
,

40 %哒蜻灵
·

丁醚服悬浮 存在差异显著性
,

而极显著优于对照药剂 50 % 丁醚

剂 1 5 0 0 倍液
、

2 5 %哒蜻灵
·

丁醚脉悬浮剂 1 0 00 倍 脉可湿性粉剂 2 0 00 倍液
,

40 % 哒蜡灵
·

丁醚脉 悬

液极显 著优于 40 % 哒蜡灵
·

丁醚脉悬浮剂 2 。。。
、

浮剂 1 500
、

2 0。。倍液显著优于 2 500 倍液
,

25 %哒

2 5 0 0倍液和 25 %哒蜡灵
·

丁醚脉 悬浮剂 4 0 00 倍 蜻灵
·

丁醚脉悬浮剂 1 0 00 倍液显著优于 4 0 0。倍

液
。

施药后 30 天
,

40 % 哒蜻灵
·

丁 醚 脉 悬 浮 剂 液(见表 2)
。

1 5 0 0倍液
、

2 5 %哒靖灵
·

T 醚脉悬浮剂 1 0 0 0
、

2 0 0 0

表 2 4 。% 哒蜻灵
·

丁醚脉与 2 5 % 哒蜻 灵
·

丁醚脉对桔全爪蜻 的防治效果

处 理
防 治 效 果 / %

喷药后 1 天 喷药后 3 天 喷药后 10 天

4 0 %哒蜡灵
·

T 醚脉 l so o x

4 0 %哒蜻灵
·

丁醚脉 2 。。。 x

4 0 %哒蜡灵
·

T 醚脱 2 so o x

2 5 %哒蜻灵
·

丁醚脉 1 0。。 x

2 5 %哒蜻灵
·

丁醚服 Z 00 0 x

25 %哒蜡灵
·

丁醚脉 4 。。0 /

1 5 %哒蜻灵 1 5 0 0 沐

5 0 %丁醚脉 Z 0 0 0 x

1 0 0
.

0 0 士 0
.

OOa A

9 9
.

2 5士 0
.

2 7 a A

1 0 0
.

0 0 士 0
.

0 0 a A

9 9
.

85 士 0
.

0 9 a A

1 0 0
.

0 0 士 0
.

0 0 a A

96
.

8 7 士 1
.

4 6 bB

10 0
.

0 0 士 0
.

0 0 aA

99
.

52 士 0
.

3 4 a A

处 理

9 9
.

4 0士 0
.

Z la bA

9 9
.

3 2士 0
.

16 a bA

9 9
.

7 4士 0
.

15 a A

9 7
.

7 6士 0
.

2 1bA

9 3
.

8 6士 2
.

0 5 e B

9 0
.

24 士 1
.

5 8 d C

9 9
.

0 4 士 0
.

2 0 a bA

9 7
.

96 士 0
.

1 9 a bA

防 治 效 果 / %

9 8
.

8 1士 0
.

5 4 a A

9 8
.

3 9士 0
.

7 4 a bA

9 3
.

5 8士 2
.

3 7 b c A

9 7
.

1 7士 0
.

9 5 a b eA

9 2
.

7 9士 2
.

s leA

7 9
.

5 6士 5
.

4 5 d B

9 6
.

7 5士 0
.

7 5 a b e A

9 5
.

6 2士 0
.

9 4 a b e A

喷药后 15 天 喷药后 2 0 天 喷药后 3 。天

4 。%哒蜻灵
·

丁醚脉 1 5 。。火

4 0 %哒蜡灵
·

丁醚脉 2 0 0 0 x

4 0 %哒蜻灵
·

丁醚脉 2 5 0 0 x

2 5 写哒蜻灵
·

丁醚脱 1 0 0 0 火

2 5 %哒蜡灵
·

T 醚脉 Z 0 0 0 x

25 %哒蜡灵
·

r醚脉 4 0 0 。火

1 5 %哒蜻灵 2 50 0 只

5 0 %丁醚脉 2 00 0 只

9 1
.

2 7士 1
.

2 9 bB

8 2
.

8 0 士 3
.

8 9 eC

8 3
.

36 士 1
.

7 5 eC

9 4
.

92 士 1
.

s la bA B

9 1
.

3 1士 0
.

9 8 bB

7 5
.

08 士 4
.

9 9 d D

9 2
.

8 9 士 0
.

5 2 bA B

9 9
.

37 士 0
.

Zl a A

8 0
.

10 士3
.

8 3 b eB C

6 7
.

8 1士 7
.

sl d C D

6 4
.

7 9士 4
.

14 d D

9 4
.

30 士 1
.

18 a A B

9 0
.

6 1士 1
.

7 3 a A B

7 1
.

4 4士 10
.

4 7 e dCD

8 8
.

18 士 2
.

0 0 a bA B

9 8
.

14 士 0
.

4 5 a A

8 7
.

3 5 士 1
.

OZa bA

8 1
.

6 3 士 4
.

1 1a bA B

6 3
.

19 士 1 3
.

7 7e B

9 1
.

4 6 士 1
.

4 4 a A

8 5
.

0 8 士 4
.

5 4a bA

7 3
.

8 9 士 5
.

9 3 b eA B

79
.

0 7 士 5
.

4 2a bA B

6 5
.

2 3 士 7
.

8 6e B

3 讨论

据资料介绍
,

唾蜡酮 和四蜡嚓皆为低毒
、

对捕食

性天敌较为安 全 的药剂
。

唾蜻 酮属非感温 型杀蜡

剂
,

持效期长
,

对植物表皮的穿透能力强
,

具有强 烈

的杀卵
、

杀幼若蜡的特性
,

对成蜡无效
,

但对触 及到

药液的雌成蜻所产的卵具有抑制孵化的作用
,

因此
,

其速效性差
,

持效期长
。

四蜡嗓同样具有持效期长
,

但作用缓慢
,

对蜻卵具有较好的防效
,

对幼蜻有一 定

的活性
,

对成蜡效果差等特性
。

哒蜻灵 是一种速效

广谱性杀蜻剂
,

触杀性 强
,

无内吸
、

传导和熏蒸作用
,

对叶蜻各个生育期均有较好效果
,

速效性好
,

持效期

长
。

丁醚服属低毒的硫脉杀虫
、

杀蜡剂
,

是一种选 择

性药剂
,

具有内吸 和熏蒸作用
,

在紫外光下转变为具

杀虫活性的物质
,

因此
,

宜在晴天使用
。

从试验结 果看
.

3 % 阿 维
·

峡蜻酮乳 油 8 00 倍

液
、

20
.

8 %阿维菌素
·

四蜻嗓乳油 1 500 倍液
、

40 %

哒蜡灵
·

丁醚服悬浮剂 1 5 0 0 倍液和 25 % 哒蜻灵
·

丁醚脉悬浮剂 1 0 0 0
、

2 0 0 。倍液效 果较好
,

速效性

好
,

持效期较长
,

与本地常用农药哒蜻灵 相 比
,

防治

效果基本相当
。

试验结果与以往 资料报道 比较一

致
,

体现了复配剂综合两种药剂优点的优越性
。

除

了 2 5 % 哒蜡灵
·

丁醚脉悬浮剂 1 0 0 0 倍液防治效果

9 0 % 以上的持效期能达到 3 0 天 以上外
,

其他的药剂

及 其浓度持效期中等
,

因此
,

建议在果园桔全爪端达

到防治指标 (春季 2 一 3 头/ 叶
,

秋 季 5 一 6 头/ 叶 )就

施药
,

以免影响防治效果
。

哒蜻灵等在我地使用 多

年
,

抗药性逐渐表现出来
,

特别是在早春温度较低的

情况下可供选择的药剂种类不 多
,

阿维
·

唾蜡酮乳

油 和阿维菌素
·

四蜻嗓这两种复配剂可 以在早春作

为交替使用的药剂
,

丁醚脉与哒蜡灵 的混剂应在紫

外光较强的晴天施用
,

以充分发挥药效
。

同时
.

在试

验剂量范围内未发 现药剂对柑桔产生药害
.

对获虫

等天敌也 比较安全
,

可以在生产上应用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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