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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物农药对曲纹紫灰蝶幼虫的防治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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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2008 年以来，攀枝花地区曲纹紫灰蝶幼虫对苏铁危害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传统的化学防治对其防治

不彻底。为寻找更有效的防治药剂，本试验通过选用 6 种生物农药对曲纹紫灰蝶幼虫进行了防治效果的对比试

验，结果表明，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水剂( Matrine) 、圣红． 苏云金杆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粉剂、阿维·矿物油

( Abamectin and Mineral oil) 3 种生物农药对曲纹紫灰蝶幼虫的防治效果显著，可以在攀枝花地区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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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the larvae of Chilades pandava ( Horfield) harming cycad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Panzhihua areas and traditional chemical method cannot thoronghly control it． To seek more effec-
tive control agent，in this study，6 kinds of biological pesticides were selected to conduct tests on their con-
trol effect on larvae of Chilades pandav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Jin Dewei． Wax melting ( matrine) ，

shenghong． B． Thuringiensis，Abamectin and Mineral oil had an evident control effect，so they could be
widely used in panzhihua areas．
Key words: biological pesticide，Cycas，Chilades pandava( Horfield) ，Control

曲纹紫灰蝶 ( Chilades pandava ( Horfield) 属鳞

翅目灰蝶科紫灰蝶属，曲纹紫灰蝶台湾亚种原分布

台湾省台东，幼虫以苏铁属植物嫩芽、嫩叶为食，

2005 年攀枝花市西区苏铁大道改造时，曲纹紫灰蝶

随栽植的华南苏铁被人为引入［1］。后来通过自繁，

逐步适应了攀枝花市的气候，于 2008 年在全市大面

积爆发。由于曲纹紫灰蝶幼虫危害苏铁时不易发

现，成虫迁徙性强，并且曲纹紫灰蝶幼虫对化学药物

的抗性逐年提升，导致化学农药对曲纹紫灰蝶幼虫

的防治效果不甚理想。寻找其他药剂来防治曲纹紫

灰蝶幼虫成为今后开展防治工作的重点，而在攀枝

花地区选用生物农药防治曲纹紫灰蝶幼虫的研究还

几乎处于空白。鉴于以上原因，试验选取 6 种不同

类型生物农药对曲纹紫灰蝶幼虫进行防治比较，筛

选出适宜于防治曲纹紫灰蝶幼虫的生物药剂，在本

市进行推广应用，达到有效控制曲纹紫灰蝶幼虫对

DOI:10.16779/j.cnki.1003-5508.2015.06.020



苏铁危害的目的。

1 攀枝花气候特征及曲纹紫灰蝶的生物学

特性

1． 1 攀枝花气候特征

攀枝花属南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类型，旱、
雨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降雨量集中 ( 全

年 815 mm) ，日照长( 全年2 443 h) ，太阳辐射强，蒸

发量大，小气候复杂多样。年平均气温 20. 3℃，是

四川年热量值最高的地区，日照时数是四川盆地的

2 倍 ～ 3 倍，最热月为 5 月，最冷月为 12 月或 1 月，6
月 ～ 10 月为雨季，11 月至翌年 5 月为旱季，无霜期

达 300 d 以上; 海拔低于1 500 m 的河谷地带，全年

无冬，无霜期长( 全年达 300 d 以上) ，被誉为天然的

“大温室”。总体而言，攀枝花气候具有四季不分明

的特点。
1． 2 曲纹紫灰蝶的生物学特性

通过对攀枝花市苏铁园曲纹紫灰蝶危害症状观

察，推测曲纹紫灰蝶在攀枝花地区每年发生 8 代以

上，每年从 3 月中下旬气温回暖开始，到 11 月中旬，

都有曲纹紫灰蝶幼虫危害苏铁植物，其中 4 月 ～ 9
月为世代重叠，危害最盛从 5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
成虫有在 1 m ～ 2 m 处低飞的习性，飞翔能力不强。
成虫羽化后的次日即可交配和产卵，卵散产，多产于

新生卷羽叶的缝隙内或未革质化的羽叶上或羽叶基

部，偶尔也产在苏铁茎部的鳞叶上，但未见在其他植

物上产卵。幼虫孵化后 1h 左右开始取食，幼虫食性

单一，尚未发现危害苏铁以外的植物，低龄幼虫群集

危害，吐丝将尾部固定在苏铁嫩叶上蜕皮，老熟幼虫

基本不取食，幼虫共 4 龄，在枯枝落叶处或吐丝形成

丝垫将尾部倒挂在苏铁羽叶上化蛹［2 ～ 4］。

2 试验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选点

以攀枝花公园苏铁园( 以下简称苏铁园) 、开发

纪念园( 以下简称纪念园) 和新华街绿地( 以下简称

新华街) 被曲纹紫灰蝶幼虫危害的苏铁作为防治对

象。
2． 2 试验材料

被曲纹紫灰蝶幼虫危害的苏铁，生物药剂 6 种:

1. 3%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水剂、16 000 IU·mg －1

圣红． 苏云金杆菌粉剂、( HaNPV，50 亿 PIB·ml －1 )

科云．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5%中农研创．
阿维菌素乳油、( 0. 2% ·24. 3% ) 阿维·矿物油、
0. 5%世宽． 印楝素乳油，背负式电动喷雾器。
2． 3 试验时间

2014 年 7 月上旬、2014 年 10 月下旬、2015 年 4
月下旬分别对纪念园、苏铁园和新华街的苏铁进行

施药。
2． 4 药剂种类及浓度

试验各供试药剂名称、生产厂家、稀释倍数及施

药剂量见( 表 1) 。

表 1 供试药剂配置比例及施用量

药剂编号 药剂名称 生产厂家 稀释倍数 施药剂量
1 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 山西德威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1 500 × 13． 3 ml·20L －1

2 圣红． 苏云金杆菌 捷农企业集团 1 250 × 16 g·20L －1

3 科云．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 HaNPV) 河南省济源白云实业有限公司 1 875 × 10． 7 ml·20L －1

4 中农研创． 阿维菌素 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10 000 × 2 ml·20L －1

5 阿维． 矿物油 北京北农天风农药有限公司 1 000 × 20 ml·20L －1

6 世宽． 印楝素 山东惠民中农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300 × 66. 7 ml·20L －1

2． 5 试验设计

因选择的防治绿地面积大小不等，把苏铁园划

分为 5 个试验小区，纪念园和新华街作为两个独立

试验小区( 每个小区面积不低于 50 m2，苏铁植物不

少于 10 株) 。以每种药剂按稀释剂量上限喷施一

个试验小区作为 1 个处理，单株作为 1 个重复，设 3
个重复，将喷施清水作为对照，共设 7 个处理和 3 个

重复，共喷药 3 次。分别进行施药前后虫口数量的

调查统计，通过统计比较来评价各个处理的防治效

果。

2． 6 调查方法

采用 20 L 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对苏铁羽叶正反

两面均匀喷施药液，喷至防治对象完全湿润，药液开

始滴落为止。喷药前，对每个小区随机定点取样 3
株苏铁作为调查对象，分别统计每株苏铁上的虫口

数量。喷药后 3 d 和 7 d 用同样的方法观察记录残

存活虫数，计算虫口减退率与空白对照比较，并计算

校正防效［5］。
虫口减退率( % ) = ( 施药前处理区活虫数 － 施

药后处理区活虫数) /施药前处理区活虫数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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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果( % ) = ( PT － CK) / ( 100 － CK) × 100
式中，PT 为药剂处理区虫口减退率，CK 为空白对照

区虫口减退率。
2． 7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 和 SPSS16． 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根据方差分析( 见表 2) ，各药剂喷药后对曲纹

紫灰蝶幼虫的防治效果差异显著，说明喷药后产生

了良好的效果。根据多重比较结果来看( 见表 3 ) ，

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水剂和阿维． 矿物油表现出

较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施药后 3 d 防效达 97. 4%
和 95. 5%，药后 7 d 后防效达 97. 9%和 96. 3%。圣

红． 苏 云 金 粉 剂 药 后 3 d、7 d 防 效 达 89. 3% 和
96. 0%，速效性不及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和阿维．

矿物油，但是持效性与前两种药剂相当; 科云． 棉铃虫

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剂和世宽． 印楝素乳油药后 3 d、
7 d 防效分别为 76. 7%、89. 7% 和 79. 9%、87. 5%，防

治效果相当，其中科云．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悬浮

剂速效性最差; 中农研创． 阿维菌素乳油药后 3 d、7
d 分别为 82. 8% 和 72. 9%，防治效果总体表现最

差，与前面 5 种药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综合上述

表现，推荐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水剂、阿维． 矿物

油和圣红． 苏云金粉剂 3 种生物药剂为防治曲纹紫

灰蝶的最佳药剂( 参见图 1、图 2、图 3 和图 4) 。

表 2 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喷药后 3 天 组间 995． 241 5 199． 048 27． 807 0． 000
组内 85． 899 12 7． 158
总数 1 081． 140 17

喷药后 7 天 组间 1 125． 685 5 225． 137 28． 077 0． 000
组内 96． 221 12 8． 018
总数 1 221． 906 17

表 3 不同药剂处理多重比较

药剂处理
喷药前虫口数

( 头)
喷药 3 d 后 喷药 7 d 后

虫口减退率( % ) 校正防效( % ) 虫口减退率( % ) 校正防效( % )

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 1500 倍液 151 86． 4 97． 4a 95． 2 97． 9a

圣红． 苏云金杆菌 1 250 倍液 163 86． 7 89． 3b 92． 2 96． 0a

科云．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 HaNPV) 1 875 倍液 119 87． 6 76． 7c 97． 6 89． 7b

中农研创． 阿维菌素 10 000 倍液 115 87． 7 82． 8c 93． 3 72． 9c

阿维． 矿物油 1 000 倍液 110 86． 4 95． 5a 94． 87 96． 3a

世宽． 印楝素 300 倍液 110 86． 4 79． 9c 91． 73 87． 5b

注: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 05。

图 1 曲纹紫灰蝶幼虫危害状况

4 造成曲纹紫灰蝶危害严重的原因

4． 1 气温

攀枝花地区属于南亚热带为基带的立体气候类
型，年平均温度在 20. 3℃ 以上，冬季最冷时的气温

也在 13℃以上。研究表明，气温在 30℃ 左右，幼虫

历期约 5 d，25℃ ～35℃适宜于曲纹紫灰蝶的生长发
育［6］。在该地区从 3 月初开始，气温基本上都在
30℃以上，这种气温正好适合曲纹紫灰蝶的生长发

图 2 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水剂 1 500 倍液防治效果

比较

育。冬季平均气温在 13℃以上，曲纹紫灰蝶几乎没

有越冬现象。因此，曲纹紫灰蝶的繁殖在攀枝花地

区可以不受气候条件限制。适宜的气温是曲纹紫灰

蝶幼虫危害苏铁严重的重要因素之一。
4． 2 天敌

曲纹紫灰蝶的天敌很少，自 2008 年大面积爆发

以来，攀枝花未发现被寄生蜂寄生的现象，而其它捕

食性像画眉、麻雀、小山雀等天敌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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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圣红． 苏云金杆菌施药前后生长势对比

图 4 对幼虫防治效果明显

4． 3 自繁能力和生命力强

曲纹紫灰蝶有很强的自繁力和生命力，雌成虫

一般能产卵 20 多粒，最多可达 100 余粒［3］。在缺乏

营养时，虫体发育虽然会小些，但末龄虫仍能正常化

蛹、羽化，羽化的成虫也能正常交配、产卵。
4． 4 食物来源丰富

苏铁植株存在差异，各株苏铁抽叶不整齐，加上

苏铁园内苏铁品种丰富，数量多且集中，就给曲纹紫

灰蝶幼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尤其是在气

温高的季节里，苏铁抽叶快，适宜曲纹紫灰蝶生长发

育的气温和丰富的食源，使得曲纹紫灰蝶世代交替

重叠性强，世代交替更快，也是幼虫危害苏铁最猖獗

的时候。丰富的食源是曲纹紫灰蝶幼虫危害苏铁严

重的另一重要因素。
4． 5 虫害未及时控制

曲纹紫灰蝶的卵和幼虫多隐藏于苏铁羽叶的背

面而不易被发现，常常会错过最佳防治时期。1 龄

～ 2 龄幼虫虫体小，藏匿于卷曲成发条状的嫩叶内，

啃食表皮和叶肉，留下另一层表皮，为害症状不明

显，不易察觉，给初期防治带来困难，往往防治不彻

底。当虫体长大，容易发现时，已经是对苏铁为害较

为严重的时候，此时再进行药物防治已经为时过晚。
因此幼虫不易察觉和不易防治也是曲纹紫灰蝶幼虫

危害苏铁严重的重要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曲纹紫灰蝶幼虫在攀枝花地区危害呈逐步加重

的趋势，虫口数量大时受害苏铁上可见各龄幼虫，短

时间内可吃光整株苏铁幼嫩羽叶，严重时甚至蛀空

球花柱心，导致苏铁倒垂乃至整株死亡［7，8］。苏铁

生长受到严重影响，失去应有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

值( 见图 1) 。由于该虫卵小、幼虫危害初期隐蔽，不

易被发现而错失防治良机。该虫世代重叠，成虫白

天飞行觅食等生物习性，给防治带来困难。进行喷

药防治 3 d ～ 5 d 后要经常检查，若发现成虫时，需

特别注意新抽羽叶是否有卵或幼虫，一旦发现就应

当勤查勤治。
本试验喷药期间正是 2 龄和 3 龄幼虫高发期，

大龄幼虫对于苦参碱等的敏感性明显低于 2 龄、3
龄幼虫，因此生物农药必须选择合适的防治时期才

能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图 2，3，4) 。如世宽． 印楝素

乳油、阿维． 矿物油等需要在曲纹紫灰蝶的卵或 2
龄、3 龄幼虫高峰期使用才能达到好的防治效果，对

于大龄幼虫的防效不及 2 龄、3 龄幼虫效果好。
通过试验比较，发现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水

剂、圣红． 苏云金杆菌粉剂等生物农药稳定性差，见

光易分解，需要选择在阴天或傍晚使用才能达到较

好的效果。而晋德威． 融蜡介杀苦参碱水剂、圣红．
苏云金杆菌粉剂、阿维． 矿物油 3 种防治曲纹紫灰蝶

幼虫的有效药剂，喷药 3 d 后的防治效果可达 89%
以上，7 d 后防治效果均可达到 95% 以上，药剂具有

速效性和持续性，可以在攀枝花地区广泛推广使用。
在实际防治过程中，有必要针对不同的虫龄适

当调整用药浓度和施药次数，以达到理想的防治效

果。本研究虽然采用各药剂常规推荐浓度的上限处

理，但是致死率都未达到 100%，这说明所推荐的 3
种药剂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喷药浓度以达到防效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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