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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明确江苏省不同地区和不同寄主上的 MED 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对常用药剂的敏感性，

为其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在室内采用饲喂法，测定江苏省苏南无锡、苏中扬州和苏北徐州地区的

番茄、菜豆和黄瓜 3 种寄主植物上的 MED 烟粉虱成虫对 2 种常用于防治烟粉虱的杀虫剂阿维菌素和噻虫嗪

的敏感性。【结果】 苏南无锡、苏中扬州和苏北徐州地区，3 种寄主植物上的 MED 烟粉虱对有效成分为

1.8%的阿维菌素微乳剂的敏感性大于对有效成分为 30.0%的噻虫嗪悬浮剂的敏感性；苏南无锡的 3 种寄主植

物上的 MED 烟粉虱种群对阿维菌素和噻虫嗪的敏感性均高于苏中扬州种群和苏北徐州种群；3 个地区菜豆

上的 MED 烟粉虱种群对阿维菌素和噻虫嗪的敏感性均高于番茄和黄瓜上的种群。【结论】 江苏地区 MED

烟粉虱对阿维菌素的敏感性较高，对噻虫嗪敏感性降低，且 MED 烟粉虱对杀虫剂的敏感性也受寄主植物

的影响。建议生产上仍然可以选用阿维菌素防治 MED 烟粉虱，同时可交替使用新烟碱类农药进行防治。 

关键词  烟粉虱；杀虫剂；阿维菌素；噻虫嗪；敏感性 

Sensitivity of MED Bemisia tabaci to abamectin and  
thiamethoxam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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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larify the sensitivity of MED Bemisia tabaci populations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and in different 

parts of Jiangsu Province,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Methods]  The toxicity of tw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abamectin and thiamethoxam, to adult MED B. tabaci in Jiangsu Province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feeding method. [Results]  

The toxicity of 1.8 % abamectin to MED B. tabaci was 30 % greater than that of thiamethoxam on three host plants in southern, 

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su. The Wuxi popul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was more sensitive to abamectin and thiamethoxam 

than the Yangzhou population in central Jiangsu, or the Xuzhou population in northern Jiangsu. Populations on kidney beans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abamectin and thiamethoxam than those on tomato and cucumber crops in all three regions. 

[Conclusion]  MED B. tabaci populat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abamectin than thiamethoxam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MED B. tabaci to these pesticides can be affected by both the host plant and the local environment.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bamectin should be used in rotation with neonicotinoid pesticides to control MED B. tabaci.  

Key words  Bemisia tabaci; insecticides; abamectin; thiamethoxam; sensitivities 



·1058·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61 卷 

 

 

 

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又称甘薯粉虱、棉粉

虱和一品红粉虱等，隶属半翅目 Hemiptera，粉

虱科 Aleyrodida，小粉虱属 Bemisia，是一种多

食性的世界性害虫。该虫可通过取食植物汁液，

分泌蜜露造成煤污病，以及传播植物病毒等方式

为害农作物，主要危害茄科、葫芦科、十字花科

和豆科蔬菜等作物，寄主植物已超过 1 000 种（罗

晨和张芝利，2000；Li et al.，2011；Xia et al.，
2021；李明江等，2022）。烟粉虱于 1889 年首次

在希腊的烟草上被发现，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

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与蔓延，造成严重经济损

失。目前，该虫广泛分布于除南极洲外的全球各

大洲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Germadius，1889；

De Barro et al.，2011）。研究表明，烟粉虱是一

种至少包含 44 个隐种的物种复合体（Kanakala 

and Ghanim，2019），其中以 MED（Mediterranean）

隐种（过去称 Q 型烟粉虱）和 MEAM1（Mddle 

East-Asia Minor 1）隐种（过去称 B 型烟粉虱）

危害最为严重（Pan et al.，2011）。 

我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有烟粉虱的记载

（周尧，1949），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

该虫逐渐成为我国重要农业害虫。到 2011 年，

我国已有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检测到

MEAM1 隐种（褚栋等，2004；Hu et al.，2011；

许丽丽等，2014）。2003 年，在云南昆明市的

一品红 Euphorbia pulcherrima 上首次发现 MED

隐种入侵（褚栋等，2005），随后传入我国西南、

华北和华东等地，成为蔬菜、棉花和观赏园艺植

物上的重要害虫（沈媛等，2010；任顺祥等，

2011）。江苏省于 2001 年在仪征的一品红上首

次发现 MEAM1 隐种（周福才等，2001），此后

MEAM1 隐种在江苏地区迅速扩散为害，造成严

重经济损失。自 2005 年在江苏省内检测到 MED

隐种后，其种群数量逐年递增，并于 2009 年基

本取代了 MEAM1 隐种成为优势种群（沈媛等，

2010）。当前，仅在外界环境干扰较少的地区零

星发现 MEAM1 隐种，且其数量持续减少（蔡力

等，2014；刘晓娜，2017）。2020 年，烟粉虱被

列为江苏省二类农作物病虫害。为高效快速控制

烟粉虱，拟除虫菊酯、新烟碱和新型杀虫剂等被

广泛应用（Basit et al.，2013）。然而，由于烟粉

虱体被蜡质，世代重叠，繁殖时间短，且是快速

进化的复合种（Muñiz，2000），其对化学药剂抗

药性的产生速度远高于其他昆虫（万三连等，

2015）。阿维菌素是一种谷氨酸门控氯离子通道

变构调节剂，对昆虫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噻虫

嗪是新烟碱类杀虫剂之一，主要作用于昆虫的乙

酰胆碱酯酶（Acetylcholinesterase，AChE），是

乙酰辅酶 a 羧化酶的抑制剂之一，可抑制昆虫脂

质合成并导致死亡（Wang et al.，2023）。 

由于不同地区主栽作物和用药习惯不同，各

地区烟粉虱对药剂的敏感性存在差异。监测田间

烟粉虱种群的敏感水平是调查田间虫害发生的

基础，有利于害虫的综合防治。为了解江苏省

MED 烟粉虱的敏感水平，本研究采用 2 种常见

防治烟粉虱的药剂 1.8%阿维菌素微乳剂和

30.0%噻虫嗪悬浮剂为供试药剂，测定其对江苏

省苏南无锡、苏中扬州和苏北徐州 3 个地区田间

番茄、菜豆和黄瓜 3 种不同寄主上 MED 烟粉虱

成虫的毒力，评价江苏地区不同寄主植物上

MED 烟粉虱对 2 种药剂的敏感水平，以期为江

苏省田间烟粉虱的防控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1.1.1  供试虫源  MED 烟粉虱成虫于 2022 和

2023 年 6-10 月分别采自江苏省苏南无锡市、苏

中扬州市和苏北徐州市温室大棚内的 3 种蔬菜

寄主（番茄、黄瓜和菜豆）上（表 1），通过分子

鉴定确定为 MED 烟粉虱，即采即用。 

1.1.2  供试药剂  1.8%阿维菌素微乳剂（山东省

济南中科科技绿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 30.0%

噻虫嗪悬浮剂（江苏剑牌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均为江苏省烟粉虱田间防治常用杀虫剂。 

1.1.3  供试仪器  BSA124S-CW 电子天平（北京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WT-1002 电子天

平（杭州万特衡器有限公司），纯水仪（Milli-Q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XW-80A 涡旋混合器（海门

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和 QHX-300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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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ED 烟粉虱田间种群采集信息 

Table 1  Collection of field populations information of Bemisia tabaci MED 

采集地点 
Sampling location 

经纬度 
Longitude and latitude

寄主植物 
Host plant 

采集时间（年.月.日） 
Sampling date (year.month.day)

番茄 Tomato 2022.10.29 

菜豆 Bean 2023.6.28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蔬菜基地 
Mashan Vegetable Base, Binhu District, 
Wuxi City 

31.33° N，120.17° E 

黄瓜 Cucumber 2022.10.29 

番茄 Tomato 2023.6.4 

菜豆 Bean 2022.8.2 

扬州市蒋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Yangzhou Jiangwang Modern Agricultural 
Demonstration Base 

32.39° N，119.42° E 

黄瓜 Cucumber 2022.8.2 

番茄 Tomato 2023.8.24 

菜豆 Bean 2023.8.24 

徐州市丰县大沙河镇蒋庄村 
Dashahe Town Jiangzhuang Village, 
Fengxian County, Xuzhou City 

34.58° N，116.61° E 

黄瓜 Cucumber 2023.8.24 

 

Ⅲ人工气候箱（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

司），XTB-1 型连续变倍体视显微镜（北京泰克

仪器有限公司），TC-E 梯度 PCR 仪（杭州博日

科技有限公司），Tanon-2500 全自动数码凝胶图

像分析系统（上海蓓米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种群鉴定  烟粉虱伪蛹鉴定：将新鲜寄主

植物叶片置于体视显微镜下初步观察，伪蛹的

主要鉴定特征为胸气门和尾气门外常有蜡缘饰，

皿状孔呈三角形，舌状突呈长匙状（刘晓娜，

2017）。 

样本基因组 DNA 提取：采用水浴加热法提

取总 DNA。用解剖针挑取单头成虫或伪蛹，双

蒸水充分洗涤 2 次后置于 1 mL 离心管中；加入

30 μL 裂解液（含 1%蛋白酶 K）充分研磨；短

暂离心后，将离心管置于恒温水浴锅中 56 ℃水

浴 3 h，95 ℃孵育 15 min；再次短暂离心，将获

得的基因组 DNA 保存在﹣20 ℃冰箱备用。 

PCR 扩增及检测：引物为烟粉虱 MED 隐种

和 MEAM1 隐种的特异性引物（表 2）。MED 隐

种和 MEAM1 隐种的扩增产物分别为长度约 300

和 500 bp 的单一片段。 

PCR 反应体系（25 μL）：2×Taq Mix（南京

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2.5 μL，ddH2O 

6.5 μL，4 条正反引物（10 μmol·L1）各 1 μL，模

板 DNA 2 μL。PCR 反应程序：94 ℃预变性 3 min，

94 ℃变性 30 s，63 ℃退火 50 s，72 ℃延伸 50 s，

变性、退火、延伸共 32 个循环；72 ℃延伸 10 min。

扩增产物大小、纯度和浓度用 1%琼脂糖凝胶电

泳检测，电泳缓冲液为 0.5×TBE，电压 140 V，

用 DL2000 Marker（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分子量标准参照物。电泳结束后，

将凝胶置于 Tanon-2500 全自动数码凝胶图像分

析系统上观察，利用凝胶成像仪拍照记录。 

序列测定和同源序列搜索：在电泳中检测到

样本的 mtDNA-COⅠ目标基因片段后，将 PCR

凝胶纯化产物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 
 

表 2  烟粉虱 MED 隐种和 MEAM1 隐种特异性引物 

Table 2  Specific primers for Bemisia tabaci MED and MEAM1 cryptic species 

烟粉虱隐种 
Cryptic species of B. tabaci

引物序列（5′-3′） 
Primer sequences (5′-3′) 

上游引物 Forward primer CTTGGTAACTCTTCTGTAGATGTGTGTT MED 

下游引物 Reverse primer CCTTCCCGCAGAAGAAATTTTGTTC 

上游引物 Forward primer CTAGGGTTTATTGTTTGAGGTCATCATATATTC MEAM1 

下游引物 Reverse primer AATATCGACGAGG ATTCCCC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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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测序。获得序列数据后，利用网络同源序 

列搜索引擎 BLAST（ http://www.ncbi.nlm.nih. 

gov/BLAST）对 GenBank 中的同源序列进行比

较，确定为目标基因后，使用 CLUSTAL X 软件

进行序列联配。 

1.2.2  毒力测定  采用饲喂法进行室内毒力测

定。饲喂装置主要参考 Jahan 等（2014），并稍

作修改，具体制作方法为：准备 1 个两端开口的

玻璃管（高=5 cm，直径=3 cm），将一片封口膜拉

伸至原来长度的 2 倍，使其足够薄以便烟粉虱的

口器能够穿过取食，用薄膜将玻璃管一端密封。

在膜上滴加 300 μL 药剂，药剂用 30%蔗糖溶液

稀释，浓度稀释至烟粉虱的目标死亡率为

0-100 %。用同样的方法拉伸另一层膜覆盖在药

剂上方，确保药剂均匀平铺在两层薄膜中间。玻

璃管的另一端用 100 目细孔纱网覆盖以保证透

气。将 30 头烟粉虱成虫用液氮短暂昏迷后接入

装置中，迅速用纱网覆盖，并用橡皮筋固定，确

保纱网与玻璃管之间无褶皱。用黑色布条包裹整

个装置，仅露出封口膜一端以透光，且此端朝上。

将装有试虫的饲喂管置于 26 ℃的温度、16 L∶8 

D 的光周期和 60%的相对湿度的人工气候室中，

饲喂 24 h 后统计烟粉虱死亡数量并计算药剂的

致死中浓度（LC50）。 

1.2.3  数据分析  毒力测定结果采用 SPSS 19.0

和 Excel 2019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算 LC50、

95%置信区间、斜率和标准误。 

2  结果与分析 

2.1  江苏不同地区不同寄主上 MED 烟粉虱对

阿维菌素的敏感性比较 

江苏不同地区和不同寄主植物上 MED 烟粉

虱对阿维菌素的敏感性测定结果表明（表 3）：苏

中扬州、苏北徐州和苏南无锡地区，均为菜豆上

MED 烟粉虱种群对阿维菌素敏感性最高，分别

为 0.118 0、1.397 8 和 0.034 1 mg/L；其次为黄瓜

上种群，分别为 0.331 3、1.524 2 和 0.039 5 mg/L；

最后是番茄上种群，分别为 0.950 6、2.786 6 和

0.250 8 mg/L。番茄、菜豆和黄瓜上，均为苏南

无锡地区 MED 烟粉虱种群对阿维菌素敏感性最

高，分别为 0.250 8、0.034 1 和 0.039 5 mg/L；

其次为苏中扬州地区种群，分别为 0.812 8、

0.118 0 和 0.331 3 mg/L；最后是苏北徐州地区种

群，分别为 2.786 6、1.397 8 和 1.524 2 mg/L。 

江苏不同寄主上 MED 烟粉虱对阿维菌素的

敏感性趋势为菜豆上种群>黄瓜上种群>番茄上

种群，不同地区 MED 烟粉虱对阿维菌素的敏感性

趋势为苏南无锡地区种群>苏中扬州地区种群>

苏北徐州地区种群。 
 

表 3  江苏不同地区不同寄主植物上 MED 烟粉虱对阿维菌素的敏感性 

Table 3  Sensitivity of MED Bemisia tabaci to abamectin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Jiangsu Province 

采集地点 
Sampling location 

寄主植物 
Host plant 

毒力回归方程 
Linear fitting equation

LC50 (mg·L﹣1)
95%置信区间（mg·L﹣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mg·L﹣1)
R2 

番茄 Tomato y=1.174 8x+5.109 7 0.812 8 0.797 2-0.828 4 0.972 6

菜豆 Bean y=2.560 9x+2.446 0 0.118 0 0.075 6-0.246 7 0.993 8

扬州 Yangzhou 

黄瓜 Cucumber y=1.686 4x+5.810 0 0.331 3 0.276 5-0.384 9 0.950 6

番茄 Tomato y=2.176 7x+4.374 1 2.786 6 2.193 9-2.958 9 0.949 7

菜豆 Bbean y=2.008 7x+4.734 3 1.397 8 1.105 6-1.736 9 0.996 2

徐州 Xuzhou 

黄瓜 Cucumber y=1.811 3x+4.732 5 1.524 2 0.896 0-1.892 6 0.948 2

番茄 Tomato y=1.916 1x+6.096 6 0.250 8 0.136 9-0.365 8 0.970 2

菜豆 Bean y=1.561 0x+6.958 3 0.034 1 0.026 5-0.065 4 0.917 5

无锡 Wuxi 

黄瓜 Cucumber y=1.769 0x+7.507 6 0.039 5 0.015 7-0.086 5 0.9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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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江苏不同地区不同寄主上 MED 烟粉虱对

噻虫嗪的敏感性比较 

江苏不同地区和不同寄主植物上 MED 烟粉

虱对噻虫嗪的敏感性测定结果表明（表 4）：苏

中扬州、苏北徐州和苏南无锡地区，均为菜豆上

MED 烟粉虱种群对噻虫嗪敏感性最高，分别为

6.273 3、3.543 7 和 0.832 0 mg/L；其次为番茄上

种群，分别为 8.852 5、3.834 4 和 1.075 1 mg/L；

最后是黄瓜上种群，分别为 9.938 2、3.884 9 和

1.493 2 mg/L。番茄、菜豆和黄瓜上，均为苏南无 

锡地区 MED 烟粉虱种群对噻虫嗪敏感性最高，

分别为 1.075 1、0.832 0 和 1.493 2 mg/L；其次

为苏北徐州地区种群，分别为 3.834 4、3.543 7

和 3.884 9 mg/L；最后是苏中扬州地区种群，分

别为 8.852 5、6.273 3 mg/L 和 9.938 2 mg/L。 

江苏不同寄主上的 MED 烟粉虱对噻虫嗪的

敏感性趋势均为菜豆上种群>番茄上种群>黄瓜

上种群，不同地区的 MED 烟粉虱对噻虫嗪的敏

感性趋势均为苏南无锡地区种群>苏北徐州地区

种群>苏中扬州地区种群。 

 
表 4  江苏不同地区不同寄主植物上 MED 烟粉虱对噻虫嗪的敏感性 

Table 4  Sensitivity of MED Bemisia tabaci to thiamethoxam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Jiangsu Province 

采集地点 
Sampling location 

寄主植物 
Host plant 

回归方程 
Linear fitting equation

LC50 (mg·L﹣1)
95%置信区间 (mg·L﹣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mg·L﹣1)
R2 

番茄 Tomato y=2.450 7x+2.746 4 8.852 5 8.694 5-9.054 9 0.950 2

菜豆 Bean y=2.239 5x+3.327 1 6.273 3 6.340 5-9.307 8 0.983 2

扬州 Yangzhou 

黄瓜 Cucumber y=2.560 9x+2.446 0 9.938 2 9.642 6-9.862 8 0.993 8

番茄 Tomato y=2.057 1x+3.809 7 3.834 4 3.622 3-4.113 3 0.987 5

菜豆 Bean y=1.765 4x+4.063 7 3.543 7 3.335 6-3.822 5 0.979 6

徐州 Xuzhou 

黄瓜 Cucumber y=2.346 8x+3.600 0 3.884 9 3.916 2-4.318 2 0.995 5

番茄 Tomato y=0.879 5x+4.543 1 1.075 1 0.569 8-3.388 2 0.911 0

菜豆 Bean y=1.235 8x+5.265 4 0.832 0 0.367 2-1.203 5 0.965 7

无锡 Wuxi 

黄瓜 Cucumber y=3.526 9x+4.369 4 1.493 2 1.443 4-1.543 2 0.9913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室内敏感性测定结果表明：（1）江苏

地区 MED 烟粉虱对阿维菌素的敏感性均高于噻

虫嗪。（2）就寄主植物而言，江苏地区菜豆上的

MED 烟粉虱对阿维菌素和噻虫嗪敏感性均为最

高，番茄上的种群对阿维菌素敏感性最低，黄瓜

上的种群对噻虫嗪敏感性最低。（3）江苏不同地

区中，苏南无锡地区种群对 2 种药剂的敏感性均

为最高，苏北徐州地区种群对阿维菌素的敏感性

最低，苏中扬州地区种群对噻虫嗪的敏感性最

低。综上所述，对 3 种寄主来说，菜豆上 MED

烟粉虱的敏感性最高，对江苏 3 个地区来说，苏

南无锡地区 MED 烟粉虱的敏感性最高。 

阿维菌素是一种高效广谱的微生物源杀虫

杀螨剂，具有触杀、胃毒和渗透力强等特点，通

过刺激释放 γ-氨基丁酸，干扰阻断害虫神经传 

导，最终导致死亡，对烟粉虱防效较好（王广成

等，2006）。噻虫嗪属于第二代烟碱类农药，主

要作用于昆虫烟碱样乙酰胆碱受体，干扰正常的

神经传导功能，有内吸传导性、触杀活性和渗透

性（Maienfisch et al.，2001）。本研究中，有效

成分为 1.8%的阿维菌素微乳剂和有效成分为

30.0%的噻虫嗪悬浮剂对江苏省 MED 烟粉虱表

现出较高的毒力水平。Ji 等（2024）研究表明，

2019-2021 年我国全国各地 23 个田间种群烟粉

虱对阿维菌素和噻虫嗪的耐药性仍然很低，与本

研究结果一致。尽管过去几年中烟粉虱对阿维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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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耐受性缓慢增加，但因其高效性，阿维菌素

对我国烟粉虱种群仍具有较高毒力，可用于防治

烟粉虱（Wang et al.，2017）。近年来，新烟碱类

药物（如噻虫嗪和吡虫啉）在田间广泛使用

（Horowitz et al.，2020）。研究表明，烟粉虱田

间种群对烟碱类杀虫剂已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 

性，其中，以色列、巴基斯坦、塞浦路斯和土耳

其的种群对噻虫嗪表现为高度耐药性（Dittrich 

et al.，1990；Ahmad and Khan，2017）。本研究

中，江苏省 MED 烟粉虱对噻虫嗪的敏感性低于

阿维菌素。万三连等（2015）在 2014 年对烟粉

虱的监测结果表明，烟粉虱对 5%阿维菌素的敏

感性最高，对 25%噻虫嗪的毒力最低，且 25%

噻虫嗪对成虫毒杀效果最差，这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对杀虫剂的敏感性差异是导致多地烟粉虱田

间种群更替的重要因素。敏感性测定结果表明，

苏中扬州和苏北徐州地区 MED 烟粉虱对阿维菌

素和噻虫嗪的药剂敏感性均低于苏南无锡地区

种群，可能是由于这 2 个地区化学农药的施用频

率和施用时期不合理，导致烟粉虱抗药性增强。

在生产中，建议适当轮换使用噻虫嗪与阿维菌

素，以避免或延缓烟粉虱抗药性的产生。农药混

用和混配也是烟粉虱化学防治的重要措施，如阿

维菌素与新烟碱类药剂混用，以及螺虫乙酯与新

烟碱类药剂混用，均比单剂的使用效果好，也是

有效延缓抗药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柏晶等，

2017）。因此，及时了解江苏省烟粉虱的敏感性

水平对田间用药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害虫对药剂的敏感性变化与寄主植物中次

生物质诱导、激活或抑制昆虫体内相关解毒酶活

性有关（姚洪渭等，2002）。本研究的敏感性测

定结果显示，不同寄主植物上 MED 烟粉虱对阿

维菌素和噻虫嗪的敏感性有差异，其中，菜豆上

烟粉虱的敏感性均高于黄瓜和番茄上的种群。研

究表明，环境因子能够诱导昆虫产生抗性，影响

杀虫剂的药效。此外，栖境和寄主植物对害虫的

抗药性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李欣莲和陆永跃，

2023）。植食性昆虫对一些杀虫剂的敏感性可能

受到其寄主植物的影响，至今已发现有多种主要

农业害虫在取食不同植物后，对不同类型杀虫剂

的敏感性会发生明显变化（姚洪渭等，2002）。 

本研究的敏感性测定是在室内条件下进行

的，与大田环境中的实际防治效果可能存在一定

差异，但是仍可作为江苏省烟粉虱田间防治的用

药参考。在实际防治过程中，应结合当地具体情

况，科学合理地选择和使用杀虫剂，同时注意药

剂的轮换和复配，以充分发挥杀虫剂的效果，抑

制烟粉虱对不同杀虫剂抗性的增加。此外，还需

注意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对药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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