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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马尾松毛虫对溴氰菊酯和敌百虫等 2种杀虫剂的敏感毒力基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明:敌百虫和溴氰菊酯对马尾松毛虫的致死中量 LD50 分别为 0.218 1 μg·g
-1
和 1.246 1×10

-4

μg·g
-1
, 其 b值分别为4.8和4.9。由于 b值远大于1 , 说明供试马尾松毛虫种群对这2种药

剂的异质性小 , 敏感性好 , 测得结果可作为相对敏感毒力基线 。表 1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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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尾松毛虫(Dendrolimus punctatus)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性大害虫 , 仅浙江省就有 50个县 (市)发

生危害 , 其中严重受害的有 23个县 (市)。近 10 a 来 , 每年发生面积为 4 ～ 7万 hm
2
, 猖獗年度达 13

～ 20万 hm
2
;损失木材计40 ～ 50万 m

3
, 松枝 50万 t。

药剂防治仍然是马尾松毛虫综合防治的重要手段和救急措施。我国使用化学农药防治马尾松毛虫

已有 40 a以上历史 , 各地种群相继产生抗药性 , 导致用药量的不断增加 , 抗药性问题日益突出。及

时掌握不同种群松毛虫对几种常用农药的抗药性 , 指导松毛虫药剂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 保证拟除虫

菊酯类农药在防治中的使用寿命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害虫抗药性测定中 , 马尾松毛虫对敌百虫

和溴氰菊酯2种农药的敏感毒力基线未见报道 。为此 , 我们测定了马尾松毛虫对这 2种农药的相对敏

感毒力基线 , 现作一报道 。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虫源来自未施过测定药剂的马尾松林间越冬代 4龄幼虫 , 其中监测敌百虫的虫源来自浙江省永康

市桥下镇 , 监测溴氰菊酯的虫源来自浙江省黄岩区药山。林间采虫时 , 注意松毛虫的分布情况 , 避免

在一块林地内取虫 , 同时要避免虫体损伤。采虫在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 ℃时的晴天进行 , 此时越

冬幼虫刚刚结束越冬 , 开始取食。采回的幼虫在室内用新鲜马尾松针叶饲养至 5龄中期幼虫 , 供测试

用。选用的体质量幅度为 240 ～ 320 mg
[ 1]
。

饲养条件:气温 (26±1)℃, 相对湿度 70%～ 80%, 光周期 12 ～ 13 h光照及 11 ～ 12 h黑暗。每

天换新鲜马尾松针叶 2次 , 并清除原残存的针叶和粪便 。

1.2　用具和设备

恒温养虫室 , 冰箱 , 分析天平 (感量 10
-4

g), 25 mL及 10mL容量瓶 , 1 , 2 , 5 mL 移液管 , 气相



色谱上用的微量进样器作点滴器 , 每支容量为 1μL , 最小容积为0.01μL , 误差小于 5%;15 cm 直径

培养皿及养虫用具。

1.3　供试药剂

药剂要求纯度在 90%以上 。本研究所用的药剂为:98%溴氰菊酯原粉 , 法国 Roussel-Uclaf公司生

产 , 浙江农业大学提供;90%敌百虫原粉 , 由杭州农药厂生产 , 浙江省农业厅提供;丙酮分析纯 , 市

售。

1.4　测定方法

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鳞翅目幼虫抗药性测定方法
[ 2]
。点滴器为微量进样器 (气相色谱上使

用), 由上海注射器三厂生产 , 每支容量为 1μL , 最小容积为 0.01 μL , 误差小于 5%
[ 3]
。

供试的马尾松毛虫 5龄幼虫先置于 (26±1)℃, 相对湿度 70%～ 80%的环境中 , 用新鲜马尾松针

叶饲养48 h。然后预先测出死亡率为 50%左右的各种药剂质量浓度或剂量。据此 , 再从低到高 (按

等比或等差数列)确定 5个不同质量浓度再进行正式试验。各种药剂均用丙酮稀释
[ 1]
。

测试时将药液点滴于试虫的后胸背面 , 每头虫点滴1 μL。每种药剂5个质量浓度 , 以点滴丙酮为

对照 。每个质量浓度点滴 20头 , 重复 3次。点滴后将试虫置于上述温湿度环境中饲养 , 观察和记录

12 , 24 , 48 h的死亡数 。死亡标准以用毛笔触动虫体完全不动为准 。对照死亡率在 10%以下为有效试

验 , 用Abbott公式求校正死亡率 , 用机率值分析法求得相对毒力回归式 、 LD50 和χ
2
值等

[ 1 ～ 4]
。

2　结果与分析

2.1　马尾松毛虫对敌百虫的相对敏感毒力基线

测定地点和时间:浙江省永康市桥下镇 , 1985年 3月 16日 。敏感品系来源:林区采集 4龄幼虫 ,

饲养至5龄 。测定虫态及方法:5 龄幼虫 , 点滴法 。供测药剂:90%敌百虫原粉 , 杭州农药厂生产。

测定结果:

y =1.168 6+4.799 5 x , χ
2
=2.205 0 , LD50(95%FL)=0.218 0μg ·g

-1
。

2.2　马尾松毛虫对溴氰菊酯的相对敏感毒力基线

测定地点和时间:浙江省黄岩市药山 , 1986年 3月 31日 。敏感品系来源:林区采集 4龄幼虫 ,

饲养至5龄。测定虫态及方法:5龄幼虫 , 点滴法 。供测药剂:98%溴氰菊酯原粉 , 法国 Roussel-Uclaf

公司生产 。测定结果:

y =0.876 4+4.924 3 x , χ
2
=0.128 7 , LD50(95%FL)=1.246 1×10

-4
μg ·g

-1
。

3　结论

敌百虫和溴氰菊酯对马尾松毛虫的致死中量 LD50 分别为 0.218 0μg·g
-1
和 1.246 1×10

-4
μg·g

-1

(表 1), 其 b值分别为4.8和4.9 , 并通过χ
2
检验。由于 b值远大于1 , 说明供测马尾松毛虫种群对 2

种药剂的异质性小 , 敏感性好 , 测得的结果可用作相对敏感毒力基线
[ 4 ～ 7]

。

表 1　马尾松毛虫对 2种杀虫剂的相对毒力敏感基线
Table 1　Toxicity base lines of Dendrolimus punctatus to two insecticides

品系 测定药剂 测定时间 毒力回归线 LD50/(μg· g-1) χ2

黄岩药山 溴氰菊酯 1986-05 y = 0.856 4+4.924 3 x 1.246 1×10-4 0.128 7

永康桥下 敌百虫 1985-03 y = 1.168 6+4.799 5 x 0.218 0 2.205 0

害虫抗药性是害虫防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我国害虫的抗药性呈上升趋势 。菊酯类农药因其高效

低毒而在各地森林害虫防治中被广泛使用 , 致使害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 , 一些品种已

在许多地区丧失了防治的应用价值 。因此 , 开展大范围的抗性监测的预报 , 以及开展抗性治理的研究

和示范是我们今后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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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xicity base lines of Dendrolimus punctatus

to several insec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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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toxicity base lines of Dendrolimus punctatus to two insecticides , i.g.

trichlorphon and deltamethri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lopes of the log dosage probit mortality lines of

Dendrolimus punctatus to trichlorphon and deltamethrin were 4.8 and 4.9 respectively , much larger than 1 ,

which explained that the populations with less heterogeneity.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results of toxicity test of

trichlorphon and deltamethrin to Dendrolimus punctatus can be used as toxicity base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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