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毒学杂 志 , 令

玉

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杀虫剂应用研究
‘

吴祖银 张超礼 危信 民 赵 恒 王 卫 国

新疆农 业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 所
,

乌 鲁木 齐

胡正 远 康 宁 谭冬庄 慕希旺

新疆 和田 地 区植保学会
,

和 田

提 要

本文报道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杀虫剂对冬 白菜和 玉米地 的黄地老虎的防效试 验结果
。

每亩施 号病毒杀虫剂 实际病毒含量
,

害虫虫 口 下降率为 肠
,

与不施病毒的

对照 比较
,

冬 白莱亩增产 吨
,

玉米每亩增产 公 斤
。

黄地老虎 尸 。 沁 ““ ”‘ 是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农业生产上主要地下害虫
,

严

重危害玉米
、

棉花和各种蔬菜
。

利用昆虫病毒进行生物防治是综合 防治的 一个 组 成部

分
。

杆状昆虫病毒的应用国内外 已有不少报道 〔‘一 了 ’,

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 简称
“

杀 虫 剂 的应用却未见报道
。

多年 来
,

我们采用 人工半 合成饲料和天然饲料大 群 体饲

养技术饲养黄地老虎共 万头 〔“ , “ 〕,

经人工接毒收集病毒感染致死幼虫 多万头
,

经过

加工研制成 “ 杀虫剂 公斤 〔‘“ ,

分别在天山南北的冬白菜和玉 米地上 进行小 区和

大区示范防效试验
,

其中冬白菜的防治面积 亩
,

玉米 亩
, 合计 亩

。

现将应

用研究结果简述于下
。

材料与方法

一
、

虫源 人工半合成饲料和天然饲料饲养黄地老虎“ ’ ‘ , 以及从 田间 捕 回黄地老

虎 幼 虫
。

二
、

毒源 将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悬液喷施或涂抹在黄地老虎的人工半合成饲料摸

和夭然饲料灰灰草上
,

进行添食感染〔‘“ ,

将感染致死的黄地老虎虫尸 匀浆
、

差速离心
、

丙酮乳糖共沉提取病毒
。

并添加各种辅助剂制成黄地老虎颗粒体病毒杀虫剂
。

三
、

田 间防效试验设计 白菜小区防效设 ” 杀虫剂 克 亩
、 ” 虫尸

头 亩 和不施病毒 对照 三个处理
,

每个处理面积 亩
,

三次重复
,

顺序排列 白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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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防效设 弓
杀虫剂 胡竟

,‘亩
“

澳氰菊醋 毫升“洁规亩用 是 的二 十分之一
, 已

杀虫剂 钊克 亩 和对照三
、

处理 乞处理 面积一亩
,

对 比试验 大 田示范防效面积抓
,。、

多亩
,

每亩喷施入螺 杀虫剂睡 克

玉米小区防效试验冷肠 杀虫剂 。克 亩
、

病毒虫尸 。。头 亩
、

敌敌畏 。克
岁

亩 和对
一

照 四个处理
,

三次重复
,

顺序排列 工米大区防效试验设 , 杀虫剂 。克

亩
、 “

虫尸 头 亩
、

敌敌 民 亩 和对照 四 个处理
,

每个处理而 积 一

亩
,

对比试验
。

大 田示范防治面积 亩
,

侮 亩施用 杀虫剂 。克
。

杀虫剂亩施用量为 克
、

克和 克
,

实际含病毒量 水。 、

和
,

相当于 头
、 。头和 。头的五龄病毒虫尸

。

结 早

一
、

杀虫剂防治冬白菜黄地老虎试验

冬白菜 一 宁真叶时
,

正值黄地老虎幼虫 一 龄阶段
,

是喷施病毒适宜时期
。

施病

毒前先调查试验地的虫口 基数
,

喷施病毒后 天调 查虫情
,

以后隔 天 调查一次
,

防治

结果见表
。

卜 心

表 人 、
杀虫 防治冬 白莱黄地老虎试验
, 」 夕 “ 挑 、、 企

农六 师一 五 团 年

施 毒后黄地老 虎虫
口 下降率 肠

处 理

天 天 天

冬 白 菜

心 盯卞 被

害率 肠

相 对 防

矛台 效 果

肠

杀虫 剂
克 亩

, 虫 尸
〔头 定节

对 照汉

盛

丁

弓

了

, 杀业 剂 。克
澳 氰菊醋 亩

杀虫 剂
。克 亩

对 傲

」〔
、

吏

斗

五
。 齐

传 “ ,

表示上升

从表 可看出
, “

杀虫剂与 虫尸 喷施九天后
,

黄地老虎虫口下降率分别为

和
,

相对防治效果为 和
。

但是病毒实际施用量
,

前者仅是后

者的五分之二
,

也就是说
,

病毒虫尸粗制品经过加工研制成病毒杀虫剂后
,

其施 用量可

减少一半多 , , ,

这对降低成本
,

提高产品质量很有意义
。

从表 还可看出 杀 虫剂

与常规用量二十分之一的澳氰菊醋混用
,

防治效果更佳
,

比单施 杀虫剂的 相 对防

治效果提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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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杀虫剂防治玉米地黄地老虎试验

新疆南部四月中旬和五月初是播种玉米适播期
,

也是防治最佳时期
,

为了 提 高 防

效
,

除适时施病毒外
,

必须在杀虫剂里加适量油渣作为诱饵剂借以提高杀虫效果
。

由表

可看出策勒县 年小区防效试验结果
,

亩施病毒杀虫剂 克
,

虫尸 头和 敌敌 畏 克

三个处理防效相当
,

施后二十五天虫口 减退率分别为 。 、

和
。

这 与策

勒县 年大区防效结果基本相符
。

在大 田试验 中
, , 杀虫剂亩施用量 克比 头虫

尸防治效果更为理想
,

虫口下降率比敌敌畏提高 和
。 。

表 ” 杀曳荆防治玉米黄地老虎试验
” , 刀夕 了 ”功

策勒 县

施 病毒 天

后虫 口 下降

率

病虫 率

肠

枯心 率

肠

一
一 年

相对 防治

效果 呱

杀虫剂
小 克 亩

, 虫 尸
头 亩

、

敌 敌 畏
克 亩

、

对 照 夕

杀虫剂
克 亩

。 虫 尸
头 亩

敌 敌 畏
克 亩

对 照

病毒杀虫剂不同施用量
,

对防治效果有直接影响
。

年我们在墨玉县小区防效试

验中由表 可看出
,

每亩施用 。克
,

黄地老虎虫口 下降率为
,

克为 , 比

头虫尸稍好 克的只有
,

比 头虫尸少
。

说明每亩施用 克剂量最好
。

表 不同病毒荆 防治玉米地黄地老虎试验结果
玄 月 夕。才 夕 三

墨 玉 县 年

率虫肠病病虫数
处 理

调查 总

株 数

枯心

株 数

枯 心 率

肠

保苗 率

肠

黄地老虎

总 头 数

施毒 天后

虫 口 下降率

肠

月八八﹃了以八克 亩

克 亩

克 亩

。

。

。

。

病毒杀虫剂

病毒虫 尸

头 亩

对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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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

病 毒加
一
匕与否对防治效呆也有一定 影响

,

由表 可看出小区防治试验结果
, ”

制剂施用随时问的延续
,

其相对防治效果不断提高
。

五月十一 日施药五月十八 日调查结
,

病毒杀虫剂比病毒虫尸 防效低
,

五月二十三 日就 比病毒 虫尸防效高
,

月六 日高出 科压
,

说明经过加工后的病毒杀虫剂得到保护
,

少受紫外线照射
,

病毒

果六

在 田间灼存活期相对延长
。

裹
卜

病毒加工 与否对防治效果的影晌
乌 、犷乞 一

和 田 县 年

, 日

处 理
乃 枯
‘

、

心

抹 菇

月 日

枯 保
心 苗
万冬 件乏

肠

月 日

相对防
治效果

肠

相对防
治效果

肠

保苗率肠枯心率
枯心株总株枯心株总柞防果对效肠相治

、户

保苗率脸枯心株

病毒制剂
嵘 克 亩

、卜 台 飞 布 巧 了 匀 」 丁 下
,

病毒虫 尸
、。。头 亩

了 夕 只 弓 只

对 照 昨 夕 夕 比 ￡ 习 〔

只

门

。

马 自

一
‘

一 一一

一
一 侧 ‘脚曰 口曰 口 口 曰

纵观上述
,

杀虫剂经过多年多点的防治试 验结果
,

无论是小区
、

大区或大田

大面积示范防效均比较稳定
,

增产效果明显
,

经济效益显著
,

由表 可 看出
, ” 杀

虫剂玉米示范防效面积 亩
,

保苗率 至 。 ,

与对照比较玉米亩增产 一

斤
。

冬白菜示范防治面积 亩
,

与对照比较亩增产 白菜 斤
。

表 制剂大田 施用后经济效益
几 王 王 弓 。孟 尸

一一 一一经 济 效 益
保苗书作物 面积

名称 亩 肠

挽 回
损 失
斤 亩

共 挽 回

损 失
万斤

价
值

万 元

策 勒 县

不下 共

仁米 。。。

了术 肠 门

只召 ‘李 了 ,

尺 刁 丁
,

忍

一 五 团等 冬 白菜 。
·

。 斗。。

讨 论

田间防效试验证实
,

亩施 克 “ 杀虫剂比亩施 头虫尸效果好
,

其原因是 由于

病毒杀虫剂是经过加工的
,

加了保护剂
、

展着剂
、

粘着剂和诱饵剂等
,

使病毒少受紫外

线照射
。

新疆夏天 日照长
,

紫外线强
,

病毒粗制品没有加保护剂
,

易被灭活而使病毒降

低毒力
。

田间施用病毒后
,

由于病毒的流行
,

使病毒不断延续感染健虫
,

使健虫得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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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病毒再继续流 行
,

这种持续感染的后效
,

经力比巨的病毒杀虫剂比不加工的病毒虫尸

更加明显
。

另外
,

经加工过的病毒杀虫剂无臭味
,

易保芷
,

便于产品标准化
,

防效高
。

在和 田县玉米地小区防效试验中 如表
,

由于施用病毒晚了十天左右
,

黄地老

虎 已到 龄阶段
,

防治效果比策勒县和墨玉县低
,

保苗率只有
,

说明施毒时间太

晚
,

防效受到一定影响
。

“ 杀虫剂和病毒 虫尸 的防效受 田 间气温影响很大
,

当气温
“

一 ℃时
,

病虫半

个月左右才
一

死亡 当气温在 时
,

病虫
一

也需 天才能死亡
,

因此病毒在幼虫体内潜伏

期较
一

民
,

如何缩短潜伏期
,

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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