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在不同草坪植物上的存活 、生长发育 、种群繁

殖等特征 ,找出该虫在供试草坪植物上的发生

和危害规律 ,推测其发生趋势 ,为合理治理该虫

提供依据 ,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

在室内常温条件下 ,狗牙根和白三叶草饲

喂淡剑纹灰翅夜蛾较高羊茅 、黑麦草饲喂的幼

虫死亡率高 ,幼虫龄期增加 ,幼虫历期延长 ,生

命力弱 、抗逆性差 ,种群数量趋势指数低
[ 1 , 2]
。

研究结果表明 ,与高羊茅相比 ,狗牙根和白三叶

草并不是淡剑纹灰翅夜蛾的适宜寄主 ,不利于

种群的繁衍和积累 ,推测该虫在狗牙根和白三

叶草草坪上不易暴发成灾 。只有在自然界无其

它更适宜的食料时 ,该虫可以通过食用狗牙根

或白三叶草来维持和延续种群 ,当然并不排除

出现较高虫口密度的可能 。

早熟禾 、高羊茅 、粗羊茅 、多年生黑麦草 、匍

匐剪股颖等许多草坪植物对蛴螬的危害表现出

良好的耐害性
[ 14]
,而狗牙根在草坪草的耐害性

方面却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 15]
。有些草坪植物

体内带有内生真菌 ,这些内生真菌可在寄主体

内产生生物碱类毒素 ,从而对一些害虫表现出

拒食性或抗生性
[ 16]
。本研究还发现 ,淡剑纹灰

翅夜蛾幼虫取食狗牙根 、白三叶草的量明显少

于取食高羊茅和黑麦草的量(待发表)。取食狗

牙根 、白三叶草的淡剑纹灰翅夜蛾的种群数量

趋势指数不高的原因 ,究竞是拒食或抗生 ,还是

其它原因造成的 ,有待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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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lm leaf beetle , Brontispa longissima (Getro), is an invasive pest for palm plants in south China.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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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of Palmae were seriously damaged by the beetle in some localities of South China , especially in Hainan.

Toxicity and control effect of avermectin to palm leaf beetle we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LD50 of avermectin to the

eggs , larvae , pupae and adults were 8.119×10 -6 , 4.152×10-6 , 9.458×10-6 , 7.609×10 -6 and 8.434×10-6

μg egg , respectively , and LD90 were 1.044×10 -4 , 5.545 ×10 -5 , 6.663 ×10-5 and 1.466 ×10-4 μg egg.

respectively.Control effect of avermectin on palm leaf beetle in the field was nearly 100%, which would be

maintained about 1 month.

Key words　Brontispa longissima , avermectin , toxicity , control effect

摘　要　试验研究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 Brontispa longissima (Gestro)各虫态的毒力以及田间防治效果。

结果表明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毒力作用强 , 对卵 、幼虫 、蛹 、成虫的 LD50分别为 8.119×10 -6 , 4.152×

10 -6 , 9.458×10-6 , 7.609×10-6 , 8.434×10-6μg 头 , LD90分别为 1.044×10 -4 , 5.545×10-5 , 6.663×10-5 ,

1.466×10-4μg 头。 1.8%超强阿维菌素乳油对椰心叶甲防治效果好 ,且持效期长。使用后半个月到 1 个

月 1 000倍液 、2 000倍液对各虫态的防治效果接近 100%。

关键词　椰心叶甲 , 阿维菌素 , 毒力 , 防治

　　椰心叶甲 Brontispa longissima(Gestro)是新

入侵中国大陆的重要棕榈植物害虫
[ 1～ 8]

。对该

虫主要采取喷施 、注射或根部埋施化学农药的

方法进行防治 ,所使用的农药品种主要有敌百

虫 、敌敌畏 、氧化乐果 、乐斯本 、氯氰菊酯 、西维

因 、二嗪哝 、乙酰甲胺磷 、马拉硫磷等
[ 1～ 13]

。目

前尚未见有关阿维菌素对该虫毒力及防治效果

的报道。本文报道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的各虫

态的毒力和田间防治效果 。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毒力测定中使用的 90.5%阿维菌素原药

由广东省农药检定所提供 。防治效果试验中使

用的 1.8%超级阿维菌素乳油由济南赛普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

1.2　供试虫源及试验条件

1.2.1　毒力测定:2004年 8月从深圳采集椰心

叶甲成虫 ,在室温下用新鲜假槟榔心叶饲养 1

个月 ,待种群稳定适应后选取健康各虫态进行

试验 。养虫网袋用200目细纱网编织成 ,袋长1

m 、口径 20 cm 。取健康虫体放入养虫盒(规格

为15 cm×15 cm×5 cm 保鲜盒 ,盒盖上打孔通

气)中 ,并用 14 ～ 15 cm×2 cm 左右假槟榔新鲜

心叶饲养 、备试。室温为 26 ～ 28℃, 湿度为

70%～ 80%。

1.2.2　田间防治试验:2003年 11月 ～ 12月在

深圳市龙岗区坪山镇深成园艺场进行试验 。该

园椰心叶甲危害严重。园中主要寄主植物有国

王椰 、大王椰 、老人葵 、金山葵等 。周围隔离效

果较好 ,经调查 500 m 以内未见有椰心叶甲的

为害。试验在国王椰子上进行。该园国王椰子

为 2003年底种植 ,株高 1 ～ 1.5 m左右 ,树围 60

～ 80 cm ,株行距 2 m×3m ,心叶约长1.5 ～ 2 m ,

未展开 ,掰开心叶可见椰心叶甲成虫和幼虫的

为害 ,平均每株虫口数 30 ～ 40头 ,最高达 126

头 。植株受害率达 98.15%。由于新植和椰心

叶甲的危害 ,多数国王椰子长势较弱 。该园艺

场长期未曾施用过药剂防治该虫 。

1.3　试验方法

1.3.1　毒力测定:采用点滴法进行生物测定 。

用丙酮将供试药剂配制成 5 ～ 6个浓度 ,放入棕

色磨口试剂瓶中备用。取椰心叶甲卵 、3龄幼

虫 、蛹和成虫 。用细毛笔将 3龄幼虫 、蛹和成虫

从食料中挑入培养皿内 ,待正常活动时用毛细

管点样器(体积为 0.02 μL)将配制好的药剂点

在试虫的胸部背板上;用细毛笔将 3日龄卵挑

出 ,并用胶水将卵粘到准备好的叶片上 ,每个叶

片粘 10粒 ,待胶水干燥后用点滴法将药剂点在

卵粒上 。点样后待丙酮完全挥发后将试虫挑入

准备好的叶片内 ,再用湿润棉花包住叶片端部

后放入养虫盒内 。处理后 4 , 8 ,12 ,24 ,48 , 7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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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观察记录试虫死亡情况 。幼虫 、蛹 、成虫以轻

触虫体不能产生明显活动为死亡 ,卵根据幼虫

孵化情况来计算死亡率。每个浓度 5 个重复 ,

每个重复 20头或粒 。以丙酮为对照。

按照Abbott 公式计算死亡率和校正死亡

率 ,根据机率值分析法用 EXCEL求出LD50 、LD95

和毒力回归方程 。

1.3.2　防治效果试验方法:试验按随机区组设

计 ,设处理区和对照区共 5 个区组。施药前调

查虫口基数 , 然后将每个区组分为 1 000倍 、

2 000倍 、3 000倍 3个处理小区 ,每处理小区 3

重复 ,每重复处理 10株国王椰子。使用背负式

手动喷雾器对全树进行淋洗式喷药 ,重点喷施

心叶 ,以全株喷湿至药液滴落为止 。每换喷一

种药剂或一种处理浓度均用清水洗净器械 。对

照区植株喷施清水。

采用定点定株方法调查虫口数量 。施药后

第 1 ,3 ,5 ,7 ,15 ,30 d进行调查 ,记录不同虫态的

数量。每重复调查6株 ,逐株掰开心叶 ,记录活

虫数。按下列公式计算虫口减退率:

虫口减退率(%)=(处理区施药前虫口数-处理区施药后虫口数) 处理区施药前虫口数×100%,

校正虫口减退率(%)=(防治前后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防治前后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00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的毒力

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各虫态的毒力测定结

果见表 1。试验结果表明随着药剂浓度的增大

即虫体着药剂量的增大 ,各虫态的死亡率均表

现为不断增大的规律。例如卵期 ,当着药剂量

从1.25×10
-6
μg 粒逐渐增大到 4×10

-5
μg 粒

时 ,卵校正死亡率由 27.59%增大为 86.21%。

同浓度下不同虫态相比较 ,一般幼虫校正死亡

率明显较高 ,其他虫态随剂量变化校正死亡率

大小顺序不同 。如4×10
-5
μg 粒或头剂量时幼

虫死亡率为 93.48%,而卵 、幼虫次之 ,分别为

86.21%和 86.81%, 成虫的最低 , 为 80.61%。

而当剂量为5×10
-6
μg 粒或头时 ,各虫态中幼

虫 、成虫 校正 死亡率 较高 , 为 41.30%和

40.82%, 卵和蛹的较低 , 分别为 34.15%,

31.87%。根据各虫态校正死亡率值查表给出

了对应的校正死亡率机率值(表 1)。

2.2　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的毒力回归方程

根据表 1的测定结果计算出阿维菌素对椰

心叶甲各虫态的毒力回归方程各参数(表 2)。

从表2可以看出卵和幼虫毒力回归方程系

数较为接近 ,表现为相似的毒力变化规律 ,蛹期

毒力回归方程回归系数较大 ,因此 ,随阿维菌素

剂量变化 ,蛹死亡率变化较快 ,而成虫正好相

反 ,毒力回归方程回归系数较小 ,随阿维菌素剂

量变化成虫死亡率变化较慢 。

LD50 、LD95相比较 , 幼虫期的最小 , 分别为

4.152×10
-6
,5.545×10

-5
μg 头;卵 、成虫 、蛹期

LD50较高 , 分别为 9.458×10
-6
, 8.119×10

-6
,

7.609 ×10
-6
μg 头 , 而蛹期 LD95值较低 , 为

6.663×10
-5
μg 头 , 与幼虫接近 , 但卵 、成虫

LD95值较大 。试验结果表明阿维菌素对幼虫的

触杀作用最好 ,对椰心叶甲蛹的触杀作用最差 。

表 1　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各虫态的生物测定结果(广州 , 2004 年 8月)

剂量

(μg 粒或头)

剂量对数

(log10)

卵 幼虫 蛹 成虫

校正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机率值

校正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机率值

校正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机率值

校正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机率值

4×10-5 -4.40 86.21 6.089 7 93.48 6.512 4 86.81 6.117 6 80.61 5.863 7

2×10-5 -4.70 74.86 5.670 0 82.61 5.938 8 78.02 5.772 9 73.47 5.627 1

1×10-5 -5.00 46.59 4.914 5 77.17 5.744 6 49.45 4.986 2 55.10 5.128 2

5×10-6 -5.30 34.15 4.591 6 41.30 4.780 3 31.87 4.528 6 40.82 4.767 7

2.5×10-6 -5.60 27.59 4.404 8 35.87 4.638 1 12.09 3.829 4 26.53 4.372 9

1.25×10-6 -5.90 - - 28.00 4.417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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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各虫态的毒力回归方程各参数(广州 , 2004年 8 月)

虫态 回归截距A 回归系数B LD50(μg 粒或头) LD95(μg 粒或头)

卵 12.548±0.947 1.483±0.189 8.119×10-6(6.331×10-6 ～ 1.042×10-5) 1.044×10-4(5.539×10-5 ～ 1.969×10-4)

幼虫 12.864±0.903 1.461±0.174 4.152×10-6(3.068×10-6 ～ 5.622×10-6) 5.545×10-5(3.183×10-5 ～ 9.661×10-5)

蛹 14.747±0.611 1.940±0.122 9.458×10-6(8.385×10-6 ～ 1.067×10-5) 6.663×10-5(5.124×10-5 ～ 8.664×10-5)

成虫 11.553±0.337 1.280±0.067 7.609×10-6(6.856×10-6 ～ 8.445×10-5) 1.466×10-4(1.093×10-4 ～ 1.967×10-4)

2.3　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的田间防治效果

由表 3的试验结果可知 ,1.8%超强阿维菌

素乳油对椰心叶甲防治效果较好。喷施 1 d后

各处理中各虫态校正率效果均高于 60%,3 d后

1 000倍液处理成虫校正减退率高达 92%,明显

高于幼虫和蛹 。之后随着处理时间延长 ,校正

减退率基本上表现为逐渐增大的趋势 ,即防治

效果逐渐升高。半个月到 1 个月 1 000 倍液 、

2 000倍液对各虫态的防治效果接近 100%。试

验结果表明 1.8%超强阿维菌素乳油对椰心叶

甲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且持效期长 。

表 3　1.8%超级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的田间防治效果减退率(%)　　(深圳龙岗 , 2003.11～ 12)

处理

稀释

倍数

虫态

虫口

基数

(头)

1 3 5 7 15 30 d

虫口 校正虫口 虫口 校正虫口 虫口 校正虫口 虫口 校正虫口 虫口 校正虫口 虫口 校正虫口

1 000 成虫 207 75.85 75.62 92.27 91.93 99.52 99.51 99.03 99.06 100 100 100 100

2 000 成虫 121 69.42 69.13 88.43 87.92 93.39 93.26 96.69 96.80 99.17 99.18 100 100

3 000 成虫 60 65.00 64.67 83.33 82.59 88.33 88.11 95.00 95.16 96.67 96.71 98.33 98.40

CK 成虫 212 0.94 0 4.25 0 1.89 0 -3.30 0 -1.42 -0.01 -4.25 0

1 000 幼虫 13 84.62 84.74 76.92 77.10 84.62 85.09 92.31 92.49 92.31 93.87 100 100

2 000 幼虫 32 75.00 75.20 78.13 78.30 81.25 81.83 65.63 66.42 90.63 92.52 87.5 89.77

3 000 幼虫 43 67.44 67.70 72.09 72.31 79.07 79.71 65.10 65.90 88.37 90.73 88.37 90.49

CK 幼虫 126 -0.79 0 -0.79 0 -3.17 0 -2.38 0 -25.40 0 -22.20 0

1 000 蛹 24 50.00 64.29 66.67 76.19 83.33 90.74 87.50 91.07 100 100 100 100

2 000 蛹 11 45.45 61.04 54.55 67.53 36.36 64.65 63.64 74.03 100 100 100 100

3 000 蛹 4 50.00 64.29 75.00 82.14 100 100 50 64.29 75 91.67 100 100

CK 蛹 5 -40.00 0 -40.00 0 -80 0 -40 0 - -6.67 -

3　结论

阿维菌素是一种高效生物源农药 ,在椰心

叶甲的防治中还没见过使用的报道 。本研究测

定了该药剂对椰心叶甲各虫态的毒力 ,并评价

了1.8%超强阿维菌素乳油对椰心叶甲防治效

果。结果表明 ,阿维菌素对椰心叶甲毒力作用

强 、田间防治效果好 、持效期长 ,因此 ,该药剂在

椰心叶甲防治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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