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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田间试验，比较了乙唑螨腈等6种药剂对二斑叶螨的防治效果。 结果表明，乙唑螨腈、联苯

肼酯、腈吡螨酯对西瓜二斑叶螨防效较好，一次药后7 d防效均超过90%，二次药后7 d防效均超过

95%；可以在西瓜上进行登记，推广应用于对二斑叶螨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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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als of SYP-9625 and Five Other Insecticides against Tetranychus urti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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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field trials were carried out to compare the control effects of acetazolonitrile and other five

agents on spider mi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YP-9625, bifenazate and cyenopyrafen had good control effects against

Tetranychus urticae. All control effect were more than 90% after the first application, and the control effect were more

than 95% after the second application, which can be registered on watermelon and applied to the control of Tetranychus

urti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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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种植业是江苏省东台市特色支柱产业，

2019年 种 植 面 积 为2万hm2。二 斑 叶 螨（Tetrany-
chus urticae Koch.） 是西瓜上的一种重要害虫，20
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近年来在江苏省局部地区的

设施西瓜上发生较重。该省东台地区西瓜上二斑叶

螨发生危害逐年加重，尤其是草莓后茬西瓜上二斑

叶螨危害重，损失大。二斑叶螨主要集中于植物叶背

危害，吸取汁液，初期仅叶脉附近出现失绿斑点，后

逐渐扩大，叶片大面积失绿变褐，影响光合作用。螨

口密度大时，被害叶布满丝网，并焦枯提前脱落[1]。
二斑叶螨具有个体小、发生周期短、繁殖速度快、适
应性强、抗逆性强、突变率高等特点，因不合理用

药，其对化学农药产生抗性的速度快[2-3]。据国内相

关资料报道，二斑叶螨对90多种有机磷类、氨基甲

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抗生素类等杀虫杀螨剂均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4-8]。特别是大面积普遍使用

防治叶螨的重要药剂阿维菌素，各地普遍报道抗药

性上升较快，防效下降明显。1998年，Beers等[9]检测

到美国华盛顿地区二斑叶螨对阿维菌素的抗性为

27倍，2014年，刘贻聪、唐小凤等[8,10]测定发现，不同

种群二斑叶螨对阿维菌素的最高抗性分别超过

1 500倍和2 200倍。为筛选防治西瓜二斑叶螨的高

效药剂，2019年笔者进行了乙唑螨腈等6种药剂

防治西瓜二斑叶螨的田间药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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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药剂

30%乙唑螨腈SC，沈阳科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43%联苯肼酯SC，爱利思达生物化学品有限公司；

30%腈吡螨酯SC，日产化学株式会社；240 g/L螺螨

酯SC，拜耳作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0.5%藜芦碱

SL，杨凌馥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阿维菌素CS，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1.2 处理设置

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30%腈吡螨酯SC 2 000倍，0.5%藜芦碱SL
300倍，240 g/L螺螨酯SC 2 000倍，2%阿维菌素CS
1 500倍（常规对照药剂），对照（喷清水）。
1.3 试验方法

试验示范区设在东台市南沈灶镇一农户大棚

西瓜田内，试验西瓜品种为8424。西瓜前茬为草莓，

有二斑叶螨发生。棚内管理水平良好，西瓜长势均

匀。每个处理重复3次，计21个小区，随机排列，每个

小区面积33 m2。2019年5月15日下午施药，每亩药剂

兑水25 kg，使用卫士牌WS-18D电动喷雾器均匀喷

雾。5月22日调查后对常规药剂区及几个效果好的

药剂再次施药，每亩用水量30 kg。试验期间室外最

低气温10～21℃，最高气温18～35℃，5月22—24日

最高气温均超过30℃，雨日3 d，雨量14.1 mm。
1.4 调查内容
1.4.1 安全性

施药后1、3、7 d，观察试验药剂对西瓜生长的影

响，看有无不良影响或药害产生。
1.4.2 防治效果

每小区定3株西瓜植株，每株定主蔓上4张叶片

（试验时主蔓展平叶4～5张左右），施药前调查并记

录12张叶片上总活螨量（以目测可见的成螨和若螨

计数，目测不可见的若螨不计数），首次药后7 d、两
次药后7 d分别再调查记录12张叶片上总活螨量，并

按式（1）、（2）计算防治效果。

r/%= Na-Nb

Na
×100 （1）

E/%= rT-rCK
100-rCK

×100 （2）

式中：r为活螨减退率；Na、Nb分别为处理前、后的活螨

量；E为校正防效；rT、rCK分别为处理区和对照区的活螨减

退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安全性

药后1、3、7 d观察结果表明，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等6个处理在上述

用法下使用，各小区西瓜生长正常，无不良影响，未

见明显异常及药害症状。
2.2 防治效果

首次药后7 d调查结果表明，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30%腈吡螨酯SC
2 000倍这3处理效果均比较好，校正防效分别为

99.39%、97.58%和94.26%。240g/L螺螨酯SC 2 000
倍、2%阿维菌素CS 1 500倍和0.5%藜芦碱SL 300倍

3处理效果均不理想，校正防效仅分别为26.35%、
22.30%和15.80%。方差分析表明，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30%腈吡螨酯SC
2 000倍3处理间差异不显著，240 g/L螺螨酯SC 2 000
倍、2%阿维菌素CS 1 500倍和0.5%藜芦碱SL 300倍

3个处理间差异也不显著，但与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30%腈吡螨酯SC
2 000倍3个处理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详见表1）。

两次药后7 d调查结果表明，各处理效果均有不

同程度的上升。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

肼酯SC 1 700倍、30%腈吡螨酯SC 2 000倍3个处理

校正防效分别上升到99.82%、99.86%和99.81%。2%
阿维菌素CS 1 500倍处理防效上升明显，但校正防

效仍然仅有51.19%。方差分析表明，30%乙唑螨腈

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30%腈吡螨

酯SC 2 000倍3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但3个处理与

2%阿维菌素CS 1 500倍处理差异均达极显著水平

（详见表1）。

3 结论与讨论

目前，二斑叶螨在西瓜上尚无登记药剂。在苹

果树、草莓等其他果蔬上44个登记品种中，主要登

记品种为阿维菌素单剂19个，阿维菌素复配剂阿

维·哒螨灵12个、阿维·三唑锡3个、阿维·矿物油2
个、阿维·高氯1个，其余腈吡螨酯单剂1个，联苯肼

酯单剂1个、复配剂四螨·联苯肼1个，炔螨特单剂1
个、复配剂噻酮·炔螨特、唑酯·炔螨特各1个，唑螨·
三唑锡1个。由此可见，西瓜二斑叶螨的防治药剂登

记严重滞后，在其余作物上的二斑叶螨防治药剂登

记品种也以效果一般的阿维菌素单剂及复配剂为

主，无法满足当前大面积生产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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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基数活螨量
首次药后7 d 两次药后7 d

活螨量 活螨减退率/% 校正防效/％ 活螨量 活螨减退率/% 校正防效/%

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

Ⅰ 90 2 97.78 99.33 0 100.00 100.00
Ⅱ 69 1 98.55 99.44 0 100.00 100.00
Ⅲ 78 1 98.72 99.43 2 97.44 99.47

平均 79.00 1.33 98.35 99.39 aA 0.67 99.15 99.82 aA

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

Ⅰ 49 9 81.63 94.48 0 100.00 100.00
Ⅱ 60 2 96.67 98.70 0 100.00 100.00
Ⅲ 104 1 99.04 99.57 2 98.08 99.61

平均 71.00 4.00 92.45 97.58 aA 0.67 99.36 99.86 aA

30%腈吡螨酯SC 2 000倍

Ⅰ 42 19 54.76 86.40 1 97.62 99.72
Ⅱ 122 2 98.36 99.36 1 99.18 99.84
Ⅲ 194 13 93.30 97.03 1 99.48 99.89

平均 119.33 11.33 82.14 94.26 aA 1.00 98.76 99.81 aA

2%阿维菌素CS 1 500倍

Ⅰ 47 111 -136.17 29.00 190 -304.26 52.04
Ⅱ 30 56 -86.67 27.23 81 -170.00 46.92
Ⅲ 61 123 -101.64 10.68 135 -121.31 54.64

平均 46.00 96.67 -108.16 22.30 bB 135.33 -198.52 51.19 bB

240克/升螺螨酯SC 2 000倍

Ⅰ 117 280 -139.32 28.06
Ⅱ 91 145 -59.34 37.88
Ⅲ 129 253 -96.12 13.13

平均 112.33 226.00 -98.26 26.35 bB

0.5%藜芦碱SL 300倍

Ⅰ 78 252 -223.08 2.88
Ⅱ 79 196 -148.10 3.28
Ⅲ 46 61 -32.61 41.26

平均 67.67 169.67 -134.60 15.80 bB

空白对照区

Ⅰ 49 163 -232.65 413 -742.86
Ⅱ 69 177 -156.52 351 -408.70
Ⅲ 66 149 -125.76 322 -387.88

平均 61.33 163.00 -171.64 362.00 -513.14

表 1 乙唑螨腈等药剂防治西瓜二斑叶螨田间试验结果

在我国农药登记上，乙唑螨腈是由沈阳科创化

学品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临时登记的原药和制

剂，是一种新型丙烯腈类杀螨剂，主要通过触杀和

胃毒作用防治害螨，对各虫态防效均有效，且速效

性和持效性均较好，与常规杀螨剂无交互抗性；联

苯肼酯是由爱利思达生物化学品有限公司于2008
年5月临时登记的原药和制剂，是一种新型选择性

叶面喷雾用杀螨剂，无内吸性，害螨接触药剂后，很

快停止进食、运动和产卵，持效期长；腈吡螨酯是由

日产化学株式会社于2017年5月临时登记的原药和

制剂，腈吡螨酯无内吸性，在生物体内代谢形成的

水解物可作用于线粒体电子传导系统的复合体Ⅱ，

阻碍从琥珀酸到辅酶Q的电子流，达到搅乱叶螨类

细胞内呼吸的效果。
李斌等[11]研究表明，乙唑螨腈对朱砂叶螨成螨、

若螨、螨卵均具有优异的活性。刘少武等[12]研究表明

乙唑螨腈使用安全性高、速效性好、持效期长，对柑

橘全爪螨、蔬菜朱砂叶螨以及花卉二斑叶螨均有很

好的防效。程岩等[13]研究表明，腈吡螨酯对朱砂叶螨

具有优异的活性。徐丹丹等[14]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

二斑叶螨测试种群对乙唑螨腈、腈吡螨酯、联苯肼

酯、乙基多杀菌素、虫螨腈等新型杀螨剂表现为敏

感、低抗或中抗水平。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30%乙

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30%
腈吡螨酯SC 2 000倍处理对西瓜生长安全，首次药

后7 d对西瓜二斑叶螨防效均超过90%，其中30%乙

唑螨腈SC 2 000倍、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2个处

理防效超过97%；两次药后7 d上述3个处理防效均

超过99%，明显优于大面积使用的常规药剂阿维菌

素。240 g/L螺螨酯SC 2 000倍和0.5%藜芦碱SL 300
倍2个处理防治效果不理想，首次药后7 d防效均不

超过30%，与常规药剂阿维菌素相当。30%乙唑螨

腈SC、43%联苯肼酯SC、30%腈吡螨酯SC，是替代阿

维菌素的理想药剂。
西瓜生产中，二斑叶螨的防治应在发生初期进

行施药。鉴于目前3种药剂均未在西瓜上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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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可见，在同等剂量下，51%草甘膦·绿草定

酯可分散油悬浮剂对柑橘园马唐、婆婆纳、香附子

和鸭跖草4种杂草较单剂具有明显的防效。当制剂

用量在4 500～6 000 mL/hm2时，药后15、30 d，马唐

和婆婆纳的防效均能达到100%，鸭跖草的防效也达

到了95%以上。

5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分散介质、乳化剂、分散剂及增稠

剂等进行筛选，确定了最优的51%草甘膦·绿草定酯

可分散油悬浮剂配方。按照配方制得的样品各理化

性能指标均合格，且对柑橘园马唐、婆婆纳、香附子

和鸭跖草等杂草有很好的防效。该制剂绿色环保，

加工工艺简单，且性能优异，具有很好市场前景和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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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志宽，等：乙唑螨腈等6种药剂防治西瓜二斑叶螨的田间试验研究

建议各地区先进行试验示范，待登记后再大面积推

广应用。推荐使用方法：30%乙唑螨腈SC 2 000倍、
43%联苯肼酯SC 1 700倍、30%腈吡螨酯SC 2 000倍

交替使用，可添加高效助剂，以适当降低施药浓度。
施药时根据田间实际情况适当调节喷液量，应使西

瓜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至湿润为止，以达到较好的

防治效果。施药间隔期7～10 d，田间螨量得到有效

控制后，施药间隔期可控制在10～1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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