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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5%阿维.毒死蝉乳油用清水稀释成 4 个系列浓度，15%毒死蝉乳

油 4000 倍、40000 倍、400000 倍、4000000 倍稀释液，用药液浸渍法对

萝卜蚜进行室内毒力测定，并设置清水对照。实验处理后连续 7 天观察

并记录存活数，计算其死亡率。结果显示，随稀释倍数的增加，虫体死

亡率降低；随时间的推移，虫体死亡率提高，其中 15%毒死蝉乳油 4000

倍稀释液高达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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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蚜，又称菜缢管蚜，异名 Lipaphis erysimi (Kaltenbach)，
喜欢油菜叶上多毛的油菜品种。主要以成虫和幼虫成群密集在菜
叶或菜心上刺吸汁液，造成叶片卷缩变形，植株生长不良，影响
包心，同时危害留种株的嫩茎、花梗和嫩荚，致使花梗畸形扭曲，
不能正常抽薹、开花、结荚，荚果籽粒也不饱满[1]。 

由于该蚜发育速度快、世代周期短、繁殖量大，造成受害叶
片变黄、矮化、萎缩、生长停滞[2]，除此之外该虫还能传播十字
花科蔬菜花叶病，其损失更重于直接为害[3]。该虫以露地十字花
科蔬菜危害为主， 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措施难以实施，化学防
治作为防治手段被广泛应用。因此，未来提高对萝卜蚜的防治效
果，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量，提升蔬菜质量，保护生
态环境[1]，及时筛选出高效低毒、安全的新农药品种是现今科学
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保阿维.毒，15%阿维.毒死蝉乳油含 0.2%阿维菌素和
14.8%毒死蜱。为优化配比后形成的加强型配方，极大地提高了
阿维菌素与毒死蜱在作物叶片及害虫体壁的渗透能力，可杀死叶
片表皮下的害虫；属低毒产品，用药安全，在作物不同生育期均
可使用。而本次试验选用了这种复配杀虫剂对萝卜蚜的毒力测
定，为大田推广使用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供试生物材料 
新鲜油菜叶，采自附近未使用过任何农药的油菜地。 
供试萝卜蚜采自附近未使用过任何农药的油菜地。试虫均为

采自油菜植株上无翅、大小中等、体色基本一致的无翅成蚜。由
于培养过程中蚜虫产生刺激性代谢物以及温度、空气湿度的影响
导致培养困难，后期每次做实验均为当天从油菜植株上采取的蚜
虫。 

1.1.2 试剂与仪器 
15%阿维.毒死蝉乳油（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廊坊农药中试厂）、

棉花、培养皿、毛笔、保鲜膜、量筒、烧杯、滴管、移液管、锥
形瓶、剪刀、丝袜、塑料瓶。 

1.2 方法 
1.2.1 15% 阿维.毒死蝉对萝卜蚜的毒力测定 
在预备实验的基础上，将毒死蝉用清水稀释成 4 个系列浓

度。然后用药液浸渍法进行室内毒力测定。即挑选大小一致的油
菜叶置于底层放有棉花的培养皿中，棉花层用水喷湿，使叶片服
帖在棉花层。然后在双目注视下用毛笔挑取大小基本一致的无翅
蚜 30 头，将其放于用塑料瓶和丝袜自制的装置中，然后浸入药
液中 3～5s 后取出，用棉花吸去多余的药液，然后用毛笔将其转
移到培养皿中的叶片上，用保鲜膜封好，在膜上用昆虫针扎 15～
20 个小孔。每一浓度设 4 次重复，另用清水处理作对照，然后
放入实验室内饲养，24h 后检查死亡情况，记录蚜虫药后活虫体
数，直至第 8 天，并计算其死亡率。整个实验过程中要保持叶片
新鲜。 

1.2.2 数据处理 
施药前记录虫口基数，施药 1d 到 7d 后每天调查残虫量并记

录，共调查 7 次。 

2、结果与分析 
在测试的 4 种浓度中，浓度越高，萝卜蚜的死亡率越高，虫

体死亡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随药液稀释倍数的增加而减
少。蚜虫累计死亡率与蚜虫死亡虫口数情况相一致，处理后 6d
累计死亡率达到最大值。15%毒死蝉乳油 4000 倍稀释液对萝卜
蚜的防治效果最好，处理后第一天室内的毒杀作用为 17.8%，远
远大于 4000000 倍稀释液的毒杀作用，处于中间的 40000 倍和
400000 倍的毒杀作用分别为 15.6%和 5.6%，前面两组高浓度的
毒杀作用相接近，后两组低浓度的毒杀作用相接近，浓度最低的
4000000 倍稀释液的毒杀作用最差，仅为 4.4%。随时间延长，各
组稀释液的毒杀效果均增强，虫体死亡率明显增高。4000 倍稀
释液在随后六天的死亡率分别为 21.9%、30.9%、56.4%、69.3%、
78.2%、88.4%。其中第七天的毒杀作用高达 88.4%，此倍数的稀
释液毒杀作用效果最好。40000 倍稀释液在随后六天的死亡率分
别为 18.4%、21.1%、24.7%、46.1%、57.3%、71%、81.2 %。虽
然较 4000 倍稀释液低，但死亡率仍然非常高，因此此倍数的稀
释液的毒杀作用效果较好。400000 倍稀释液在随后六天的死亡
率分别为 5.8%、8.7%、19.3%、26.7%、26.1%、37.7%，毒杀效
果次之。4000000 倍稀释液在随后六天的死亡率分别为 2.3%、
1.2%、1.3%、1.3%、2.9%、11.6%。此倍数的稀释液死亡率最低，
毒杀效果最差，仅为 11.6%。 

3、结论与讨论 
在本次试验中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毒死蝉对菜蚜具有很

强的毒杀活性，测试的 4 种浓度对萝卜蚜均有一定的毒杀作用。
而 15%毒死蝉乳油 4000 倍稀释液的毒杀效果最高。第七天竟然
高达 88.4%。稀释倍数越高，萝卜蚜第一天的死亡率越高，此时
由于虫体已经表现为中毒状态，随着时间延长，某些培养皿中渐
渐出现若干有翅蚜虫，但随时间延长虫体死亡率也逐渐增高。 

试验中清水组第二天的死亡率为 3.3%，死亡率在 5%以下，
属于正常范围。但随后几天的死亡率逐渐提高，分别为 10%、
13.3%、16.7%、23.3%、23.3%。均高于 5%，最高甚至达到了 23.3%，
超出了正常范围的死亡率，经分析可能是由于在浸渍时时间把握
不当，浸渍过久，或者是培养皿底部湿润棉花时注水过多，蚜虫
误入棉花时导致其死亡。另外，由于该虫发育速度快、世代周期
短、虫体小，早期不易发现，并且随着农药使用量的逐年加大，
蚜虫的抗药性逐年增强，对不少药剂产生了抗性。因此，未来提
高对菜蚜的防治效果，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量，提升
蔬菜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及时筛选出高效低毒、安全的新农药
品种。 

本次药效试验表明 ，复配杀虫剂在较低剂量的条件下（4000
倍稀释液），对萝卜蚜的毒杀作用强，防治效果高。但由于该蚜
繁殖速率快；蔓延迅速，因此在药剂防治中，应本着早防的原则，
及时及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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