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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种药剂对云南丽江雪桃桑白蚧的田间防效研究
和汝凤，陈舜弘，子钰卿，段倩云，胡　彦，和秀云，杨春震，马桂明

（丽江市植保植检站 药械科，云南 丽江 ６７４１００）

摘要：为筛选防治丽江雪桃桑白蚧的高效低毒药剂，选取２０％氟啶虫酰胺ＳＣ、２５％噻嗪酮ＳＣ、３０％松脂
酸钠ＥＷ、４０％啶虫·毒死蜱ＭＥ、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１％苦参·印楝素ＥＣ开展雪桃桑白蚧田间药效试
验．结果显示，施药３ｄ后，３０％松脂酸钠ＥＷ和２５％噻嗪酮ＳＣ防效最好，分别为７８１３％和７９４８％；
施药７ｄ后，２０％氟啶虫酰胺ＳＣ、３０％松脂酸钠ＥＷ防效最好，分别为９０４７％和８９７６％；１％苦参·印
楝素ＥＣ施药７ｄ后防效高于８０％．２０％氟啶虫酰胺ＳＣ和３０％松脂酸钠ＥＷ药效较快，适宜雪桃桑白蚧
应急防治；１％苦参·印楝素ＥＣ药效缓慢，适宜桑白蚧的长期防治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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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白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Ｔａｒｇｉｏｎｉ
Ｔｏｚｚｅｔｔｉ）］，又名桑盾蚧、桑白盾蚧、桃介壳虫，
属同翅目盾蚧科，是一种群居性刺吸式害虫，其危

害寄主包括桃、李、梨、梅、杏、枇杷、板栗、大

樱桃、桑、茶等多种果树和园林植物［１－５］．近年
来，随着云南省丽江市雪桃果树种植年限的增长，

桑白蚧对丽江雪桃种植产业的危害正逐年加重，现

已成为危害丽江雪桃种植产业４种常见蚧壳虫中的
主要虫害．桑白蚧以若虫和雌成虫群聚在雪桃树
干、枝条、叶片甚至于果实上，直接刺吸汁液而危

害果树，其中以 ２～３年生枝条受害最为严重［１］．
此外，桑白蚧的分泌物还会诱发煤污病等多种病

害，影响雪桃植株的光合作用，致使果树长势迅速

衰弱．桑白蚧因其虫体表面有蜡质，会阻挡药液直



接作用于虫体本身，导致防治难度大．
目前，用于防治桑白蚧的药剂种类较少，而常

用药剂由于使用年限过长，其中一部分药剂因桑白

蚧群体已产生抗药性而导致防治效果差，而另一部

分药剂已被我国列入禁用和限用农药．基于丽江雪
桃被桑白蚧危害的严重问题，筛选出防治桑白蚧危

害的有效药剂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查阅
中国农药登记信息［６］、文献 ［７—１０］资料，参考
农药生产厂家的推荐，选取６种药剂开展对雪桃桑
白蚧田间药效试验，以期筛选出防治效果较好的高

效低毒药剂，为丽江雪桃桑白蚧的防控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安排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

市镇瑞祥雪桃种植基地，试验果园面积为 ４ｈｍ２，
土壤肥力相对均等，水肥管理一致．雪桃种植行距
５ｍ，株距３ｍ，树龄８年．桑白蚧在试验果园的
发生分布不均匀，呈北重南轻态势．
１２　试验材料

供试药剂包括４种化学药剂和２种植物源药
剂．化学药剂包括：２０％氟啶虫酰胺悬浮剂 （江

苏 克 胜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登 记 证 号：

ＰＤ２０１８３０３７）；２５％噻嗪酮悬浮剂 （陕西标正作物

科学有限公司，登记证号：ＰＤ２０１１００８６）；４０％啶
虫·毒死蜱微乳剂 （陕西省蒲城美尔果农化有限

责任公司，登记证号：ＰＤ２０１８１７６２）；２２４％螺虫
乙酯悬浮剂 （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登记证号：

ＰＤ２０１８３８０１）．植物源药剂包括：３０％松脂酸钠水
乳剂 （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登记证号：

ＰＤ２０１８３１８３）；１％苦参·印楝素乳油 （云南绿戎

生物 产 业 开 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登 记 证 号：

ＰＤ２０１１０３３６）．
施药器械：ＷＳ１８Ｄ山东卫士电动喷雾器 （山

东卫士植保机械有限公司），工作压力 ０１５～
０４０ＭＰａ，平均流速０８Ｌ／ｍｉｎ．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７个处理，其中６个药剂处理 （４个
化学药剂、２个植物源药剂），１个不施药的清水
对照处理．每处理设３次重复，共２１个小区，按
照随机区组方个法进行小区排列设计，小区之间留

１～２行 （株）作为保护行，各小区选取长势相对

一致的３棵桃树开展试验．药剂按登记用量上限或
推荐用量上限稀释后施用，详见表１．

表１　试验药剂及用量

处理 供试药剂 稀释倍数 施药量／ｍＬ 有效成分／ｇ

Ａ ２０％氟啶虫酰胺ＳＣ ×２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０９００

Ｂ ２５％噻嗪酮ＳＣ ×２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１２５

Ｃ ３０％松脂酸钠ＥＷ ×２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

Ｄ ４０％啶虫·毒死蜱ＭＥ ×４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０９００

Ｅ 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 ×４５００ ９０００ ０４５０

Ｆ １％苦参·印楝素ＥＣ ×９００ ９０００ ０１００

ＣＫ 清水  ９０００ 

　　注：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晴朗无风时进行喷施

１４　防治时期及次数
于５月２１日施药１次 （施药１次仅限于试验

研究比较药剂药效，实际生产中需根据虫情发展情

况适时再次施药），该时期为桑白蚧孵化盛期及若

虫扩散期，对药剂较敏感，是最佳防治时期之一．
１５　调查方法与统计
１５１　安全性和防治效果调查

施药后１ｄ和３ｄ调查是否有药害发生，同时
记录药害类型和程度．

每个小区的每棵树在４个不同方位随机选取

１年生或２年生新梢，手持放大镜调查２０个枝条
上２００头桑白蚧的活虫数［１１］，施药前调查各小区

的活虫基数，施药后 ３，７ｄ分别调查桑白蚧活
虫数．
１５２　虫口减退率和防效

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

虫口减退率 ＝［（施药前桑白蚧活虫数 －施药
后桑白蚧活虫数）／施药前桑白蚧活虫数］×１００％；

防治效果＝［（防治区虫口减退率 －对照区虫
口减退率）／（１００－对照区虫口减退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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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药剂安全性
药剂安全性观察结果显示，所有试验小区未发

现明显药害 （表２）．
２２　虫情调查结果

各处理桑白蚧虫情调查结果见表３．施药前各
处理的平均活虫数为（８５３３±１００７）～（１０６００±
９１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施药３ｄ后，６个药剂
处理的平均活虫数为（１９３３±６１１）～（２７３３±
２５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极显著低于 ＣＫ处
理 （９０００±３６１）；施药７ｄ后，６个药剂处理的
平均活虫数为（９６７±３０５）～（１８００±３００），极
显著低于ＣＫ处理 （９４３３±７５７），除Ａ处理的活
虫数显著低于 Ｅ处理外，其余处理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施药３ｄ后，６个药剂处理的平均虫口减
退率为（６５５４±０８２）％ ～（７９３０±１５９）％，极
显著高于ＣＫ处理 （－０８６±２５４）％，Ａ，Ｂ，Ｃ，

Ｄ和Ｅ这５个处理的平均虫口减退率极显著高于Ｆ
处理；施药７ｄ后，６个药剂处理的平均虫口减退
率为（７９９２±０４４）％ ～（８９９４±２６１）％，极显
著高于ＣＫ处理 （－５５３±１５２）％，处理 Ａ的虫
口减退率极显著高于Ｅ处理和Ｆ处理，显著高于Ｂ
处理和Ｄ处理，但与Ｃ处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２　药剂安全性调查记录

处理
　　叶片　　 　　枝梢　　 　　果实　　

１ｄ ３ｄ １ｄ ３ｄ １ｄ ３ｄ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ＣＫ      

　　注：无药害用 “”表示，药害根据轻重程度分别用 “＋、＋＋、

＋＋＋、＋＋＋＋”表示．

表３　各处理桑白蚧虫情调查结果

处理
　　　　　　　　　　平均活虫数／头　　　　　　　　　　 　　　　　虫口减退率／％　　　　　

药前 药后３ｄ 药后７ｄ 药后３ｄ 药后７ｄ

Ａ ９５３３±５８６ａＡ ２１６７±３０６ｂＢ ９６７±３０５ｃＢ ７７３３±２０７ａＡ ８９９４±２６１ａＡ

Ｂ ８６６７±１２７４ａＡ １９３３±６１１ｂＢ １２６７±４０４ｂｃＢ ７７９５±４６０ａＡ ８５５７±３００ｂｃＡＢ

Ｃ ９７６７±１２８６ａＡ ２０３３±４０４ｂＢ １０６７±３０６ｂｃＢ ７９３０±１５９ａＡ ８９１９±１９７ａｂＡ

Ｄ １０６００±９１６ａＡ ２４６７±４５１ｂＢ １５３３±３５１ｂｃＢ ７６８５±２４２ａＡ ８５６５±２０７ｂｃＡＢ

Ｅ ８９６７±１４６４ａＡ ２１３３±４５１ｂＢ １８００±３００ｂＢ ７６３２±１３５ａＡ ７９９２±０４４ｄＣ

Ｆ ８５３３±１００７ａＡ ２７３３±２５２ｂＢ １４６７±２５２ｂｃＢ ６５５４±０８２ｂＢ ８２７８±２６２ｃｄＢＣ

ＣＫ ８９３３±５８６ａＡ ９０００±３６１ａＡ ９４３３±７５７ａＡ －０８６±２５４ｃＣ －５５３±１５２ｅＤ

　　注：表中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具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２３　各药剂对桑白蚧的防治效果
各药剂对桑白蚧的相对防效见表４．施药３ｄ后，

２０％氟啶虫酰胺ＳＣ、２５％噻嗪酮ＳＣ、３０％松脂酸钠
ＥＷ、４０％啶虫·毒死蜱ＭＥ、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和
１％苦参·印楝素 ＥＣ对桑白蚧的相对防效分别为
７７５２％，７８１３％，７９４８％，７７０５％、７６５２％ 和

６５８３％，且Ａ，Ｂ，Ｃ，Ｄ和Ｅ这５个处理对桑白蚧
的相对防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极显著高于Ｆ处
理．施药７ｄ后，６个处理对桑白蚧的相对防效分别
为９０４７％，８６３２％，８９７６％，８６４０％，８０９８％和
８０８３％．Ａ、Ｂ、Ｃ、Ｄ这４个处理对桑白蚧的平均相
对防效极显著高于Ｅ处理和Ｆ处理，且与Ｅ和Ｆ这两
个处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处理显著高于Ｂ处理

和Ｄ处理，但Ａ处理与Ｃ处理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Ｃ处理与Ｂ处理和Ｄ处理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目前，桑白蚧对丽江雪桃的危害越来越严重，这

与果树种植年限长、果农对病虫害防控不力等因素有

关，尤其与防治时间的选择有较大关系．而丽江有２
个防治雪桃桑白蚧的关键时期，分别为５月中下旬和
８月上旬 （最佳防治时期），这２个时期均为孵化盛
期及若虫扩散期，此时虫体表面未形成蚧壳，对药剂

相对敏感．在这２个时期施药，不仅防治效果好，对
果品安全，还不会影响１０月雪桃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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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药剂对桑白蚧的相对防效 ％

处理 施用药剂 药后３ｄ 药后７ｄ

Ａ ２０％氟啶虫酰胺ＳＣ ７７５２±２０５ａＡ ９０４７±２４８ａＡ

Ｂ ２５％噻嗪酮ＳＣ ７８１３±４５６ａＡ ８６３２±２８５ｂＡ

Ｃ ３０％松脂酸钠ＥＷ ７９４８±１５８ａＡ ８９７６±１８７ａｂＡ

Ｄ ４０％啶虫·毒死蜱ＭＥ ７７０５±２４０ａＡ ８６４０±１９６ｂＡ

Ｅ ２２４％螺虫乙酯ＳＣ ７６５２±１３４ａＡ ８０９８±０４２ｃＢ

Ｆ １％苦参·印楝素ＥＣ ６５８３±０８２ｂＢ ８０８３±１５１ｃＢ

　　药后３ｄ，３０％松脂酸钠ＥＷ和２５％噻嗪酮ＳＣ
对桑白蚧的防效最好，但这２种药剂的防效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此结论与戴德江等［１２］的研究结果一

致：３０％松脂酸钠ＥＷ对杨梅柏牡蛎蚧的防效接近
２５％噻嗪酮ＷＰ．药后７ｄ，２０％氟啶虫酰胺ＳＣ和
３０％松脂酸钠ＥＷ对桑白蚧的防效最好，２０％氟啶
虫酰胺 ＳＣ药后 ７ｄ的相对防效比药后 ３ｄ提高
１２９５％，３０％松脂酸钠 ＥＷ药后７ｄ的相对防效
比药后３ｄ提高１０２８％，表明氟啶虫酰胺和松脂
酸钠的防效随时间延长而增加，与邓明学等［１３］和

刘敏等［１４］的研究结果一致．１％苦参·印楝素 ＥＣ
药后７ｄ的相对防效比药后３ｄ提高１５％，在６种
药剂中，其防效随时间延长提高的幅度最大，说明

１％苦参·印楝素ＥＣ防治桑白蚧时，药效较缓慢，
而施药７ｄ后，其防效达８０％以上．
３２　结论

对丽江雪桃桑白蚧的防治，可选取２０％氟啶
虫酰胺 ＳＣ、２５％噻嗪酮 ＳＣ、３０％松脂酸钠 ＥＷ、
４０％啶虫·毒死蜱 ＭＥ和２２４％螺虫乙酯 ＳＣ这５
种药效较快的药剂，且优先选用植物源药剂３０％
松脂酸钠 ＥＷ，其次选择２０％氟啶虫酰胺 ＳＣ．而
被桑白蚧持续危害的雪桃果园，因药剂连续施用容

易产生耐药性，可储备药效较快的２５％噻嗪酮ＳＣ、
３０％松脂酸钠ＥＷ这２种药剂，作为应急使用．而
获得有机认证的植物源低毒杀虫剂１％苦参·印楝
素ＥＣ，由于该药剂具有缓慢、持久、独特的作用
机理，几乎不产生耐药性，尤其适宜桑白蚧危害较

轻的雪桃果园长期持续性防治以及未受桑白蚧危害

果园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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