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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杀虫剂对桃小食心虫和梨小食心虫 
的防治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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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运城 044000） 

摘  要  【目的】 明确 3种新型非乳油制剂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20%高氯·毒死蜱微胶囊剂、20%氯

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和两种常规乳油制剂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8%阿维菌素乳油对桃小食心虫

Carposina niponensis Walsingham和梨小食心虫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的防治效果，为化学农药的合理

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3种新型农药制剂按照推荐用量分别分成高、中、低 3种不同浓度处理，两种乳

油制剂采用常规推荐用量处理进行果园桃小食心虫和梨小食心虫防治效果试验。【结果】 4%高氯·甲维盐

微乳剂 26.67 mg·kg －1在药后 5、10、15 d对桃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100%、95.22%和 95.11%，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的防治效果与其相当，防效都在 90%以上；而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 40 mg·kg－1药后 5、

10、15 d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3.33%、88.89%和 93.70%，显著好于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后者 15 d后最高防效仅为 78.99%；以上两种药剂的防效显著高于其它 3种药剂 20%高氯·毒死蜱微胶囊剂、

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和 1.8%阿维菌素乳油。【结论】 桃小食心虫第一代发生前期和梨小食心虫第 3

代发生前期，推荐使用对环境友好的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 26.67~40 mg·kg －1（1 000 ~1 500倍液）进行

防治。 

关键词  杀虫剂，桃小食心虫，梨小食心虫，防治效果 

Effectiveness of five insecticides for controlling Carposina niponensis 
Walsingham (Lepidoptera: Carposinidae) and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 (Lepidoptera: Tortricidae) 

GAO Yue1**  ZHANG Peng-Jiu1  ZHAO Jing-Yu1  SHI Gao-Chuan2 
LIU Zhong-Fang1  ZHANG Hui1  FAN Ren-Jun1*** 

(1. Shanxi Key Laboratory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e/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Shan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aiyuan 030031, China; 2. Institute of Cotton Research,  

Shan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Yuncheng 044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ree non-emulsifiable concentrate (EC) formulation insecticides (4% 

beta-cyprmethrin·emamectin benzoate ME, 20% beta-cyprmethrin·chlorpyrifos CG and 20% chlorantraniliprole SC), and two 

conventional EC formulation (4.5% beta-cyprmethrin EC, 1.8% abamectin EC), for controlling Carposina niponensis 

Walsingham and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insecticides. 

[Methods]  Three concentrations (high, medium and low) of each non-EC formulation were prepared according to the 

recommended concentration, whereas the two conventional EC formulations were applied only at field-recommended 

concentrations [Results]  Reductions in C. niponensis abundance achieved by spraying 26.67 mg·kg－ 1 of 4%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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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rmethrin·emamectin benzoate ME were 100%, 95.22% and 95.11% after 5, 10 and 15 days, respectively. The reductions in 

C. niponensis abundance achieved by spraying 4.5% beta-cyprmethrin EC were all > 90% and similar to those achieved using 

the previous pesticide. Reductions in G. molesta abundance achieved by spraying 4% beta-cyprmethrin·emamectin benzoate 

ME (40 mg·kg－1) were 83.33%, 88.89% and 93.70% after 5, 10 and 15 days,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achieved by spraying 4.5% beta-cyprmethrin EC, for which the best result of 78.99% was recorded 15 days after 

spraying. The reductions in target pest abundance achieved using these two pesticid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btained with the other three pesticides tested, including 20% beta-cyprmethrin·chlorpyrifos CG, 20% chlorantraniliprole SC 

and 1.8% abamectin EC. [Conclusion]  26.67-40 mg·kg－1 (1 500-1 000 fold dilution) of 4% beta-cyprmethrin·emamectin 

benzoate ME is recommended for the control of C. niponensis at the prophas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nd for the control of G. 

molesta at the prophas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Key words  pesticides, Carposina niponensis Walsingham,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 control effect 

果树食心虫种类有十几种之多，分布范围遍

及我国北方主要果品产区，主要危害是蛀食桃、

梨、苹果等，严重影响果实的品质和产量，以桃

小食心虫 Carposina niponensis Walsingham和梨

小食心虫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为代表对果

树生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刘丽等，2011；范仁俊

等，2013；陈川等，2015），严重时可造成果实

腐烂，危害新梢从而抑制了枝条花芽的生长（宫

庆涛等，2013）直接导致果农的经济效益遭受损

失。梨小食心虫是一种世界性害虫，分布于我国

除西藏外的所有地区（Piero and Dorn，2009；陆

鹏飞等，2010），其寄主非常广泛，可危害桃、

杏、梨、枣、苹果、樱桃等众多经济类作物（Chang 

et al.，2003），桃小食心虫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也

有分布并且也可寄存于多种经济作物（刘玉升，

1997；Kim et al.，2000；张恺月等，2016），两

者都是重点的防治对象。 

目前果农常用的防治桃小食心虫和梨小食

心虫的有效成分有：高效氯氰菊酯、毒死蜱、阿

维菌素、氯虫苯甲酰胺等。这些杀虫剂对靶标作

用机理不同，因此其防治效果也不同。农业部登

记的在果树上防治食心虫的制剂类型大多为乳

油，而乳油中含有大量有机溶剂，对环境污染极

大（张鹏九等，2015）。果农在喷施农药时，滥

用农药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污染环境、影响果实

品质、增加生产成本的同时还会使食心虫产生抗

药性（高越等，2013）。因此需要筛选出合适的

农药剂型，在用量少对环境友好的同时也能达到 

好的防治效果。我国各种剂型产品中，虽然以水

基代替油基的新剂型迅速发展，但乳油剂型依然

是现阶段主要剂型，占所有剂型的 40%以上（杨

石有等，2013）。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水基化等

新型环保剂型对食心虫的防治效果，为此类新剂

型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本研究对 3种新型的非

乳油剂型和两种常规剂型药剂的田间药效进行

评价，以期筛选出对桃小食心虫和梨小食心虫具

有较好防效且对环境安全的药剂，在有效控制害

虫危害的同时，减少农药对环境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桃小食心虫试验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尧都

区刘村镇沙乔村果园进行，园内主栽苹果品种为

红富士，供试品种为金矮生，树龄为 13 年生，

株行距 3 m×4 m。梨小食心虫的试验地位于山西

省原平市大牛店镇神山头社果园，园内主栽梨树

品种为酥梨，树龄为 20年生，株行距 3 m×4 m，

两个试验地果园均行间空闲，耕作条件一致。 

1.2  供试药剂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由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提供）、20%高氯·毒死蜱微胶

囊剂（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

究所提供）、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美国杜

邦公司）、1.8%阿维菌素乳油（桂林集琦生化有

限公司）、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南京红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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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第一农药厂）。 

1.3  施药器械 

担架式动力喷雾器喷雾（ZL-22-160型）。工

作压力 1.5 MPa/cm2，喷头为可调喷枪，喷孔直

径 1.0 mm。 

1.4  试验设计与方法 

各试验农药除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和

1.8%阿维菌素乳油使用推荐浓度外，其它农药以

产品推荐使用浓度为基准，设置 3个浓度梯度，

共设 11个药剂处理，清水对照 1个，共 12个处

理；每个处理 4棵树共 50 m2，每个处理之间设

保护行，重复 3次并随机区组排列，各处理见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7980.65- 

2004）。 
 

表 1  药剂试验设计 
Table 1  Fungicide experimental design 

编号 
No. 

药剂 
Insecticide 

施药剂量浓度

（mg·kg－1） 

（稀释倍数）
Concentration 

(dilution) 

40（1 000倍）

26.67（1 500倍）

1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 

4% beta-cyprmethrin·emamectin 
benzoate ME 

20（2 000倍）

400（500倍）

200（1 000倍）

2 20%高氯·毒死蜱微胶囊剂 

20% beta-cyprmethrin·chlorpyrifos 
CG 

133.33（1 500倍）

5（4 000倍）

4（5 000倍）

3 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20% chlorantraniliprole SC 

3.33（6 000倍）

4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4.5% beta-cyprmethrin EC 

22.5（2 000倍）

5 1.8%阿维菌素乳油 
1.8% abamectin EC 

6（3 000倍）

6 空白对照 CK 清水 Water 

 

药前调查两种果园表明，桃小食心虫试验区

平均卵果率在 2.31%~4.30%，蛀果率在 0~0.60%，

梨小食心虫试验区平均卵果率在 2.15%~3.6%，

蛀果率在 0.12%~0.25%，两地均已出现被蛀虫

果，并都已达到防治指标。供试药剂施药时为桃

小食心虫第一代发生前期和梨小食心虫第 3 代

发生前期清晨施药。 

1.5  调查方法 

两种食心虫在施药前 1 d调查卵果和虫果基

数，施药后 5、10、15 d各调查一次虫果数。每

个处理随机调查 3棵树，每株调查树的树冠四周

及内膛中上部随机调查 100 个果实以上，共计

300个以上果实，统计虫果数（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 GB/T 17980.65-2004）。 

用药后观察记载苹果树有无异常情况，如

有，需记载发生时间、症状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5 种药剂对桃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效

果最好，在药后 5 d，40 mg·kg－1和 26.67 mg·kg－1

处理防效均为 100%，具有很好的速效性，除与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差异不显著外，与其它制

剂防治效果差异显著，但 20 mg·kg－1处理防效则

为 73.66%，下降明显，药后 10~15 d，其 40 mg·kg
－1和 26.67 mg·kg－1处理防效保持在 90%以上，

而 20 mg·kg－1防效仅为 61.54%和 63.44%，差异

显著性与 5 d后药效的显著性相同；20%高氯·毒

死蜱微胶囊剂在药后 5 d 其 400 mg·kg－1 和

200 mg·kg－1处理防效分别为 90.63%和 80.80%，

药后 10~15 d，各处理虫果率大幅度上升，至最

后一次调查时果实受害率已在 13%~24%之间，

133.33 mg·kg－1 药剂对桃小食心虫基本没有效

果，最高防效仅为 45.63%；20%氯虫苯甲酰胺悬

浮剂，药后 5 d 各处理的虫果率上升至 1.48%~ 

2.30%，仅 5 mg·kg－1处理防效高于 60%，速效

性较差，但药后 10 d防效逐渐提高，5 mg·kg－1

的防效达到 77.41%，但 4 mg·kg－1和 3.33 mg·kg－1

没有防治效果，药后 15 d 5 mg·kg－1、4 mg·kg－1

的处理防效继续上升，分别为 78.23%和 74.09%；

常规药剂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的防效从药后

5 d到 15 d都保持的 98%以上非常高的防效，与

其它 3 种药剂差异显著；而 1.8%阿维菌素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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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种农药对桃小食心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Table 2  Control effect of five pesticides on Carposina niponensis 

药后 5 d 
5th day after treatment 

药后 10 d 
10th day after treatment 

药后 15 d 
15th day after treatment 编号  

No. 

药剂处理 
Treatment  
(mg·kg－1)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 

40  100.000.00a 93.740.21ab 92.970.36ab 

26.67  100.000.00a 95.521.31a 95.111.01a 

1 

20  73.660.42cd 61.541.31defg 63.441.53ef 

400  90.632.71b 51.821.21ghi 30.753.27i 

200  80.801.83bc 43.017.73i 59.783.59efh 

2 

133.33  －8.9314.69g 17.876.54jk 45.6316.07fhi 

5  60.361.16cde 77.412.81cde 78.231.82bcde 

4  56.528.88de 45.454.16hi 74.091.20cde 

3 

3.33  38.396.86ef 24.414.18j 35.651.33i 

4 22.50  100.000.00a 98.180.53ab 98.750.18a 

5 6  76.433.85cd 68.811.10def 69.241.69cde 

6 空白对照 CK — — — 

同行数据后标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0.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Duncan’s多重比较法，P < 0.05）。下表同。 

Data followed by the sam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 < 0.05). The 
same below. 
 

的防效为 68.81%~76.43%之间，防治效果一般。 

2.2  5 种药剂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 

从表 3中可以看出，药后 5 d 4%高氯·甲维

盐微乳剂 40 mg·kg－1处理防效达到 80%以上，

除与 20%高氯·毒死蜱微胶囊剂高浓度和 4.5%高

效氯氰菊酯乳油差异不显著外，与其它药剂的防

效差异显著，26.67 mg·kg－1 防效为 76.67%，

20 mg·kg－1防效仅为 33.33%，药后 10~15 d，3

个浓度的防效平稳上升，在最后防效都达到了

90%以上，与其它 4种制剂的防效差异显著；20%

高氯·毒死蜱微胶囊剂在药后 5 d 400 mg·kg－1和

200 mg·kg－1的处理防效为 80.00%和 71.37%，具

有速效性，但差异显著性不明显，10~15 d后，

防治效果下降明显，最高仅为 58.33%，说明对

于梨小食心虫的抑制作用持效期短，最后一次调

查时该试验区虫果率发生严重；20%氯虫苯甲酰

胺悬浮剂各处理浓度前期防效较差，药后 5 d和

10 d，5 mg·kg－1处理防效仅为 63.33%和 68.13%，

4 mg·kg－1和 3.33 mg·kg－1的防效更低，表明在 

防治梨小食心虫上该药剂速效性较差，药后

15 d，5 mg·kg－1与 4 mg·kg－1的处理防效持续上

升，分别为 81.84%和 70.35%，3.33 mg·kg－1虽

然上升明显，但防效不佳仅为 62.42%，说明该

药剂对于梨小食心虫的抑制作用同样发生较慢；

常规药剂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的药后 5 d 到

15 d的防效为 75.16%~78.99%，与桃小食心虫防

效相比差距较大，1.8%阿维菌素乳油的防效为

63.73%~ 71.76%之间，防治效果同样不理想。 

3  讨论 

试验中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对两种食心

虫的防效最好。在药剂推荐稀释倍数下防效均能

达到 90%以上，均可当作乳油制剂的良好替代

品。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作为一种高效氯氰菊

酯与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复配药剂，两种药

剂作用机理不同，而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与

阿维菌素的作用原理相同，都是作用于昆虫神经

元突触或神经肌肉突触的γ-氨基丁酸（G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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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种农药对梨小食心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Table 3  Control effect of five pesticides on Grapholitha molesta 

药后 5 d 
5th day after treatment 

药后 10 d 
10th day after treatment

药后 15 d 
15th day after treatment 编号 

No. 

药剂处理 
Treatment 
(mg·kg－1)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 
防效（%） 

Control efficacy (%) 

40  83.336.67a 88.895.04a 93.705.92a 

26.67  76.675.79ab 77.184.80b 90.689.02ab 

1 

20  33.337.40f 73.783.52bc 90.528.57ab 

400  80.004.01ab 40.174.41f 58.335.18e 

200  71.375.39bc 48.332.76e 52.781.86ef 

2 

133.33  －16.115.05g 20.633.28h 41.574.50f 

5  63.336.39cd 68.134.45c 81.844.80bc 

4  53.136.23de 60.112.04de 70.351.85de 

3 

3.33  43.632.85ef 30.564.28g 62.423.69e 

4 22.5  75.165.02ab 68.397.27c 78.997.81cd 

5 6  63.7310.31cd 66.613.80cd 71.762.64de 

6 空白对照 CK — — — 

 

系统（王龙龙等，2015），其混配药剂的防效与

单一使用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的防效对于桃

小食心虫无显著差异，但对于梨小差异显著，研

究与开发农药组合物是农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热

点，更是减少、延缓害虫抗性、提高药效和保护

生态的有效途径（张婧等，2015），并且微乳剂

属于对环境友好的水基化制剂，在减少了大量有

机溶剂使用的同时，还减轻了对环境的压力，被

誉为绿色农药制剂，成为替代乳油的新剂型之一

（陈福良和尹明明，2007）。4%高氯·甲维盐微乳

剂与 20%高氯·毒死蜱微胶囊剂相比，制作微胶

囊剂的囊壁材料比微乳剂的成本要高，同时施药

环境对药效的影响也较大；与 20%氯虫苯甲酰胺

悬浮剂相比，氯虫苯甲酰胺为国外专利产品，其

原料价格高，导致生产成本增加；而 4.5%高效

氯氰菊酯乳油和 1.8%阿维菌素乳油由于使用时

间过长，都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同时对

环境影响较大，因此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更适

合在生产上推广使用。 

通过试验结果可初步明确 20%高氯·毒死蜱

微胶囊剂对食心虫具有一定的速效性，但持效性

不佳，难以持续控制其田间危害。毒死蜱是一种

非内吸性广谱类杀虫杀螨剂，在我国甲胺磷、甲

基对硫磷等高毒农药被禁止使用后，其成为替代

品种之一（赵德等，2007；杨石有等，2013）。

高效氯氰菊酯为防止鳞翅目害虫的非内吸性特

效药，两种农药作用机理不同，其混配应该具有

增效作用，但在本次试验中并没有体现出该农药

混配的优势，同时蔡美兰（2007）进行了毒死蜱

和高效氯氰菊酯乳油防治荔枝蝽的田间试验，发

现两种农药的复配剂对荔枝蝽的防治没有增效

作用；而陈列忠（2012）等所做毒死蜱高效氯氰

菊酯的微胶囊剂对蛴螬的防治效果由于受到下

雨的影响，导致后期防治效果下降，但其高浓度

的防效很好并与其它制剂相比差异显著，持效期

也较长。微胶囊作为一种新剂型，其主要优点在

于可以有效控制缓释剂量（冯建国等，2011；陈

浩梁等，2014），延长药剂的持效期。但是在本

次试验中并没有体现出微胶囊药剂的优点，10 d

后防效即从 80%降至 50%以下，其原因可能为该

微胶囊所选用的囊壁材料受当地土壤的影响，同

时与施药浓度，环境温度、湿度等也有关（赵德

等，2007），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氯虫苯甲酰胺是 2000 年开发的新型邻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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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酰胺类杀虫剂（王艳军等，2010），对鳞翅

目害虫有优异的防效，具有高效、低毒、对非靶

标生物安全、对现有杀虫剂无交互抗性等特点

（杨桂秋等，2012），其作用机理为高效激活昆

虫鱼尼丁（Yanodine receptor，RyR）受体，使钙

库中的钙离子大量释放，导致昆虫瘫痪死亡，可

几乎作用于所有的鳞翅目害虫（刘腾飞等，

2015）。邵振润等（2011）对 20%氯虫苯甲酰胺

悬浮剂防治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进行了大田试

验，试验结果显示 20%氯虫苯甲酰胺 30 g/hm2

对卷叶螟和二化螟的防治效果均能达到 90%以

上。刘芳等（2009）研究了氯虫苯甲酰胺对稻纵

卷叶螟的防治效果大田试验，结果显示 20%氯虫

苯甲酰胺悬浮剂 10 mL/667 m2 在 4、7、14 d后，

防效分别为 81.10%、94.41%和 97.07%。但在本

试验中 20%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对苹果树桃小

食心虫 5 d后的最高防效为 60%，10~15 d后最

高药效只能达到 78%左右，对梨小食心虫 5 d后

的最高防效为 63.33%，10~15 d 后最高药效为

81.84%。其防效变化趋势虽与刘芳等（2009）所

做结果一致，均是在药后 10 ~15 d 防效提高明

显。但防效并没有刘芳等（2009）所做试验高（二

者防效均达到 90%以上），从药后各期的防效变

化趋势分析，桃小食心虫和梨小食心虫可能对该

药剂产生了一定抗药性，在推荐使用的稀释倍数

下防效不佳，因此建议对推荐使用剂量进行再评

价。 

高效氯氰菊酯的作用原理为通过延长钠离

子通道开放时间，最终导致靶标昆虫兴奋过度而

死（Wing et al.，2000；吴霞，2002），与其它药

剂的作用原理不同，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对桃

小食心虫的防效高达 98%以上，但对梨小食心虫

的防效却没有达到预期，最高也仅为 78%，考虑

到梨小食心虫试验区树龄为 20 年，且药剂的用

量和施药次数明显比桃小食心虫试验区高，有可

能在当地产生了抗性需要进一步分析；阿维菌素

的作用原理为延长氯离子通道开放，使大量氯离

子涌入造成神经膜电位超极化，致使神经膜处于

抑制状态，从而阻断神经冲动传导而使昆虫麻

痹、拒食、死亡（何焕君等，2006）。许迪（2013）

研究表明 1.8%阿维菌素乳油对蜜蜂为高毒，对

家蚕、斑马鱼 溞和大型 为剧毒，黎萍等（2013）

发现 1.8%阿维菌素乳油 5 000倍液在药后 14 d

对朱砂叶螨的防效达到了 90.23%，对螨类的防

治效果特别好，但本试验通过研究发现 1.8%阿

维菌素乳油对桃小食心虫的防效为 68%~76%，

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效为 63%~71%，防治效果不

佳，考虑到此药剂型为乳油剂型，对生物的安全

性较差，并在两个试验地都长期使用，可能同时

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建议减少使用次数，推荐

以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使用为主。 

桃小食心虫在北方苹果树上发生 2~3代（陈

川等，2015）。通过观察，本试验地山西省临汾

市的桃小食心虫第一代成虫开始出土时间为 5

月下旬，高发期为 6月中旬。本试验所选喷药时

间为 6月 5号，提前防治第一代成虫在苹果树上

产卵。梨小食心虫的第 1代和第 2代在春季时常

常在桃树上发生，在秋季其第 3代和第 4代则会

转寄到梨树和苹果树上（朱更瑞等，2014），本

试验中梨小食心虫的试验地山西省原平市，通过

具体观察发现到秋季，梨树上开始出现梨小食心

虫并产生病害，本次试验是在其第 3代在当地梨

树上发生高峰期前即 8月 1号喷药，从而防止其

大规模暴发、产生蛀果等现象，结合试验所得结

论推荐使用 4%高氯·甲维盐微乳剂防治两种食

心虫。两种食心虫都具有钻蛀特性，如果幼虫一

旦蛀入果实，化学农药的防治作用就会明显下

降，同时，受自身生活习性的影响，不同的环境

和条件下其生活史和发育特点也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掌握两种食心虫在各自果园的发生发育规

律，抓住其薄弱环节进行防治，对于提高食心虫

的防控效率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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