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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生物农药对菜青虫的田问药效筛选试验 
苟贤玉 ，林双喜 ，丁志宽 ，李 瑛 ，于淦军 ，张 芳 

(1．江苏省东台市植保植检站，224200；2．江苏省植物保护站，210036) 

摘要：以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为对照药剂， 

研究O．6％楝素乳油、1％虫菊·苦参碱微囊悬浮剂、 

0．3％苦参碱水剂和16 000IU／mgBt可湿性粉剂4种 

生物药剂在田间对菜青虫幼虫的防治效果，以筛 

选出理想的生物农药。结果表明：0．3％苦参碱水剂 

500倍液在施药1 d、3 d、5 d、10d后的防治效果 

分别达到92．61％、95．79％、97．27％和92．24％，显 

著好于其他几种生物药剂，具有速效性强、持效期 

长、成本低、污染小等特点，可在无公害蔬菜生产 

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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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青虫(Pieris rapae L．)是东台市十字花科蔬菜 

的主要害虫之一，二代 (主害代)菜青虫在东台连 

年大发生，对十字花科蔬菜生产威胁极大。目前防 

治菜青虫的药剂较多，但主要以化学农药为主。近 

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产品生产安全要求的提高，以 

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蔬菜的质 

量和品质也越来越重视，这就要求在蔬菜病虫害的 

防治上一定要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因此， 

生物农药成为今后蔬菜病虫害防治的一大趋势。目 

前，应运而生的生物农药种类较多，为了明确生物 

农药对害虫的防治效果，根据江苏省植物保护站的 

统一安排，东台市植保植检站于2011年开展了苦参 

碱等几种生物农药防治菜青虫的田间药效试验，筛 

选出了理想的生物农药，对菜青虫的无公害防治具有 
一 定的指导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长青村一菜农 

的甘蓝田内进行。试验地土壤为微碱性砂壤土，肥 

力中等。施药时田间菜青虫处于1龄、2龄幼虫期， 

虫龄比较整齐。于2011年 5月 21日17时后施药， 

药后25 h遇小雨，降水量为 8 mm；药后4 d有一 

次少量降雨，降水量仅为 1 mm；试验期间总降水 

量为9mm。 

1．2 试验材料 

1．2．1 供试药剂 

0．6％楝素乳油 (九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1％虫菊·苦参碱微囊悬浮剂 (云南省玉溪山水 

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0．3％苦参碱水剂 (姜 

堰市兴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6 000 IU／mg Bt可湿 

性粉剂 (扬州绿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4．5％高效氯 

氰菊酯乳油 (对照药剂，江苏华裕农化有限公司)。 

1．2．2 防治对象 

菜青虫。 

1．2．3 供试作物品种 

平包甘蓝京丰一号。 

1．3 试验方法 

1．3．1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9个处理：(1)0．6％楝素乳油333倍液 

(667 rn2药剂量150mL)；(2)0．6％楝素乳油250倍液 

(667 rn2药剂量200mL)；(3)1％虫菊 ·苦参碱微囊 

悬浮剂1 250倍液 (667m 药剂量40 mL)；(4)1％ 

虫菊 ·苦参碱微囊悬浮剂1 000倍液 (667 m 药剂 

量50mL)；(5)0．3％苦参碱水剂500倍液 (667 rn2药 

剂量100mL)；(6)O．3％苦参碱水剂400倍液 (667 m2 

药剂量125 mL)；(7)16 000 IU／mg Bt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 (667 m 药剂量25 g)；(8)4．5％高效氯 

氰菊酯乳油 (对照药剂)1 667倍液 (667 m 药剂 

量30mL)；(9)清水对照 (CK)。每处理重复3次， 

基金项目：江苏省农业三项工程资助项目 (编号SX(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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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7个小区，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 3O m2(对 

照区面积15 m )。试验采用卫士WS．16P喷雾器 (喷 

孔直径0．7 1TIn1)手动均匀喷雾，每小区药液量2．25 

(667 mz药液量50 kg)。 

1_3．2 调 查方法 

施药前调查菜青虫基数，施药后1 d、3 d、5 d、 

10 d分别调查害虫幼虫数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校 

正防效 ，计算公式如下： 

虫 口减退率 (％)= 
药前基数 (头)一药后基数 (头) 

药前基数 (头) ×100 

处理虫 口减退率(％)一对照虫口减退率(％) 
校正防效 (％)=— —  1一对照虫口减退率 (％) ×100 

具体调查方法为：每小区取3个点，每点2株， 

挂牌定株进行调查，记录各小区幼虫数量，计算虫 

口减退率及防治效果，并采用Duncan新复极差法分 

析各处理的差异性。试验期间注意观察各处理甘蓝 

的生长情况，看有无药害发生。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处理药剂的安全性 

田间观察发现，各处理区甘蓝的生长情况和对 

照区相比无明显差异，未发现药害症状，说明供试 

药剂对甘蓝生长安全无害。 

2．2 各处理药剂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供试药剂对菜青虫均具有一定的 

防治效果，以0．3％苦参碱效果最好，0．3％苦参碱 

水剂 500倍液和400倍液药后 1 d的防治效果分别 

为 92．61％和94．67％，与对照药剂无显著差异，但极 

显著好于其他几种药剂；药后3 d的防治效果均在95％ 

以上，与对照药剂96．66％防效相当，极显著好于其他 

几种药 药后5 d的防治效果分别为97．27％、99．12％， 

均好于对照药剂94．92％的防效，且极显著好于其他几 

种药剂；药后10 d的防治效果分别为92．24％、96．03％， 

极显著好于对照药剂和其他几种药剂的防效。0．6％楝 

素、1％虫菊 ·苦参碱和 16000IU／mgBt3种药剂5个 

处理的防治效果一般，药后4次调查的防治效果均在 

80％以下，显著低于对照药剂。 

在药后4次调查中，0．6％楝素乳油333倍液和250 

倍液之间的防治效果无显著差异，其中药后3 d的防 

治效果最好，分别为56．96％和62．51％；1％虫菊 -苦 

参碱微囊悬浮剂l 250倍液和1 000倍液之间的防治 

效果也无显著差异，也是药后3 d防治效果最好，分 

别为 7O．31％和 78．86％；16 000 IU／mg Bt可湿性 

粉剂 2 000倍液药后 1 d的防效仅为36．25％，药后 

3 d和 5d防治效果分别上升到70．77％和73．21％，药 

后10d的防治效果仍有66．84％，持效期较长。见表1。 

3 小结与讨论 

3．1 田间药效试验表明，0．3％苦参碱水剂对菜青虫 

有良好的防治效果，每667 m2用100 mL和125 mL， 

10 d内的防治效果稳定在90％以上，可在无公害蔬 

表1 各处理对菜青虫的防治效果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o【=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0．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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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专用催熟剂对番茄品质的影响 
曹艳会，马朝喜 

(河南省济源市农业局，459000) 

摘要：使用番茄专用催熟剂在绿熟期和白熟期 

对番茄果实进行催熟处理，研究番茄专用催熟剂 

对番茄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与自然成熟的果实 

相比，番茄专用催熟剂对果实中VC、茄红素、TSS、 

总糖、滴定酸含量的影响不大，且能使番茄果实提 

早成熟上市，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番茄；专用催熟剂；营养品质 

番茄生产 匕普遍使用乙烯利作为催熟剂，用来促 

进果实早熟，提前采收，提高经济效益。然而乙烯利 

的催熟效果不是绝对的，使用不当会造成果实着色不 

匀，降低商品性，同时造成植株矮小、早衰、叶片发 

黄以及落花、落果等现象。为此，笔者用3年时间(21307 
— 2009年)着重研究了番茄专用催熟剂——将军令， 

以期平衡供给番茄成熟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实现高 

产优质，提高番茄商品性状和经济效益。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选用济源市农科所蔬菜室研究开发的 “济粉5 

号”番茄作为供试品种，该品种属中早熟、无限生 

长型，幼果绿白色，成熟果实粉红色，风味酸甜， 

品质优；番茄专用催熟剂将军令由生物技术研究室 

提供。 

1．2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10年在济源市裴村赵伟峰的番茄温 

室内进行，试验地土质为黏土，肥力中等。9月20 

日在露地网棚育苗，10月28日定植于温室。采用宽 

窄行定植，宽行 90 cm，窄行60 cm，株距 30 cm， 

每行栽20株，试验期间进行正常田间管理。 

取温室中间6畦作为试验小区。试验设2个处 

理，3次重复，每小区各取 10株进行处理，共 60 

株，其余植株为保护株。 

1．3 处理时间与方法 

分别在番茄果实的绿熟期和白熟期进行催熟处 

理。当番茄果实进入绿熟期，直接用毛笔蘸取番茄 

专用催熟剂原液点果柄，防止原液滴在果实上，并 

设自然成熟 (用毛笔蘸清水点果柄)为对照 (CK)。 

挂牌，记录时间。 

白熟期的试验方法同绿熟期。 

1．4 营养成分分析方法 

1．4．1 取样 

每小区随机选取处理后成熟的果实 5个，将果 

实纵切成橘瓣状，每个果实各取1片果肉，混在一 

起用研钵捣碎并研成浆状，取浆进行分析。 

1．4．2 分析方法 

用碘滴定法测定VC含量 {用722型光栅分光 

光度计测定茄红素含量；用wYT·32型手持糖度计 

测定总可溶性固形物 (TSS)含量；用铁氰化钾滴 

定法测定总糖含量；用碱滴定法测定滴定酸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番茄专用催熟剂对单果质量和成熟时间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绿熟期催熟番茄可使成熟时 

菜生产上推广应用，每667 m2用量以100mL为宜。 

3．2 16 000 IU／mg Bt可湿性粉剂的药效发挥较慢， 

但持效期较长，生产上建议与其他速效药剂混合使 

用，蚕区禁用。 

3．3 1％虫菊 ·苦参碱微囊悬浮剂中，苦参碱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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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33％，只是剂型与0．3％苦参碱水剂不同，但防 

治效果却有显著差异。建议对l％虫菊-苦参碱微囊 

悬浮剂加大供试药量，通过进一步试验明确其对菜 

青虫的防治效果。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