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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 了杀虫剂和农业害虫化学防治理论和实践的现状厦展望 一着重论述 了昆虫 

生长调节剂和植物性杀虫剂的研究进展 。作者指出为了解决害虫抗药性这一严重 问题 ，必须把 

实验室测试和农田调查分析．即作者早先提出的 田间雾理学”．结舍起来进行研究。 

关键词 至皇型，化学防治，奎些壹皇 ；乔J ； 
中图分娄号 兰塑 ： $481 

在害虫防治上杀虫剂的应用是需要的，化学防治在害虫练合防治上占有着重要的地 

位。关键问题是应用哪些杀虫剂品种及怎样台理麓用。可以预见到今后杀虫剂将有较大发 

展，化学防治将 目益发挥他在综合防治上的作用。本文主要就植物保护方面的一些重要问 

题进行讨论。 

1 理论上的研究 

1．1 杀虫剂作用机理的研究 

从5O年代开始，我国曾进行一些杀虫剂毒理的研究“ ，例如昆虫胆硷酯酶 活性的测 

定 ，柞蚕寄生蝇及蚕体对乐果的反应 ，家蝇 、蚊、棉蚜及三化螟等害虫抗药性的研究，但比 

之先进国家远为落后。杀虫剂作用机制以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对胆碱酯酶的抑制探讨 

最为深入和富有成果。昆虫乙酰胆硷突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有机磷杀虫剂作用机理的研 

究 比较明确。随着这个系统之后所研究的是神经传递阻塞剂，即阻止乙酰胆硷的传导而不 

作用于胆硷酯酶的化合物 ，这就是我们当前大量广泛使用代替六六六的沙蚕毒类杀虫剂 ， 

包括巴丹、杀虫双、杀虫单 、易卫杀(硫环杀)、杀虫蟥(Bensuhap，TI一78)等。由于作用靶子 

的不同，沙蚕毒类杀虫剂可应用于防治对有机磷产生抗性的害虫，如推广使用巴丹防治抗 

药性的小菜蛾。 

章鱼胺 (对羟苯一p羟乙胺，Octopamine)是无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剂，曾在直翅 耳昆 

虫足的肌肉、鳞翅 目昆虫的飞翔肌肉及萤蠊中枢神经系统的组织中发现 近年的研究结果 

表明。 ，杀虫脒是章鱼胺的激发剂。杀虫脒是一种杀螨剂 十多种鳞翅目幼虫有时显的拒 

食作用+并影响昆虫的行为．使用亚致死剂量即可达到防治的 目的 从70年代开始，我目应 

用杀虫脒防治水稻螟虫及棉花害虫等是成功的，长期受到农民欢迎。最近我国已决定停止 

生产及使用杀虫脒，据说是由于致癌 问题 ，作者认为这还值得进一步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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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A(~氨基丁酸)是神经化学递质。GABA癸触的抑制剂有可能成为在低剂量条 

件下高效的杀虫剂 ，饲如从土壤细菌分离得到的 Avermectins，Ahamect[ns及其衍生物 ， 

在0．02 g／g浓度的作用下即对昆虫有活性 ，已开始在生产上应用。GABA 受体是杀虫剂 

作用靶子之一．这是毒理学上的新发现 

从天然除虫菊有效成分化学结构及生物活性的研究，发展到合成一系列对光稳定 ，对 

人、畜安全而列害虫高教的拟除菊酯类，这是杀虫剂在理论探索及生产应用上的一个重大 

突破。拟除虫菊酯与滴滴涕的作用机制相似，这两类杀虫剂的化学结构是不同的，但都是 

神经毒剂，作用部位是在神经轴突的钠离子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发现一些昆虫对拟除 

虫菊醋与滴滴锑有交互抗性的现象，而菊酯对害虫天敌一般杀伤力是强的。 

不以抑制胆硷酯酶活性为基础而试制新杀虫剂的工作已进行多年，这方面的研究会 

导致合成对人类较安全的品种。1 987年美国化学会曾举行关于神经激素及神经传导化学 

的专题讨论会，后来出版了一本专著。：。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亦进行了一些工作， 

例如沙蚕毒类杀虫剂对神经传递的作用 、昆虫受滴滴涕 中毒后产生的神经毒素。 ，但 

比之先进国家差距甚大。 

由于对杀虫剂作用机制的研究逐步深 

化，英 国昆 虫毒 理学专 家 Philip Gerolt在 

1983年提出，一般所谓 神经毒剂 如有机氯、 

有机磷、氨基 甲酸酯及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进入昆虫体内后 ，到达作用靶子的药量是不 

足以说明对神经系统发生影响，过 去所说关 

于这些杀虫剂作用机制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 

意的。他认为杀虫剂主要作用于昆虫的表皮， 

表皮从体壁延伸至前肠、后肠等，内凹陷入而 

由气管系统通到所有的内部器官。昆虫 中毒 

是由于整个表皮的水分平衡受影响而引起 

的，毒剂不是通过血液而传至神经系统，而是 

在表皮组织进行侧向活跃的传导(图1，2)。这 

胸部 J 腹部 

图1 杀虫剂进^昆虫体 内的可姥遍径 

(根据 Philip t．1933) 

种反应也可用来解释增效、拮抗及抗药性现象 他指出通常所谓触杀剂、胃毒剂及薰蒸剂 

只是说明施药的方法而不是作用机制。 。Gerolt提出的新学说还不成熟，但值得开展进一 

步的试验 ，无疑地将会推动昆虫毒理学的重大发展。 

扩散 

l 
主动传导 

图2 杀虫剂在昆虫表皮 内的侧向移动 

(根据 Philip Gerolt，l983) 

真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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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昆虫表皮骨化(鞣化或单宁化)及对几丁质形成的抑制剂是近年杀虫剂作用机制 

新发展领域之一 ，井 已开始在生产上应用。灭幼脲及其类似化合物苯 甲酰苯脲类(Ben— 

zoylphenyl ureas)作用于昆虫变态过程中新表皮的形成，是几丁质合成的抑制剂．在生产 

上 已成功地应用为昆虫生长发育抑制剂(IGRs)。这类化台物对鳞翅 目幼虫具有特效，对 

苹果蠹蛾等害虫具有杀卵作用 ，对害虫天敌安全 ，是一娄优良的选择性杀虫剂。值得注意 

的是最近发现 的天然 产品印楝 素、川楝 素及从蓝雪科一种植物分离得来的蓝雪花素 

(Plumbagin)，对一些昆虫的表皮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这些天然产品化合物对昆虫表皮 

的作用机制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最近新发现灭幼脲影响幼虫保幼激素的分泌．从而抑制 

生长发育而引致死亡。 

昆虫对药剂的抗性 自1914年在美国加州发现梨园蚧对石硫合剂产生抗性之后．没有 

引起人们的重视，直至4O年代始，大量滥用滴滴涕、六六六及有机磷等杀虫剂，才引起强烈 

的反应 ，这 表明抗药性问题的严重性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不合理地滥用农药而发生的。近 

30余年国内外对昆虫抗性的遗传、生理、生化做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昆虫体内多功 

能氧化酶系(MF0)对药剂的解毒作用的研究，对于抗性机制的阐明起了重要的作用。此 

外，对一些害虫种群抗药性的产生，已开始应用生物化学的监测方法 (Biochemical monl— 

toring)来测定。例如在 日本 对水稻叶蝉及飞虱体 内酯酶系活性 的测定，已提出一套可行 

的方法，这也是抗性研究的新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对蚊虫做了一些工作 。在植物保护上 

关于害虫抗药性的管制 (Management of resistance)已成为8O年代重要的课题。抗药性是 

由于杀虫剂对昆虫的选择压力及不合理使用农药而产生的。影响抗性形成的因素是复杂 

的，主要的有遗传因素(例如抗性基因的频率及其数目)及生物学的因素(包括每年昆虫的 

世代数、繁殖 力及昆虫的行为)。这两类 因索是昆虫种群所具有的本质 ，人们是不能改变 

的。影响抗药性形成的另一类重要因素是化学防治所采用的方法，包括杀虫剂的品种选 

择、杀虫剂的化学性质、剂型及其残 留状况、施药技术(包括使用浓度、施药次数、施药方式 

等)以及增效剂的应用等 ，这类因素是人们可以控制的。根据某种害虫抗药性在遗传及生 

理上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调节或改变化学方法以延缓或防止抗药性的发生。在这方面， 

害虫综合防治(IPM)措藏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因此研究抗药性不能单独 只在实验室内进 

行，必须与农田生态系统及害虫种群变动与迁飞相结合，这是我们今后研究抗药性的重要 

方向。 。 

必须指 出，不是所有杀虫剂使用后 都会使害虫产生抗药性。例如美 国应用答硫磷 

(Azinphos methy1)防治苹果蠹蛾、李象虫、苹果蛆已十余年及应用二嗪农(Diazinon)防治 

几种害虫，至今未产生抗性。我们在广东就荔枝蝽蟓对杀虫剂的自然抗性作了一系列的研 

究后，提出每年喷射敌百虫两次防治荔蝽，可收到 良好的效果，至今在广东推广使用已2O 

余年，尚未见产生抗药性现象 这是 由于合理使用农药所获得的结果，这个经验是值得总 

结推广的。 。另一方面，应用植物质杀虫剂如鱼藤、印楝、烟草及天然除虫菊等防治害虫， 

亦从未有产生抗药性。我们可 预料应用楝科植物种子抽提物防治害虫也不易产生抗性。 

杀虫植物有效成分在天然状态存在的条件下为什 么对害虫不会引致抗性?在理论上是值 

得深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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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然植物产品的研究 

从6o年代开始．从植物中分离提取对昆虫具有活性的物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受到重 

视．特别是昆虫忌避剂、拒食剂及生长发育抑制剂的试验研究正在广泛开展。已发现的植 

物质拒食剂中比较重要的有数十种．其中萜烯类他台物(Terpenes)最为重要。例如外国从 

印楝分离得印檩素(Az．adirachtin)．我国从川楝分离得川楝素(Toosendanin)，都是比较突 

出的拒食剂和生长发育抑制剂。近十年来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毒理研究室与有关 单位协 

作．应用苦楝、JIl楝及印楝等杀虫植物对26种农业害虫(分隶属于6个 目、13个科)进行试 

验，发现供试植物对害虫具有不同程度的活性。除了对植物的化学成分及作用机制进行初 

步研究外 ．还从实际害虫防治上做了一系列的试验，明确了苦楝油对柑桔全爪螨、松突园 

蚧，川楝素杀虫乳油对莱青虫、甘蓝夜蛾，苦楝及川楝种核的甲醇和石油醚油抽提物对稻 ． 

瘿蚊．印楝及苦楝抽提物对东亚飞蝗、竹蝗和稻螟均有较高的防治效果0 。值得注意的是 

植物质杀虫剂的有效成分除了具有对昆虫的忌避 、拒食及生长发育抑制作用外，还具有杀 

菌、杀线虫、杀钉螺等多种作用，在植物保护上应用潜力很大。 ’ 

植物杀虫剂的优点是对人、畜一般比较安全，不污染环境，与常用的有机磷、氨基甲酸 

酯类杀虫剂的杀虫作用机理完全不同。此外．对害虫天敌较为安全，适合于综合防治的要 

求。在实际应用上，当前可先在杀虫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设立加工厂 ，研究抽提及配制方 

法．以便推广使用 近年来在菊科植物中发现噻酚类及多．块类二大类化台物有光 活化活 

性 ．具有创造一类新杀虫剂的潜力。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上，植物质杀虫剂的研究可与 

培育抗虫、抗病品种相结合．在遗传工程上大有可为。对天然产品的有效成分化学结构与 

其活性关系的研究．可直接台成结构相似而比较简单的化台物．例如活乐术醛、环一萜类化 

合物及茵陈=炔 (Capillene)等 。同时亦可进一步从复杂的化台物中进行人工模拟合成 ，创 

制具有对环境安全的新农药。拟除虫菊酯类的创制成功就是一个范例。从现代信息科学来 

看．研究昆虫与植物的关系，以及一株植物受虫害后与其邻近植物的信息传递，可在生物 

学方面开辟新的领域。我国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研究天然植物产品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在 

创制新农药品种、发展农药科学方面，我国应走 自己的道路。研究天然植物产品是走 自己 

道路的一个重要途径 。 

1．3 杀虫剂使用技术的研究 

农药使用技术水平低的关键问题是田间喷撒农药在植物上的有效沉积量很低。例如 

应用敌百虫防治荔枝蝽蟓，药剂在叶片上的沉积量如分布均匀，可以显著地提高 防治效 一 

果。一般地估计 ．采用常规农药喷撒方法，大约有70 ～80 甚至更多的农药失掉．他们大 

部分进入环境中成为污染物。在水稻抽穗期喷药，用常规喷雾法1hm 喷施750kg药液．经 

测定落入田水中的药剂平均达79 ，如广东各地所用的水唧筒则损失量更多 ”。低量和 

超低量喷雾法由于疃液量少，因此工效可以大幅度提高 ，而且药剂在植物上的有效沉积章 

也太为提高 近年来发现，自然界各种生物体对不同细度的雾点有不同的捕获能力，大多 

数昆虫能捕获较 ，』、的雾滴。这种现象 已被总结为一种理论，称为生物最佳 粒径理论 

(BODS)。控制雾滴喷撒技术 (cDA)．就是根据生物体对雾滴 的选择而提出的 根据国外 

测定，松树 叶所捕获的最佳粒径 为11～35g-m．棉花生长 点所 捕获的最佳粒径为20～ 

28,urn，采采蝇成虫在有风有情况下对2O，40，60g-m粒径的雾滴捕获能力很强。如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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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种理论，对于提高喷药效率、防止污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我国农药使用技术现在仍很落后，表珊为农药浪费大，污染重 ，人、畜中毒事故多。主 

要由于技术水平低 ，药械陈旧简陋，固而经济效益低。国外从6O年代起着重研究农药剂型 

配方、微雾点的分布，力求命中植物、昆虫或病菌靶体，以减少用药量，防止残毒公害。英国 

已研究静电喷雾的剂型和机具，使带正电荷的药物雾滴为植物表面负电荷所吸引，均匀分 

布于叶片的表面及底面，提高箍药效果。 

2 杀虫剂品种的开发及其应用 

建国以来，我国农药工业从无到有 ，现拥有农药品种1O0个以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农 

药工业体系。但由于我国农药工业的基础与先进国家相 比，差距还很大．研制新品种的技 

术和手段还较落后 ，过去以仿制和引进为主。因此，我国发展高效 、安全、无公害的农药品 

种，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加强原有的品种的改造 ，在短期内应创制 自己的新品种和引 

进先进生产技术 ，建立新品种的生产路线，并使农药原料和中间体配套 “” 

2．1 有机氯杀虫剂 

自从40年代六六六、滴滴涕的大量生产及广泛应用，在植物保护及卫生防疫上的重要 

作用是不容置疑的。60年代初，人们发现其残毒及污染问题后，70年代初，各国陆续禁用或 

限用 我国于1 983年停止使用，但从卫生防疫及农业生产上的急切需要考虑，滴滴涕及林 

丹应保留一定数量供应需要。这两个品种还是 比较安全有效的。滴滴涕近年经过反复研 

究，已证实没有致癌作用。 

2．2 有机磷杀虫剂 

继有机氯之后 ，有机磷杀虫剂的创制和应用最为迅速，至今拥有的品种多，生产吨位 

大。但其中有些品种毒性较高、抗药性问题较突出以及单位面积用药量较大，因而其用量 

有下降的趋势。但对有机磷杀虫剂来说．改造及挖掘高效低毒品种的潜力仍很大 例如 甲 

胺磷乙酰化后即得乙酰 甲胺磷，两者的系虫作用一样，而乙酰甲胺磷对高等动物的毒性却 

比甲胺磷低45倍，对鲤鱼的致死中浓度在1000tag／g以上，是迄今为止对鱼类最安全的杀 

虫剂 ，而对蚜虫寄生蜂等天敌又比较安全。因此，虽然生产成本稍高 ，但我们认为发展乙酰 

甲胺磷代替甲胺磷是我国目前杀虫剂生产的一个重要改革，是杀虫剂的高教低毒化发展 

的范例 重要的问题是产品在质量上要求把甲胺磷及其他杂质减少到最低限度。 

此外 ．辛硫磷是一个高效 、低毒、低残留品种，具有很强的广谱性触杀、胃毒作用，对鳞 

翅 目幼虫有特效。在光照条件下降解迅速．适用于果、蔬、茶、桑、仓库及卫生害虫防治 但 

在黑暗条件下降解缓慢，土壤旌用防治地下害虫残效可达1～2个月。国内研究加工成“高 

台量低用量”的辛硫磷颗粒剂．撤旌于玉米心叶，对玉米螟有较高的防治效果。此外，马拉 

硫磷、乐果、氧化乐果也可继续使用 甲胺磷在蔬菜上应繁止使用 

2．3 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是一类高效的杀虫剂，现正在迅速发展，其中我国大量使用的呋 

喃丹．其原药 目前是靠进 口的 这个品种值得我国自己大量生产。 

呋喃丹是一个广谱性杀虫剂和杀线虫剂。具有 胃毒、触杀及 内吸作用，可用于4O多种 

作物上 ，防治土壤及地面上300多种害虫。在水稻、棉花、甘蔗等作物上以颗粒剂进行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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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不仅可延长有效防治期．且可避免杀伤害虫天敌。例如我国南方稻 田每 hm 根区施 

用3 呋喃丹颗粒荆37．5～45kg．可有效地防治二化螟、三化螟、飞虱、叶蝉、稻瘿蚊、蓟 

马、稻象甲等害虫 ，残效期可达∞d．晚稻秧田一次用药 ，即可防治整个秧 田期的虫害。此 

外，呋哺丹对作物有显著的刺激生长作用 例如山区长期积水沤根的湖洋稻田，施用呋喃 

丹不仅防治了蓟马等虫害，而且刺激了水稻根系的生长，增强其吸水吸肥能力及避免了赤 

枯病的发生。呋喃丹亦可用于甘蔗田防治多种害虫，并显著提高甘蔗产量。但 目前我国农 

民在呋喃丹使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发生人、畜中毒，滥用于蔬菜上 引起残毒问题等，必 

须注意安全，禁止采用喷雾法施用此药剂 “。 

锑灭威(Aldicarb)是内吸性很强的高效杀虫剂，但毒性高，会污染地下水，它的使用 

应加以严格限制。 ． 

2．4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自从创制了对光稳定而叉高效的拟除虫菊酯类品种 ，1975年开始在田间实际使用，应 

用比较广泛的是氰戊菊酯、溴氰菊酯及氯氰菊酯等。拟除虫菊酯的特点是广谱 、高效、单位 · 

面积用量少，对环境污染小 ．对人、畜较安全，且对作物生长也有促进作用。 

国外近年挂展顺式氯氰菊酯、台氟的菊酯及其他品种，可较大幅度地提高其生物活 

性 。近年发现菊酯类杀虫剂其光学活性与生物活性相关的现象，已受到高度重视 最近在 

拟除虫菊酯的化合物中出现了一些杀螨毒力较强、残效期长而适用于防治土壤害虫和一 

些对鱼类毒性较低的新品种．值得重视。 “ 。 

我国对拟除虫菊酯的合成生产及田间试验投放了较大的力量，现已能生产氯菊酯、氰 

戊菊酯及氯氰菊酯等品种．这类杀虫剂今后还要发展，但在使 用上必须注意抗药性的产 

生、对害虫天敌的影响及防止害虫的再猖獗。 

2．5 沙蚕毒类杀虫剂 

该类杀虫剂是以沙蚕毒素为模板仿生合成的一系列衍生物，具有突出的优点，是一类 

比较有前途的杀虫剂。其中杀虫双是我国自己创制用以取代六六六的重要品种，已广泛应 

用。目前应加强该品种质量稳定性和剂型的研究 根据我们过去几年来的反复试验，证明 

易卫杀混呋喃丹或杀虫双混杀虫眯根区施用是防治水稻害虫晟有效的配方之一，这方面 

的试验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这类杀虫剂 中，今后要加强对杀虫双及杀虫单的研究。 ’ 

最近应用杀虫双大粒剂防治水稻螟虫等已通过鉴定，对蜘蛛天敌有保护作用 ，可以在我国 

推广使用。 

2．6 灭幼瞩娄及昆虫生长调节剂 

灭纳脲是苯酰基繇类杀虫剂 ，作用于昆虫几丁质合成酶及昆虫内激素，从而影响昆虫 

的生长发育 它对鳞翅目有特效。是一类新发展的选择性农药。国内已能合成灭幼骣l，2．3 

号三个品种 。经试验证明灭纳脲3号对牯虫高龄幼虫及松毛虫幼虫效果很好。此外．灭幼繇 

对稻纵卷叶螟、柑桔锈壁虱及蚊虫等亦有较高的防效。这类杀虫剂高效、低毒，具有较强的 

专一性，单位面积用药量少。黑龙江省林区应用灭幼脲3号loo～200 g／g防治赤捡毛虫以 

及景近广东省从化县应用灭幼脲3号防治马尾捡毛虫，效果均显著，且对害虫天敌安全，对 

环境污染少。国外近年 已合成多种灭蚰脲的类似化合物 ，例如新合 成的 IKI一7899等及与 

灭幼脲类化合物结构不同的噻嗪酮，比灭幼脲的毒力更强“ ” 灭幼脲类对选择性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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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赵善欢 ：杀虫荆及农业害虫化学防治的展望 7’ 

剂的应用起了推动作用 ，建议我国扩大试验及逐步推广使用，但在养殖虾的地区要禁止使 

用 。 

3 农业害虫化学防治的展望 

在农业害虫防治上可以预见到今后杀虫剂及化学防治方法仍在植物保护上占着重要 

位置。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创造更安全、更高效、经济效益又高的农药品种及推广新的使用 

技术，具有选择性的品种(即对人类安全、不污染环境、不杀伤害虫天敌)将被广泛使用。 

3．1 毒理学研究是发展我国杀虫剂的理论基础 

在毒理研究方面，杀虫剂对害虫及人、畜等的中毒机理及有关生理生化的研究是刨制 

高效、低毒及无公害新品种的基础 。为了加速我国农药的理论研究，应 由农药研究机构负 

责组织化学、农业、生物学及卫生等有关方面协作，有计划地开展专题研究，才能逐步从农 

药品种的仿骺I走上 自己发展刨骺I适合于我国品种的道路。在今后研究工作中 ，应特别重视 

发展具有选择性的品种。 

毒理学一方面应 由组织细胞的生理生化研究．逐步进入分子研究的水平 ，发展分子水 

平的研究(包括遗传工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应依据生态学的指导思想发展环境毒理学，研 

究田间有害生物种群的变动及周围生物群落与农药麓用的关系，以达到提高药效及保护 

环境的要求 。 

3．2 害虫抗药性对策研究是农业害虫防治的t要环节 

在害虫抗药性的监测及管理方面。抗药性是由于农药对防治对象的选择压力以及不 

合理使用农药而产生的．影响抗性形成的因素是复杂的，除了遗传及生物学的因素外 ，还 

有农药的品种、剂型、残留、施用方式及麓用量等。因此．对害虫抗性发生规律的研究，不能 

单独在实验室内进行 ．而必须以田问毒理观点为指导，与农 田生态系统相结合。 

应加强对昆虫抗药性的生理生化基础理论研 究，特别是昆虫体内多功能氧化酶系及 

其他酶系对药剂的解毒作用研究，以便更好地预防、延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此外。在全国 

各地应对农作物重要害虫如水稻三化螟 、二化螟、稻飞虱、玉米螟、棉铃虫、棉蚜、红蜘蛛、 

小菜蛾、莱青虫和米象等进行有计划的监渊．除了已明确产生了抗性的害虫外，对一些尚 

未产生明显抗性的重要害虫也要进行监涮，并以综合防治为基础，提出一套可行的预防抗 

药性产生的措麓 。 

3．3 开发天然活性物质是创制新型杀虫剂的t要途径 

在天然产品的研究方 面，拟除虫菊醋类创制的成功，是从天然产品开发农药资源的重 

大突破 ，这方面的研究还具有很大潜力。近年来 ，国内外有关楝科植物对害虫的忌避、拒食 

及抑骺I生长发育作用的研究正迅速开展。我国对植物杀虫剂的研究与应用，曾做了不少工 

作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4年来 ，我们开展楝科植物防治害虫及作用机理的试验研究．发 

现应用苦楝油防治柑桔全爪螨、苦楝油混合少量化学农药防治水稻害虫以及川楝紊粗制 

品乳剂防治莱青虫等害虫效果都很好，可实际推广应用．通过天然植物有效成分的化学结 

构与其生物活性关系的研究，可直接合成结构比较简单的活性化合物，也可从 比较复杂的 

植物化学成分中进行仿生合成类似的活性化合物，刨骺I出高教的对环境安全的新农药。天 

然产品的利用可从直接使用自然资源及人工仿生合成两方面进行．今后可预期我国在农 

I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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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 查些 兰兰塑 塑 鲞： 
业害虫防治上能实际应用几种有效的植物性杀虫剂，达到高效、安全、经济的要求。另一方 

面，近几年来，关于一些菊科植物含有光活性化台物(Phototoxlc compounds)的研究获得 

显著的进展．这类化台物主要是多炔类(P0lyacetyIenes)及噻酚类 (Thlophenes)化合物， 

经光照后杀虫活性大大提高。这类化台物对蚊子幼虫及农业害虫的防治具有很大的潜力， 

值得深入研究。如 噻 酚 对 按 蚊(Anopheles gamln'ae)幼虫的有效中浓度(ED 。)为7．45g／ 

hm。，药效 显著。在我国广泛分布 的万寿菊 (Tagetes electa)就含有这类光活性 的他台 

物 ’。此外，利用分子生物学、量子化学、分子结构与生物活性的关系，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创制及筛选新农药也是必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4 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是农业害虫综合防治的根本措施 

当代科学技术不断飞跃发展 ，正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这次革命包括的内容很多，如 

信息科学、电子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开发、能源利用、材料科学等。可以 

预见，今后越来越多地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农药的分子设计；另一方面，利用电脑进行 田 

间害虫种群数量变动的预测，以指导准确地施用杀虫剂；生物工程的研究手段及研究成果 

对植物保护科学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并可充分应用于创肘新农药品种的试验研究中；抗 

虫抗病育种是植保工作的重要环节，培育抗虫抗病品种 ，可把一种生物专用的某种物质合 

成的核酸 片断纳入另一生物的遗传载体中，从而引起该种生物具有生产这种物质的本 

领 。例如马铃薯被甲虫咬食后 ，产生一种抑制蛋白酶的物质 ，可应用 DNA重组技术把 

这种物质转入另一植物体内，从而使之产生抗虫性。研究植物对昆虫具有活性的物质、植 

物与昆虫、植物与植物之间化学信息的传递，可与抗虫抗病育种及植物 自身的防御系统相 

结台 ，相互推动．为植保科学的发展开辟 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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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secticides and 

Chemical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Insect Pests in China 

chiu Shin—FOOH 

(L4boratory of，岫叫 ∞ ．Smah C  ̂ 舢  n如 蹦r Uniz~rsltytG~ang ẑ  一C~'na’510842)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various 

field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secticides and chemicaI controI of insects on agri— 

cultural crops．Emphasis is also placed on research progress in insect growth regulators 

(IGRs)and botanicaI insecticides．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to solve the seri— 

OUS problem of insecticide resistance，laboratory studies (bioassays eU：．)must be cardd 

out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that is，a proposal based on the author 

s concept“field toxicology of insecticides ． 

Key words insecticides，chemicaI controI，agricultural inse 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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