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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绿盲蝽对有机磷类杀虫剂的抗药性监测* 

李国平  封洪强  黄  博  金银利  田彩红  邱  峰  黄建荣 
（河南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华北南部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郑州 450002） 

摘  要  【目的】 全面了解河南省绿盲蝽 Apolygus lucorum ( Meyer-Dür)对有机磷杀虫剂的敏感性变化，

可为该虫的有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瓶膜法于 2010—2013年系统监测了河南新乡、周口、

南阳地区绿盲蝽田间种群对毒死蜱、马拉硫磷、辛硫磷和乙酰甲胺磷 4种常用有机磷杀虫剂的敏感性。【结

果】 相对于室内敏感种群，2010—2013年河南省各地绿盲蝽种群对不同有机磷杀虫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

敏感性变化，但相对毒力比值均小于 5 倍。其中对毒死蜱、马拉硫磷、辛硫磷和乙酰甲胺磷的敏感性均

未降低，且 3个种群对马拉硫磷表现为敏感性增强。【结论】 毒死蜱、马拉硫磷、辛硫磷和乙酰甲胺磷

仍是河南省防治绿盲蝽的有效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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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the resistance of Apolygus lucorum (Hemiptera: Miridae) 
to organophosphate insecticides in Henan Province 

LI Guo-Ping**  FENG Hong-Qiang***  HUANG Bo  JIN Yin-Li  TIAN Cai-Hong 
QIU Feng  HUANG Jian-Rong 

(Henan Key Laboratory of Crop Pest Control, MOA’S Reg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rop IPM in Southern Part of Northern China,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changes in sensitivity to common organophosphate insecticides in Apolygus lucorum 

( Meyer-Dür)（Hemiptera:Miridae） in cotton growing regions of Henan Province. [Methods]  The toxicities of chlorpyrifos, 

malathion, phoxim, acephate to A. lucorum collected in Xinxiang, Zhoukou, and Nanyang were evaluated during 2010-2013 

using a glass vial bioassay method. [Results]  Compared to a relatively susceptible population, the RR（Resistance ratio）of 

A．lucorum to the four insecticides were all lower than 5-fold with no obvious change over 4 years. A．lucorum from all three 

locations were susceptible to chlorpyrifos, malathion, phoxim, and acephate, and sensitivity to malathion among three 

populations actually increased. [Conclusion]  Therefore, chlorpyrifos, malathion, phoxim, and acephate are recommended for 

the control of green plant bugs in Henan cotton-grow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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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盲蝽 Apolygus lucorum （Meyer-Dür） 属

半翅目（Hemiptera） 盲蝽科（Miridae） 后丽

盲蝽属（Apolygus），寄主范围广泛，已报道有

50余科 200多种，包括棉花、枣、葡萄、樱桃、

苹果、茶树等多种重要作物（Lu et al.，2010a）。

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果树和蔬菜

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增加，为绿盲蝽提供了丰富的

寄主植物和适宜的越冬场所，同时由于转 Bt 基

因棉的大量种植，防治棉铃虫的杀虫药剂的使用

量减少，导致刺吸性害虫数量急剧上升，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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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一直处于次要地位的绿盲蝽已成为棉田的

主要害虫（Wu et al.，2008；Lu et al.，2010b）。 

目前，喷施化学杀虫剂仍是控制绿盲蝽种群

数量的主要手段，国内学者在杀虫剂的筛选和替

代方面展开了很多工作，筛选出了多种有效防治

盲蝽的药剂（李耀发等，2007；李国平等，2009；

Zhang et al.，2009；门兴元等，2010）。但由于

成虫和若虫均有躲在棉花苞叶中刺吸为害的习

性以及成虫转移扩散的能力，导致害虫接触药剂

不均一，增加了对其有效治理的难度。因此密切

监测绿盲蝽对杀虫剂的敏感度变化是当务之急，

以便在其抗性产生之前，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施药

次数来延缓其抗性的发展。Guo等（2010）测定

了山东 5个地区绿盲蝽种群对杀虫剂的敏感性，

随后他们在此基础上继续监测了山东地区对绿

盲蝽的敏感性变化，发现山东棉区绿盲蝽对毒死

蜱、马拉硫磷、联苯菊酯、丁硫克百威等敏感度

没有降低，仍是防治绿盲蝽的有效药剂（张小兵

等，2013）。谭瑶等（2012）于 2009—2011对河

南郑州和新乡局部进行重点抽样，监测结果显

示：各地绿盲蝽对毒死蜱、灭多威和吡虫啉均处

于敏感阶段，而对三氟氯氰菊酯和硫丹大多处于

低抗水平。 

为了全面系统地了解河南地区绿盲蝽对常

用杀虫剂的敏感性变化，我们于 2010—2013 年

连续 4年监测了河南豫北（新乡）、豫东（周口）、

豫西南（南阳）3个棉区绿盲蝽对有机磷杀虫剂

毒死蜱、马拉硫磷、辛硫磷和乙酰甲胺磷的敏感

性变化，旨在为后续连续监测建立参考指标，更

为合理科学轮换用药提供技术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室内相对敏感绿盲蝽种群采于 2007 年河

南省淮阳县安岭镇观音村田间杂草上， 最初参

考陆宴辉等（2008）应用四季豆饲养，待人工饲

料技术成熟后，转为应用人工饲料饲养，配方见

文献（宋国晶等，2010；Feng et al.，2012；金

银利等，2013），期间未接触任何药剂。 

2010—2013 年秋季（9 月底—10 月初）于

河南新乡七里营镇、周口淮阳安岭镇、南阳宛城

区红泥湾镇 3 个地区采集绿盲蝽成虫，进行室

内饲养。室内饲养条件: 温度 25～28℃，相对湿

度 60%～70%，光周期 14L︰10D。选择第 2 代

绿盲蝽 3～5 日龄成虫供试。 

1.2  供试药剂 

 95.3% 毒死蜱（Chlorpyrifos）原药由山东

省德州恒东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生产，90%马拉硫

磷（Malathion）原药， 91%辛硫磷（Phoxim）

原药，99%乙酰甲安磷原药（Acephate）均由河

南省农药检定所提供。 

1.3  毒力测定方法 

采用瓶膜法。参照 Snodgrass（1996）和李

国平等（2009）的方法。将原药用丙酮稀释，每

个农药配置成 6～9个浓度梯度，将 0.5 mL稀释

液加入到 20 mL闪烁瓶内，闪烁瓶放在热狗机上

迅速旋转，使药液均匀涂在瓶内壁，待丙酮完全

挥发后，形成一层均匀的药膜。选取 2 头 3～5

日龄的绿盲蝽成虫放入闪烁瓶内，同时放大约 3 

mm 的新鲜四季豆作为食物，试管口用棉塞塞

住，设丙酮为对照，每浓度 3 次重复，每个重   

复 10头成虫。所有处理放在（25±1）℃，光照

14L︰10D，湿度 60%～70%的光照培养箱内饲

养，24 h后检查死虫数。死亡标准为成虫不能正

常爬动。对照组死亡率小于 10%的试验为有效试

验。利用 PoloPlus 软件计算各药剂的 LC50及其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相对抗性指

数（Resistance ratio, RR）为每个种群的 LC50除以

相对敏感品系的 LC50。 

2  结果与分析 

2.1  绿盲蝽对 4 种杀虫剂的相对敏感基线 

以 4 种有机磷杀虫剂对绿盲蝽敏感品系的

LC50值作为各杀虫剂的敏感基线，结果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毒死蜱、马拉硫磷和辛硫磷 3

种药剂 LC50值差异不显著（各药剂 95%置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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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重叠），此 3种药剂 LC50值显著低于乙酰甲

胺磷的 LC50值。对绿盲蝽成虫的毒力从高到低

为毒死蜱、马拉硫磷、辛硫磷和乙酰甲胺磷。 

2.2  绿盲蝽对毒死蜱的敏感性 

在 2010—2013 年间，新乡绿盲蝽种群对毒

死蜱敏感性一致，相对毒力比值均小于 2，敏感

性均未下降；周口种群相对毒力比值从 2010 年

较高的 3.03 倍，下降到 2 倍之内，表现为敏感

性增强；南阳种群的相对毒力比值从 2010 年较

高的 4倍降到 2013年的 2倍内，表现为敏感性

增强（表 2）。 

2.3  绿盲蝽对马拉硫磷的敏感性 

与室内敏感基线相比，新乡和南阳绿盲蝽种

群对马拉硫磷的敏感性 2010—2013 年没有变

化，相对毒力比值均小于 2；周口种群对马拉硫

磷的敏感性在 2011—2012 年表现为增强，2013

年相对毒力比值最大为 2.78（表 3）。 

2.4  绿盲蝽对辛硫磷的敏感性 

新乡和周口绿盲蝽种群在各监测年份对辛

硫磷敏感性变化不大，相对毒力比值小于 4； 南

阳地区绿盲蝽种群在 2010—2012 年份相对毒力

比值均大于 4，到 2013年小于 4，说明对其敏感

性没有显著变化（表 4） 。 

2.5  绿盲蝽对乙酰甲胺磷的敏感性 

在 2010—2013 年间，新乡地区绿盲蝽种群

对乙酰甲胺磷的敏感性一致，相对毒力比值均小 

 
表 1  4 种有机磷杀虫剂对绿盲蝽成虫的相对敏感基线 

Table 1  The sensitivity baseline of 4 insecticides against Apolygus lucorum adults 

杀虫剂 
Insecticides 

供试虫数 
Total number of adults 

斜率±标准误 
Slope±SE 

LC50 

(μg·mL1) 
95%置信区间 

95% CI 

毒死蜱 Chlorpyrifos 210 2.06±0.31 1.42 0.96-1.93 

马拉硫磷 Malathion 210 1.90±0.22 1.53 1.18-2.00 

辛硫磷 Phoxim 210 1.50±0.31 2.66 1.26-4.25 

乙酰甲胺磷 Acephate 210 1.71±0.21 8.68 6.33-11.53 

 
表 2  不同种群绿盲蝽成虫对毒死蜱的敏感性 

Table 2  Susceptibility of Apolygus lucorum adults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to chlorpyrifos 

种群 
Population 

年份 
Year 

供试虫数 
Total number of adults

斜率±标准误 
Slope±SE 

LC50 
(μg·mL1)

95%置信区间 
95% CI 

相对毒力比值
RR 

2010 180 1.99±0.28 1.38 1.02-1.79 0.97 

2011 180 2.19±0.28 2.42 1.90-3.17 1.70 

2012 180 2.36±0.31 1.70 1.32-2.15 1.20 

新乡 
Xinxiang 

2013 180 2.45±0.32 1.78 1.40-2.25 1.25 

2010 210 3.84±0.53 4.30 3.56-5.20 3.03 

2011 180 3.46±0.51 3.46 2.86-4.28 2.44 

2012 210 2.10±0.25 1.49 1.16-1.90 1.05 

周口 
Zhoukou 

2013 180 2.25±0.29 1.83 1.42-2.33 1.29 

2010 210 2.62±0.33 5.67 4.53-7.20 3.99 

2011 210 2.85±0.36 5.98 4.82-7.52 4.21 

2012 210 3.51±0.46 5.0 4.12-6.14 3.52 

南阳 
Nanyang 

2013 180 2.26±0.29 2.02 1.57-2.57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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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表现为敏感性增强；周口和南阳两地区绿

盲蝽种群在各监测年份对乙酰甲胺磷相对毒力

比值从最初的 3倍左右下降到 1倍左右，敏感性

有所增强（表 5）。 

3  讨论 

害虫抗性的发展实质上是杀虫剂对种群中 

具有抗性基因的个体作定向选择的过程，这个过

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药剂的选择，抗性基

因频率逐渐增加，当抗性个体数量比较少时，群

体 LC50（LD50）值不会有明显变化，而当抗性

个体多时，群体 LC50（LD50）值才会有明显的

变化。通常用群体的 LC50 除以相对敏感种群

LC50值计算抗性倍数。将绿盲蝽抗性水平划分如 
 
 

 

表 3  不同种群绿盲蝽成虫对马拉硫磷的敏感性 
Table 3  Susceptibility of Apolygus lucorum adults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to malathion 

种群 
Population 

年份 
Year 

供试虫数 
Total number of adults

斜率±标准误 
Slope±SE 

LC50 
(μg·mL1)

95%置信区间 
95% CI 

相对毒力比值
RR 

2010 210 1.54±0.17 2.44 1.83-3.32 1.59 

2011 210 3.43±0.45 2.67 2.21-3.23 1.75 

2012 210 1.87±0.22 2.40 1.85-3.15 1.57 

新乡 
Xinxiang 

2013 210 1.73±0.20 2.11 1.46-3.06 1.38 

2010 210 3.72±0.50 3.89 3.22-4.73 2.54 

2011 210 4.16±0.60 2.89 2.43-3.47 1.89 

2012 210 3.30±0.42 2.78 2.29-3.41 1.82 
周口 Zhoukou 

2013 180 4.20±0.65 4.26 3.56-5.20 2.78 

2010 210 2.21±0.25 1.78 1.40-2.27 1.16 

2011 210 2.39±0.28 1.78 1.42-2.25 1.16 

2012 210 2.81±0.35 1.61 1.26-2.11 1.05 

南阳 
Nanyang 

2013 180 3.97±0.57 2.05 1.72-2.46 1.34 

 
表 4  不同种群绿盲蝽成虫对辛硫磷的敏感性 

Table 4  Susceptibility of Apolygus lucorum adults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to phoxim 

种群 
Population 

年份 
Year 

供试虫数 
Total number of adults 

斜率±标准误
Slope±SE 

LC50 

(μg·mL1) 
95%置信区间 

95% CI 

相对毒力比

值 RR 

2010 180 2.47±0.35 7.10 5.70-8.67 2.67 

2011 180 4.81±0.70 4.26 3.17-5.33 1.60 

2012 180 2.92±0.40 8.02 6.68-9.70 3.02 

新乡 
Xinxiang 

2013 180 3.71±0.50 8.99 7.71-10.49 3.38 

2010 180 2.80±0.42 4.76 3.70-5.78 1.79 

2011 180 4.45±0.63 6.85 5.61-8.28 2.58 

2012 180 2.54±0.40 4.24 3.13-5.27 1.59 

周口 
Zhoukou 

2013 180 3.70±0.50 8.42 7.21-9.81 3.17 

2010 180 2.20±0.32 13.10 10.53-16.90 4.92 

2011 180 2.62±0.35 11.01 9.09-13.51 4.14 

2012 180 2.31±0.33 12.97 10.51-16.51 4.88 

南阳 
Nanyang 

2013 180 3.67±0.50 8.54 7.31-9.97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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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种群绿盲蝽成虫对乙酰甲胺磷的敏感性 
Table 5  Susceptibility of Apolygus lucorum adults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to phoxim 

种群 
Population 

年份 
Year 

供试虫数 
Total number of adults

斜率±标准误
Slope±SE 

LC50 

(μg·mL1)
95%置信区间 

95% CI 
相对毒力比值

RR 

2010 180 3.42±0.61 7.29 5.62-8.90 0.84 

2011 180 2.09±0.28 15.03 10.25-20.83 1.73 

2012 180 3.08±0.54 7.17 5.34-8.9 0.83 

新乡 
Xinxiang 

2013 180 2.78±0.48 7.39 5.36-9.32 0.85 

2010 180 3.36±0.44 26.95 22.22-32.96 3.10 

2011 180 1.42±0.21 21.55 14.96-30.09 2.48 

2012 180 4.41±0.65 14.27 12.05-16.86 1.64 
周口 Zhoukou 

2013 180 2.74±0.45 8.24 6.13-10.36 0.95 

2010 180 1.60±0.22 26.75 19.49-36.50 3.08 

2011 180 1.61±0.22 28.24 20.72-38.49 3.25 

2012 180 1.91±0.24 23.90 18.13-31.35 2.75 

南阳 
Nanyang 

2013 180 2.72±0.45 7.80 5.70-9.85 0.90 

 
下：小于 5倍为敏感；5～10倍为低水平抗性；

10～40 倍为中等抗性；40～160 倍为高水平抗

性，大于 160倍为极高水平抗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乡和周口种群对毒死蜱 4

年间处于敏感阶段，南阳地区 2010—2012对毒死

蜱处于敏感阶段，2013年表现敏感性增加。对马

拉硫磷的敏感性 3个种群均没有明显变化。新乡

种群在 2010—2011 年对辛硫磷处于敏感阶段，

2012—2013 年，敏感性下降；周口种群在 2010

—2012年对辛硫磷处于敏感，2013年敏感度有所

下降；南阳种群对辛硫磷敏感度没有变化。同时

3 地种群对乙酰甲胺磷表现为敏感度增加。监测

结果表明，河南地区绿盲蝽对有机磷杀虫剂的的

抗性发展速度缓慢，对毒死蜱、马拉硫磷、辛硫

磷、乙酰甲胺磷均表现为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

辛硫磷在南阳地区的敏感度低于其他地区，这可

能与不同田间种群对药剂敏感度的差异有关。 

绿盲蝽的寄主植物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农田

周围的多种杂草是绿盲蝽的越冬场所和虫源地

（Lu et al.，2010a）。绿盲蝽春季由越冬寄主或

早春寄主田间周围杂草大量迁入棉田（宋国晶

等，2012a），8月中、下旬后，棉花枯衰，大量

成虫又迁移到仍处花期的律草，艾蒿、加拿大蓬、

野苋等野生寄主上（宋国晶等，2012b）。在这

些野生寄主上可以繁殖 1～2 代，产卵越冬后，

来年春天在棉花开花之前，在这些杂草上又繁殖

1～2代。这使得绿盲蝽只在 6—8月份内接触到

杀虫剂，即使在棉田已经演化成抗性的个体，在

转移到其他野生寄主上，由于没有选择压，抗性

个体的存活、繁殖和发育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也

可能是导致绿盲蝽抗性发展缓慢的原因。 

 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农民种棉积极

性不高，棉花种植面积在河南省逐渐下降，例如

南阳地区的棉田面积已由 2003 年的 14.47 万

hm2 下降到 2013年的 6.67 万 hm2左右（陈培育

等，2014）。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减少，其他适

宜寄主植物种植面积的增加，这种作物种植结构

的调整，也为绿盲蝽提供了大量的庇护场所，这

也可能是其抗性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同时在试

虫采样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农民除了喷施

此几种常用的有机磷杀虫剂以外，菊酯类杀虫剂

中的联苯菊酯、三氟氯氰菊酯、新烟碱类杀虫剂

中的吡虫啉、啶虫脒等也是经常被用来防治绿盲

蝽的药剂。这几种不同类型药剂的轮用和混用，

也可能是绿盲蝽对这几种有机磷杀虫剂抗性发

展缓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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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监测结果表明：绿盲蝽对毒死蜱、马拉

硫磷、辛硫磷、乙酰甲胺磷 4种药剂处于敏感阶

段，仍可作为河南棉区防治绿盲蝽有机磷类的有

效药剂，同时应注意与其他菊酯类和新烟碱类杀

虫剂轮用以延缓抗性的发展。化学防治仍是目前

控制绿盲蝽的最为简便的措施，因各地农民用药

的种类、施药次数和施药量的不同，而导致绿盲

蝽对不同药剂的敏感度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未

来几年内，继续监测绿盲蝽对不同类型的杀虫剂

的抗药性变化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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