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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剂控制黑胸散白蚁群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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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胸散白蚁
6+4-7#'-4+$8+3 7*-%+%3-3

是危害名木古树的重要害虫! 在其主要灭治药物%%%灭蚁灵饵剂被禁止

使用的情况下! 为了寻找效果良好的黑胸散白蚁防治饵剂! 在江苏南京和安徽合肥的郊区林地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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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虫胺杀白蚁饵片防治黑胸散

白蚁的效果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在林地内黑胸散白蚁离巢活动的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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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铃脲饵剂对黑胸散

白蚁巢群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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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灭杀效果! 将
!

个巢群全部消灭所需的饵剂数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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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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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巢群个体

全部死亡所需要的时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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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虫胺杀白蚁饵片只能杀灭部分黑胸散

白蚁巢群! 且将在近年内被淘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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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是世界性的害虫! 利用毒饵控制其巢群是减少其危害的重要措施" 对利用毒饵灭治白蚁而言!

最重要的是白蚁能被毒饵吸引并前去取食! 只有这样毒饵才能发挥它对白蚁的灭治作用" 因此! 在白蚁

防治工作中! 选择好饵剂就显得至关重要" 黑胸散白蚁
!"#$%&'$#"()"* %+$,",*$*

属等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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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白蚁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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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白蚁属! 是
2/31)*

在
"45!

年定名发表的
"

个蚁种! 模式产地在四川省宜宾市" 黑

胸散白蚁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北京# 天津# 西安市危害房屋木结构和古树名木! 是长江流域及其

以北诸省$

67!8

以南%的主要害虫之一&

"

'

" 长期以来! 白蚁防治工作者一直用灭蚁灵饵剂来防治黑胸散

白蚁" 然而! 灭蚁灵是一种可持续有机污染物" 为了减少可持续有机污染物的排放!

977"

年
#

月
9!

日

全球
47

多个国家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9776

年
""

月
""

日! (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 为了履行(公约)义务! 中国已在白蚁防治行业全面禁止灭蚁灵等可持

续有机污染物的应用" 然而! 中国登记注册的灭蚁灵替代药物较少! 而且这些药物在生产上应用的时间

也非常短" 为了从中挑选适合生产上大面积用于黑胸散白蚁巢群控制的白蚁防治饵剂! 我们在江苏南京

和安徽合肥的林地内! 对替代灭蚁灵饵剂的
6

种主要白蚁防治饵剂进行了现场防治效果研究"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饵剂

分别为
#:7 ;

*

<;

"=氟铃脲杀白蚁饵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生产%!

=:7 ;

*

<;

"=氟啶脲杀白蚁浓饵剂$美

国恩斯特克斯公司生产%!

=:7 ;

*

<;

"=杀铃脲饵剂$中国广东科健白蚁虫害防治有限公司生产%!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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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虫胺杀白蚁饵片$中国江苏省常州晔康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生产%" 上述药剂的浓度均是有效成分与基饵

的质量分数"

!"#

供试白蚁

供试白蚁为黑胸散白蚁的野外自然种群"

!"$

供试材料

=:!:=

供白蚁染色的染料 用于白蚁标记染色的染料有
5

种! 分别是中性红和尼罗蓝
?

" 这
5

种染料均

从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购买获得"

=:!:5

用于白蚁活动监测的装置 为了监测野外黑胸散白蚁种群的活动! 利用框口大小为
@ A0 # =!

A0

! 高
=! A0

的方形的塑料框作为监测站" 这种监测站内部具有
5

个体积相等的腔室! 每个腔室的外

壁各有
=>

个正方形开口 $开口边长为
=:7 A0

%" 每个腔室内分别放有
6

块马尾松
-$,&* ).**/,$.,.

木块!

规格为
5:# A0 # 5:# A0 # =7 A0

"

!"%

试验方法

=:6:=

试验地点 为了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试验分别在江苏省和安徽省进行" 江苏省的试验点设在

南京市中山陵风景区的杉栎混交林内! 安徽省的试验点设在合肥市蜀山风景区的松杉混交林内" 中山陵

风景区位于南京市区的南部! 试验点设在风景区西南角的林地内" 该地环境幽静! 植被茂密! 以杉木

0&,,$,1+.)$. '.,%"/'.#.

和麻栎
2&"(%&* .%&#$**$).

为主! 非常适宜散白蚁的生存! 大部分树桩内栖息有

散白蚁巢群" 合肥市蜀山风景区位于市区的西部! 试验点设在蜀山的北麓! 该地风景优美! 树木葱葱!

以马尾松和杉木为主! 非常适合散白蚁的栖息与发生! 几乎每个树桩内都有散白蚁栖息"

=:6:5

白蚁巢群活动距离和个体数量的确定 在有白蚁栖息的树桩周围以
#7 A0

的间距埋设监测站" 监

测站竖直埋设在距地面约
# A0

深处的土壤中! 每个监测站的四周用土塞紧! 便于周围的白蚁自由进入"

埋设过程中! 每个监测站的上方均用一块塑料布覆盖! 一方面避免雨水渗进监测站影响白蚁对饵木的取

食! 另一方面便于对进入监测站内的白蚁进行检查" 每个栖息有黑胸散白蚁巢群的树桩周围各埋设
!5

个监测站" 监测站埋好后! 用示意图对每个巢的监测站埋设方式进行记录! 以方便后续检查时查找" 每

个月对监测站内的白蚁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时! 如果同一树桩周围
#

个以上的监测站内都有白蚁进

入取食! 则将距树桩最近处的
=B5

个监测站内的所有白蚁收集起来! 在室内于培养皿内用浸有
7:#C

尼

罗蓝
?

溶液或
7:#C

中性红溶液的滤纸对白蚁进行染色标记处理! 标记处理的白蚁至少可以保持
=# 1

不

会失掉颜色&

9

'

" 所有白蚁被染色标记后! 对其数量进行统计" 然后! 将这些已计数的染色白蚁放回原监

测站内"

D 1

后! 将树桩周围所有监测站内的白蚁收集起来! 统计它们的数量以及这些白蚁中带有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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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白蚁数量! 同时将含有染色标记白蚁的监测站位置记录在示意图上" 回到实验室后! 根据具有染

色标记白蚁的监测站位置计算白蚁巢群的最大离巢活动距离" 同时! 根据标记
!

重捕技术估算种群数量

公式
!"#!$%&

来推测黑胸散白蚁巢群的个体总数#其中$

!

为巢群个体总数的估算值!

#

为染色标记的

白蚁数!

$

为
& '

后收集的白蚁总数!

&

为收集的白蚁中染色标记的白蚁数%

&

(

'

"

#)$)(

白蚁饵剂的应用 白蚁巢群个体数量测定工作完成后! 对各巢群进行饵剂处理" 处理时! 将有白

蚁取食的一个监测站内的所有木块连同白蚁一起全部取出! 然后将称好质量的某种饵剂放在监测站的腔

室内" 用塑料布覆盖监测站前! 将取出木块内的所有白蚁释放到监测站内的饵剂表面" 施饵剂时! 每个

巢群至少留下
#

个有白蚁活动的监测站不施饵剂! 用于观察巢群白蚁是否已被所施放的饵剂消灭" 应用

饵剂后! 每隔
#

个月检查饵剂的消耗情况和对照监测站内白蚁的活动情况" 检查时! 如果饵剂已被巢内

白蚁全部取食完但监测站内仍有许多白蚁活动! 则在原先施放饵剂的监测站内继续施放已称好质量的同

种饵剂" 如果应用饵剂的那个巢的所有监测站内连续
(

个月均没有白蚁活动! 而对照巢的监测站内仍有

许多白蚁活动时! 说明应用的饵剂已将该巢白蚁全部消灭" 此时! 结束试验工作" 试验工作结束后! 将

同巢所有监测站内剩余的饵剂收集在一起! 放在室内晾干至自然含水率! 然后称量! 用投放的饵剂总量

减去剩余的饵剂量作为每巢白蚁所消耗的饵剂量"

!

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在林地内黑胸散白蚁离开巢群到外觅食的距离比较近" 在试验的
(%

个白蚁巢群中!

离巢觅食最远的也仅为
!)#% *

(表
#

%! 巢群的白蚁个体数量为
#& $!!+#,- &(#

头! 平均为
&( $,#

头(表

#

%" 在供试的
$

种饵剂中! 黑胸散白蚁巢群对
%)- .

)

/.

"0氟虫胺饵剂的取食量最少! 为
0"+&" .

)巢群"0

!

平均量为
(&)0 .

)巢群"0

* 对
0)" .

)

/.

"0杀铃脲饵剂的取食量居次! 为
,"+0"" .

)巢群"0

! 平均为
-!), .

)巢

群"0

* 对
,)" .

)

/.

"0氟铃脲饵剂的取食量排在第
(

位! 为
("+0," .

)巢群"0

! 平均为
1()2 .

)巢群"0

* 对
0)%

.

)

/.

"0氟啶脲饵剂的取食量最多! 为
$,+0-% .

)巢群"0

! 平均为
0%&)1 .

)巢群"0

+ 这一方面说明
0)% .

)

/.

"0

氟啶脲饵剂对黑胸散白蚁具有更好的适口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消灭一巢黑胸散白蚁所需要的
0)% .

)

/.

"0

氟啶脲饵剂量比其他
(

种饵剂要多" 另外! 在检查过程中还发现! 应用
%)- .

)

/.

"0氟虫胺饵剂的部分监

测站内虽然没有发现黑胸散白蚁的活动! 但同巢没有应用
%)- .

)

/.

"0氟虫胺饵剂的其他监测站内仍有一

些黑胸散白蚁活动! 说明
%)- .

)

/.

"0氟虫胺饵剂对黑胸散白蚁可能具有较强的驱避性" 另外!

!$

个应用

饵剂防治的黑胸散白蚁巢群中! 应用
,)% .

)

/.

"0氟铃脲饵剂,

0)% .

-

/.

"0氟啶脲饵剂和
0)% .

-

/.

"0杀铃脲

饵剂分别灭治的
0&

个巢群均已被饵剂全部消灭! 从应用饵剂开始至整巢白蚁死亡所需要的时间为
0,!+

(2, '

* 而应用
%)- .

-

/.

"0氟虫胺饵剂防治的
&

个黑胸散白蚁巢群中! 仍有
$

个巢群没有被消灭! 说明这

种饵剂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消灭所处理的黑胸散白蚁巢群+

(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 在林地内黑胸散白蚁巢群的取食活动范围为
%)0,+!)0% *

!

0

个巢群的个体数量为

0& $!!+0,- &(0

头+ 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生产的
,)% .

-

/.

"0氟铃脲杀白蚁饵剂是一种效果良好的黑胸散白

蚁防治饵剂! 平均应用饵剂
1()2 .

-巢"0的情况下! 在
0,!+(%, '

时间内可将整巢黑胸散白蚁全部消灭+

美国恩斯特克斯公司生产的
0)% .

-

/.

"0氟啶脲杀白蚁浓饵剂对黑胸散白蚁具有良好的适口性! 在平均应

用饵剂
0%&)1 .

-巢"0的情况下! 可在
0,!+(2, '

的时间内消灭整巢的黑胸散白蚁+ 广东科健白蚁虫害防

治有限公司生产的
0)% .

-

/.

"0杀铃脲饵剂对黑胸散白蚁的毒性比
,)% .

-

/.

"0氟铃脲杀白蚁饵剂和
0)% .

-

/.

"0

氟啶脲杀白蚁浓饵剂都要强! 它杀死整巢黑胸散白蚁平均只需
-!), .

-巢"0的饵剂! 但致死整巢白蚁仍需

要
!$$+(%, '

+ 常州晔康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 .

-

/.

"0氟虫胺杀白蚁饵片对白蚁的适口性较差!

且存在一定的驱避性! 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只能消灭部分的黑胸散白蚁巢群+ 我们认为! 出现这种情况的

主要原因$ 一是这种饵剂容易长霉! 导致白蚁拒绝取食饵剂* 二是可能饵剂中的药物混配不匀! 导致部

分饵剂内的药物浓度太高! 而使得白蚁远离饵剂+

氟铃脲, 氟啶脲和杀铃脲是昆虫生长调节剂类化合物! 对环境和人类非常安全! 适宜于城市环境特

别是园林绿化中使用&

$

'

+ 有研究表明! 将
,)% .

-

/.

"0氟铃脲饵剂供给白蚁
'()*+,-*)(.&(/ 0(/1(.,/

取食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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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黑胸散白蚁巢群的活动距离! 个体数量与饵剂防治效果

$%&'( " )*+,-,+. /,0+%1*(

!

,1/,-,/2%' 123&(4 %1/ &%,+ *51+45' (66(*+0 56 !"#$%&'$#"()"* %+$,",*$* *5'51,(0

试验地点 巢群编号 最远取食距离
73

巢群个体数 饵剂种类 饵剂消耗量
78

巢群灭亡所需时间
7/

南京
" "9:: #" ;;<

氟啶脲
=: !:#

南京
> "9<: ""! ?"@

氟啶脲
"!: !:#

南京
! >9": "#< ?!"

氟铃脲
"#: !:#

南京
; "9;# ""? !#:

氟虫胺
#:

未消灭

南京
# :9@# #; #?:

氟虫胺
># !:#

南京
@ :9!: ;! <?#

氟铃脲
<: !:#

南京
? :9## !? <==

氟啶脲
;# "#>

南京
< "9:# #< "">

对照
:

南京
= :9"# #> <@=

杀铃脲
#: >;;

南京
": :9"# "= >;#

氟铃脲
;# "#>

南京
"" :9#: "? ;>>

氟虫胺
":

未消灭

南京
"> "9## #" :#<

对照
:

合肥
" "9<: ?; ?==

氟啶脲
":: !@#

合肥
> "9!: "": ;;

氟啶脲
">: !@#

合肥
! "9@# @# "@<

氟啶脲
"<: >?;

合肥
; "9!: ""? <;?

氟铃脲
"!: !:#

合肥
# :9=: @< >#@

氟铃脲
":: !:#

合肥
@ "9<: ;@ ?:!

对照
:

合肥
? "9!: =; @==

杀铃脲
<: >?;

合肥
< "9#: @< ?=<

对照
:

合肥
= "9@: =# @;>

杀铃脲
":: !:#

合肥
": "9>: ":< =@!

杀铃脲
":: !:#

合肥
"" "9<: #< =;=

氟虫胺
># !!#

合肥
"> "9?: ">! @!>

氟虫胺
#:

未消灭

合肥
"! "9": #" ?>#

氟虫胺
!:

未消灭

合肥
"; "9=: ;" #:"

对照
:

合肥
"# :9=# ">? ==<

氟虫胺
?: !!#

合肥
"@ :9<: ;! ;;"

氟铃脲
!: >"!

合肥
"? :9## #> ;?#

氟啶脲
=: !!#

合肥
"< "9:: !; >?"

对照
:

饵剂中的氟虫铃会迅速在工蚁体内累积并引起工蚁产生中毒反应!

;# /

后巢群内
=@A

的工蚁会死亡"

#

#

$

用
#9: 8

%

B8

!"氟铃脲饵剂防治危害建筑物的北美散白蚁
!"#$%&'$#"()"* -'./$0"*

时! 可在
;!":

个月内消灭

整巢的北美散白蚁 "

@

#

$ 日本的研究也发现!

"

个工蚁数大于
!:

万头的栖北散白蚁
!"#$%&'$#"()"* *0"(.!

#&*

巢群! 在取食了相当于
!! 38

氟铃脲原药的饵剂后! 巢群内所有个体在
=

个月内全部死亡了"

?

#

$ 另外

的研究也发现!

"9: 8

%

B8

!"氟啶脲饵剂对其他散白蚁也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林爱寿等"

!

#的研究表明! 当
"

个黄胸散白蚁
!"#$%&'$#"()"* -'./$%"0*

巢群取食
!#: 8

以上的
"9: 8

%

B8

!"氟啶脲饵剂时! 巢群所有个体会

在
!C<

个月内全部死亡$ 不过!

D0&4,1B

等 "

<

#在美国新奥尔良所做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面积为
"@

万
3

>

的区域里! 利用
#9: 8

%

B8

!"氟铃脲饵剂将大部分北美散白蚁巢群消灭! 需要将近
! %

的时间$ 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 昆虫生长调节剂类饵剂对散白蚁巢群具有良好的灭杀效果! 但消灭
"

个散白蚁巢群不仅需要

较多的饵剂量! 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短的
>C!

个月! 长的
" %

以上"

=

#

($

氟虫胺是一种能量代谢抑制剂! 对德国小蠊
1'.##"''. 2"().,$%.

! 小黄家蚁
34,4)4($&) 0+.(.4,$*

和

多种白蚁'如台湾乳白蚁) 黄胸散白蚁) 黑胸散白蚁等(具有较高的毒性$ 刘文军等 "

":

#的试验结果表明

&

:9# 8

%

B8

!"和
:9< 8

%

B8

!"氟虫胺饵剂对黄胸散白蚁具有良好的毒杀效果! 两者在室内致死全部供试白蚁

的时间分别是
"! /

和
= /

$ 在野外应用
:9< 8

%

B8

!"氟虫胺饵剂防治台湾乳白蚁
540#4#"()"* -4()4*.,&*

和

阮冠华等& 饵剂控制黑胸散白蚁群体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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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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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胸散白蚁巢群的试验结果表明! 灭杀
&

个台湾乳白蚁巢群平均需要
'&(! )

的
%(* )

"

+)

!#氟虫胺饵剂#

平均历时
,*(! -

$ 消灭
#

个黄胸散白蚁巢群平均需要
*(% )

的
%(* )

%

+)

!#氟虫胺饵剂& 平均历时
,% -

'

##

(

)

./

等'

&!

(将氟虫胺饵剂放在监测站内供黑胸散白蚁取食时& 每个黑胸散白蚁巢群平均取食
$'(, 0)

的氟虫

胺后& 其巢群个体数量显著下降) 不过& 也有研究表明'

&'

(

& 氟虫胺杀死白蚁的速度与饵剂中氟虫胺的含

量有关) 当滤纸中氟虫胺分别为
&"

&

&""

和
& """ 0)

%

+)

!&时& 取食滤纸的台湾乳白蚁分别在
&'

&

,

和
'

-

内死亡) 当纸板内氟虫胺为
&"" 0)

%

+)

!&时& 取食这种纸板的台湾乳白蚁工蚁在
&

周内全部死亡) 这

说明氟虫胺饵剂的确是一种效果较好的白蚁防治产品)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氟虫胺虽然被广泛用于德

国小蠊* 小黄家蚁和多种白蚁的防治工作& 但它是一种具有较大健康风险的有机氟类杀虫剂& 为了保障

人类健康& 这种杀虫剂现在已被列入可持续有机污染物第二批淘汰清单'

&$

(

) 因此& 以氟虫胺为有效成分

的产品很快将会在近年内被禁止)

利用饵剂防治白蚁是一种安全* 环保的方法'

&,!&1

(

& 随着区域性白蚁种群控制技术+监测控制技术在

白蚁防治中的进一步应用& 引诱性强* 适口性好的饵剂一定会越来越受到白蚁防治工作者的欢迎& 成为

白蚁防治的首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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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揭牌

H="J

年
#

月
HI

日! 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在诺维萨德大学举行揭牌仪式' 这家孔子学院

由浙江农林大学和诺维萨德大学合作办学! 是继贝尔格莱德大学孔子学院后! 中国在塞尔维亚建立的第

二家孔子学院'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明出席揭牌仪式' 她指出& 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是全球首家以茶文化

传播为特色的孔子学院' 作为塞尔维亚的汉语培训基地! 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的建立将是传播中华文

化的又一个平台! 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省长博扬(帕迪奇说! 伏伊伏丁那省已有数以百计的市民有机会在诺维萨德

大学学习汉语' 他说! 能在自己的国家学到一门如此博大精深的语言! 并有机会了解一个在世界范围影

响深远的人类文明! 是我们人民的幸运' 帕迪奇坚信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不仅能促进诺维萨德

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间的合作! 更会加强伏伊伏丁那省和浙江省在诸多领域的合作'

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周国模指出! 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为中塞两国人民人文交流架起了一座

新桥梁! 通过创办孔子学院! 必将进一步加深两校交流与合作' 他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孔子学院一

定能发展成为诺维萨德乃至全塞人民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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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冠华等& 饵剂控制黑胸散白蚁群体的效果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