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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有机氯杀虫剂防治小麦

吸浆虫成虫研究
`

踵唇兼 魏鸿钧 李彩华 周敬瑞

提 要

施用药剂杀灭 小寥 吸桨虫成虫
,

是防治吸桨虫重要方法之一
。

以几种有机

氮杀虫剂进行室内
、

田尚杀虫作用和药效等研究
,

靓明 ) 6“
、

艾氏剂
、

狄氏剂和

D D T 均具有强大的触杀作用
,

其中以 少 6 6 6 毒效最快
,

D D T 最慢
。

,, 6 6 6 及艾

天齐纽还具有相当强的熏蒸杀虫作用
。

田 简拭触结果也靛明 少 6 6 6 粉荆政度虽低至 0
.

1%
,

仍能杀虫 9 5% 以上
。

0
.

2 5% ) 6 6 6 粉剂效果与 0
.

5% 的相若
,

拭膝也靓明
,

不同放度 的 ) 6 6 6 粉剂

克土稀释为 0
.

2 5% 药粉
,

稀释王的种类
,

对杀虫效果均无影响
,

并在全国不少地

区推广应用均靛明效果显著
,

解决了药剂供应简题
,

扩大 了防 治面积
。

田 固残效拭酿靛明
,

不同政度的 66 6 粉剂
,

在朋化戚期前 2 天施用
,

均能毒

杀羽花贰期的成虫 ; 但如在 前 5 天施用
,

除 1% 粉 剂 效 果 就 好 外
,

0
.

2 5% 及

0
,

5% 粉剂政度的防 治效果均不理想
。

在小麦开始抽穗
、

正当小麦吸浆虫羽化时期
,

应用药剂扑灭成虫
,

防止其产卵
,

是防治

吸浆虫的重耍方法之一
。

我国于 1 9 5 0年首先在陕西及河南就用 6 6 6
、
D D T 等进行防治

,

证

明对麦扛吸浆虫 ( s i t o d iP l o s i s ; n o s o l l a 尹̀ a
(G

e h i n ) )及麦黄吸浆虫 ( C o n t a r i ,`
i a t r i t i c

i (K i r b y ))

杀虫效果良好山
”〕 ,

此后其他省 ( 区 )相继拭用
,

亦证明有效
,

井认为施用粉剂
,

工具筒单
、

节省劳力
,

适于大面积应用
。

在推广中各地不断总拮握输
、

研究改进
,

药剂防治的方法也

日臻完善
。

本文是共中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

拭盼材料及方法

献验所用的药剂 : 室内藏城所用的 犷 6 66 粉剂
,

系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农药研究室制成的 6“ 原粉
,

含 13 % 洲
,

以滑石粉作填充剂
,

配成 1% 少 粉剂
,

然后

依所需浓度
,

以滑石粉稀释使用
。

田简就尉所用的 0
.

5% 或 1% 少 6 66 粉剂
,

系郑州农药

厂 出品
。

D D T 是北京晨光农药厂生产的 5% D D T 粉
。

艾氏剂 ( lA .dl i )n 和狄氏剂 ( iD
e -

ld
r

in ) lHJ 用 5% 及 50 % 可湿性粉
,

以滑石粉稀释至所需浓度
。

供拭尾虫 : 室内供拭的成虫
,

都系麦杠吸浆虫
,

幼虫采自山西或河南田简麦穗上
,

然

后培育在鲍和含水量拘 80 % 的土中
,

放置在定温 。一 7
’

c 的冰箱内握过 5一 7 个月左右
。

使

本工 作从 19 5 3一 1 9 57 年进行
,

参加部分田简粼验工 作的还有石玉哲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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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将虫从土中用水淘出
,

挑选健壮的放置在 6
.

5 厘米直径的玻皿内
,

玻皿内土壤饱和含

水量为 80 %
,

待共 自行攒入土中
,

置于定温 20 一 22
’

c
J

匠温箱中培育
,

艇韵 12 天左右
,

便

开始羽化
。

羽化前将玻皿的玻璃盖换上铜抄盖
,

任其羽化后爬到抄上
,

便于取用
。

室 内测定方法
:
先将药粉按所需药量

,

用方形二层分格撒粉箱
,

撒于 6
.

5 厘米直径高

3
.

5厘米的玻皿上
,

然后将刚羽化的成虫
,

速同抄盖移到已喳粉的玻皿上
,

蛆弹之
,

使成虫

跌落于有药玻皿内
,

待共爬起后
,

放入另一玻皿内
,

观察中毒及死亡情况
。

吸浆虫击倒麻

痹后即不能复生
,

均作为死亡静算
。

贰敏在 20 一 22
’

C 恒温箱内进行
。

残余毒力贰嗽方法

与前大致相同
, J

唯喷后的药粉
,

握拭撇一次后
,

仍置于恒温箱中
,

每天取 出放窗前太阳下照

射韵 3 小时
,

然后再放回箱中
。

薰蒸藏肺方法系将附有成虫的铜抄盖反棘
,

上面再复一层铜抄
,

以免成虫逃逸
,

然后

置于已喳药的 6
.

5 厘米 口径 3
.

5 厘米高的玻皿土面上
,

土壤湿度为鲍和含水量 80 %
,

抄的

底部与药面距离为 0
.

8 厘米
,

然后一侨放 回 2 0一22
O

C 定温
、

相对湿度为 80 一 90 % 的温箱

中
,

观察拜静算共死亡率
。

田固拭滕所用
“ 观察箱

” 的面积均为 5 x 5 寸的铁抄能
,

道接固定田 固
,

逐日观察成虫

羽化数和生死情况
。

田固网捕成虫系采用 5 x 5 寸方形 口径或一尺道径的捕虫网
。

网捕均在成虫 不活 动

时进行
,

顺麦墩网扫 10 步
,

一般以取样 10 点的总虫数或平均虫数表示虫口密度
。

田简就

墩拮果均以密度减退率作效果此较的标准
,

同时还进行刹穗检查
,

供为害率 及捐失率分

析之用
。

拭 破 结 果

1
。

杀虫作用就验 为明确几种有机氯杀虫剂对吸浆虫成虫的杀虫毒力和作用
,

作为

田尚使用的依据
,

曹进行室内毒力贰瞰
,

用 6 6 6
、

D D T
、

艾氏剂等三种药剂
,

侧定不同浓度

对成虫的触杀毒力
,

其拮果如 图 1 :

图 l 测定 是 以 30 分钟

009 0007刁尸3]

死率亡

(% ) 尹 6 6 6

艾氏剂
D D T

。

0 0 1

图 1

.

0 0 5
。

0 2 5 0
.

1 0
。

5 2
。

5 5

浓 度 %

三种有机氯杀虫剂在不同浓度下对麦

缸吸浆虫成虫 的毒力比较
(以 3 0 分钟死亡率作标准 )

击倒麻痹率作标准
。

拮果靓

明 洲 6 6 6 的杀虫效果及毒力

速率快而强
,

艾氏剂的杀虫

力与 6 6 6 相差不远
,
D D T 毒

力较慢
、

杀虫力较差
。

毒力

速率快能使羽化后的吸浆虫

迅速麻痹而死亡
、

不能起飞

交配产卵
,

即使能起飞也会

因毒力迅速而很 快 麻 痹 下

堕
。

) “ 6 的毒 力迅速
,

以

1% 少 “ 6而言
,

其致死 中时

( L T S。 ) 为 8 分钟
,

3 0 分 钟

击倒率便 达 93
.

7% ;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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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6 6 6 T L5 。 为 n 分钟
; 0

.

25 %少6 6 6 为 13 分钟
。

如以浓度相同的艾氏剂比蛟
,
l % L T S 。

为 12

分钟
; 0

.

5% 为 20 分钟
。

D D T I% 的 L T S。为 4 4一 4 5 分钟 , 0
.

5% 则需 70 分钟 ; 0
.

25 % lHJ 需

朽 分钟
。

为便于比蛟共毒力速率
,

以药剂不同浓度下的致死 中时作比较
,

其拮果如图 2
。

8 0

死亡

O
UR率ǎ%à

门八“选0乙, J工J

O8

阴ǎ分钟é

00
八曰八n42

。

0 0 2 5

图 2

0
.

0 1
.

0 5 0
.

2 5 1 2
.

5 5

浓 度 %

三种有机氛杀虫剂在几种浓度下对

麦赶吸浆虫成虫的毒力速率比较

(致死 中.0J L T 5 0)

时 简 (分钟 )

图 3 下6 6 6 及艾氏剂的萤蒸作用对

麦扛吸浆虫成虫毒力比校

66 6 毒力速率快而杀虫力强
,

其原因由于药剂具有强大的触杀作用 ; 同时具备良好的

薰蒸杀虫作用
。

作者观察中午在麦田固施用 6 6 6
,

一部分吸浆虫成虫触药后 很快 麻痹倒

地
,

有些未沾药的
,

也表现不安而逐渐麻痹
、

下堡
。

室内献蛾也有类似现象
。

这种情 况靓

明在一定温度条件下
, 6 66 不断挥发而使虫中毒

。

为了明确几种药剂对吸浆虫的薰杀作

用
,

作者曾进行一些试墩
,

拮果证明 “ 6 与艾氏剂都具有一定的薰杀作用
,

狄氏剂的作用

较低而 D D T fllJ 无
。

共拮果如图 o3

表 l 几种有机氮杀虫剂粉剂防治麦缸吸浆虫成虫的效果比较 (山西苗城 )

施莉前成虫
密度 (头 )

施蔚后虫 口密 度减退率 (夕卯
莉 剂 名 称 l 用量 (斤 /亩 )

一天 三大 五天

9 8
。

4

9 8
。

6

9 8
。

7

9 8
.

2

9 9
。

2

9 8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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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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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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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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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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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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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靓明
,

几种有机氯杀虫剂对吸浆虫均有效果
,

共 中 6“ 及艾氏剂表现毒效较快
,

D D T 的杀虫毒效虽较援慢
,

但最后效果仍佳
,

在防治 上均有应用价值
,

但 D D T 价格较“ 6

为高
,

艾氏剂
、

狄氏剂 目前尚不能大量应用
,

因此 “ 6 在防治上的应用应 占首要地位
。

2
。

田简状验 以不同浓度的 6“ 进行 田同藏敏
,

同时以共他有机氯药剂作比较
。

施

药方法均系用手提喳粉器顺麦埔喷撒
。

·

就墩桔果表明
,

不同浓度的 6“ 均有强大的杀虫作用
,

例如表 1
。

当 6 6 6 的 , 含量降低至 0
.

25 % 或 0
.

1% 时
、

其杀虫效果仍然良好
。

这些拮果与室内

$lJ 定的查料是符合的
。

防治吸浆虫成虫一般都用的 0
.

5% 少 6“ 粉剂的浓度
夕

根据献俞拮果
,

这个浓度还可

以降低
。

作者认为 6“ 的浓度降低到 0
.

25 %
,

可迅速扩大防治面积
,

降低防治费用
。

农村施用时往往是 6 “ 粉就地稀释
,

主要填充物为干上
。

为一步明确不同浓度 6 6 6 ,

即现有的 6%
、

2
.

5%
、

1%
、

0
.

5% 洲6 “ 粉等
,

加土稀释对毒效的影响
,

曹进行了下列贰嗽
,

枯果如表 2
。

表 2 不同汰度的 666 粉剂党土后防治吸浆虫成虫的效果 l(I }西苗城 )

处 理 处理 前成虫密
度 (头 )

处理后成虫密度减退率 (% )

备 歌

第一天 第三天 第五天

。
.

5 % 2 6 6 61 分兑

土 1 分

1 1
。

8

1 2
`

1

9 8
.

3

9 9
。

2

(劝所用干」

黄河浴广
积」二壤

。

为
户护

:
9999

( 2 ) 稀 释 后 的
浓 度 均 为
0

.

2 5%
。

用
量均为每亩
3 斤

。:
9999

1% 洲 6 6 6 1 分见

土 3 分

2
.

5% 下 6 6 6 1分

兑土 9 分

6% ) 6 6 6 1 分见土
22分

0
.

5% 下 6 6 6 1 分兑
滑石粉 1分

6% 2 6 6 6 可湿性分
1份见土 2 2分

对照

9 8
。

3

9 8
。

3

9 9
。

1

9 8
。

3 1 0 0
。

0

9 8
。

3

7
.

月月」十+ 1
。

9

表 2 靛明无湍以何种 6 “ 粉剂混土使用
,

对吸浆虫成虫的毒效无任何影响
。

在河南

遂平曾进行同样拭娥
,

应用当地田边道旁的干土
、

炉灰等稀释
,

均证明不影响药效
。

据其

他地区贰用
,

亦鹉效果良好
。

一般混土稀释方法
:
先将干土打碎过筛

,

然后称好所需药量

与翎上充分拌匀
、

再过一次筛即可应用
。

这一方法筒便而节省药剂
,

19 5 5 年后已在很多

地区大面积采用 ( 2 ) 。

有些地区由于吸浆虫成虫羽化时期正逢降雨
,

喳粉后往往遭到雨水冲刷而失效
; 或是

锦锦韧雨时断时植
,

影响下 田喷药
。

因此
,

了解药剂持久药效和改进施药方法极有必要
。

作者曾进行一些贰输
,

目的是蛾证不同浓度的 66 6 粉剂施用后受浇水的影响
,

共拮果如

表 3
。

表 3 祝明施用 l %
、

0
.

5% 或 0
.

2 5% 少 6 66 药剂后叩行灌水对药效有不同 程度的影

响
,

减低杀虫残效
。

为了寻求解决的方法
、

作者等针进行提高 6 6 6 使用浓度和用量的研

究
、

每亩施用 6% y 6“ 1一 2 斤于土面
,

施用后 lIJJ 灌水
,

对药效拜无影响
; 同时浇水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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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定量的药粉渗入土中
,

可杀死近土表的蛹和刚羽化的成虫
,

这一拮果可以解决阴雨速

锦不及施药的矛盾
,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后 另文祥翎报导
。

使用药剂防治吸浆虫
,

对于药剂的持久毒效是植得重祝的
。

为此我侧进行了室内和

田简的药剂持久毒效测定
,

桔果分列如下
:

表 3 施药后浇水对 “ 6 粉剂毒杀吸浆虫效果的影响 (l 11 西苗城 )

施莉后成虫盛发密度 (头 )

药 剂 浓 度 } 施 药 后 情 况
施药时成虫初
发密度 (头 )

第一天 第三天

0
。

6 5
。

3 6
。

0

O
。

2

13
。

1

O
。

2

12
.

4

O
。

2

17
。

3

士5
.

6

43273C
“

……
02000
八h

一
1,

1ù.1

1% 下 6 6 6

1% 下 6 6 6

0
.

5% 2 6 6 6

0
.

5% y 6 6 6

0
.

2 5% y 6 6 6

0
.

25% 尸 6`; 6

对照

对照

浇水

不浇水

浇水

不浇水

浇水

不浇水

浇水

不浇水

0
。

3

0
。

5

0
。

6

0
。

5

0
。

2

0
。

4

0
。

3 13
。

8

敲
:

用药量均为每亩 3 斤
,

施药用布袋撒粉器
,

在中午时将药粉撤在麦喃土面上
,

施莉后即浇水
,

水深 3一魂

寸左右
。

成虫密度检查每区为 10 点取样平均数
。

表 4 不同浓度的几种有机氮滴剂的残效室内测定桔果

药 剂 种 类 供 献 虫 数
(头 )

1 2 小 时 死 亡 率 %

第 一 天 第 三 天 第 五 天 第 十 天

775358

……
9匀4387
扭ho7584勺tJ7

1% 下 6 6 6 粉剂

0
.

5% 尹 6 6 6 粉剂

0
.

2 5% 厂 6 6 6 粉剂

0
.

2% 下 6 66 粉剂

0
.

0 5% 尹 66弓粉剂

5% D D T 粉剂

2
.

5% D D T 粉剂

1% D D T 粉剂

l % 义氏剂

0
.

5 % 义氏剂

1% 狄氏剂

对 1峨

14 2

12 9

13 7

10 0

9 9

13 3

1 4 7

1 3 7

1 4 2

13 5

13 1

13 4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9 1

1 0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0

0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9 3
。

7

6 5
.

0

1 0 0
.

0

1 00
。

0

9 4
.

4

1 0 0
.

0

9 2
.

6

1 0 0
。

0

0

8 7
.

0

7 6
。

O

6 4
。

5

3 7
。

8

1 2
。

9

9 1
。

5

8 8
。

1

5 6
。

8

8 5
。

1

7 3
。

7

9 2
。

8

0

6 6
。

4

4 0
。

2

3 8
.

8

本献验均重复两次
。

药剂用量均为每亩 1斤
。

由上述拮果可知几种有机氯杀虫剂的药效持久性能在前述浓度情况下
,

是相差不大

的
,

为了明确用不同浓度的药剂不同时期在 田尚施用后的实际残效
,

作者进行了两次就

敬
,

拮果见表 5
。

表 5 拮果靛 明不同浓度的 6 “ 不同时简施用与持久毒力很有关系
。

一般来靛
,

不同

浓度 6“ 在羽化盛期前二天施用
,

均能毒杀羽化盛期的成虫
,

不致产卵为害 ; 但如在羽化

盛期前五天施用
。

除 l% 效果较好外 , 0
.

25 % 及 0
.

5% 两处理的持久毒力显著减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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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麦缸吸浆虫成虫忍引匕期前土面施朽的毒效比较 (山西苗城 )

施 用 时 期 药 剂 种 类 (厅亩 )

观 察 雏 隋 况

成虫羽化平
均数 (头 )

羽 化率%
羽化后成虫
死亡率%

十天内田阴网捕
成虫总数 (头 )

010门38

5

羽化盛期前二天
施用

1
.

5% 下 6 6 6

]% 尹 66 6

0
.

5% 少 6 6 6

0
.

2 5% 刃 6 6 6

2
。

2

1
。

8

3
。

0

2
。

5

I ( )( )

1 0 0

1 0 0

1 0 0

10s n曰门 5770 62..

…
8839 5

||旧||一

…
又」 照 }

曰几3八hg122 67J占99 57707034U ng
.

…
80,

es, J3234习刁化盛 l封J前五天
施 J月

夕百尸 6 6 6 2
。

O

0
.

5夕石厂 6 6 5

0
.

2 5% 少 6 6 6

2
。

0

3
。

0

} }召

5
。

8

7
。

8

10
。

2

1 2
。

5

献验观察 髓的面积为 5 x s 寸
,

每献验以 4一5 雏进行观察
。

对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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