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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应用高压静电喷雾器喷施褐煤提取物 (主要成分为腐植酸 , 还含有一些褐煤独有的小分子天然

化合物 ) 对大棚黄瓜瓜蚜进行防治。结果表明 : 在每 667 m2 用量 017～114 L范围内 , 每隔 6～8 d喷 1次褐

煤提取物 , 可有效控制瓜蚜种群的发展 , 且每 667 m2 用量 114 L , 可使大棚黄瓜整个生长期内瓜蚜的种群数

量维持在极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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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for controlling A ph is gossypii Glover of cucumber w ith lignite

extract in greenhou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ignite extract w ith dosage of 1015 - 2110 L ·hm
- 2

which

sp rayed w ith high power electrostatic sp ray system every 6 - 8 day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quantity of

A ph is gossypii Glover. L ignite extract w ith dosage of 2110 L·hm
- 2

can make the quantity of A ph is gossypii

Glover maintain extremely low lever in cucumber grow th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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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蚜 (A ph is gossypii Glover) 是温室大棚主要多发性害虫之一〔1〕。目前生产上常用的防治方法

主要是化学防治〔2〕。化学防治在控制蚜虫为害的同时 , 不仅污染环境 , 而且影响农产品安全。如

何控制蚜虫的为害 , 同时解决农药残留成为黄瓜生产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3〕。

本试验材料是以褐煤的萃取物加工而成 , 主要成分是腐植酸 , 还含有一些褐煤独有的小分子

天然化合物。腐植酸类物质可以提高植物的抗逆性和植物品质 , 常用作植物叶面肥、土壤改良剂、

农药增效剂以及残留农药有效降解剂等 , 在农业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4 - 6〕。但目前腐植酸的研

究侧重于腐植酸与农药、化肥的复配使用 , 将腐植酸作为增效剂的较多〔7 - 9〕
, 而单独使用腐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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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杀虫杀菌剂的较少。

腐植酸具有显著的抗病作用〔10〕。业已证明 , 单独使用腐植酸 (盐 ) 可以影响作物的一系列生

理生化指标 , 通过促进光合作用 , 提高作物体内物质的合成、运输和积累 , 从而增强作物抗病虫

害的能力〔11〕
, 但有关直接应用褐煤提取物防治害虫的报道较少。本试验研究了液态褐煤提取物对

大棚黄瓜瓜蚜的防治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三元农业科技园内 , 为 60 m ×6 m的塑料大棚。前茬为叶菜

类与马铃薯种苗培育地 , 蚜虫为害严重。周围为玉米和蔬菜地 , 虫源丰富。试验地土壤为潮土 ,

土质较粘重。大棚棚龄 4～5 a, 土壤未出现次生盐渍化。

112　试验材料

供试黄瓜品种为春光 2号 (北京裕农蔬菜园艺研究所育成 )。2007年 3月 10日育苗 , 4月 25

日移栽 , 采用吊蔓栽培 , 每畦双行 , 地膜覆盖 , 侧沟灌溉。常规管理 , 单蔓整枝 , 隔节留瓜。

15 %褐煤提取物由美国 W est Nutrient Company公司提供。高压静电喷雾器 TEPEC - SP1由北京泰

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 以电晕放电方式给雾滴荷电。

1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 3个处理 : 清水、褐煤提取物 017 L· ( 667 m2 ) - 1、褐煤提取物 114 L· (667 m2 ) - 1 ,

每处理 3次重复 , 随机区组排列。5月 19日第 1次喷雾 , 每隔 6～8 d喷 1次 , 共喷 5次。喷雾

时 , 不同试验小区之间以塑料薄膜隔离。喷雾 24 h后调查每株蚜虫数。

114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Version 1510 forW indow s) , 采用 Sigma p lo t 1010软件

进行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1　褐煤提取物对瓜蚜种群动态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 , 褐煤提取物能够明显抑制瓜蚜种群的发展 (图 1)。在黄瓜生长的早期 , 越冬

瓜蚜从棚外迁入棚内 , 建立种群 , 基数低 , 不同处理之间单株蚜虫数没有显著差异。黄瓜生长中

后期 (6月 2日后 ) 清水对照小区瓜蚜种群数量激增 , 单株蚜虫数超过 400头 , 叶片开始出现卷

曲等明显受害状 , 而褐煤提取物处理小区单株蚜虫数显著减少 , 尤其每 667 m2 喷施 114 L的处理 ,

单株蚜虫数一直低于 13头 , 整个生长季没有对黄瓜造成危害。

212　褐煤提取物对瓜蚜的防治效果

SPSS统计分析表明 (图 2) , 每 667 m2 喷施 017、114 L褐煤提取物的两处理均与清水对照差

异显著 , 每 667 m2 喷施 017、114 L褐煤提取物的两处理之间差异也达到显著水平。增加褐煤提取

物用量能显著提高对瓜蚜的控制效果。尤其是每 667 m2 喷施 114 L褐煤提取物的处理 , 瓜蚜种群

数量一直处于低水平抑制状态 , 整个生长季没有对黄瓜生长造成不良影响。

213　褐煤提取物对瓜蚜虫株率的影响

由图 3可知 , 黄瓜生长前期瓜蚜处于侵入和定殖期 , 虫株率比较低 ; 黄瓜生长后期 , 瓜蚜种

群开始扩散 , 虫株率增加 , 3个处理之间具有相似的动态变化趋势 , 喷施褐煤提取物对瓜蚜虫株

率没有显著的控制作用。黄瓜瓜蚜虫株率的动态变化主要与种群发展规律和采样时间有关〔1〕。

SPSS统计分析表明 , 褐煤提取物处理对黄瓜瓜蚜虫株率没有显著影响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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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以高压静电喷雾装置在黄瓜生长初期每隔 6～8 d喷施 1次褐煤提取物可以有效控制瓜蚜种群

发展 , 尤其每 667 m
2 用量 114 L , 可使大棚黄瓜整个生长期内瓜蚜的种群数量维持在极低水平。

喷施褐煤提取物对黄瓜瓜蚜虫株率没有显著影响。瓜蚜属于典型的 r型对策害虫 , 在大棚条

件下种群发展迅速 , 因此必须定期喷施 , 避免种群暴发成灾。

静电喷雾与常规喷雾相比 , 具有沉降率高、飘散少、分布均匀、穿透深度大等特点 , 可使害

虫的击倒速率和击倒率提高数倍〔12〕。在日益关注农药残留的今天 , 静电喷雾技术愈来愈受到关注

和发展〔13〕。腐植酸作为常用叶面肥在生产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采用高压静电喷雾技术喷雾液态

腐植酸 , 不仅起到了增施叶面肥的作用 , 而且还能够有效控制瓜蚜的种群发展 , 从而避免杀蚜剂

的使用 , 对于提高黄瓜产量和品质也起到积极作用。高压静电喷雾对于其他害虫是否也有控制作

用 , 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腐植酸类产品曾经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 但并没有引起更广泛的关注。目前 , 在国际

上有机食品日渐盛起时 , 对腐植酸防治植物病虫害的特性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我国腐植酸

资源丰富 , 充分发挥腐植酸资源在植物病虫害控制方面的作用 , 对于促进我国食品安全将会起到

积极作用〔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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