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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茎基部施药对芦笋木蠹蛾幼虫的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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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ocerassibirica(Alpheraky)isaseriousstemborerofAsparagusofficinalis(L.).Theexperimental

resultsshowedthatapplyingphonix50% (EC)of300×liquidatthebaseofasparagusstemsinmid-Mayto

mid-JunewastheoptimummethodtocontrolI.sibiricalarvae.Itscontrolefficencycouldreach92.5%andthe

weightedBordavaluewasthehightest(2.9)inallofthetreatmentstested.Thedamageofwoodmothtothe

asparagusseedlings(oneagedseedlings)couldbeavoidedbyadjustingthesowing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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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芦笋木蠹蛾 Isocerassibirica(Alpheraky)为芦笋(Asparagusofficinalis(L.))上的一种蛀茎性害

虫。试验结果表明 , 采用 50%辛硫磷乳油 300倍液在芦笋茎基部给药(5月中旬至 6月中旬)为该虫的

最佳化学防治方法 , 相对防治效果为 92.5%,在所有处理中其加权 Borda值最高(2.9)。调整芦笋播期 ,

可使定植当年最易受害的笋苗免于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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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笋木蠹蛾 Isocerassibirica(Alpheraky)隶

属鳞翅目 Lepidoptera,木蠹蛾科 Cossidae,等角

木蠹蛾属 Isoceras,该虫为蛀茎性害虫 ,其主要

危害 1 ～ 3年新栽的芦笋(Asparagusofficinalis

(L.)),危害严重的田块笋苗枯死率高达 50%

以上 ,直接影响到芦笋的发展。在防治上 ,由于

以往对该虫的生物学特性缺乏深入的了解 ,盲

点多 ,往往错过最佳的防治时机。已有著述中

所介绍的方法
[ 3 ～ 6]
多是生产中一些防治经验的

总结或是其它鳞翅目害虫防治方法的转用 ,缺

乏针对性。有些化学方法毒副作用大 ,残留高 ,

直接影响到人民的身体健康 、环境友善以及芦

笋的出口创汇。在对该虫生物学特性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
[ 7]
,作者进一步对其关键防控技术进

行了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化学防治试验

1.1.1　供试药剂　50%辛硫磷乳油 ,山东临沂

华联化工有限公司产;48%毒死蜱乳油 ,美国陶

氏益农公司产;0.3%苦参碱水剂 ,南通神雨绿

色药剂有限公司产;2.0%阿维菌素乳油 ,石家

庄宝丰化工有限公司产;90%敌百虫晶体 ,沙隆

达郑州农药有限公司产 。

1.1.2　供试笋苗　苗龄 2年的笋苗 ,每个株丛

5 ～ 6个茎。笋苗行距 180cm,株距 30 cm。

1.1.3　试验地点 　夏县禹王乡 ,永济市仁阳

乡 、大宁乡和临猗县孙吉乡。

1.1.4　试验处理及施药方法　试验共设 5个

药剂处理 ,分别为 50%辛硫磷乳油 600倍液和

300倍液 , 48%毒死蜱乳油 600倍液 , 0.3%苦

参碱水剂 300倍液 , 2.0%阿维菌素乳油 3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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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5月中旬开始施药。将药液盛入工农 16

型喷雾器中 ,去掉喷头 ,喷雾器稍加压力使药液

顺笋茎流入茎基部 ,每茎给药量约 10 mL(使笋

茎基部周围 2 cm深土壤湿润)。 10 d施 1次

药 ,至 6月中旬 。以不用药剂处理的笋田作为

空白对照。试验设 4次重复 ,随机区组排列 ,小

区面积 100m
2
。

另外 ,在上述试验地对现行生产中药剂灌

根防治木蠹蛾的效果 、投资进行了调查 。每个

试验点调查笋田 3 ～ 4块 ,笋龄同上。药剂灌根

的方法为:6月底或 7月初当田间虫害枯死株

约为 5%时 ,开始对逐渐枯黄的笋苗进行施药 。

先用铁棍在笋盘周围打 3 ～ 5个深洞 ,然后每株

灌 50%辛硫磷乳油 500倍液 1 kg或 90%敌百

虫晶体 +Na2CO3 [ 1∶1(W/W)] 1 000倍液 1kg,

施药截止期为 7月底 。

1.1.5　药效调查　7月下旬 ,在芦笋木蠹蛾幼

虫为害高峰期调查药剂处理田和对照田芦笋枯

死率 ,每重复抽样调查 100株 。根据各处理对

芦笋木蠹蛾的防治效果 、防治成本和供试药剂

的毒性 ,进行模糊决策分析
[ 8]
,赋予 3项指标的

权重为 0.5、0.3和 0.2。

1.2　农业防治试验

处理田芦笋采用温室冬季育苗 ,次年秋天

移栽;对照田采用大田育苗 ,次年春季移栽。试

验地点和调查方法同 1.1.4和 1.1.5。

2　结果

2.1　化学防治

各药剂处理对芦笋木蠹蛾都有明显的防治

效果(表 1),且对笋苗安全 ,均无造成药害。以

防效排序 ,辛硫磷乳油 300倍稀释液处理最优 ,

毒死蜱乳油 600倍液次之 ,辛硫磷乳油 600倍

液第三 , 苦参碱效果最低。经模糊决策分析

(表 1),辛硫磷 300倍液处理的加权 Borda数

最高达 2.9,为防治芦笋木蠹蛾的最佳处理 。

7月下旬对现行生产中药剂灌根防治木蠹

蛾的效果调查显示 ,其平均虫害枯死株率为

17.5%,较空白对照下降 22.3个百分点 ,较辛

硫磷乳油 300倍液给药的处理高 14.5个百分

点。药剂灌根每 hm
2
药剂投资约 4 500元 ,约是

辛硫磷乳油 300倍液给药处理的 22.5倍 ,而且

田间劳动作业强度较大 。同时发现 ,敌百虫晶

体 +Na2CO3灌根易造成笋苗烂根现象 。

表 1　4种药剂对芦笋木蠹蛾的防治效果＊及其模糊决策

供试药剂及稀释倍数 笋苗枯死率(%) 相对防效(%) 成本($· hm-2) LD50
＊＊(mg/kg-1) 加权 Borda值

辛硫磷乳油 600液 10.4c＊＊＊ 73.9 400 800 2.1

辛硫磷乳油 300液 3.0d 92.5 200 800 2.9

毒死蜱乳油 600液 9.7c 75.6 520 163 2.5

苦参碱水剂 300液 13.6b 65.8 600 >5 000 0.7

阿维菌素乳油 300液 15.9a 60.1 1 400 10 0.9

空白对照 39.8 —

＊ 4个试验点的平均结果;＊＊大白鼠口服致死中量;＊＊＊根据新复极差测验 ,同一列标有相同字母的平均数表示其差异不显著(P

>0.05)。

2.2　农业防治

调节芦笋的育苗期和定植期 ,使定植当年最

易受害的笋苗避开芦笋木蠹蛾的产卵期 ,即可有

效的发挥芦笋的避虫作用。据调查 ,温室冬季育

苗 ,次年秋天移栽的笋苗当年可免于虫害。

3　讨论

芦笋木蠹蛾在我国多地虽早有记载 ,但缺

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尤其在防治上 ,以往多种

措施(挖土灭蛹 、灯光诱杀 、种植诱集作物 、药

剂灌根等)的提出都无相应的试验
[ 3 ～ 6]

,效果难

以确定。如:药剂灌根杀灭幼虫 ,往往是在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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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发育为大龄幼虫 、笋苗大量枯死以后进行 ,

错失了最佳防治时间 ,即使高额投资 ,也难以达

到理想的控害保苗效果 ,它只是防治木蠹蛾的

一种补救措施。本研究提出的芦笋生长期对靶

给药杀灭幼虫的防治方法 ,操作简单 ,针对性

强 ,效用比(cost-utility)高 ,毒副作用小 ,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芦笋定植第 2年开始采笋。春季大田育

苗 ,次年定植的芦笋进入采收期生长约 14月

(不包括冬季休眠期);冬季温室育苗 ,次年秋

季定植的芦笋进入采收期生长约 12个月 。芦

笋第 1个采收期时间短(仅有 20余天)、产量

低 ,虽上述 2种育苗方式培育的芦笋苗龄有所

差别 ,但在第 1个采收期的产笋量相差无几 。

因此冬季温室育苗 ,次年秋季定植的育苗方法

具有避虫保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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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萃

以色列沙漠中发现 14厘米长罕见大蜘蛛

　　据 《连线 》杂志报道 ,科学家在以色列 -约旦边界的沙丘中发现一种全新的蜘蛛 。这种蜘蛛的

腿跨度是 5.5英寸(13.97cm),被称作 Cerbalusaravensis,是中东一种最大的蜘蛛。

以色列海法大学生物学家尤里·仙纳发现了这种蜘蛛 ,他说:“很难发现一种蜘蛛新品种 ,至少

在这个区域是这样 ,它非常大。”Cerbalusaravensis的大部分习性至今仍是个谜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 ,

它们喜欢夜间活动 ,在炎热的夏季最活跃 。它们生活在地下巢穴里 ,隐藏在可以上下旋转的窝门

下 ,等待蜥蜴和昆虫等粗心大意的猎物上钩。蜘蛛把少量沙子拼合在一起 ,制成藏身的窝门。

仙纳表示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蜘蛛采用 “守株待兔 ”的捕猎策略 ,等待猎物自动上钩。然而不

幸的是 ,它们的栖息地目前正受到严重威胁。最近以色列政府批准在该地进行采矿业 ,这或许会导

致 Cerbalusaravensis走向灭亡 。(来源:2010年 1月 12日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