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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乒 3 ’ 

为指导椁蚜曲综音防治， 笔者对杀虫荆嚣寻棉好再猖蠹的珊象进行了研究。 箍灭杀丁、氧化乐暴和 

A教礴对捕蚜 田阃讹药试驻结果表明·效果袭好，但进入扶蚜发生麴后， 速灭杀丁址理珏棉蚜种群上升 

极快·第 3敬施荮后2000倍朝4000倍的 2O 建灭杀丁处理区棒蚜种群数量分别是对j!}【的 g．05倍朝 ．22 

倍，氧化乐果施葑区槔蚜密度也明显高于不施药的对照区蚜虫密宦。 拄十棉蚜发生骱段棉蚜的执药性醋 

定表明l随着用 药旋数增加，捕蚜对建灭 杀丁抗性倍 数增长迅述， 第4欹施苟后LDJ．值是早春棉蚜的 

0·3g倍 3种农药对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 的毒性皆显著地太子对棉好的毒力， 黠着棉蚜抗药性增加，农 

药对瓢虫‘棉蚜景 境的破坏愈加 严重． 对 3种应药处理后的榀蚜虞， 若蚜的生帝 密分析表明 3种表药 没 

有辐嫩神群增擅作甩． 目而可皂I认为建咒录T诱使棉蚜再猖鼍 的作用是 由于柱蚜抗药性水平 建提高和 

对槔 田生鸯的破坏所致． 

关■t目·槔蚜，杀虫荆，再猾獗，无敌，生帝寰 ，生态系统。 
． _ - 一 ● -  ‘  ● _  一 ● _ _  ’  ～  

农药导致害虫再猖獗现象已发现于多种农业害虫。早期的报道主要是 DIYr等氯代烃类 

杀虫剂对蝻类的增殖作用 “：，随后某些有机磷、拟除虫菊酷类等杀虫剂引起一些害虫再猖獗 

现象的报道相继出现，如某些脒类化台物对二点叶蝻，菊酯类农药对朱砂叶螨及褐稻虱的诱 

导再猖獗作用。一般认为农药诱使害虫再猖獗的机制表现于两个方面：即杀虫剂对害虫天敌 

的杀伤作用和对害虫繁殖作用的刺激效果 。 

棉蚜是我国备棉区主要害虫，建国初期棉蚜为害主要发生于棉苗阶段，70年代以后在棉 

花营铃期为害严重，称之为 “伏蚜”。可以认为 伏蚜一的猖獗与棉田大量施药有着密切的联 

系。为了指导棉蚜的综合治理，本文对杀虫剂诱导棉蚜再猖獗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一

、 试验方法 

T．田问施药试验 

田问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重复 3次，小区占地面积 1 00rn 。设药剂处理为20 速灭 

杀丁20OO倍 4000倍，40 氧化乐果1500倍，3000倍 }40 久效磷1 500倍、3OOO倍，以不 

施药区为对照。施药时间为 5月26日(苗蚜上升阶段)、 7月 7日(伏蚜始发阶段 )、 7月15日 

(伏蚜上升阶段)和 7月25日(伏蚜高峰后期)。每小区定点 20株 棉 花 (苗蚜 查全株，伏蚜查 

上、中、下 3片叶)，于 晴药前和喷药后一天调查棉蚜数量， 其它时间每隔 4日调查棉株』 

害虫和天敌 的种类与数量。 

0 现在 中国 农业 科学 院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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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农药对棉蚜和主要夭敌七星曩虫和异色曩虫的毒力比较 

棉蚜毒力测定：泓定方法为毛绍管点滴法，毛细管容积为 0．0335~i 以丙酮为溶剂将 3 

种农药稀释成 5～ 7个浓度。溶剂中含有1O 蒸馏水及O．1 苏丹红以便观察和延缓丙酮自毛 

细管 口挥发速度。用毛细管将药液滴在无翅成蚜腹部背面，每浓度处理 8O一10O头，处理后 

的蚜 虫用毛笔挑子 指形管中用细纱蒙住管口，5h后用毛笔尖拨 动虫体以足不动为死亡， 根 

据每头试虫受药 对 数值和校正死亡率求得每种药剂 的毒力回归式 。测定日期为 5月 5日、 

7月10日和 7月25日。供试蚜虫采于田问药剂试验各类农药处理区。 

农药对七星瓢虫稻异色瓢虫的毒力测定：采用毛细管点滴法和室内喷雾法。于 6月上旬 

在麦棉套作杩 田采集大量的七星瓢虫、异色瓢虫的 4龄幼虫和成虫。毛细管点滴法相同于棉 

蚜的毒力测定，点滴器容积] l，每处理浓度点滴50头左右，处理后放入养虫盒饲养，Z4h后 

检查死亡率。室内喷雾法所使用农药浓度相同于 田间农药试验。将 田间采回的成、幼虫分剐 

接入网罩棉花中，施药后将瓢虫分别移入养虫盒中饲养，24h和48h后检查死亡率o 

3．农药对棉蚜种群参数的影响 

于 7月25日田间第 4次施药后，分别从 3种农药处理区和对照区采集成蚜 将处理区棉 

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使用 40 久效磷 5000倍、40％ 氧化乐 果 5000倍 、20 速 灭 杀 丁 

3 000倍浸渍棉蚜 3秒钟，处理 24h后将成活成蚜繁殖 6h，挑取 5O头仔蚜个体饲养J一部分 

棉蚜繁殖6l1后将所产若蚜使用4O％久效磷 10000倍、4n 氧化乐果 6oooI~ 20 速灭杀丁 

5000倍浸溃处理， 24h后每处理挑取 50头存活者在 2O一22℃ 下十体饲养，饲养方法为棉叶 

园盘法 。每日检查1次，记载发育期、死亡数、繁殖数等，直至蚜虫死亡。 

二、结果与分析 

1．田问籀药模拟结果 

施药模拟试验区共计施药 4次。图 1示 3种农药高浓度处理区棉蚜种群季节动态，箭头 

所示为施药 日期。苗蚜施药后种群动态明显下降，以久效磷防效最好，速灭杀丁次之 。但进 

入伏蚜发生期后，速 灭杀丁 的防效明显下降，其处理区棉蚜种群数量急剧上升，至 7月26日 

1OOmg／L和50mg／L处理蚜虫密度分别是对照的9．C5和7．22倍。 随后由于连续降雨，导致蚜 

霉菌 流行，}}处理种群迅速下降。用Abbott公式 一分别计算了各次施药后 的校正死亡率汇 

于表 1。从中可以看出久效磷和氧化乐果 267mg／1处理区明显控制了棉蚜的种群发展，但效 

果愈来愈差。 133mg／L处理区第4次施药校正防效巳呈现负值。在速灭杀丁处理区第 3次 

施药后100mg／L和50mg／L校正防效分别达到一3O。47 和一47．7l 。曾有学者 提出利用下 

式计算再猖獗囊： 

再猖獗率=揣掰 蓦 静 
再猖獗率如大于 1说明产生再猖獗现象。根据上式将 3种农药处理区的棉蚜再猖獗率计 

算结果汇于表 2。可以看出 3种农药 防 治 苗 蚜 不 产 生 再猖獗现象，但防治伏蚜时，5 — 

1 00mg／L速灭杀丁皆产生明显的再猖獗现象， 氧化乐果 133mg／L处理区亦有再猖獗现象出 

现 。 

根据各处 棉蚜种群动态曲线可以计算棉花的蚜害程度，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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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杀虫弃I防泊棉蚜对种群精长的影响 

mg．1 The p0 lmi0n dynamics of co,on aphid for different treatments 

襄 1 羊f目施药旋熬下棒并校正死亡率(％) 
Table 1 The correct mor~：alitfes of cOltOn aphid On the lluJ~lbar Ot ap011ad l~secticlde 

、 

裹 2 蒋霁杀T、文兢■和^化乐暴对棒辫的再疆鼍率 
Tab|a 2 The reIur|ence rates of cOltOn aphid tre日 d y three kindI of insecticideI 

蚜害程度(累积蚜天数)= [( f+l—Tf)×(Ⅳ +Ar 十1)／2) 一 

、 + 是邻近的调查时间点，N 、N + 是对应的棉蚜密度。结果显示速灭杀丁处 

理区达 4362~4823蚜天，是对照的 5．68—6．27倍导致棉株表现 95．3 一99．3 的卷叶株 

率e其次是氧化乐果1々3m L处理，蚜害程度是对照的2倚，誊叶林率达2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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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还可看出，如以棉花苗期单株3O一50头棉蚜，成栋期单株3叶蚜量 200头为防治 

指标 ，则在整个棉蚜发 生季节对 照区棉蚜种群数量始终低于防治指标无需防治，而速灭 

杀丁的使用则导致 7月25日迭到经济为害水平 

2．化学农药对拂蚜和主要天敌七墨一虫和异色一鱼的毒力比较 

表 3为 3种农药对2种瓢虫成、幼虫的室内模拟田间施药结果。处理 24h后 4龄幼虫几 

乎全部死亡，相对而言，成虫耐药性高于幼虫。 3种农药以氧化乐果对瓢虫的杀伤力最强， 

对 2种瓢 虫的杀死率达到100％。 

襄 5 几种杀虫荆处理七墨一虫和鼻色一虫的花亡率(％) 

Table 5 The mortalities for Insecticides to tremt C0c ”e珏口s 朗lp扯 咖 fa 

●nd Leis axyrZdis 

表 4为施药试验区棉蚜的抗性水平监测结果。在整个季节内久效磷的抗药性变化不大， 

但随着用药次数的增加，棉蚜对速灭杀丁的抗性显著增强， 4次施药后其LDs。和LD·s分别 

是苗蚜始迁入棉田的9．39和1．79倍。棉蚜对氧化乐果的抗性也呈现明显增加趋势。 

3种农药对 2种瓢虫的毒力测定结果汇于表 5。结果亦显示成虫的耐药性显著大于 l龄 

幼虫。根据表 4和表 5可计算农药对棉蚜一瓢虫系统的选择牲指数，其计算公式 为t 

害虫的LD s 
一天敌的LD 口 

若大于l则表示该药剂对天敌的毒力比害虫大j若小于1财表示药剂对害虫的毒力比对天 

敌大。由于瓢虫和棉蚜个体差别太大，田问喷药时瓢虫所接受的药量数倍于棉蚜， 单纯以个 

襄 4 不同施葡提鼙下袁葡对嗣蚜的毒力水平( g／蚜) 
Tmble 4 The tOxiCity changes of pestlcMce to cotton - ld ae the Inerclso 

of insecticide spray．m g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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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5 丧蔚对七■一鱼和鼻色一鱼的●性霸定塘暴 
Tlb]e 5 The toxieJfles of insecticides to Cocclnella s 聊  Ⅱ埘删 口 -_d Leis~ 删 rfd 

Al氧化乐果 Omethoate~Bt A教礴 Monocrotophcs~Cl建爰蓉T Fenvale~ate 

体耐药量相比十分不合理。本文将棉蚜和瓢虫对农药的抗性值皆转换为单位体重l所能承受的 

药量 。据称量用于毒力测定的棉蚜个体均重为 0．2448mg, 七基瓢虫和异色瓢 虫成虫均重为 

26mg~25．61mg, 4龄幼虫个体均重分别为 29rag和 31mg。将苗蚜和伏蚜最后一次菇药后 

的致死中量及瓢虫的致死中量按体重转换后，依据选择性指数公式计算得表6。3种农药对 

襄 6 丧葡对捕螺一一直鼍舞性霸定蕾暴(P值) 
Table 8 The test results O0 in~|asic selectivity oi three insecticides Io 

sphJd-ledybeetles (P vaule) 

天敌的毒性皆大于害虫。棉花苗期和蕾铃期速灭杀丁和氧化乐果对赢虫的选择性指数差异明 

显 ，速灭杀丁在苗蚜期对七星瓢 虫幼虫选择性指数为l84．14，而4次用药后对七星瓢 虫幼虫选 

择性指数高达1729．z8，反映了随着害虫抗性的增加农药对棉蚜一瓢虫系统的破坏愈加强烈。 

3．农药对椰蚜生命◆t的嚣响 

表7显示，3种希虫剂处理1酷若蚜后，速灭杀丁处理品幂着蚜瑚略大于对照，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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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亦略短于对照。说明速灭杀丁对棉蚜的发育有一定的影响。3种杀虫剂处理成蚜后产蚜 

期和若蚜期稍太于对照(表 7) 利用生命表分析 ⋯ 表明t 农 药处理后的棉蚜净生殖率皆大 

于对照，增加幅度 2．75 一12．84 。从反映种群动态较为敏感的参数r 值来看，以氧化乐 

果处理成蚜后代的内禀增长率最高(见表 8)。总之， 3种农药处理棉蚜后，棉蚜种群不显示 

显著的变化趋势。故可以认为，农药刺激害虫繁殖因子并非引起棉蚜再猖獗作用的主要因素。 

裹 7 杀虫赉軎处理若蚜对其发育所期(处理A)和处理成蚜对子代发育所期(处理B)的辱响 
Table 7 The developmental times for the aphids treated respect|rely by |nsectJc~des 

at nymphal stage (Treatment A)and parent generation (Treatment 1B) 

裹 8 杀虫剂处理著奇对其种群●辩(处理 )̂和处理成蚜对其子代种群●搬(处理e)白 影响 
Table 8 The life parameters for the aphids treoted respectively by insecticides at 

nymphal mtage (Treatment A)and parent generation (Treatment B) 

三、讨 论 

棉田施药后，棉蚜的种群动态可简单表示为： 

N =Ⅳ 。·0一 (1一P)·er— 

ci为天敌的控制能力，其值超太说明灭敌的控制能力越强。Ⅳ。为施药前 虫量，P为防治 

效果，r 为内禀增长率。 。 

对 3种农药处理槔蚜的个体饲养及生命表分析说明棉蚜的内祟增长率变亿不大，目而农 

药施用后影响种群动态的主要因素为防治效果和天敌的控制作用。速灭杀丁施用后，棉蚜的 

抗药牲上升极决，防治效果明显下降。同时由于天敌昆虫的繁殖周期较长，一个生长季节内 

耐药性变化不大，棉蚜的抗药性突增将导致农药的选择性指数更太，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能力 

更加强烈，从而导致害虫种群突增，产生再猖獗现象。 ． 

率试验结果说明，综合治理是解决棉蚜问题的正确簿略，其橱 间题是力求建立一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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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衡的生态系统 。任何一种农药只能短期内控制棉蚜的为害， 随着棉蚜抗药性水平的 

增加必将生产再5目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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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SURGENCE CAUSED BY INSECTICIDES 

FOR COTTON APHID，APHIS GOSSYPII 

Wu Kong-Ming Ⅱu Qin—Xuan 

tIn缸it 口el P m Protection，Hettan Academy。 Agricultural Sciences，Zhe．gzhou，450002) 

Fenvalerate，omethoale and monocroiophos &re the major pesticides for 
the chemicaI contrel of cotton aphid in Henan province．The experiment of 

application of these pesticmes wD．s done in co~on field in 1990．the i：esult 

showed th&t plots by a sucressive three 啦me spraY with fenvalerate and 

four sprays with omethoate ％VO d induce the aphid popuI ion outbreak． 

The contrary was obtained in plots ireated successively wi th monocrotophes ． 

After the fourth time of using Pesticide．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two treat— 

ments with fenvalerate were 9．C5 and 7．22 fold respec~velY compared to the 

Controi plots．The detection of res istanee for th e aphid indicated 恤 at as the 

times of applying  insecticide inereased，the level of resistance rose quickIy， 

after the fourth time，the LD 5 o was 9．39 times that of early season before 

ehemice．1 contro1． Laboratory study found th pesticides were remarkably 

high toxic t0 nutural enemy such as Cocci．ella septempunc~ata and Leis uxy" 

ridis．The analysis of life tables for adult and nymph treated respectively 

by the 地 tee pestic／des pointed ou} that the r value and oth er popula~don 

param eters were not obviously different with the aphid untreated，there 

was rio sthuulating increase to the aphid fecundity． 

According to th e resuIt of expe~'im ent above． it is snggested that fenva- 

lerate is unsuitable to cont；oi cotton aphid， the main reasons for inducing 

resurgence are the killing  of naturaI enemies，destroying of cotton e~osystem， 

and making fast increase of insect pest resistance to insecticides． 

Key words：cotton， cotton ap蜘d， insec；~icide， resurgence，natura1 enemy， 
Iife tah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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