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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杀虫剂对大豆蚜的室内毒力及 

田间药效的筛选研究* 

孙   **  建   张   强  启   佳   高 ***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农业部东北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  【目的】 通过比较不同药剂防治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的效果，筛选出适宜使用的生物农药，为

生产上防治大豆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用室内毒力和田间药效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测定了 10 种杀

虫剂对大豆蚜的防治效果。【结果】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显示，各药剂经 24 h 处理的试虫校正死亡率在

85.84%～100%之间。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除 2.5%多杀霉素悬浮剂外，其它药剂均表现出对于大豆蚜

的较好的防治效果。15%除虫菊素水乳剂、6%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3%阿维菌素水乳剂、0.5%苦参碱水

乳剂这 4 种生物农药施用后的 4 d 防治效果均在 95%以上。【结论】 这 4 种生物农药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可用于大豆蚜的防治。 

关键词  大豆蚜，防治效果，化学农药，生物农药，室内毒力，田间药效 

Laboratory toxicities of ten biopesticides to the soybean aphid, Aphis 

glycines (Hemiptera: Aphididae) and their efficacy at controlling this 

pest in the field 

SU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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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on Crops in Northeast,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electing pesticides to control the soybean aphid, Aphis glycines 

(Hemiptera: Aphididae). [Method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n insecticides on A. glycines was tested in the laboratory and in the 

field. [Results]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toxicity experiments show that corrected mortality ranged from 85.84% to 100% after 

24h. The results of field trials show that only one of the insecticides tested, spinosad 2.5% SC, was in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A. 

glycines. The corrected control effects of pyrethrin 15% EW, spinetoram 6% SC, abamectin 3% EW and matrine 0.5% EW 

were > 95% after 4 d. [Conclusion] These four biopesticides are broadly popular and can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controlling 

A. gly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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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蚜 Aphis glycines Matsumura 俗称密虫、

腻虫，是大豆的重要害虫，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地

理分布且发生频繁，其在东北和内蒙古发生危害

尤其严重（张广学和钟铁森，1983；杨帅等，2010；

晋齐鸣，2011；史树森等，2012）。大豆蚜幼虫、

成虫均造成危害，多聚集于大豆顶梢以及嫩叶等

幼嫩部分，以刺吸式口器吸食叶片汁液，可造成

叶片卷缩、植株矮小、根系发育不良、减少分枝

和结荚数量、影响产量，发生严重时，可造成大

豆整株死亡（刘兴龙等，2009；乔格侠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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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亚等，2011）。大豆蚜亦是多种植物病原病

毒的传播媒介，其分泌的蜜露也会影响到大豆的

正常生长（Chung et al.，1980；王素云等，1996；

尚佑芬等，1997；Burrows et al.，2005）。 

除我国外，大豆蚜在部分亚洲国家、俄罗斯

以及非洲的肯尼亚也有分布，近年来，其在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成为重要的农业害虫

（Hunt et al.，2003；Venette and Ragsdale，2004；

刘兴龙等，2009）。大豆蚜分布以及危害的地区

逐年扩大，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刘健

和赵奎军，2007）。国内外学者对该虫的生物学

特征、生理生化、发生危害情况、与寄主植物的

相互作用、天敌的捕食功能、种群的变异、功能

基因组、预测预报及绿色防控技术等方面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有效的研究资料

（孟玲等，1993；吕利华和陈瑞鹿，1993；Clark 

and Perry，2002；高月波和孙雅杰，2004；Fox 

et al.，2004；Nielsen and Hajek，2005；李学军

等，2011；王兴亚等，2011；徐蕾等，2011；张

柳平等，2011；周正堂等，2011），对于大豆蚜

的药剂防治方面也有着较多的报道（吴炳芝，

2001；侯中一等，2007；高君晓等，2008；王正

旭，2008；陈彦等，2011）。 

目前，化学防治仍然是我国大豆蚜防治的

主要手段，吡虫啉、高效氯氟氰菌酯等药剂应

用较多。但化学药剂长期、大量使用，不仅使

得大豆蚜的抗药性提高、造成害虫的再猖獗，

还会杀伤天敌等有益生物，增加农产品的残

毒，污染人们生存的环境（潘怡欧等，2010）。

随着无公害生物合理制剂的发展，生物农药因

其具有对靶标害虫选择性强、残留低、高效、

对人畜和非靶标生物安全、不易产生抗药性等

优点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陈彦等，2011）。

为了筛选出对大豆蚜防治效果良好的生物药

剂，本实验选用了 10 种杀虫剂，结合室内毒

力测定和田间药效试验，比较各药剂之间的试

验结果，以期能为大豆蚜的有效治理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本研究供试药剂的相关信息见表 1。 

1.2  试验方法 

1.2.1  室内毒力测定  供试大豆蚜采集于公主岭

市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田内。选取大豆蚜分布

均匀、叶片面积大小相近的大豆叶片带回实验

室，用毛笔剔除叶片上杂质，选用体型基本一致

且健康的无翅成蚜进行试验，每片叶保留蚜量为

40 头。室内的毒力测定采用浸叶法，各药剂处

理的浓度参照各药剂推荐使用浓度制定（表 1）。

具体操作方法是：用镊子夹住大豆叶片，浸入药

液中，5 s 后取出，使用滤纸吸取多余的药液，

晾干后放入垫有湿润滤纸的培养皿中（直径 10 

cm），标注相关信息后，置于温度为 25℃、湿度

75%、光周期 14L︰10D 的人工气候箱内，24 h

后记录活虫数、死虫数。大豆蚜的死亡标准为：

以毛笔尖触动虫体，完全不动者为死亡。每个药

剂处理设 3 次重复，清水为对照。根据如下公式，

计算各药剂处理下的试虫死亡率（如对照组死亡

率>10%，试验需重做），校正死亡率应用 Abbott

公式校正。 

% 100= ×死虫数
死亡率（ ）

试虫数
， 

% 100
1

−= ×
−

处理组死亡率 对照组死亡率
校正死亡率（ ）

对照组死亡率
。 

1.2.2  田间药效试验  田间试验在公主岭市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田进行。试验田土质为砂

壤土，土壤肥力中等，排灌方便，地势平坦。

前茬作物为玉米，样地的栽培条件、水肥管理

以及大豆的长势基本一致。试验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25 日，此时期试验田中大豆蚜处于危

害高峰期。 

供试药剂浓度同 1.2.1，如表 1 所示。各药

剂处理的重复为 3 次，清水为空白对照，共计

33 个小区，采用完全随机排列，每小区面积为

72 m
2。施药操作使用新加坡利农 16 L 背负式喷

雾器，以常规的方式喷雾，将药液均匀的喷洒在

大豆叶片的正、反面，用量以作物叶片湿润、药

液下滴为标准，施液量为 600 kg/hm
2。施药时清

水对照的小区先进行，然后为各药剂处理，各处

理之间在操作时需反复清洗喷雾器。施药时间为

16:00—18:00，天气晴朗，气温在 24～26℃之间，

无风，药后 24 h 无降雨，整个试验期间无影响

试验结果的恶劣天气。 

调查时，每小区随机选取 3 点，每点挂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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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5 株定株调查，共计 15 株。施药前 1 d 需调

查虫口基数，药后的 1 d、4 d 调查大豆蚜的残存

数（每株大豆上虫口数量以心叶及上部叶片为记

录标准）。调查时需注意观察各药剂处理是否对

大豆有药害。根据如下公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

校正防效。 

%

100

=

×

虫口减退率（ ）

施药前活虫数-处理后活虫数

施药前活虫数
，

 

%

100
1

=

×

校正防效（ ）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

 

1.3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的处理使用 Excel 2003 软件完成，

对各处理数据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ANOVA)，应用 Duncan’s 多重比较法对处理间

的差异进行显著性分析。 

表 1  供试药剂信息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f fungicides tested in this experiment 

供试药剂 

Fungicides tested 

浓度（mg/L） 

Concentration 

性质 

Property 

生产厂家 

Manufacturer 

35% 吡虫啉悬浮剂 

35% Imidacloprid (SC) 
752.5 化学农药 Chemical pesticide 江苏剑牌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5% 高效氯氟氰菌酯水乳剂 

5% Lambda-cyhalothrin (EW) 
30 化学农药 Chemical pesticide 江苏剑牌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40% 啶虫脒可溶粉剂 

40% Acetamiprid (SP) 
50 化学农药 Chemical pesticide 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5% 除虫菊素水乳剂 

15% Pyrethrins (EW) 
675 生物农药 Biopesticide 云南南宝植化有限责任公司 

2.5% 多杀霉素悬浮剂 

2.5% Spinosad (SC) 
62.5 生物农药 Biopesticide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6%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6% Spinetoram (SC) 
60 生物农药 Biopesticide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3% 阿维菌素水乳剂 

3% Abamectin (EW) 
13.5 生物农药 Biopesticide 江苏剑牌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1% 甲基阿维菌素乳油 

1% Methyl abamectin (EC) 
5 生物农药 Biopesticide 陕西恒田化工有限公司 

0.5% 苦参碱水乳剂 

0.5% Matrine (EW) 
6.75 生物农药 Biopesticide 北京三浦百草绿色植物制剂有限公司 

0.3% 印楝素乳油 

0.3% Azadirachtin (EC) 
6 生物农药 Biopesticide 海南利蒙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2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 

10 种杀虫剂对大豆蚜的防治效果如表 2 所

示。经 24 h 各药剂处理后，活虫数的数值范围

在 0～5.33 头之间，清水对照残留的虫口数量为

37.67 头。经各药剂 24 h 处理的试虫校正死亡率

在 85.84%～100%之间，均值为 98.32%，表明供

试药剂对于大豆蚜均有较高的毒性。其中，3 种

供试的化学药剂（35%吡虫啉悬浮剂、5%高效氯 

氟氰菌酯水乳剂、40%啶虫脒可溶粉剂）对大豆

蚜的校正死亡率达到了 100%，另外 4 种生物药

剂（15%除虫菊素水乳剂、1%甲基阿维菌素乳油、



·388·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51 卷 
 

 

 

 

 

0.5%苦参碱水乳剂、0.3%印楝素乳油）在对大豆

蚜处理 24 h 后，也无试虫存活；而经 2.5%多杀

霉素悬浮剂处理的大豆蚜校正死亡率最低。对各

处理药剂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2.5%多杀霉素悬

浮剂处理与其它各药剂处理之间存在着极显著

性差异（P<0.01），其它各药剂处理之间无显著

差异（P>0.05）。 

表 2  10 种药剂对大豆蚜的杀虫活性 

Table 2  Insecticidal activity of ten insecticides against Aphis glycines 

供试药剂 活虫数（头） 死亡率（%） 校正死亡率（%） 差异显著性 

Fungicides tested 
Alive 

number(ind.) 

Mortality 

rate 

Corrected 

mortality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35% 吡虫啉悬浮剂 

35% Imidacloprid (SC) 
0 100 100 a A 

5% 高效氯氟氰菌酯水乳剂 

5% Lambda-cyhalothrin (EW) 
0 100 100 a A 

40% 啶虫脒可溶粉剂 

40% Acetamiprid (SP) 
0 100 100 a A 

15% 除虫菊素水乳剂 

15% Pyrethrins (EW) 
0 100 100 a A 

2.5% 多杀霉素悬浮剂 

2.5% Spinosad (SC) 
5.33 86.67 85.84 b B 

6%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6% Spinetoram (SC) 
0.67 98.33 98.23 a A 

3% 阿维菌素水乳剂 

3% Abamectin (EW) 
0.33 99.17 99.12 a A 

1% 甲基阿维菌素乳油 

1% Methyl abamectin (EC) 
0 100 100 a A 

0.5% 苦参碱水乳剂 

0.5% Matrine (EW) 
0 100 100 a A 

0.3% 印楝素乳油 

0.3% Azadirachtin (EC) 
0 100 100 a A 

清水 Water (CK) 37.67 5.83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数据在 0.05水平上差异显著（P<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数据在 0.01水平上差异显著（P<0.01）。

下表同。 

Data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with different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1 level. The same below. 

表 3  10 种药剂对大豆蚜的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he field efficacy test on Aphis glycines for ten insecticides 

供试药剂 药前虫 施药后 1 d 1 d after treatment 施药后 4 d 4 d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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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gicides tested 口数 

（头） 

Insect 

amount 

before 

treatment

（ind.） 

虫口 

减退 

率（%） 

Decrease 

rate 

校正 

防效 

（%） 

Corrected 

control 

effect 

差异 

显著性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虫口 

减退 

率（%） 

Decrease 

rate 

校正 

防效 

（%） 

Corrected 

control 

effect 

差异 

显著性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35% 吡虫啉悬浮剂 

35% Imidacloprid (SC) 
611.04 76.32 75.02 a A 100 100 a A 

5% 高效氯氟氰菌酯水乳剂 

5% Lambda-cyhalothrin (EW) 
720.88 83.13 82.20 a A 100 100 a A 

40% 啶虫脒可溶粉剂 

40% Acetamiprid (SP) 
635.75 74.40 73.00 a A 100 100 a A 

15% 除虫菊素水乳剂 

15% Pyrethrins (EW) 
659.31 78.84 77.68 a A 98.53 98.77 a A 

2.5% 多杀霉素悬浮剂 

2.5% Spinosad (SC) 
802.41 8.71 3.69 b B −34.71 −12.28 b B 

6%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6% Spinetoram (SC) 
612.88 66.62 64.79 a A 99.50 99.58 a A 

3% 阿维菌素水乳剂 

3% Abamectin (EW) 
882.74 51.96 49.32 a A 94.15 95.12 a A 

1% 甲基阿维菌素乳油 

1% Methyl abamectin (EC) 
706.59 3.79 －1.50 b B 74.34 78.61 a A 

0.5% 苦参碱水乳剂 

0.5% Matrine (EW) 
688.89 62.05 59.96 a A 99.57 99.64 a A 

0.3% 印楝素乳油 

0.3% Azadirachtin (EC) 
814.50 54.86 52.38 a A 72.27 76.89 a A 

清水 Water (CK) 708.36 5.21 —   −19.98 —   

 

 

2.2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 

10 种药剂对大豆蚜的田间药效试验结果如

表 3 所示。各处理药前虫口数值范围在 611.04～

882.74 头之间，均值为 713.03 头。施药后 1 d 的

调查显示，各药剂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在 3.79%～

83.13%之间，5%高效氯氟氰菌酯水乳剂处理的

数值最高，2.5%多杀霉素悬浮剂与 1%甲基阿维

菌素乳油处理的虫口减退率较低，与清水对照处

理在数值上相近。从防治效果上来看，各供试药

剂校正防效差异较大，数值范围在－1.50%～

82.20% 之间，其中，3 种化学药剂（35%吡虫

啉悬浮剂、5%高效氯氟氰菌酯水乳剂、40%啶虫

脒可溶粉剂）的防效较高，均在 75%以上，表现

出了较好的速效性。生物药剂中防效较高的是

15%除虫菊素水乳剂。方差分析结果显示，2.5%

多杀霉素悬浮剂、1%甲基阿维菌素乳油与其它

药剂处理在防效上有着极显著差异（P<0.01），

其它 8 种药剂在防效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 

施药后 4 d 调查显示，各药剂处理的虫口减

退率在－34.71%～100%之间，与施药后 1 d 相

比，1%甲基阿维菌素乳油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在

数值上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而 2.5%多杀霉素

悬浮剂处理的虫口减退率数值依然较低。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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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各药剂处理施药后 4 d 的校正防效相对于

施药后 1 d 在数值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数值

范围在－12.28%～100%之间，35%吡虫啉悬浮

剂、5%高效氯氟氰菌酯水乳剂、40%啶虫脒可溶

粉剂 3 种化学药剂防治效果突出，校正防效均为

100%；除 2.5%多杀霉素悬浮剂外，其它生物药

剂的防治效果均在 76%以上，15%除虫菊素水乳

剂、6%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3%阿维菌素水乳

剂、0.5%苦参碱水乳剂的防治效果均在 95%以

上，表现出了良好的田间实用效果。方差分析的

结果显示，2.5%多杀霉素悬浮剂与其它药剂处理

在防效上有着极显著差异（P<0.01），其它 9 种

药剂在防效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通过试

验期间的观察，未发现供试药剂对大豆产生药害

现象，在试验所设置的剂量下对作物安全。 

3  讨论 

通过药剂防治方法，有效地控制大豆蚜危

害，对减少大豆产量损失有着重要的意义（刘健

等，2007）。因此，关于合理应用药剂防治大豆

蚜的研究也受到了研究学者们的重视。吴炳芝等

（2001）报道了应用吡虫啉防治大豆蚜的效果；

高君晓等（2008）明确了高效氯氰菊酯亚致死剂

量对大豆蚜实验种群的影响；陈彦等（2011）通

过田间药效试验，比较了几种杀虫剂对大豆蚜的

防治效果；刘兴磊等（2011）测定了球孢白僵菌

对大豆蚜的毒力。 

本研究通过比较不同药剂防治大豆蚜的效

果，以期筛选出适宜使用的生物农药。综合分析

10种药剂的室内毒力测定及田间药效结果可见，

除 2.5%多杀霉素悬浮剂外，其它药剂均表现出

对于大豆蚜较好的防治效果。供试的生物药剂与

化学药剂相比，在防效上无明显区别。总体来看，

15%除虫菊素水乳剂、6%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3%阿维菌素水乳剂、0.5%苦参碱水乳剂这 4 种

生物农药防效较高，考虑到生物农药所具有的高

效低残留、对人畜和非靶标生物安全、不易产生

抗药性等优点，上述的 4 种生物农药在大豆蚜的

防治上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在实际应用中，也

可交替、轮换使用各药剂，以获得更好的防治效

果。本研究对于生物制剂的成功筛选，对生产上

防治大豆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田间药效试

验过程中，本试验拟对各药剂在田间的防治持效

期进行分析，但由于降雨以及天敌大量发生等因

素，压低了大豆蚜的田间发生量，使得统计得到

试验数据不能准确的反映试验结果，需要在今后

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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