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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毛虫对药剂的敏感性及防治应用
‘

朱鹏飞 赵善欢

摘要 以 马尾松毛虫 4 一 5 龄幼虫为对象
,

测定了南京
、

广州两地试虫在不同季节中对浪氰菊

酷和 灭幼脉 l 号的敏感性
。

研究发现
,

不论是广州还是南京
,

在一年中该虫越冬代幼虫对杀虫剂均

表现敏感
,

这是化学防治适期
。

研究中以血淋巴中的血细胞和醋酶为指标
,

分析了敏感性变化的生

理生化机制
,

并 对马 尾松毛虫综合防治中的化学防治进行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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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源辽阔
,

马尾松毛虫广泛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各地 区
,

由于地域性差异大
,

其季节

性变化也不同
,

必须采取相应不同的防治措施
,

才能满足生产需要
。

本研究选用具有代表性的

马尾松毛虫常发地区
:

江苏南京和广东广州郊区试虫进行了季节性与药物敏感性的关系研究
,

以期为马尾松毛虫综 合防治中的化学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虫

马尾松毛虫 (D e , :d ro zi , n u : p
:‘n c ta ru s W a lk e r )4 ~ 5 龄幼虫

,

分别采 自南京
、

广州郊区
。

1
.

2 药剂

98
.

2 % 澳氰菊醋原粉 ; 95
.

0 % 灭幼脉 m 号原粉
; 95

.

0 %印糠素原粉
。

L 3 试验方法

供试 昆虫用 1 拌L 毛细管
,

在前胸背板进行点滴处理
。

血淋 巴酷酶活性测定方法参照朱鹏

飞等
〔’

·

2〕;血淋 巴醋酶同功酶测定参照胡能书等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法 [s]
。

血细胞含量测定用

亚 甲蓝染色
,

血球计数板计数毛‘〕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马尾松毛虫的季节性耐药性

江苏省南京地 区为马尾松毛虫常发地区之一
,

其年发生世代为 2 一 3 代
,

近年来对大面积

暴发虫害的松林
,

主要采 用漠氰菊醋进行防治
扛5

、

‘〕
。

本研究选用 3 义 1 0
’ 3 拼g / 头嗅氰菊酷处理供

试幼虫
,

结果 (表 1) 表明
,

在该剂量处理下
,

第一代试虫死亡率为 54
.

7 %
,

试虫耐药性强
。

越冬

代试虫的耐药性表现为越冬初期较敏感
,

此后
,

随着越冬
,

耐药性逐渐提高
。

从整个越冬过程来

1 9 9 5一 0 1 一2 5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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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越冬初期试虫对药剂的敏感性
,

并不只是急性中毒死亡
,

而是部分个体在越冬过程中药剂

与其它综合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

广东省广州郊区也是马尾松毛虫常发区
,

由于该地区气候温暖
,

每年可发生 3 ~ 5 代[v]
,

其

大面积化学防治以 25 % 灭幼脉 l 号胶悬剂为主
。

因此
,

本研究中用 3
.

0 拌g /头灭幼脉 , 号处理

试虫
,

结果如表 2
。

越冬初期 (11 ~ 12 月)试虫对药剂最敏感
,

在活动期试虫耐药性相对增强
,

从

试虫受药后死亡的情况来看
。

越冬初期试虫受药后死亡率高
,

一方面与本身敏感性高有关
,

另

一方面与试虫受药后抗逆能力下降也有关
。

越冬后期 (3 月)试虫耐药性低于其它活动期 (5
,

10

月)试虫
,

则是与其发病率提高有关
。

表 1 马尾松毛虫幼虫对澳氛菊酩的耐药性 表 2 马尾松毛虫幼虫对灭幼眠 l 号的耐药性

(1 99 2
,

江苏南京 ) (1 9 9 2
,

广东广州 )

时 间
(年一 月)

1 9 9 2一 0 7

1 9 9 2一 1 1

1 9 9 2一 1 2

1 9 9 3一 0 1

1 9 9 3一 0 2

死亡宝 (% ) 校 正死亡率 (% )
时 间

(年一 月)
死亡率 ( % ) 校正死亡率 (% )

5 7
.

0士 0
.

0 97 d

9 5
.

0士 0
.

0 43 a

9 3
.

0 士 0
.

0 5 0 a b

8 4
.

0 士 0
.

0 7 2 b e

78
.

0 士 0
.

0 8 l e

5 4
.

7

9 3
.

9

9 1
.

7

8 2
.

6

7 7
.

3

注
:

¹ 越冬前处理试虫
,

死亡率包括越冬过程中的死虫

数 ; º 表中字母相同者为方差分析 ( D M R T 法 ) 于 5 %水平
差异不显著

; » 每处理 20 头试虫
,

重复 5 次
。

19 9 1一 11 9 4
.

0士 0
.

0 4 6 5 a 9 3
.

1

19 9 1一 12 9 2
.

0士 0
.

0 53 2 a 9 0
.

9

19 9 2一 0 3 7 8
.

0 士 0
.

0 8 1 2 b 7 7
.

3

19 9 2一 0 5 6 4
.

0士 0
.

0 9 4 ] e 6 1
.

0

19 9 2一 1 0 6 9
.

0士 0
.

0 9 0 6 b e 6 7
.

5

注
:

¹ 死 亡率中越冬前试虫处理后
,

计算整个越冬过程

死亡个体 ; º 表 中字母 相同者为方 差分析 ( D M R T 法 ) 于

5 %水平差异不显著 ; » 每处理选用 20 头试虫
,

5 次重复
。

2
.

2 耐药性变化的生理生化基础
2

.

2
.

1 血细胞的变化 血细胞是血淋巴的重要组成成分
,

也是代谢与能量交换的基础
。

从广

州地区试虫在正常情况下和受药后血细胞总数季节性变化的结果 (表 3) 看出
,

试虫在越冬期

血细胞总数低于活动期
。

其中越冬后和第一代活动期试虫血细胞总数较多
,

进入越冬代又下

降
。

这种不同时期血细胞数量变化与耐药性的强弱是相一致 的 (表 3)
。

表 3 马尾松毛虫季节性变化中Jm 细胞含量及药剂影响 ( 19 91 一 19 9 2 年
,

广州 )

血 细 胞 总 数 ( 万 / m 卜)

灭幼脉 . 号处理

19 9 1一 11

19 9 1一 12

19 9 2一 0 3

19 9 2一 0 5

19 9 2一 1 0

3
.

8 7 士 1
.

12

3
.

16 士 0
.

9 3

4
.

23士 1
.

33

5
.

0 4士 0
.

8 7

4
.

12士 0
.

46

印棣素处理

2
.

0 1士 1
.

37

1
.

45 士 0
.

19

6
.

18士 1
.

0 7

5
.

8 1士 1
.

5 6

3
.

11士 1
.

25

3
.

15士 0
.

9 8

2
.

0 3士 0
.

32

4
.

0 1士 0
.

6 5

4
.

5 1士 1
.

23

3
.

6 7士 0
.

8 7

注
:

每处理 10 头试虫
,

重复 3 次
。

用 3
.

0 拌g /头印糠素处理各个时期的试虫后 24 h
,

血细胞总数的变化也存在季节性差异
。

对越冬试虫来说
,

印糠素能引起血细胞数量下降
,

进而降低抗逆能力或致死
。

而活动期试虫受

药后则有一个动员过程
,

增强 了试虫代谢能力
。

用 2
.

。拌g /头灭幼脉 班号处理试虫后 24 h
,

各时期试虫血细胞总数均低于对照
。

但活动期

试虫血细胞总数下降幅度较小
,

并高于越冬期试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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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两种药剂均能引起血细胞数量变化
,

试虫对药剂的敏感性
,

以及试虫受药后的反应

均与季节性相关
。

2
.

2
.

2 血淋 巴醋晦的变化 醋酶是昆虫代谢和解毒的重要酶系
,

其种类和活性的变化
,

均会

影响试虫对药剂的敏感性
。

从表 4 可知
,

醋酶活性表现为越冬前 (10 月)活动期高于越冬蛰伏

初期 (11 月)
,

低于越冬后活动期
。

而以第一代(5 月)最高
,

这种活性变化同样可解释表 2 中耐

药性的差异
,

即活性越高
,

耐药性越强
。

耐药性的这种变化可以从同功酶的种类和主要酶类的

变化上进一步得到解释
,

即试虫因季节性变化其同功酶种类也发生变化
,

越冬蛰伏期仅 5 种同

功酶
,

其主要活性酶为 E 3 、

E ; ,

而活动期则有 6 种同功酶
,

主要活性酶为 E
, 。

表 4 不同季节马尾松毛虫血淋巴醋酶的变化 (1 9 9 2 年
,

广州 )

时 间

(年 一月 )

1 99 2一 0 3

19 9 2一 0 5

19 9 2一 10

19 9 2一 11

醋酶活性

(X 1 0 一 弓
m M / n l in )

同功酶种类 主要同功酶

6 5

7 2

6 3

5 8

E
3 ,

E
S ,

E
‘,

E
7 ,

E 。
,

E
-

E 3
.

E S ,

E
‘ .

E : ,

E
l。

E 3
.

E
; ,

E S
,

E
。 ,

E
, ,

E
:

E
1 .

E
Z ,

E
, ,

E
; ,

E
S

E 5

E s
,

E R

E
S ,

E 7

E 3
.

E
月

3 结论与讨论

马尾松毛虫在我国分布广
,

而且在一年中危害时间也很长
,

了解其地域性和季节性差异所

导致的生理状态变化和耐药性变化规律
,

是实施综合防治中合理的化学 防治对策的基础
。

从研

究结果来看
,

马尾松毛虫血淋巴中血细胞数量
、

酷酶活性
、

醋酶同功酶种类及数量均能反应其

季节性耐药性的变化规律
。

以这几个生理生化指标为基础
,

一方面可以了解耐药性的机制
,

另

一方面可以确定在试虫的生理敏感期进行适时的化学防治
,

提高防治效果
。

从南京地区的试虫分析来看
,

马尾松毛虫对药剂的敏感期为越冬代
,

由于该地区越冬过程

比较长
,

在越冬前
、

中
、

后期使用化学农药
,

其防治效果也存在差异
,

从试虫的基本生理状况来

看
,

越冬期试虫对药剂 的敏感性存在耐药一敏感~ 耐药的过程〔’〕
,

从这个角度来看
,

防治的最

佳时期为越冬蛰伏期
。

但从生产实践来看
,

越冬蛰伏前进行药剂防治
,

使试虫受药剂的影响
,

部

分个体在越冬严寒中死亡率大大增加
,

考虑到药剂与环境的综合作用
,

可选择越冬前期进行化

学防治
。

此期间天敌活动和数量减少
,

药剂对天敌的影响也下降
,

同时此期正值农闲
,

进行化防

也较为合适
。

广州地区试虫对药剂的敏感期也是以越冬代最敏感
,

防治适期也以越冬代为好
,

但近年来

该地区化学防治以灭幼脉 l 号 为主
,

这种药剂虽也有触杀作用
,

但林间防治时
,

仍以胃毒作用

为主
,

因此
,

在防治适期上应同时考虑取食活动这一因子
。

在越冬前活动期进行化学防治
,

利用

试虫仍有取食活动和此后越冬过程中间断出现的冷空气影响
,

可以增加化学 防治的效果
。

另

外
,

根据该地区越冬后气候温暖潮湿的特点
.

在越冬后活动期使用灭幼脉 班号防治
,

并配合相

应的微生物农药防治
,

通过化学药剂的作用
,

降低存活试虫的抗病能力
,

也能达到较好的防治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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