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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有机磷杀虫剂对陕西棉铃虫的毒力测定

杨崇珍 张 兴 王兴林
(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

,

侠西杨陇 7 1 2 1 0 0)

摘 要 陕西棉铃虫对供试的几种常用有机磷杀虫剂未产生明显抗药性
.

对久效磷而

言
,

杨睦种群表现为低抗
,

三原种群仍处在耐药性阶段
,

大荔
、

渭南种群则处于敏感状态
.

渭南

种群对甲荃对硫磷产生了 2
.

87 6 6 倍的抗药性
,

而对甲胺磷的坑性倍数仅为 。
.

6 4 8 8 倍
。

马拉

硫碑对杨睦
、

三原
、

渭南的棉铃虫的 L D “ 分别为 。
.

2 7 6 9
, 。

.

1 0 6 3
, 。

.

1 2 7 3 滩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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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依赖化学农药防治害虫
,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抗药性的发生
。

棉铃虫 ( eH
l lot h行

a

, 咭 aer H u ben
r )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

在用有机氯和有机磷类杀虫剂防治棉虫期

间
,

澳大利亚
、

泰国
、

印度等国家的棉铃虫先后对 D D T
、

甲基对硫磷
、

硫丹
、

西维因
、

久效

磷
、

咬硫磷等杀虫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
〔 ,一 幻

,

我国河北架城
,

江苏东台等地的棉铃

虫也分别对 D D T
、

西维因等杀虫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抗药性
〔3〕 。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
,

陕西

棉铃虫对澳氛菊醋
、

氛戊菊醋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 [’j
。

但对有机磷类杀虫剂的抗药

性如何
,

尚未见报道
。

为此我们测定了几种常用有机磷杀虫剂对陕西棉铃虫的毒力
,

并对

其抗药性进行了比较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供试棉铃虫

1 9 9 3 年 6 月分别从陕西省大荔
、

渭南
、

三原和杨陵四地的棉田采回二代棉铃虫幼虫
,

在养虫室用人工饲料分别饲养繁殖
.

试验时挑取 7~ 12 m g 体重的 3 龄幼虫供试
。

1
.

2 供试药剂

93
.

37 %久效磷由南通农药厂提供
, 96 写甲胺磷由石家庄农药厂提 供

; 95
.

0%马拉硫

磷由浙江宁波农药厂提供
; ” 肠甲基 1 6 0 5 由沙市农药厂提 供

。

1
.

3 测定方法

采用毛细管点滴法
,

将待测药剂用 80 %丙酮溶液稀释成 6一 8 个梯度浓度
,

用不锈钢

毛细管 (体积为 0
.

0 3 1 3
,

0
.

0 4 7。 拜L )点药于试虫前胸背板上
。

每浓度处理试虫 90 头
,

以不

含药的溶剂做对照
。

处理试虫于 T
:

27 士 1℃
,

R H
:

60 呱一 85 %
,

L /D
:

12 h/ 12 h 条件下正

常饲养
,

48 h 后检查死亡虫数
。

以轻触虫体不能产生明显反应者为死亡
。

计算死亡率并用

对照死亡率进行校正
.

然后按最小二乘法求毒力回归方程和致死中量 ( L D
S。
)

。

以
“
七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

农业病
.

虫抗药性监控
”

专题组 1 9 9 1年公布的敏感种群毒力方程

为基线
,

将渭南
、

大荔
、

三原
、

杨陵棉铃虫的 L D
S。

值同敏感种群的 L D
S。

值相比较
,

求抗性倍

收稿 日期
:
19 9 5

一 0 1一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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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R R 值 )
.

抗性分极标准为
: R R 值< 3 为敏感

. 3 ~ 5为耐药
; 5一 10 为低抗

; 10 一40 为中

抗
; 4 。一 1 0 6为高抗

; 1 0 6以上为极高抗
.

2 结果与分析

久效磷和马拉硫磷对不同地区棉铃虫幼虫的毒力测定结果见表 1
。

由表 1 看出
,

各虫

源地棉铃虫对同一杀虫剂的抗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

如久效磷对杨陵
、

三原
、

大荔
、

渭南

的 乙刀
。。

值分别为 0
.

4 6 6 5
, 0

.

2 2 8 3
, 0

.

1 1 6 9
, 0

.

0 6 40 拜g /头
,

其 R R 值分别为 7
.

3 2 6 8
,

3
.

58 57
,

1
.

83 60
,

1
.

0 0 5 2 倍
。

杨陵
、

三原棉铃虫对久效磷分别表现为低等程度抗性和耐

药性
,

大荔
、

渭南棉铃虫则均处于敏感阶段
。

马拉硫磷较久效磷略有不同
,

虽然尚无敏感种

群基线数据进行比较
,

但杨陵
、

渭南
、

三原的棉铃虫对马拉硫磷有不同的敏感性表现
。

以杨

陵种群的敏感性最低
,

三原种群最敏感
,

渭南种群居中
。

表 1 久效磷
、

马拉硫磷对棉铃虫的套力测定结果

药 剂 地 点 毒力回归方程
( y = a 十 bx )

相关系数
(

r
)

L D ` o

( ” g /头 )

0
.

4 6 6 5

0
.

2 2 8 3

0
.

1 1 6 9

0
.

0 6 4 0

0
.

0 6 3 6

0
.

2 7 6 9

0
.

1 2 7 3

0
.

1 0 6 3

抗性倍数
( R R )

夕= 5
.

6 3 9 6+ 1
.

9 3 13 x

少= 6
.

2 3 5 6+ 1
.

9 2 6 2工

夕= 6
.

1 9 2 1+ 1
.

2 7 8 8 x

夕二 6
.

9 7 8 7+ 1
.

6 5 7 5 x

y = 6
.

2 24 6+ 1
.

0 2 3 9 x

夕 = 5
.

9 0 3 9十 1
.

6 2 0 8工

y = 6
.

4 1 1 7十 1
.

5 7 7 2工

y = 6
.

3 66 3 + 1
.

4 0 3 5 x

陵原荔南杨三大渭久效碑

河北晋县

马拉硫碑 杨 陵

渭 南

三 原

0
.

9 7 6 3

0
。

9 6 0 9

0
。

9 9 1 0

0
.

9 1 6 4

/

0
.

9 5 5 2

0
.

9 2 6 5

0
.

9 4 4 6

7
.

3 2 6 8

3
.

5 85 7

1
.

8 36 0

1
.

00 5 2

1
.

0

2
.

60 4 9

1
.

1 9 7 6

1
.

0

渭南棉铃虫种群对几种有机磷杀虫剂的毒力反应结果 (表 2) 表明
,

同敏感种群相 比

较
,

甲基对硫磷
、

久效磷
、

甲胺磷均未产生明显抗药性
。

以甲基对硫磷的抗性最高
,

但对甲

胺磷的敏感度较敏感品系要高
,

而对久效磷的抗药性则同敏感品系相当
。

尽管马拉硫磷尚

无敏感品系相 比较
,

但对棉铃虫的毒力也基本同 甲基对硫磷
,

故推测其抗药性不会严重
,

本结果也为其他各地的抗药性研究提供了比较素材
。

表 2 几种药剂对渭南棉铃虫幼虫的毒力测定结果

药 剂
毒力 回归方程
( y ~ a + bx )

相关 系数
(

r
)

L D 5 o 抗性倍数
.

(尺天 )

甲荃对硫确

久 效 确

甲 坡 礴

马 拉 硫 碑

y = 7
.

4 0 7 4 + 3
.

6 7 7 4 x

y = 6
.

9 78 7 + 1
.

6 5 7 5 x

y = 6
.

5 3 2 2 + 2
.

9 6 1 8 x

y = 6
.

4 11 7十 1
.

5 7 7 2 x

0
.

9 4 9 6

0
.

9 1 6 4

0
.

9 7 8 1

0
.

9 2 6 5

(尸g /头 )

0
.

22 15

0
.

0 6 4 0

0
.

3 0 3 9

0
.

12 73

2
.

8 7 66

1
.

0 0 5 2

0
.

6 4 8 8

/

.

敏感种群分别采用江苏东台棉铃虫对 甲基对硫磷和 甲胺磷
,

河北晋县棉铃虫对久效磷 ( 1 98 9) 的 L D s 。值
.

3 讨 论

陕西省棉铃虫对供试的常用有机磷杀虫剂未产生明显抗药性
,

但试虫种群与药剂品

种间存在一定差异
.

杨陵棉铃虫对久效磷产生了低等程度抗药性
,

而大荔和渭南两棉区棉

铃虫对久效磷尚处敏感状态
,

马拉硫磷也有此趋 向
。

这可能与杨陵棉铃虫的寄主植物有

关
。

杨陵棉花种植很少
,

棉铃虫主要为害辣椒及其他蔬菜或玉米
。

根据谭维嘉等
〔5

· `可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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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取食辣椒的棉铃虫体内主要解毒酶系如梭酸酷酶和多功能氧化酶的活力
,

要较取食

棉花等作物的高
;
棉铃虫取食植物种类越多

,

体 内的解毒酶活力越高
。

而解毒酶活力的增

高
,

正是害虫产生抗药性的机理之一
。

陕西棉铃虫未对常用的有机磷杀虫剂产生 明显抗药性
,

这对棉铃虫的防治是十分有

利的
。

但应该注意到
,

抗药性是伴随着杀虫剂对昆虫的选择作用而出现的
,

是昆虫的一种

进化现象川
。

长期依赖于化学农药防治棉铃虫
,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抗药性的发生
。

杨陵
、

三

原棉铃虫对久效磷
,

以及渭南棉铃虫对甲基对硫磷的抗药性已开始出现
,

应严密监视其动

向
,

并提倡保护性有节制地使用有机磷杀虫剂
。

注意不同药剂品种间的轮换使用
,

与氨基

甲酸醋或拟除虫菊酷杀虫剂的交替使用
,

提高施药技术
,

以延缓抗药性的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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