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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疆棉蚜抗药性测定及发展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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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测定了溴氰菊酯、氯氰菊酯、氧化乐果、马拉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灭多威、吡虫啉、烟碱等 9

种杀虫剂对北疆棉蚜的毒力, 并与 1988 年的测定结果比较表明, 北疆棉蚜对各类药剂的抗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对有机磷类杀虫剂抗性发展较为缓慢, 抗性倍数为 0. 3～ 6. 8, 处于敏感和低抗水平; 对溴氰菊酯处于高抗水平,

抗性倍数达 118. 2; 对氯氰菊酯处于低抗水平; 对灭多威的抗性发展较快, 抗性倍数上升至 15. 9。在供试药剂中吡

虫啉的毒力最高 (LD 50= 0. 27 ng·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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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蚜 (A p h is g ossp ii) 是新疆棉区的三大害虫之

一, 其危害使棉花产量降低, 品质下降, 造成严重的

经济损失。在棉蚜的治理中, 施用杀虫剂是一项重要

措施。国内对棉蚜抗药性的研究报道很多[1, 2 ] , 但有

关新疆棉蚜的抗性研究却较少。罗万春[3 ]首次对新

疆棉蚜的抗药性进行了监测。程桂林等[4 ]对新疆、山

东棉蚜的抗药性进行了比较。笔者于 1999 年 7 月测

定了 9 种药剂对北疆棉蚜的毒力, 并与罗万春的研

究结果相比较对该区棉蚜抗药性的发展动态进行了

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供试棉蚜　1999 年 7 月在新疆 148 团选择有

代表性棉田, 采用整齐一致的无翅成蚜供试。

供试药剂　质量分数 95% 氯氰菊酯 (天津农业

部环保所) ; 质量分数 98% 溴氰菊酯 (南京农药厂) ;

质量分数 96% 氧化乐果 (上海农药厂) ; 质量分数

95% 马拉硫磷 (日本三浦化工) ; 质量分数 96% 甲基

对硫磷 (湖北沙隆达集团) ; 质量分数 99% 久效磷

(国营青岛农药厂) ; 质量分数 98% 灭多威 (江苏南

通龙灯公司) ; 质量分数 75% 吡虫啉原粉 (河北省石

家庄市化工厂) ; 质量分数 98% 烟碱 (中国医药公司

北京采购供应站)。

测定方法　室内毒力测定采用毛细管点滴

法[5 ]。以机率值分析法求毒力回归方程, 并求出致死

中量 (LD 50)及 95% 置信限。将测得的各药剂之LD 50

与敏感基线相比较, 求出抗性倍数 (RR 值) , 参考安

富和男[6 ] 的方法评价各药剂的抗性水平, 并和

1988 年的测定结果比较求出相对抗性倍数。

2　结果与分析

2. 1　9 种杀虫剂对北疆棉蚜的毒力

　　以点滴法测定了 9 种药剂对棉蚜的毒力, 并与

敏感基线进行比较 (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 北疆地

区棉蚜对有机磷类杀虫剂的抗性差异较大, 抗性倍

数为 0. 3～ 6. 8, 对甲基对硫磷和马拉松均处于极敏

感水平, 对氧化乐果和久效磷处于低抗水平; 对菊酯

类因品种不同敏感性不同, 对氯氰菊酯的抗性倍数

是 7. 8, 处于低抗水平, 而对溴氰菊酯则处于高抗水

平, RR 值高达 118. 2; 对灭多威的抗性倍数为15. 9,

处于中抗水平; 因烟碱和吡虫啉尚无敏感基线, 无法

求出其抗性倍数, 但本研究所测毒力方程可做为对

新疆棉蚜的相对敏感基线, 为以后研究新疆棉蚜抗

性发展提供依据。

2. 2　北疆棉蚜对各类杀虫剂的抗性发展动态

以表 1 测得的LD 50值与 1988 在北疆测得的

LD 50值相比较 (表 2) 可知, 12 年来北疆棉蚜对各类

药剂的抗性均有所上升, 对有机磷类杀虫剂的相对

抗性上升了 3. 23～ 3. 65 倍; 对菊酯类药剂因品种不

同棉蚜对其抗性发展速度也不同, 氯氰菊酯的抗药

性上升速度快于溴氰菊酯; 对灭多威的抗药性发展

也较快, 相对上升了 20. 4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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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疆棉蚜毒力测定结果及抗性评判 (新疆石河子 1999207)

T ab le 1　D etection on the resistance of A p h is g ossip ii to insecticides in N o rth X in jiang

药剂名称
N am e of
insecticide

回归方程
LD 2P equation

LD 50ö
(ng·头- 1)

95% 置信限ö
(ng·头- 1)

95% fiducial lim it
ς2

抗性倍数 RR
Resistance

increasing index
久效磷
M onocro topho s Y = 6. 766 0+ 0. 918 0X 11. 900 7. 655～ 18. 600 0. 32 6. 80

y = 12. 880 9+ 2. 858 0X 3 1. 750 — — —
氧化乐果
Om ethoate Y = 8. 630 0+ 2. 264 0X 25. 000 20. 300～ 30. 700 0. 45 5. 9

y = 8. 506 0+ 1. 476 3X 3 4. 220 — — —
马拉松
M alath ion Y = 9. 176 0+ 2. 109 0X 10. 500 8. 408～ 13. 020 3. 58 0. 3

y = 9. 105 1+ 2. 827 7X 3 35. 340 — — —
甲基对硫磷
Parath ionm ethyl Y = 7. 348 0+ 1. 212 0X 11. 600 8. 375～ 15. 900 4. 27 1. 0

y = 9. 710 7+ 2. 417 0X 3 11. 300 — — —
灭多威
M ethom yl Y = 8. 750 0+ 1. 764 0X 7. 490 5. 942～ 9. 433 1. 07 15. 9

y = 10. 239 3+ 1. 574 0X 3 0. 470 — — —
氯氰菊酯
Cyperm eth rin Y = 8. 190 0+ 1. 720 0X 14. 000 11. 110～ 17. 570 0. 34 7. 8

y = 10. 044 5+ 1. 836 0X 3 1. 790 — — —
溴氰菊酯
D eltam eth rin Y = 8. 462 0+ 1. 376 0X 3. 050 2. 243～ 4. 148 0. 43 118. 2

y = 15. 771+ 2. 347 7X 3 0. 026 — — —
烟　碱
N ico tine Y = 7. 032 0+ 1. 849 0X 79. 600 64. 800～ 97. 660 0. 50 —

吡虫啉
Im idaclop rid Y = 11. 190 0+ 1. 736 0X 0. 271 0. 218～ 0. 338 0. 28 —

　　注: ①带“3 ”的方程为 1991 年农业部全国植保总站公布的第一批害虫抗药性基线。②ς2
0. 05, 3= 7. 81。若所测方程 ς2 小于该值则方程符合

实际, 否则不符合。

N o te: ①T he first in secticide resistance basis w as pub lished by Ch ina P lan t P ro tection Institu tion in 1991. ② Equation fits the fact un less

the“ς2”is less than 7. 81.

表 2　北疆棉蚜抗药性水平的发展

T able 2　T he developm ent of resistance of A p h is g ossyp ii to insecticide in N o rth X in jiang

药剂名称
N am e of
insecticide

年　份
Year

回归方程
LD 2P equation LD 50ö(ng·头- 1)

相对抗性倍数
Relative resistance

increasing index
久效磷
M onocro topho s 1988 Y = 8. 269 7+ 1. 327 5X 3. 443 1. 00

1999 Y = 6. 766 0+ 0. 918 0X 11. 900 3. 46
氧化乐果
Om ethoate

1988 Y = 7. 443 9+ 1. 129 2X 6. 851 1. 00

1999 Y = 8. 630 0+ 2. 264 0X 25. 000 3. 65
甲基对硫磷
Parath ionm ethyl 1988 Y = 7. 146 7+ 0. 878 2X 3. 590 1. 00

1999 Y = 7. 348 0+ 1. 212 0X 11. 600 3. 23
溴氰菊酯
D eltam eth rin

1988 Y = 10. 893 0+ 1. 391 3X 0. 058 1. 00

1999 Y = 8. 462 0+ 1. 376 0X 3. 050 52. 47
氯氰菊酯
Cyperm eth rin 1988 Y = 11. 345 5+ 1. 600 1X 0. 109 1. 00

1999 Y = 8. 190 0+ 1. 720X 14. 000 128. 79
灭多威
M ethom yl

1988 Y = 9. 279 9+ 1. 245 2X 0. 366 1. 00

1999 Y = 8. 750 0+ 1. 764 0X 7. 487 20. 48

3　讨　论

3. 1　北疆棉蚜抗性现状分析

　　北疆棉蚜对 3 大类杀虫剂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抗性。但与其他棉区相比抗性发展速度较为缓慢[7 ]。

据笔者调查, 自 90 年代以来, 北疆普遍比较重视棉

蚜的综合治理, 尤其强调田间保护和利用天敌。在试

验期间, 棉田中随处可见龟纹瓢虫、多异瓢虫、异色

瓢虫、蚜茧蜂、草蛉等多种棉蚜天敌。在施用化学农

药方面强调根施、涂茎、滴心等对天敌较安全的施药

方式, 且用药量较低。据农八师 148 团植保站提供的

资料表明, 1998 年 148 团棉田用药水平仅为

66 元öhm 2 (包括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上述措施均

可较好地延缓棉蚜的抗性发展。但需指出的是,

18第 2 期 马志卿等: 新疆北疆棉蚜抗药性测定及发展动态分析



1996 年程桂林等[4 ]研究认为, 北疆棉蚜对 3 大类杀

虫剂的主要品种都产生了较高的抗性。笔者认为, 这

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和判断标准不同而致使结果不

同, 故对于北疆棉蚜的抗性动态还应进一步监测。

3. 2　北疆棉蚜治理方案初探

国内外害虫治理成功的经验表明: 害虫治理的

根本途径在于加强综合治理, 采用自然控制作用与

科学用药相结合的害虫治理策略[8 ]。就北疆目前的

棉蚜防治现状来看, 应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 强调保

护和利用天敌, 更好地维护田间生态系统; 加强和完

善预测预报体系; 继续推广物理和农业防治措施。但

最关键的是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化学农药, 大力发展

生物农药, 除继续采用安全隐蔽的施药方式外, 在对

药剂品种的选择上要科学合理: ①对有机磷类农药

应有选择地使用马拉松、甲基对硫磷等品种; ②对菊

酯类农药应合理使用。从 1999 年氯氰菊酯和溴氰菊

酯对棉蚜的毒力方程看, b 值均小于敏感基线的

b 值, 说明北疆棉蚜对其抗药性还会上升, 棉蚜对菊

酯类农药的抗药性一旦达到较高水平, 敏感性的恢

复就变得较为困难[9 ]; ③1999 年北疆棉蚜对灭多威

抗性倍数为 15. 9, 正处于抗药性突增的临界期[10 ] ,

应谨慎使用; ④推广使用烟碱类杀虫剂。烟碱是一种

植物性杀虫剂, 属生物农药的范畴, 对天敌较安

全[11 ] , 对棉蚜有较高的触杀和熏蒸活性。吡虫啉是

以烟碱分子结构为模板合成的杀虫剂, 具有较强的

触杀和内吸活性, 是目前防治棉蚜的理想药剂[12 ] ,

直接利用天然产物或人工合成天然产物及衍生物作

农药, 是当代农药的发展趋势, 符合 IPM 的理论, 故

应推广使用烟碱类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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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sistance of A p h is g ossyp ii to severa l in sect icides w as determ ined in 1999. T he resu lts

compared w ith that of 1988 show that the resistance to all k inds of in sect icides is increasing. T he resistance

to Op s is st ill in a su scep t ib le o r low er level, the increasing speed is slow ; to deltam eth rin the resistance

level is very h igh, bu t it is yet in the low level to cyperm eth rin; the resistan t index to m etho ryl reaches to

15. 9 and is in modera te level. Som e m ethods u sed to m anage the resistance of A ph is go ssyp ii are d iscu ssed

in th is paper as 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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