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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就平腹小蜂、荔枝蒂蛀蛾白茧蜂对几种常用农药的敏感性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生物性农药的印楝素、定虫隆、灭

幼脲对 2种寄生蜂均较安全 ; B t对平腹小蜂的毒性较小 ;杀虫双对平腹小蜂的影响较小 ,但对蒂蛀蛾白茧蜂有较高毒性

(2 h内死亡率 70% )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对平腹小蜂有一定的毒性 ,而对蒂蛀蛾白茧蜂有很高的毒性 ( 2 h内死亡率均为

100% ) ; 2种寄生蜂均对有机磷杀虫剂如敌百虫、辛硫磷、敌敌畏及氧乐果等极度敏感。表明蒂蛀蛾白茧蜂比平腹小蜂对化

学杀虫剂更敏感。因此在综合防治中 ,尤其是当田间释放平腹小蜂时应合理选择使用杀虫剂 ,应以生物源性农药为首选 ,

避免使用菊酯类农药 ,尤其要禁止使用有机磷类农药 ,以减少对平腹小蜂等寄生性天敌的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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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oor toxicities of some insecticides to A nasta tus japon icus and Phanerotom a sp.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iological insecticides including Azadiractin (p lant derivative) , chlorfluazuron and di2
m ilin ( insect growth regulators) were all safe to the 2 wasp species; (2) Bacillus thuringiensis had low toxicity

to A. japon icus; (3) the toxicity of dimehypo was low to Ajapon icus but high to Phanerotom a sp. (mortality rate

reached 70% within 2 h after treatment) ; ( 4) synthetic pyrethroids were moderately toxic to A. japon icus, but
highly contact toxic to Phanerotom a sp. (mortality rates all reached 100% within 2 h after treatment) and (5)

the 2 wasp s were both extremely sensitive to the tested organophosphorus insecticides such as trichlofon, phoxin,

omethoate and dichlorvos. Compared with A. japon icus, Phanerotom a sp. was more sensitive to chem ical insecti2
cide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especially while releasing A. japon icus, biological insecticide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in IPM and chem ical insecticides especially organophosphorus insecticides should be tried to be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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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龙眼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亚热带水果 ,而荔枝蛀蒂虫 ( Conopom orpha sinensis B radley)和荔枝蝽

( Tessa ra tom a papillosa D rury)是荔枝、龙眼果园中最主要的 2种害虫 [ 1 - 9 ] ,在自然界中荔枝蝽和荔枝蛀蒂

虫的寄生蜂种类较多 ,如平腹小蜂能大量寄生荔枝蝽卵 ,对荔枝蝽起着很好的控制作用 [ 10 - 11 ]
,蒂蛀蛾白茧

蜂 ( Phanerotom a sp. )对荔枝蛀蒂虫的自然寄生率可达 35% - 85%。但由于荔枝和龙眼需经常使用农药

以保证其高产优质 ,在当今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趋势下 ,应在充分利用自然控害因子的基础上 ,可选择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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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对天敌安全的农药进行综合防治。为此就常用的一些药剂对这 2种寄生蜂的毒

性进行了试验 ,以便在综合防治中选用合适的药剂种类来防治荔枝蛀蒂虫和荔枝蝽的为害。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寄生蜂

平腹小蜂为在室内用榨蚕卵作寄主饲养而来 ,由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提供。蒂蛀蛾白茧蜂为采自果园

已寄生荔枝蛀蒂虫形成的寄生茧 ,在室内试管中待其自然羽化而来。

1. 2　试验农药

用于测定对蒂蛀蛾白茧蜂敏感性的 7种试验农药来源 (表 1)。其中 3种为生物性杀虫剂 (包括 1种

昆虫生长调节剂类的灭幼脲 , 1种植物性杀虫剂类的印楝素 , 1种为沙蚕毒素类的杀虫双水剂 )。

用于测定对平腹小敏感性的 15种试验农药及其浓度 (表 2)。其中 4种为生物性杀虫剂 (包括 1种昆

虫生长调节剂类的抑太保 , 1种植物性杀虫剂类的印楝素 , 1种复配型的微生物杀虫剂类的高效 B t, 1种为

沙蚕毒素类的杀虫双水剂 ) ; 5种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 6种其他化学合成性农药。每种农药做 2个田间常

用的浓度组 ,共做了 30个浓度组。

表 1　蒂蛀蛾白茧蜂敏感性试验用农药

Table 1　 Insecticides used for Phanerotom a sp. sensitivity test

药剂名 生产厂家 纯度 ( e. c. )

敌百虫 ( trichlofon) 广东南海大兴农药有限公司 30

氯氟氰菊酯 ( cyhalothrin) ZENECA 2. 5

氯氰菊酯 ( cypermethrin) FMC 10

甲氰菊酯 ( fenp ropathrin) RALL IS 20

杀虫双 ( dimehypo) 湖南省农药化工集团公司 18% SP

灭幼脲 ( dim ilin) 吉林通化农药化学工业公司 25%

印楝素乳油 ( azadiractin)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毒理室 1%

　　

1. 3　试验方法

采用药膜法 ,将待测药剂用 80%丙酮

水溶液稀释成所需浓度。吸取 1 mL药液

于 65 mm ×15 mm指形管内 ,迅速转动指

形管 ,使药液均匀地涂布于管内壁 , 立即

将多余的药液倒出 ,倒立指形管 ,让溶剂挥

发后即成药膜。每支药膜管内接入羽化后

12 h以内的寄生蜂 (平腹小蜂、蒂蛀蛾白

茧蜂 ) 10头。让成蜂在药膜管内自由爬行

2 h后 , 转入无药的干净指形管中。以

80%丙酮水溶液为对照。轻触蜂体不动者为死亡标准。蒂蛀蛾白茧蜂试验是在处理后 2、12、24 h检查成

蜂死亡情况并作记录 ;平腹小蜂试验则记录下 6、24、48、72、96 h平腹小蜂的死亡率。每处理组重复 3次 ,

每重复用 10只平腹小蜂。所有的试验都在温度为 (26 ±2) ℃ , 相对湿度为 70% - 85%下进行。

为统计方便 , 0%即转换成 0. 01,数据用公式 arc sin (百分率 ) 0. 5转换。用 DMRT法检验分析因不同农

药和不同浓度造成的差异。

2　结果

2. 1　蒂蛀蛾白茧蜂对 7种常用农药的敏感性
7种农药对蒂蛀蛾白茧蜂的接触毒性试验结果 (表 3)。
结果表明 ,蒂蛀蛾白茧蜂接触敌百虫、功夫、安绿宝和灭扫利 1000倍稀释液的药膜 2 h后 ,即全部死

亡 ,表明有机磷农药和菊酯类农药对该蜂的接触毒性极强 ;杀虫双 1000倍稀释液的药膜组的蒂蛀蛾白茧
蜂在 2 h后死亡率为 70% ,在 12 h后也全部死亡 ,表明该寄生蜂对杀虫双也很敏感 ;蒂蛀蛾白茧蜂接触灭
幼脲 1000倍稀释液药膜 12 h后仍有 70%以上的成蜂存活 ,表明这种几丁质抑制剂农药对该寄生蜂的毒
性较小 ;而接触 400倍稀释液的印楝素乳油药膜组的蒂蛀蛾白茧蜂与对照组无差别 ,即均没有成蜂死亡发
生 ,表明印楝素乳油对该寄生蜂相当安全。
2. 2　平腹小蜂对几种常用农药的敏感性

15种果园常用农药对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的试验结果 (表 4)。
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农药对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的差异是显著的。高浓度 (100倍稀释液 )印楝素乳

油药膜组的平腹小蜂 72 h后仅有约 3%的成蜂死亡 ,表明植物质农药类的印楝素乳油对平腹小蜂是非常
安全的 ;高浓度 (500倍稀释液 )抑太保药膜组平腹小蜂 72 h后有 80%以上的成蜂存活 ,表明特异性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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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调节剂类的抑太保对平腹小蜂也是相当安全的 ;高浓度 (500倍稀释液 )杀虫双药剂药膜组平腹小蜂
72 h后仅有约 70%的成蜂存活 ,表明沙蚕毒素类的农药杀虫双对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是较小的 ;高浓度
(250倍稀释液 )高效 B t药膜组平腹小蜂 72 h后有 60%以上的成蜂存活 ,表明复配的微生物杀虫剂类高
效 B t混剂对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也是较小的。由此可见 ,生物源性农药既使是高浓度在较封闭环境条件
下较长时间 (72 h)内对平腹小蜂仍是较安全的。

表 2　试验用农药的来源及浓度

Table 2　 Insecticides used for A. japonicus sensitivity test

药剂类型 药剂中文通用名 英文通用名 生产厂家 稀释倍数 浓度 / (mg·kg - 1 )

生物源农药

高效 B t 8000 IU /mgSC B acillus thuringiensis 江苏省扬州生物学实验厂 250 80000

500 IU /mgSC

印楝素 1% EC Azadirachtin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毒理室 100 100. 0　　　

200 50. 0

定虫隆 5% EC Chlorfluazuron 日本石原产业株式会社 500 100. 0

1000 50. 0

杀虫双水剂 18% SP D imehypo 湖南省农药化工集团公司 500 360. 0

1000 180. 0

菊酯类农药

灭扫利 20% EC Fenp ropathrin 日本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1000 200. 0

2000 100. 0

氰戊菊酯 20% EC Fenvalerate 日本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1000 200. 0

2000 100. 0

杀灭菊酯 20% EC Fenvalerate 杭州农药总厂 1000 200. 0

2000 100. 0

安绿宝 10% EC Cypermethrin FMC 1000 100. 0

2000 50. 0

功夫 2. 5% EC Cyhalothrin 英国捷利康有限公司 1000 25. 0

2000 12. 5

敌杀死 2. 5% EC Decamethrin 艾格福天津有限公司 AgrEvo 1000 25. 0

2000 12. 5

有机磷农药

敌百虫 30% EC Trichlorfon 南海大兴农药有限公司 1000 300. 0

2000 150. 0

敌敌畏 80% SP D ichlorvos 河北新丰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0 800. 0

2000 400. 0

辛硫磷 40% EC Phoxim 江苏宝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0 400. 0

2000 200. 0

氧乐果 40% EC Omethoate 杭州农药总厂 1000 400. 0

2000 200. 0

杀螨剂
三氯杀螨醇 20% EC D icofol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500 400. 0

1000 200. 0

　　 表 3　7种农药对蒂蛀蛾白茧蜂的接触毒性 1)

Table 3　Contact toxicities of 7 insecticides to Phanerotom a sp.

农药类型 药剂名称 稀释倍数
累计死亡率 /%

2 h 12 h 24 h

有机磷 敌百虫 1000 100. 00 a

菊酯类

功夫 1000 100. 00 a

安绿宝 1000 100. 00 a

灭扫利 1000 100. 00 a

生物源农药

杀虫双 1000 70. 00 b 100. 00 a

灭幼脲 1000 3. 50 c 35. 00 b 50. 00 a

印楝素 400 0. 01 c 0. 01 c 0. 01 b

对照 (CK) 80%丙酮 - 0. 01 c 0. 01 c 0. 01 b

　1)同列数据后相同字母表示经 DMRT法检验差异不显著 (0. 05水平 ) ,否则差异显著。表 4同。

常用浓度的敌杀死和灭扫利的药膜组平腹小蜂 48 h后仍有 70%以上的成蜂死亡 ,可见菊酯类农药的

敌杀死对平腹小蜂接触毒性较小 ;浸有田间常用浓度的功夫、速灭杀丁、安绿宝和杀灭菊酯药膜组平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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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48 h后有 30%以上的成蜂死亡 ,可见菊酯类农药的功夫、安绿宝和杀灭菊酯对平腹小蜂接触毒性较大。

常用浓度的三氯杀螨醇药膜组平腹小蜂 72 h后也有 30%以上的成蜂死亡 ,可见杀螨剂类的三氯杀螨醇对

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较大。而有机磷农药的敌敌畏、氧乐果和辛硫磷对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极强 , 6 h后

有 93%以上成蜂死亡。

表 4　15种农药对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的试验结果

Table 4　Contact toxicities of 15 insecticides to A. japonicus

类型 农药名称 稀释倍数
死亡率 /%

6 h 24 h 48 h 72 h 96 h

生物源性农药

高效 B t. 250 13. 33 c 20. 00 d 26. 67 cd 40. 00 b 53. 33 b

500 3. 33 d 3. 33 e 13. 33 d 26. 67 c 36. 67 c

印楝素 100 0. 01 d 0. 01 e 0. 01 e 3. 33 d 3. 33 e

200 0. 01 d 0. 01 e 0. 01 e 0. 01 d 0. 01 e

抑太保 500 0. 01 d 6. 67 e 10. 00 de 16. 67 c 23. 33 d

1000 0. 01 d 3. 33 e 6. 67 e 10. 00 cd 20. 00 d

杀虫双 500 13. 33 c 16. 67 d 26. 67 cd 33. 33 bc 36. 67 cd

1000 3. 33 d 13. 33 d 16. 67 d 20. 00 c 26. 67 d

菊酯类农药

灭扫利 1000 6. 67 d 10. 00 de 16. 67 d 23. 33 c 23. 33 d

2000 3. 33 d 3. 33 e 6. 67 e 16. 67 c 23. 33 d

速灭杀丁 1000 46. 67 b 96. 67 a 100. 00 a 70. 00 a

2000 16. 67 c 50. 00 b 66. 67 b 83. 33 a

安绿宝 1000 16. 67 c 23. 33 cd 36. 67 c 46. 67 b 53. 33 b

2000 3. 33 d 20. 00 d 26. 67 cd 43. 33 b 46. 67 bc

杀灭菊酯 1000 6. 67 d 16. 67 d 23. 33 d 40. 00 b 46. 67 bc

2000 3. 33 d 10. 00 de 16. 67 d 30. 00 c 40. 00 c

功夫 1000 6. 67 d 30. 00 c 43. 33 c 56. 67 a 66. 67 b

2000 3. 33 d 16. 67 d 33. 33 c 40. 00 b 46. 67 bc

敌杀死 1000 3. 33 d 6. 67 e 10. 00 de 13. 33 c 16. 67 d

2000 0. 01 d 3. 33 e 10. 00 de 13. 33 c 13. 33 d

有机磷农药

敌百虫 1000 56. 67 b 100. 00 a

2000 50. 00 b 93. 33 a 100. 00 a

敌敌畏 1000 100. 00 a

2000 100. 00 a

辛硫磷 1000 100. 00 a

2000 93. 33 a 100. 00 a

氧乐果 1000 100. 00 a

2000 93. 33 a 100. 00 a

其他
三氯杀螨醇 500 6. 67 d 10. 00 de 26. 67 cd 33. 33 bc 36. 67 bc

1000 6. 67 d 6. 67 e 10. 00 de 20. 00 c 26. 67 d

CK 80%丙酮 0. 01 d 0. 01 e 0. 01 e 0. 01 d 0. 01 e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果园中常用的生物源性农药对 2种寄生蜂较安全 ,而化学合成性农药对 2种寄生蜂均

有较大的影响 ,其中有机磷农药毒性极高 ,这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11 - 18 ]。而菊酯类农药中

的敌杀死对平腹小蜂的接触毒性较小 ,以及平腹小蜂对杀螨剂类的三氯杀螨醇有一定的耐药性 ,其原因值

得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在果园的害虫防治中 ,应该首先选择使用生物源农药为主进行药剂防治 ;在另一方面 ,由于

这 2种寄生蜂对氧乐果、辛硫磷、敌敌畏、敌百虫等有机磷农药高度敏感 ,以及菊酯类农药对这 2种寄生蜂

也有较大的杀伤作用。故在释放平腹小蜂等寄生性天敌防治害虫时应该禁止使用有机磷农药和菊酯类等

有机化学合成农药。因此 ,在荔枝、龙眼果园中防治害虫首先应该选用如灭幼脲、抑太保、B t类和印楝素

乳油等这些生物源性农药来防治果树害虫 ,以减少农药对寄生性天敌的损伤 ,以便充分发挥果园中害虫天

敌包括寄生性天敌的控害作用。同时 ,鉴于生物农药对害虫的专一性较强 ,且对人畜大多低毒无害 ,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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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中易降解 ,在农产品上残留期短 ,即对食品的安全性较强 ,故各级政府应大力提倡发展我国的生物农

药产业 ,鼓励研究、开发和生产各种类针对性强的高效低毒生物源性农药 , 为实现可持续性的果园生产和

果品安全提供防控技术的支撑和物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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