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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棉蚜抗药性发展动态研究 妊n 

盥 邀  兴 弘 

[摘 要] 测定 了氯氰菊酯 、氧化乐果、马拉硫磷 、甲基对硫磷 、久效磷、灭多威、毗虫啉、 

烟碱等8种杀虫剂对陕西棉蚜的毒力t并与 1994，1995年测定结果比较t结果表明t陕西棉蚜 

对氯氰菊酯的抗药性发展很快 -抗性倍数 已达 884．19的极高抗水平 ；对有机磷农药的抗药性 

发展 比较平缓，抗性倍数为 0．83～11．38，处于中低水 平；对 灭多威 的抗 药性发展呈下 降趋 

势 -抗性倍数为 16．60；在供试药剂 中t吡虫啉的相对毒力最 高，LDs0=i．043 rig／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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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 Aphis gossypii(Olover)是陕西棉 区的主要害虫之一。长期以来 ，化学农药是防 

治棉蚜的主要措施 农药的大量和连续使用，导致陕西棉区棉蚜抗药性上升极快，棉蚜的 

抗性治理已成为棉蚜防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棉蚜抗药性产生机理方面，国内已做了很多 

工作．而棉蚜抗药性的发展动态研究在棉蚜的抗性治理上也是十分重要的。从 9O年代初 

开始对陕西棉蚜抗药性做过测定 ]，在此基础上，笔者于 1998年 8月间，在渭南测定了 

8种杀虫剂对棉蚜的毒力，目的是研究陕西棉蚜抗药性 的发展趋势，为科学防治棉蚜 ，延 

缓其抗药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昆虫 

棉蚜(Aphis gossypii)：1998年 8月初在陕西渭南选择有代表性棉田，采 回整齐一致 

的无翅成蚜供试。 

1．2 供试药剂 

质量分数 95 氯氰菊酯，天津农业部环保所提供 ；质量分数 96 氧化乐果 ，上海农药 

厂生产；质量分数 95 马拉硫磷，日本三浦化工提供；质量分数 99．6 甲基对硫磷 ，湖北 

沙隆达集 团生产；质量分数 99 久效磷 ，国营青岛农药厂生产}质量分数 98 灭多威 ，江 

苏南通龙灯公司生产 i质量分数 75 吡虫啉原粉 ，西北农业大学无公害农药厂提供；质量 

分数 98 烟碱 ，中国医药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经销。 

1．3 测定方法 

采用毛细管点滴法。将供试药剂用丙酮配制成母 液，再用体积分数为 8O 丙酮水稀 

释成 6～7个梯度浓度 ，用微量毛细管点滴器(O．02～0_03 )将药液点滴在蚜虫腹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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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梯度浓度处理蚜虫 9O～110头，每 10头放于一指形管(1．2 em×7．5 era)中，并以新鲜 

棉叶保湿，试验温度为22~25 C 对照用体积分数为8O 丙酮水处理，24 h后检查试虫死 

亡数；若对照死亡率高于 1oZ，当天试验作废，反之用 Abbott校正公式对死亡率进行校 

正后，以机值分析法求毒力回归方程式，对方程进行 检验并求出致死中量(LDso)及其 

95 置信限。将测得的各药剂之 L 。与沈晋良等口]、慕立义等[4 3罗万春等 建立的敏感 

基线相 比较，求出抗性倍数(RR值)，以此确定棉蚜对各 药剂的抗药性水平，并和早先测 

定结果相比较，计算抗性增加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8种药剂对棉蚜的毒力测定结果 

以点滴法测定了 8种药剂对棉蚜的毒力 ，并与敏感基线相 比较(表 1)。 

表 1 陕西棉蚜抗药性测定结果 

洼：安毒辣县、山东新泰、江苏宜兴、新■啃蟹为敏患毒力基线。 

由表 1可见，陕西棉蚜对氯氰菊酯的抗性倍数 已达 884．19的极高水平 ；对有机磷农 

药的抗性随品种不同而不同，对氧化乐果抗性倍数为 11．36，处于中等水平抗性，对甲基 

对硫磷的抗性倍数为 4，88，处于敏感性下降阶段，而对久效磷 、马拉硫磷的抗性倍数为 

O．83和 1，31，还处于敏感水平；对氨基甲酸酯类的灭多威的抗性倍数为 16．60；而吡虫啉 

和烟碱 由于缺乏敏感基线，无法求出抗性倍数 ，这 2种杀虫剂开始在该地区使用，可作为 

韧测资料。以吡虫啉的LDs。值为基准，计算其他药剂的相对毒力指数，排出这几种杀虫剂 

对棉蚜的毒力次序为吡虫啉>灭多威>马拉硫磷>氧化乐果>甲基对硫磷>烟碱>久效 

磷>氯氰菊酯。 

2．2 陕西棉蚜抗药性发展 

以表 1测得的 LD 值与 1 994，1 995年测定结果相比较(表 2)，可以看出，1998年渭南 

棉蚜对氯氰菊酯的抗药性与 1 994年相比上升了5．36倍，棉蚜对其抗药性已达极高抗水 

平i对灭多威抗药性与1 995年相比呈下降趋势；有机磷杀虫剂抗药性的发展随品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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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变化．对 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的抗药性从 1 994年以来只增加了 2．25和1．83倍，相 

反，对马拉硫磷的抗药性则下降至 1995年的 z／s。 

表 2 陕西棉蚜抗药性水平的发展(陕西渭南) 

注 ：抗性变化率以 1994年或 1995年的毒力为基准 

3 讨 论 

3．1 停止使用菊酯类农药 

渭南棉蚜对氯氰菊酯的抗性倍数 1 994年为 164．86，1995年为 363．58，经短短 3年 

已增加到 1 998年的 884．19的极高抗水平，而毒力回归方程的 b值又明显小于敏感基线 

的b值，说明对氯氰菊酯的抗药性还会进一步提高。由于棉蚜对氯氰菊酯的高抗性，致使 

氯氰菊酯对棉蚜的毒力已明显小于各种有机磷农药及灭多威、吡虫啉，完全失去了对棉蚜 

高教、低用量的特点。从 1995年数据看，渭南棉蚜对溴氰菊酯、氰戊菊酯的抗性倍数分别 

为 21 771．32和 75 127．91的极高抗水平，虽然这 2种农药近几年已很少在 田问使用，但 

据吴孔明等 的研究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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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棉蚜对这 2种药剂的抗药性水平还应维持在高水平。此外+菊酯 

类农药问存在高度的交互抗性 ]，从对氯氰菊酯的抗药性显著升高这一点来看，对其他品 

种菊酯类农药的抗药性一定也随之上升。所以，菊酯类农药已失去了对棉蚜防治的实际作 

用。 

3．2 合理使用有机磷农药 

本研究表明，陕西棉蚜对不同品种有机磷农药的抗药性及抗药性发展趋势不同。除对 

氧化乐果的抗药性倍数为 11．36，达 中抗水平外，对久教磷、马拉硫磷 、甲基对硫磷 的抗药 

性还处于敏感性下降阶段。从抗药性的发展趋势看+对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的抗药性呈缓 

慢上升趋势，但抗药性增加明显小于对菊酯类的抗药性增加，对马拉硫磷的抗药性则呈下 

降趋势。总之，有机磷类农药的抗药性水平不高、发展也很平缓 。故在防治棉蚜时应提倡 

不同类型的有机磷农药轮换使用或混用 -以延缓对某一特定 品种抗药性的增加，延长有机 

磷农药在棉 区的使用寿命。 

3．3 对灭多威应谨慎使用 

灭多威对棉蚜的 LD 为 7．8 ng／头，明显小于菊酯类农药和有机磷农药，说明对棉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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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好的防治作用：从发展来看，1 998年的LD 是 1 995年 LD 。的 0．81倍 ，抗药性呈下 

降趋势，而在此期问氯氰菊酯 的抗药性却上升 T 2．4倍，这一现象说明棉蚜对灭多威和氯 

氰菊酯可能存在负交互抗性，这和刘润玺 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从其抗性倍数为 1 6．60来 

看，正处于庄占兴等0 认为的棉蚜对灭多威抗药性突增的临界期，如大量频繁使用 ，势必 

造成其抗药性的突增，使灭多威的继续使用受到限制。 

3．4 推广使用吡虫啉 

棉蚜对吡虫啉十分敏感，且吡虫啉还有一定的内吸活性，所 以它是 目前防治棉蚜的理 

想药剂 ]，应推广使用。吡虫啉是以烟碱分子结构为模板合成的杀虫剂L】 ，但其对棉蚜的 

毒力是烟碱的 66倍。以植物中的杀虫剂活性成分为模板 ，对其进行修饰，以合成新的高活 

性杀虫物质正是今后农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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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phis Gossypii resistance 

to insecticide in Shaanxi Province 

CHEN An-liang，FENG Jun-tao，ZHANG Xing 

(Bi0r口t D 越 Pesticide Research and Se~ ce Center．Northwestern 

Ago'cultural Unlverx tYah ingtShaanxi 7121O0， fM ) 

Abstract；The resistance of Aphis Gossypii to several insecticides was measured in 

1998．The results showedthat，to Cyhalothrin，the resistancelevelwas very high，andin— 

creasing speed was fastlto Ops，the resistance level was still in susceptible，susceptibility 

decreasing stage or moderate level and iCs resistance change was rather low ；the resis— 

tance index to methoryl reached to 16．60，but there was a downward tendency in it's re— 

sistance development．Some other methods of using insecticide to control Aphis Gossypii 

were discussed i12 this paper as w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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