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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薤又称 头 ,是我国特色蔬菜。近年来随着薤

种植面积的扩大 ,大蒜根螨 (Rh izog lyphus a llii But et

W ang)对薤的为害也迅速加重。大蒜根螨群集于薤

地下肉质鳞茎处取食为害 ,受害鳞茎细小 ,虫量高时

鳞茎由外向内腐烂 ,干燥时外层表皮变褐 ;地上部表

现生长缓慢 ,叶片细少、发黄 ,基部叶片逐渐黄枯并

向心叶扩展 ,重发田块常断垄绝收。为有效控制大

蒜根螨为害 ,笔者进行了田间药剂试验和室内药效

测定 ,以期筛选出高效药剂应用于生产。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药剂 : ① 20 %四螨嗪悬浮剂 ( SC)

(四螨嗪 ,杭州庆丰农药厂生产 ) ; ② 50 %托尔克可

湿性粉剂 (W P) (苯丁锡 ,巴斯夫公司生产 ,允发化

工有限公司分装 ) ; ③ 1 %虫螨杀星乳油 ( EC) (阿

维菌素 , 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

④ 0. 5 %海正三令 EC (富表甲氨基阿维菌素 ,海正

集团生产 ) ; ⑤ 15 %克螨特星 EC (克螨特 ,温州农

药厂生产 ) ; ⑥ 15 %扫螨净 EC (哒螨灵 ,江苏克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 ⑦ 2. 5 %天王星 EC (联

苯菊酯 ,美国 FMC生产 ) ; ⑧ 40 %新农宝 EC (毒死

蜱 ,浙江新农化工生产 ) ; ⑨ 40 %辛硫磷 EC (天津

农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1. 2　方法

1. 2. 1　田间药剂试验 　试验在浙江省天台县平桥

镇紫凝王贤炉农户的薤田进行 ,薤于 2004年 10月

10日播种 ,行距 30 cm,株距 8 cm。设药剂 ①～⑧及

清水对照共 9个处理 ,随机区组排列 , 3次重复 ,小

区面积 30 m
2。施药时间为 2005年 3月 25日 ,薤抱

土起垄前用工农 16型喷雾器喷淋薤基部 ,用药量为

200 kg· (667 m2 ) - 1。于药前、药后 3 d、药后 15 d

分别挖取薤鳞茎 ,在解剖镜下检查大蒜根螨数量。

采用平行直线跳跃式取样 ,每小区取 10个样点 ,每

点检查 3个鳞茎 ,计算螨量减退率和校正防效。

1. 2. 2　室内药效测定〔1〕　挖取有明显螨害的薤鳞

茎 ,剪去根须和叶 ,每 2个相连的薤鳞茎为 1个处理

单位 (鳞茎夹缝处有大量大蒜根螨 )。用药剂 ②～

⑨配成药液 ,以清水为对照 ,将鳞茎浸入药液中轻轻

晃动 15 s,取出 ,置于铺有湿棉花的培养皿中 ,然后

放入生化培养箱中 25 ℃恒温培养。各处理均为 3

组 ,每组 3对鳞茎 ,每次检查 1组。药后 24、48 h用

解剖镜检查鳞茎夹缝处和鳞茎表皮下的大蒜根螨存

活情况 ,计算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 ;药后 23 d,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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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大蒜根螨数量 ,计算相对防效。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药剂对为害薤的大蒜根螨田间防治效果

　供试药剂中 ,防治效果以 40 %新农宝 EC 1 000

倍液最好 ,其次为 15 %克螨特星 EC 1 500倍液 ,药

后 15 d校正防效分别为 79. 7 %和 70. 2 % ; 50 %

托尔克 W P 2 000倍液、20 %四螨嗪 SC 2 000倍液、

1 %虫螨杀星 EC 1 500倍液和 0. 5 %海正三令 EC

1 500倍液防治效果不理想 ,药后 15 d校正防效为

50. 5 % ～56. 7 % ; 15 %扫螨净 EC 2 500倍液与

2. 5 %天王星 EC 1 500倍液防效较差 (表 1)。

2. 2　不同药剂对为害薤的大蒜根螨室内药效测定

结果 　室内药剂处理 48 h,以 40 %新农宝 EC

1 000倍液处理的校正死亡率最高 ,达 97. 0 % ,其

次为 40 %辛硫磷 EC 1 000倍液、15 %克螨特星 EC

1 000倍液和 50 %托尔克 W P 2 000倍液处理 ,校正

死亡率分别为 93. 9 %、82. 7 %和 74. 1 % ,其他处

理校正死亡率较低。药后 23 d镜检与药后 48 h检

查结果基本一致。50 %托尔克 W P 1 000倍液处理

的活螨量虽不多 ,但可见到很多螨卵。

表 1　不同药剂对为害薤的大蒜根螨田间防治效果

药剂处理 /倍液
药前螨量

只·株 - 1

药后 3 d

螨量 /只·株 - 1 减退率 /% 校正防效 /%

药后 15 d

螨量 /只·株 - 1 减退率 /% 校正防效 /%

20 %四螨嗪 SC 2 000 40. 1 30. 7 - 23. 5 29. 6 23. 3 - 44. 3 56. 7

50 %托尔克 W P 2 000 57. 2 44. 6 22. 1 28. 3 36. 3 36. 3 50. 5

1 %虫螨杀星 EC 1 500 32. 2 21. 6 33. 1 38. 4 20. 4 36. 6 50. 7

0. 5 %海正三令 EC 1 500 38. 6 24. 0 37. 8 42. 7 23. 1 40. 1 53. 4

15 %克螨特星 EC 1 500 33. 3 18. 4 44. 7 49. 0 12. 8 61. 7 70. 2

15 %扫螨净 EC 2 500 38. 2 28. 7 25. 0 30. 9 31. 7 17. 2 35. 6

2. 5 %天王星 EC 1 500 47. 0 39. 3 16. 3 22. 9 40. 4 13. 9 33. 1

40 %新农宝 EC 1 000 40. 4 15. 2 62. 4 65. 3 10. 6 73. 9 79. 7

清水 (CK) 36. 1 39. 2 - 8. 6 — 46. 4 - 28. 6 —

表 2　不同药剂对为害薤的大蒜根螨室内药效测定结果

药剂处理 /倍液
药后 24 h

活螨 /只 死螨 /只 死亡率 /%

药后 48 h

活螨 /只 死螨 /只 死亡率 /% 校正死亡率 /%

药后 23 d

活螨 /只 相对防效 /%

50 %托尔克 W P 2 000 52 19 14. 8 17 52 75. 4 74. 1 118 93. 6

1 %虫螨杀星 EC 1 500 63 12 16. 0 57 18 24. 0 20. 1 96 23. 2

0. 5 %海正三令 EC 1 500 60 18 23. 1 87 27 23. 7 19. 8 46 63. 2

15 %克螨特星 EC 1 000 80 26 24. 5 16 81 83. 5 82. 7 9 92. 8

15 %扫螨净 EC 1 000 82 16 16. 3 59 25 29. 8 26. 1 78 37. 6

2. 5 %天王星 EC 1 500 63 8 11. 3 54 11 16. 9 12. 6 101 19. 2

40 %新农宝 EC 1 000 3 55 94. 8 2 69 97. 2 97. 0 2 98. 4

40 %辛硫磷 EC 1 000 6 83 93. 3 6 97 94. 2 93. 9 10 92. 0

清水 (CK) 94 0 0 98 5 4. 9 — 125 0

3　小结

40 %新农宝 EC 1 000倍液对大蒜根螨的防效

最好 ;其次为 40 %辛硫磷 EC 1 000倍液和 15 %克

螨特星 EC 1 000倍液 ,防效较好 ; 20 %四螨嗪 SC

2 000倍液、1 %虫螨杀星 EC 1 500倍液、0. 5 %海

正三令 EC 1 500倍液的防效不理想 ; 15 %扫螨净

EC 1 000倍液和 2. 5 %天王星 EC 1 500倍液的防

效较差 ; 50 %托尔克 W P 2 000倍液田间试验表现

不理想 ,而室内药后 48 h和药后 23 d的防效表现较

好。托尔克在温度低于 22 ℃时活性下降〔2〕
,田间

试验于 3月下旬 ～4月上旬进行 ,试验地海拔 400

m,气温较低 ,影响了药效发挥 ,其他药剂室内测定

结果与田间试验表现基本一致。

胡浩纹等〔3〕报道用哒螨灵、阿维菌素防治薤刺

足根螨 ,与本试验结果不同 ,这可能是不同根螨种类

对药剂敏感性及抗性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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