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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汉地 区 小 菜蛾田 间 自然抗性种群 与 室 内美 国敏感品 系 相比
,

对氰

戊菊醋
、

亚胺硫磷的抗性倍数分别是 倍和 倍
,

属 高杭水平
。

将 种群在室 内无

毒条件下 饲 养测定
,

其抗性水平逐代下 降
,

至 代 后
,

抗药性基本消失
,

敏感性得到恢复
,

且

表现稳定
。

种群与 品 系对灭 多威的敏感性不 高
,

但其抗药性消失较为缓慢
。

本研究为害

虫抗性治理对策中暂停使用某些 药剂的技术措施提供 了科学依据
。

关健词 小 菜蛾 抗药性 消失动态

小菜蛾是我国南方十字花科蔬菜主要害

虫之 一
,

年代 中后期
,

对菊醋类
、

有机

磷类和氨基甲酸酷类等常规农药产生严重的

抗药性
,

其抗性谱广
,

抗性水平高
,

抗性 发

展快
,

为治理带来极大的困难 〔’〕
。

抗性的

产生是不合理使用农药的结果
,

药剂是抗性

产生的选择因子
。

在害虫抗性形成之后
,

如

停用这类杀虫剂
,

则消除了选择因子
,

自然

界生活力较强的感性个体的敏感性基因则可

稀释抗性种群的抗性基因
,

使抗性 向相反的

方向
,

即敏感性方 向发展 〔 〕 。

在一定时间

之后
,

抗性消失
,

则可重新使用这类药剂
,

达到抗性治理的目的
。

本项研究
,

在消除药

剂选择压条件 下
,

分代测定小菜蛾对 种药

剂的毒力
,

探讨其抗性的消失动态
,

以便为

小菜蛾的抗性治理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供试药剂

氰戊 菊 酷 日本住 友 公 司 产

品 二 亚胺硫磷 湖北仙桃农药厂产

品 灭多威 美国杜邦公司产品

供试昆虫及饲养

品系 美国敏感 品系 引 自中国农

科院蔬 菜花卉所
。

种群 武汉 自然种

群 采 自武汉市郊区菜地
。

供试昆虫室内饲

养用 网室 内栽培的不施用农药的甘蓝嫩叶
,

每天 更换 次叶 片
,

化蛹后连叶片剪下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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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置 于 大 烧杯 中
,

成 虫 羽 化

后
,

饲以蜂蜜与蔗糖混合液
,

并在烧杯内放

置若干滤纸条
,

供成虫产卵
,

之后将滤纸条

取出
,

置于玻璃槽 内的甘蓝叶片上
。

养虫室

温度 士 ℃
,

光照为 小时
。

毒力测定方法

采用浸叶法 〔” 将直径约 的无毒甘

蓝叶片作饲毒药剂载体
。

浸人不 同浓度药液

中约 秒钟
,

取出晾干
,

置于直径约

的饲养皿 中
,

每药剂设 一 个浓度处理
,

每处理重复 次
,

每 重复接人 龄幼虫

一 头
。

药剂饲毒时间均为 小时
,

测定

结果 以 机率值分析法
,

求出毒力 回

归方程式
、 。值

、

值
,

并进行卡方适合

性测验
。

,

的 为
,

抗性倍数达 倍
,

属高抗水平
。

在室 内无毒条件下饲养的 种群
,

其抗

药性减退很快
, 、

和 的 。值分

别 为
、

和

抗 性 倍 数 分 别 为 倍
、

倍
、

倍
,

至 。后
,

敏感性基本恢复

表
。

表 小菜蛾自然种群在无毒饲养条件下

对亚胺硫磷的抗性监测

虫 种 毒力回归方程 。 抗 性 相关系

及世代 倍 数 数

一

品系

,了气工气、︸只︸‘,二月八︸,八勺‘,乙

⋯

,、只乃崎, ,长艺、月呻气

结果 与分析

小菜蛾 自然种群对 种药剂的抗药性及

抗性的消失动态

品 系 对 氰 戊 菊 醋 的 。 值 为
,

代 为
,

抗性倍数达 倍
,

属 高抗水 平

表
,

其
、

和 , 的 值分别为
、

和
,

抗性倍数分别为 倍
、

倍
、

倍
,

抗性减退十分迅速
,

至 。后
,

已

不明显
,

其敏感性基本恢复
。

种群和 品系对灭多威的灵敏性

相 对 较 低
,

品 系 。 值 为
,

的 为
,

抗性倍

数 为 倍
,

至 。, 。 为
,

抗性倍数为 倍
,

这表明抗性倍数

不高
,

但较稳定
,

抗性产生之后
,

敏感性恢

复又较为缓慢 表
。

表 小菜蛾自然种群在无毒饲养条件下

对灭多威的抗药性监测

虫 种
及世代

毒力回归方程 。 抗 性

倍 数

相关系

数

一

一 石

另

表 小菜蛾自然种群在无毒饲养条件下

对抓戊菊酉旨的抗性监测

虫种及世代
毒力回归方程

二

抗 性

倍 数

相关系

数
互

。

十 ,

品

名

石

夕

飞

品系凡耳
‘

乓凡

对 亚 胺 硫 磷
,

品 系 , 。 值 为

小菜蛾 自然种群对 种农药抗性消失

曲线比较

由图 可知
,

品系对氰戊菊醋的敏感

性最高
,

亚胺硫磷次之
,

灭多威最低
,

表明

小菜蛾对 种药剂的敏感性存在差异
。

种群 对氰戊 菊酷的抗性最强
、

亚胺硫磷 次

一 一



之
、

灭多威最弱
。

在无药剂选择压力下
,

抗

性消失速度 以亚胺硫磷最快
,

灭多威最慢
。

对于氰戊菊酷和亚胺硫磷
,

有高抗性的小菜

蛾种群在消除药剂选择压之后
,

经过 一

代即可恢复其敏感性
。

夕
灭多成

佩戊菊幽

” ,

几 一 一 ” 品系

图 小菜蛾抗药性消失曲线

讨论

从昆虫抗药性品系的选育及抗药性消失

动态研究结果看
,

昆虫抗药性产生
、

发展与

减退消失是一个可逆的生化过程
。

在寻求害

虫抗性治理对策时
,

可以采用在 一定地区
,

一定时间内暂停使用某种 类 药剂
,

换用

其它不 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
,

,
。

待害虫

抗药性基本消失之后
,

可重新使用原来药剂

进行防治
。

武汉地区小菜蛾每年发生 一

代
,

如果 一 年内暂停使用菊酷类
、

有机

磷类农药
,

小菜蛾对其抗性将可能消失
,

再

利用之
,

则可能获得理想防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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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页

中试及示 范推广结果

一 年粤星在南海
、

从化
、

花都

和鹤 山等地进行生产试验
,

面积达
,

试验结果
,

粤星表现出良好的丰产性
、

抗病

性
,

平均 产 量达 一
,

产

值 一 元
,

高产 的 以上
,

产值超 万 元
。

一 般青 枯病
、

病 毒病很少 发

生
。

早熟从播种至初收约 天
,

耐热
,

耐雨

水
,

果实 品质优 良
,

符合市销
、

南菜北运和

外贸出口要求
。

年秋在南海官窑镇种植
,

表现很好
,

被省科委及该镇政府列

为
“

星火
”

项 目品种
。

至 年底
,

粤星 已在

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海南示范推广 , 以

上
,

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

特征特性及栽培要点

特征特性

粤星为一代杂种
,

属 自封顶类型
。

株高

一
,

花期集中
,

坐果率高
,

果实

卵圆形
,

外形美观
,

平均单果重
,

青果

微绿肩
,

成熟果颜 色鲜红且有光泽
,

浅果

沟
,

果肉厚
,

有 一 心室
,

果实较

硬
、

耐贮运
、

畸形果少
、

抗裂性强
。

栽培要点

育好壮 苗 每 大 田需播种量

约
,

注意适当密植
,

及时疏苗
、

炼苗
。

施足基肥
,

及 时追肥 该 品种 为 自

封顶类型
,

生长期短
,

生产量大
,

故需要充

足的基肥
。

在第二穗花坐果后
,

要及时重施

追肥
,

以满足果实生长的需要
。

适 当疏 果 一 般每花序 留 个 果
,

全株留 一 个果
。

适期播种 平原地 区 春季 栽培播期

为 月下旬至 月
,

夏秋栽培为 月下旬至

月
,

高寒山区 至 月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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