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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的研制 

， 

陈安良，王 惠，张 兴 2·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L}|心t陕西扬睦 712100) 

[摘 要j 以棉蚜和麦蚜为试虫 通过对烟碱和 常用 l4种有机合成杀虫剂的混用研究t 

筛选出 丁增效作用显著的烟碱 氯氰菊酯组台 并确定 了二者混用的最佳质量配比(烟碱 ：氯 

氰菊酯=10：1．5)和混剂配方 该混剂质量稳定．对』、、畜低毒 对棉蚜、麦蚜、苹果黄蚜和桃 

蚜的共毒系数分别为 261．89，204．14 189．91和 395．05 陕西渭南和甘肃敦煌两地的田』司试 

验表明，在有效成分剂量为 II 5～230 g·hm_ 肘 一对棉蚜 7 d的防效为 88 ～96．9 ，显著 

优于其他对照药剂 

[关键词] 鲤塑盈盟醋：雀塾墨里 ． 星 睫 
[中图分类号] $4S2 3 5 [文献标识码] A 

烟草作为杀虫剂早在 1690年就用于 防治梨华 田蚝 J，其主要杀虫活性成分为烟碱 

(nicotine)。烟碱对昆虫有胃毒、触杀、熏蒸、内吸 、拒食及抑制昆虫生长发育等渚多作用， 

且速效性好，故一直是植物杀虫剂中产量最大、最主要的药剂之一 ]。烟碱杀虫剂有水剂、 

粉剂等多种制剂形式 ，目前农业生产上多用硫酸烟碱水剂。但生产该水剂要用硫酸吸收这 
一 工艺过程，对设备腐蚀严重，且硫酸烟碱有效成分含量较高，加之贮存期短 ，故成本偏 

高；同时t其药效低于游离态烟碱0J，使得烟碱杀虫剂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受到 了限制。鉴于 

此，在研究成功烟碱乳油制剂的基础上，以烟碱为主剂，通过与其他农药的增效复配，筛选 

研 制出了 29 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该产品已获国家登记，登记证号为 LS9762Z)，现将 

研制过程报道如下 

I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桃蚜(Myz~ persicae)系在玻璃温室内栽种烟草，人工接虫，于 2O～25'C自然光照条 

件下繁 殖。棉蚜 (Aphis gossypii)、苹果 黄 蚜 (Aphis pomi)和麦长 管蚜 (Macrosiphum 

avenae)均从田间采回；供试药剂除烟碱原油(>8o )、I5 烟碱乳油为 自制外 ，其余药剂 

均从市场上购回，油酸、苹果酸等农药助剂均为市售。 

1．2 增效组合的初步筛选 

室内生物测定采用载蚜叶片(或载蚜麦穗)浸渍法 进行 。处理 Z4 h后检查总虫数及 

死亡虫数，求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参照 Mansour等∽的方法判断 2种药剂混台后的相 

[收稿日期] l 999 06—0 7 

[基金项 目] 国家 九五 丰{技攻关项 目(96 005一Ol—l2一o2) 
[作者简介] 冯慢涛(1967一)．男，助理研究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 28卷 

互作用，其中^／(协同毒力指数)>2o时为增效作用 ，̂ ，< 一20时为拮抗作用，--20~ 

c．f≤20时为相加作用。 

1．3 混剂增效配比的确定及增效作用测定 

生物测定方法同 1．2。参照张宗炳嘲的方法筛选混剂的最佳配比，在此基础上系统测 

定各单剂及混剂不同配比的毒力回归线和致死中浓(Lcso)。采用 Sun氏法E4]求混剂的共 

毒系数(CTC)。 

1．4 乳化性能及冷、热贮稳定性测定 

乳化性能测定参照GB／T1 603--79(89) 进行，冷．热贮稳定性以常规方法 进行。 

1．5 田间药效试验 

防治棉蚜田间药效试验在甘肃敦煌和陕西渭南进行。每处理设 4次重复 ，随机区组排 

列 ，小区面积 66．71TI ，以工农一16型喷雾器常量喷雾 ，对照喷清水。分别于药前及药后 1， 

3，7 d以单对角线 3点取样，每点 5株棉花，挂牌标记，调查每株棉花由顶及下第 2果枝上 

的蚜虫数量。以 Handerson公式 计算防治效果 。 

2 结果与分析 

2．1 增效品种氯氰菊酯的选 出 

以桃蚜和麦蚜为试虫，对烟碱乳油和各供试单剂及其组合进行室 内生物测定 结果 

(表 1)表明，对桃蚜，供试 1 4种药剂 中有 9种与烟碱混用后表现增效作用，其 中灭多威、 

喹硫磷、1 605、氯氰菊酯 、马拉松、杀虫双和功夫的 c．f值均太于 40；对麦蚜，仅久效磷、杀 

虫双、氯氰菊酯 ．功夫 4种单剂与烟碱混用时^f值大于 20，呈增效作用。与烟碱混用对 2 

种蚜虫均呈增效作用的仅杀虫双、氯氰菊酯和功夫 3种单剂 。 

表 1 烟碱与几种药剂组台的 ，值比较 

⋯  ⋯  ．，值 ∞⋯  ⋯  c，值 

☆ 桃 蚜 麦 蚜 挑 蚜 麦 蚜 

旧碱-久效磷 5t】(】5，4) 20．1 55．5 烟碱一灭多威 25，6(25，3) 111．1 —26 4 

旧碱-睦硫 磷 20-1 57．0 烟碱 抗蚜 威 6，1 32．2 一 

蝈碱-氧他乐果 75 c 2(75-2) 63．7 7-0 爝碱一巴丹 1，2(2-1) 6．5 —39．2 

蝈碱 1605 1O c 1 >48 7 一 烟 碱-杀 虫单 1-2 —16．9 一 

碱_马拉松 1 c1(1·1) 44．0 17 0 烟碱一杀虫双 ]-1(1·2) 43．6 78．5 

目簖  胺礴 4 c 1(10t 1) 15．5 —65 6 烟碱-氧氰菊醋 10-1(10 c 1) >45 7 42．9 

旧簖 柬胺硫磷 5 c 1 33 0 一 烟碱-功夫 120 c 1(80 c 1) 4O．2 61．4 

注：① 前有“> 者表示谊组合的死亡率等于 100 、因而其 c，值太于谈值 ：@质量配比栏中 · () 中的数据 

为测定麦蚜所用药剂的质量配比。 

灭多威．1 605和水胺硫磷与烟碱混用对棉蚜均呈增效作用，但毒性均较高，同时烟碱 

与灭多威混用对麦蚜呈显著的拮抗作用，故此三者不宜作为混配对象。对杀虫双、功夫和 

氯氰菊酯，虽然前二者增效亦很显著，但杀虫双水溶性强，难 以配人烟碱乳油 ；功夫价格偏 

高，也不宜选用 ；只有氯氰菊酯在我国属大吨位产品，价格适 中，故最终选定氯氰菊酯作为 

副剂 ，进行烟碱混剂的研究 。 

2．2 烟碱、氯氰菊酯混剂最佳配比的确定及增效作用测定 

以浸渍法测得 15％烟碱乳油和 1oZ氯氰菊酯乳油对棉蚜的 LC 。分别为 34．148 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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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918 9 mg／L。进而测得二者 Lc 。剂量的不同配比对棉蚜的药教 结果 (表 2)表明，烟 

碱与氯氰菊酯 以 9：1至 7：3混用时毒性 比率均在 1．89以上(以有效成分计，二者之 比 

为 10：0．6～2．5)，说明在此 3种配 比下混用增效较为显著。 

表 2 烟碱和氯氰菊酯不 同配 比对棉蚜的毒力测定 

Lcs日剂量／％ 宴耐 理论 ⋯ ⋯  【 c 剂量， 宴测 理论 ⋯  击 

蛔碱乳油 氯氰菊酯 死亡率／ 死亡率／ ⋯  烟碱乳油 氯氰菊酯 死亡率／ 死亡率／ ⋯ 平 

1oo o 51．8 51．6 1．oo 40 60 59．6 46．6 1．28 

9o 1o 98．o 50 8 1．93 30 70 55．1 45．8 1．20 

80 20 94 3 49．9 1 89 2o 80 48 6 45 o l_08 

70 3o 94 8 49．1 1 93 10 fl,o 44 6 44 1 1．o1 

8o 4o 64．7 48 3 1 3 4 o 1oo 43．3 43．3 1 oo 

5o 50 56．3 47 5 1．1 9 

据上述结果，又系统测试了烟碱和氯氰菊酯以 10：0．5，10：1．5和 10：2等 3种质 

量配比对棉蚜和其他 3种蚜虫的毒力，结果见表 3。可见当二者以 10：1．5混配时，对桃 

蚜和棉蚜(陕西渭南)的共毒系数分别为 595．05和 261．89；以 10；2混配时，对 2种蚜虫 

的共毒系数分别为 475．34和 276．21，均有极显著的增效作用}当质量配 比为 10：0．5 

时 ，增效程度则不如前 2种 。 

表 3 烟碱与氯氰菊醋混用对几种蚜虫的毒力比较 

注： 幕在胰西杨瞳测定； ** 系在胰 西渭南测定 0 中数据系以甘肃敦煌棉蚜为试虫所得的结果
． 

据测试结果 ，并综合考虑成本、增效幅度、投资效益等因素，最终确定混剂中烟碱与氯 

氰菊酯的质量配比为 1 0：1．5。在此配比下 ，混剂对苹果黄蚜和麦蚜及敦煌棉蚜亦呈显著 

或极显著的增效作用，共毒系数分别为 189．81，204．14和 2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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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配方确定及其乳化性能和冷、热贮稳定性测定 

烟碱呈碱性 (pH一8．1～10．I)，而氯氰菊酯在碱性条 件下易分解，两者不宜直接混 

配 通过对油酸、苹果酸等有机酸的筛选，发现在适量油酸存在下 ，不但药效稳定 ，且氯氰 

菊酯分解率很低。故在混剂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油酸，最终研制 出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 

在 30 C标准硬水(硬度 342 mg／L)中检测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的乳化性能(稀释 200 

倍)，其初乳态为荧光透明．分散性能 良好 ；乳液静置 1 h，上无浮油、下无沉淀和沉油 ；OC 

贮存 7 d及(54I 2) C热贮 14 d的乳油样 品，其外观及乳化性能和常温贮存样品没有差 

别。含量分析表明 ，热贮样品相对分解率<5 ，证明该混剂质量合格、稳定。 

2．4 急性毒性测定 

经陕西省卫生防疫站测定 ，29 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对雌、雄太白鼠急性经 口 LD 

分别为 2．33和 2．71 g／kg，急性经皮 LDs。分别为 4．3和 3．16 g／kg，均属低毒级；对太白 

兔皮肤刺激的试验结果表明，该剂对皮肤无刺激性 。 

2．5 对棉蚜的田间防治效果 

在室内生物测定基础上，又分别于甘肃敦煌和陕西滑南进行了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 

田间防治棉蚜药效试验 结果(表 4)表明，29 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对两地棉蚜均有较高 

的防效，其有效成分用量为 103．5~230 g·hm1 剂量处理的 3～7 d防效均在 88 以上， 

51．75～57．5 g‘hm 剂量处理的 I～7 d防效亦在 65 以上，均显著优于氧化乐果乳油 

360～400 g‘hm 的处理 ；氯氰菊酯对两地棉蚜的防效则有较太差异，供试剂量下对敦 

煌棉蚜 1～7 d防效均在 80 以上 ，对渭南棉蚜则几乎无效 同时，试验中发现该混剂对棉 

蚜的速性好，药后 15 rain便表现出明显 中毒反应，明显优于氧化乐果和硫酸烟碱 

表 4 几种药剂对棉蚜的田问防治效果 

洼：表内数据系 4次重复之平均数；同一序列 中标相 同字母者 ．表示在方差分析(【圳 RT法)中于 5 水平上无显 

著差异I施药时间：甘肃为 1996年 7月 23日．陕西为 1996年 8月 10日 

3 讨 论 

3．1 烟碱在混剂中的存在形式及油酸的作用 

研究表明，由于在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体系中，主要以非极性的物质作溶剂，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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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溶剂(如水等)的溶剂化力，油酸不易电离，故烟碱和油酸不易形成油酸烟碱盐，烟碱 

和油酸主要以游离形式或油酸 ·烟碱缔 体形式存在；油酸在混剂 中则主要通过调节乳 

油制剂的 pH值，从而提高制剂的稳定性 ，降低氯氰菊酯的分解率 。 

3，2 烟碱与氯氰菊酯混用的增效机理 

烟碱和氯氰菊酯混荆埘供试蚜虫均有 著增效作用，二者对害虫的作用机制不同可 

能是二者混用增效的主因。同时，括体条件下烟碱氯氰混剂对桃蚜和棉蚜羧酸酯酶具有增 

效抑制作用 ]，而桃蚜和棉蚜对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不敏感性与 一羧酸酯酶的活性正相 

关 ，因而对羧酸酯酶的增效抑制作用亦可能是该混剂增效原因之一 至于是否有其他增 

效机制尚待进一步探讨。 

3．3 烟碱与菊酯类杀虫剂的交互抗性 

陕西棉蚜已对氯氰菊酯产生 了高水平抗性_l ，甘肃敦煌棉区由于使用较少 ，故该地 

棉蚜对氯氰菊酯相对敏感 ，本研究也证实 了这一点。氯氰菊酯对陕西棉蚜的药效明显低于 

其对甘肃敦煌棉蚜的药效 ，以 Lc 比较 ，其对后者的毒力是前者的 2．03倍 ，而烟碱对前 

者的毒力是后者的 1．82倍(表 3)。当 1种害虫对某种杀虫剂产生了抗药性，反而对另外 

某种杀虫剂特别敏感的现象称为负交互抗性，烟碱是否为氯氰菊酯的负抗性药剂则有待 

于进一步探讨。烟碱对昆虫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其进人虫体后直接与乙酰胆碱受体永久性 

结台，而致神经正常的动作电位不能传导“ ，显然与菊酯类杀虫剂不 同。那么，烟碱与菊 

酯类杀虫剂是否无交互抗性，甚至存在负交互抗性，值得深入研究。 

3．4 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对棉花蚜虫防效显著，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棉蚜属蚜虫如苹果黄蚜、棉蚜、枸杞蚜虫等均为北方地区的优势种群，主要为害苹果、 

梨、棉花、瓜类、枸杞等重要经济作物，该类蚜虫对选择性杀蚜剂抗蚜威极不敏感[”]，而对 

其他杀虫剂尤其是菊酯类杀虫剂产生了极高水平抗药性 ，因此对此类蚜虫的防治问题已 

成为生产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证明，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对苹果黄蚜和棉蚜均呈显 

著增效作用，陕西、甘肃两地的田问试验也证明了其对不同抗性水平的棉蚜均有优良的控 

制效果 ，且速效性好 ；同时，ph于二者增效 显著，在混剂中有效成分含量低，而使得混剂毒 

性远低于两个单剂的毒性，说 明 29 油酸烟碱 ·氯氰乳油为一优 良的蚜虫防治新制剂， 

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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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29 oil—acid— 

nicotine ·cypermethrin EC 

FENG Jun—tao，ZHAO Xiao—gong，CHEN An—liang，W ANG Hui，ZHANG Xing 

(Researcfi and D~ &pmtnt Center Bi~ atmnal Pesiticide，2q~ thw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s 。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tYah ing·Shaanxi 712100tChina) 

Abstract：Through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mixtures of nicotine with 14 organ— 

synthetic insecticides using Aphis gossypii and M acrosiphum avenae test insects，the 

combination of nicotine with cypermethrin having marked synergistic action has been 

screened out，and furtherly the best proportion of the two ingredients and the compound 

is determined，The mixture is low toxicity to human beings and livestock，The co—tocichy 

coefficient(CTC)of the mixture to Aphis gossypii，M acrosiphum avenae，Aphis pomi and 

Myzus persicae is 261，89，204．14．I 89，91 and 595．05+respectively．Field contro1 tests on 

Aphis gossypll in Weinan，Shaanxi and Dunhuang，Gansu Provinces show that，at a 

dosage of 115— 230 g／hm。，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ixture is 88 一 96．9 after 7 

days，superior to other check insecticides． 

Key words：nicotine；cypermethrin~synergistic compound 

· 简 讯 · 

“西农 1043”小麦新品种提前通过省级审定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谢 惠民研究员，经过 1】年的潜心研究、选育而成的优质、高产、 

节水 、抗逆旱地小麦新品种“西农 1403”，日前提前通过省级正式审定。 

该品种 自 1996年开始参加陕西省旱地小麦预备试验，l 997年升^陕西省旱地区域 

试验，1998年又升人 国家区试黄淮旱地组进行试验，以“两年平均 比对照增产 1O．1 ”的 

结果提前通过陕西省 区域试验 ，并通过 了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正式审定。此 

外 ，该 品种还在去年举行 的第六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成果博览会上荣获“后稷金像 

奖 。 

目前该品种除继续参加国家区试外 ，已在黄淮流域旱地推广种植超过 13万 hmz。 

(温晓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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