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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用４种杀虫剂，每种３个浓度，对花椒棉蚜进行室内防治试验，结果显示，１．８％阿维菌素乳油和１０％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对蚜虫有较强的杀伤效果。田间防治试验结果表明，上述两种药剂对花椒棉蚜也有相似防治效

果，是棉蚜有效的防治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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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蚜（ＡｐｈｉｓｇｏｓｓｙｐｉｉＧｌｏｖｅｒ），又名瓜蚜，１年发
生多代。危害花椒、棉花、草莓、各种瓜类等。在花

椒、木槿等枝干上产卵越冬。前人对其化学防治药

剂进行过许多筛选和试验，总结出有效防治药剂和

防治方法［１～４］。但是，随着四川省近年来大力发展

青花椒种植产业，花椒棉蚜危害日益严重，许多地区

种植大户，１年喷药防治４～６次，还无法对其进行
有效控制。导致用药成本越来越大，喷药浓度越来

越高，既增加了防治费用，也加大了对环境污染，还

直呼“防不住”。笔者于２０１８年，选择市售几种常
见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对花椒棉蚜进行了防治试

验。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有４种：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１０％吡

虫啉可湿性粉剂、５％啶虫脒乳油和４５％高效氯氰
菊酯乳油。

１．２　试验地点
四川省乐至县孔雀乡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种

植基地。该基地约有青花椒１３３３３３ｈｍ２。此次试



验选择其中００６７ｈｍ２进行。
１．３　室内试验

在蚜虫发生盛期，采摘虫口数量较大新鲜叶片，

在室内详细计数，做好记录。用手持微型喷雾器向

叶片正反面均匀喷洒 １．８％阿维菌素乳油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倍液；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倍液；５％啶虫脒乳油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倍液；４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倍液。以清水做对照，共设５组处理。每个浓
度处理重复３次，清水处理重复５次，共计处理样本
４２个。处理后将叶片放置于有保湿棉球的培养皿
中，放于阴凉处，以防叶片枯萎，施药后２４ｈ、４８ｈ、
７２ｈ在解剖镜下检查死亡情况。
１．４　田间试验

在试验基地随机选择相对独立１小块花椒地进

行防治试验。共设５组处理，每组处理分３个浓度，
每个浓度选择５株花椒树。在４月１８日，采用手动
喷雾器喷施１．８％阿维菌素乳油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倍液；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倍
液；５％啶虫脒乳油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倍液；４．５％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倍液防治 １
次，对照喷清水。施药后７ｄ、１４ｄ调查记录防效。

２　试验结果

２．１　室内试验
４种药剂试验结果表明，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倍液和１８％阿维菌素乳油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倍液对棉蚜杀伤效果显著，其余两种药剂效
果稍差（见表１）。

表１ 不同药剂、浓度防治花椒棉蚜室内药效试验结果

药剂种类 稀释倍数 初始虫数 ２４ｈ虫数 ７２ｈ虫数 ２４ｈ死亡率 ７２ｈ死亡率 ７２ｈ校正死亡率
１．８％阿维菌素乳油 ２０００ １３６ ２１ ６ ８３．７７％ ９４．２３％ ９３．８２％

４０００ １３２ ３１ １６ ７６．９１％ ８７．３９％ ８６．４８％
６０００ １３２ ５２ ４０ ５９．９９％ ６９．４３％ ６７．２３％

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０ １３６ １８ ７ ８３．６５％ ９４．５４％ ９４．１４％
４０００ １４７ １５ ５ ８９．９４％ ９６．４６％ ９６．２０％
６０００ ７５ ５５ ３１ ２７．１３％ ６１．１８％ ５８．３８％

４．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１０００ ９８ ３３ １９ ６４．５１％ ７８．２９％ ７６．７２％
２０００ １２０ ４８ ２５ ５９．７６％ ７８．９８％ ７７．４６％
４０００ ７７ ４６ ３８ ３９．４１％ ５０．３２％ ４６．７３％

５％啶虫脒乳油 １０００ １０２ ４４ １５ ５６．８９％ ８４．９１％ ８３．８２％
２０００ ９２ ４６ ３０ ５０．２４％ ６７．５５％ ６５．２１％
４０００ ８７ ５５ ４５ ３６．４８％ ４８．０３％ ４４．２８％

清水对照ＣＫ １ ２２６ ２１６ ２１２ ４．８０％ ６．７３％

２．２　田间叶面喷雾试验
调查结果显示，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倍液和１８％阿维菌素乳油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倍

液对棉蚜杀伤效果显著，与室内试验效果相似（见

表２）。此两种药剂均属于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

表２ 不同药剂、浓度防治花椒棉蚜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药剂种类 稀释倍数 初始虫数 ２４ｈ虫数 ７２ｈ虫数 ２４ｈ死亡率 ７２ｈ死亡率 ７２ｈ校正死亡率
１．８％阿维菌素乳油 ２０００ ５６３ ５６ ２２ ９０．０５％ ９６．０９％ ９５．９５％

４０００ ４０７ ８９ ６５ ７８．１３％ ８４．０３％ ８３．４７％
６０００ ４１４ １５６ １３２ ６２．３２％ ６８．１２％ ６６．９９％

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２０００ ５１８ ４３ ２４ ９１．７０％ ９５．３７％ ９５．２０％
４０００ １２６３ １３２ ５５ ８９．５５％ ９５．６５％ ９５．４９％
６０００ ５２７ ２６２ １３８ ５０．２８％ ７３．８１％ ７２．８９％

５％啶虫脒乳油 １０００ ３４７ １３２ ４６ ６１．９６％ ８６．７４％ ８６．２８％
２０００ ４０１ ２７８ １７９ ３０．６７％ ５５．３６％ ５３．７９％
４０００ ３４６ ２５４ １８２ ２６．５９％ ４７．４０％ ４５．５５％

４．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１０００ ７１１ ４２３ １２７ ４０．５１％ ８２．１４％ ８１．５１％
２０００ ６８７ ５９０ ３１５ １４．１２％ ５４．１５％ ５２．５３％
４０００ ８８２ ８３８ ４１５ ４．９９％ ５２．９５％ ５１．２９％

清水对照ＣＫ １ ５００ ４８６ ４８３ ２．８０％ ３．４０％

９８２期 肖银波，等：几种药剂对花椒棉蚜防治试验 　　



３　结论与讨论

防治药剂：试验表明，在选择的四种药剂中，

１０％吡虫啉可湿性粉剂和１８％阿维菌素乳油对花
椒棉蚜的田间７２ｈ防治效果均达９５％以上，５％啶
虫脒乳油和 ４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防治效果稍
差，但其推荐使用浓度的７２ｈ防治效果也达８０％以
上。１０％吡虫啉和１８％阿维菌素甚至其他药剂均
可以作为该基地棉蚜的有效防治药剂施用，而且尤

以吡虫吡对天敌伤害较小，可以作为棉蚜防治首选

药剂。那么，生产上采用吡虫啉作为目前棉蚜防治

主要使用药剂，为何会出现“防不住”的情况呢？棉

蚜作为典型Ｒ对策生物，个体小，繁殖能力强，对环
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种群易爆发。由于单一采用

某一种药剂，导致棉蚜对该种农药产生较强抗性，即

会出现由于棉蚜抗药性增强而导致“防不住”的现

象。可根据棉蚜发生情况，采用吡虫啉和阿维菌素

轮换使用，避免害虫产生抗性。此外，１０％吡虫啉
４０００倍液和１８％阿维菌素 ２０００倍液即可达到较
好的防治效果，随意加大使用浓度，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抗药性的问题，还会导致防治费用增加、农药残

留变大和对环境污染加大。

防治时机：本次田间试验时间为４月１８日，为

棉蚜种群迅速上升期。通过调查，２０１８年乐至县孔
雀乡花椒种植基地棉蚜发生高峰出现在４月２６日
前后。由于气温迅速上升、降雨和天敌等因素影响，

至５月３日，棉蚜种群数量迅速下降，较最高峰时减
少８０％以上，且持续下降，到６月上旬青花椒采收
时，棉蚜危害基本消失。按照棉蚜在最适生长条件

下４ｄ～５ｄ１代计算，如果将防治时间提前 １～２
周，即在棉蚜种群数量迅速上升前用药，这样既可达

到相应的防治效果，也可减少药剂施用量，从而达到

减少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的目的。天敌种群高峰的

出现，往往滞后于害虫发生期，因此适当提前用药时

间，也可减少农药对天敌的危害。而在不同年份，则

应根据当年气温和棉蚜发生情况适当调整防治时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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