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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tropis obliqua nucleopolyhedrovirus(EoNPV)infects tea looper Ectropis obIiqua speci— 

tically．The application techniques of EoNPV preparations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optimum applied periods were 1～ 2 instar larvae of the 1st，the 2nd，the 5th and the 6th 

generation．The control effect was over 98％ with the usage dose of 75 x 10 150 x 10 PIB／ha． 

Picking out spraying or surface spraying was more economical，although the amount of dilution water, 

sprayers，spraying methods did not affect the control effect significan 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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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尺蠖病毒杀虫剂应在每年茶尺蠖第 1、2代和第 5、6代的 1～2龄幼虫期使用。在 7．5×109～ 15．0×109 

PIB／hm 的使用剂量下，幼虫期的防治效果可达 98％以上。采用不同的喷雾器、不同的用水量及不同的喷施方式 

喷施，对防治效果无影响。但挑治和丛面喷施可大幅度节约防治成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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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尺 蠖 核 型 多 角 体 病 毒 (Ectropis obliqua 

nucleopolyhedroviruses，EoNPV)是茶尺蠖(Ectropis 

obliqno Prout)的天敌优势种，80年代对该病毒的形 

态学、生物学、血清学、急性毒性、安全性、田问 

防效等作过较深的研 ：至 90年代末，已进入茶 

尺蠖病毒杀虫剂的小批量生产和大面积推广应用 

阶段 l。但由于茶尺蠖感染病毒后的潜伏期长，幼 

虫死亡速度慢，受田问生态因子影响大，又缺乏有 

关田问科学应用方面的研究。因此防治效果不稳 

定，成本高。为了提高防治效果和降低防治成本， 

我们对茶尺蠖病毒杀虫剂的喷施代别、虫龄、剂量、 

喷雾器、用水量及喷施方式等多方面的田问使用技 

术进行了研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现将研究结果 

报 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茶尺蠖病毒杀虫剂 

茶尺蠖病毒水剂、病毒 Bt混剂、病毒农药(敌 

杀死，Decis)混剂由本所试产。水剂病毒含量为 2 

×10 PIB／mL，其余为 1×10 PIB／mL。 

1．2 供试虫源与虫龄 

选择茶尺蠖发生较重的茶园，或者室内大量饲 

养幼虫，释放到田问后第二天进行试验。防治虫龄 

试验选择 1、2、3、4龄各龄中期幼虫供试，其余 

均选择 2龄中期幼虫进行试验。 

1．3 使用剂量与一般喷施方珐 

使用剂量试验选用病毒水剂 3×10 、1．5× 

l0⋯
、 7．5×10 、1．5×10 PIB／ha。其余试验均选用 

1．5×10ⅢPIB／ha，用工农．16型小孔喷片手揿喷雾 

器将茶丛顶层(茶尺蠖 1～2龄幼虫取食的嫩叶层) 

喷湿。 

1．4 喷施方式试验 

喷施方式为全面喷射：将茶丛上下、内外的叶 

片全部喷湿；丛面喷射：将茶丛项部嫩叶层喷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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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治：在茶尺蠖发生中等偏重(每667m 茶园中9000 

头、75个发虫中心)的茶园中进行，将发虫中心及 

邻近的嫩叶层喷湿，每个中心喷施 3m 。 

1．5 检查方法 

在田间喷施病毒制剂 3～4d后，每处理随机取 

幼虫 6O头以上，于室内用无毒叶片饲养，待幼虫 

开始死亡后，逐日观察，计算幼虫死亡率。并取不 

施病毒的幼虫为对照。 

2 结 果 

2．1 不同代别的防治效果 

茶尺蠖一般一年发生 6代。试验结果(表 1)表 

明，用病毒水剂防治，对第 1、2、5、6代幼虫的 

防效均可达 100％，对第 3代的防效降低，第 4代 

的防效较差，且多数幼虫要到蛹期才死亡。这种代 

别间的防效差异主要是随气温而变化的幼虫历期 

引起，因为病毒感染后的潜伏期较长，第 1、2、5、 

6代期间气温低，幼虫发育历期长，有充分的时间 

使其感病死亡。而第 4代幼虫发生在高温季节的 8 

月初，幼虫发育历期很短，对病毒感染十分不利。 

但是，提早防治时间，在第4代的 1龄幼虫期防治， 

仍可取得良好的防治效果。此外，用茶尺蠖病毒 Bt 

混剂和病毒农药混剂防治第 4代幼虫，由于 Bt和 

化学农药的作用，也可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 

表 1 不同代别下茶尺蠖病毒杀虫剂的防治效果 

Table 1 Control efficacy of EoNPV Preparations on larvae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注： 在 1龄幼虫期防治。*Controlled on 1 st instar larvae 

2．2 不同虫龄的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 2)表明，采用病毒杀虫剂防治茶尺 

蠖，防治虫龄对防治效果的影响很大，在适合的气 

温条件下，使用病毒水剂 1．5 X 10 PIB／ha，对 1、 

2龄幼虫的防治效果很好，喷药 12d后的防效可达 

99．5％以上。对 4龄幼虫的防效差，幼虫期的死亡 

率仅 44．0％，防效差的原因主要是因为4龄幼虫至 

化蛹的发育历期短和虫龄大、抗病性强所致。 

同时，对不同日龄的 1、2龄幼虫进行了模拟 

田间防治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 1日龄和 5日龄 

(分别处于 1龄初期和 2龄初期)期喷施，幼虫的死 

亡速度快，但在各日龄期(1～6日龄)喷施，12d后 

的幼虫死亡率均可达到 100％。 

表 2 不同龄期喷施茶尺蠖病毒杀虫剂的防治效果 

Table 2 Control effi cacy of EoNPV Preparations on larvae of different instars 

注：在各龄中期前防治(1．5X10 PIB／ha)。Note：controlled beforethemiddle periodofeachinstar(1．5XtO PIB／ha) 

2．3 不同使用剂量的防治效果 

对茶尺蠖病毒杀虫剂进行了不同使用剂量的 

田间防治试验，结果(表 3)表明，在田间每公顷喷施 

病毒 75 X 10 ~300X 10 多角体的剂量下，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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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的防治效果可达 98_3 以上，在每公顷喷施 15 

×10。多角体时，幼虫期的防治效果略低。经方差 

分析，在 15×10。～300×10。多角体的不同使用剂 

量间，防治效果的差异不显著。从经济、有效、可 

靠的角度考虑，使用剂量以75×10。～150×10 多 

角体 ／公顷为好。 

表 3 喷施不同剂量茶尺蠖病毒杀虫剂的防治效果 

Table 3 Control effect of EoNPV Preparations with different usage doses 

注：a表示同列数据在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DMRT法)，A表示同列数据在 l 水平上差异不显者(DMRt)法。 

Note：Data followed by ⋯a’ in each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5％level by DMRT,data followed by“A” in each column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l％ levelbyDM RT 

2．4 不同喷雾器(机)和用水量的防效比较 

在病毒使用剂量相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喷雾 

器(机)和不同的用水量进行田问防效比较试验。结 

果(表 4)表明，每公顷的喷液量除用手揿喷雾器喷液 

量 75 kg外，用超低容量电动喷雾器进行 7．5~30 kg 

的超低容量喷雾、用机动弥雾机进行 330 kg的低容 

量喷雾及用手揿喷雾器进行750 1500 kg的高容量 

喷雾，均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一般防效在 95％～ 

100％之间。此外，另一试验的结果表明，用手揿 

喷雾器进行 150~300kg的低容量喷雾和单架式喷 

雾机进行 1 500~2 250 kg的高容量喷雾也可达到同 

样良好的防治效果。 

表 4 使用不同喷雾器(机)和不 用水量的防治效果 

Table 4 Control effect of EoNPV Preparations with different 

sprayers and different amount of diluting water 

Name of sprayer Contro11ed 川Am
． ．

ount o
．

f C
0ntrol 

area(ha) 击 efiect(％) 

2．5 喷施方式及防治成本差异 

病毒杀虫剂的喷施方式与防治效果、用药量及 

工本的关系密切。全面喷射、丛面喷射、挑治三种 

喷施方式的比较试验结果表明，三种方法的防治效 

果均在 99．3 以上，但用药量、工本及总成本的差 

异很大(表 5)，与全面喷射相比较，丛面喷射和挑治 

分别可节约防治成本 50％和 82．7 。这是因为茶尺 

蠖一般具有明显的发虫中心，1～2龄幼虫分布在茶 

丛顶部的嫩叶层。丛面喷射和挑治可以达到同样的 

中靶率，但喷液量可减少，用药、用工也相应减少。 

因此认为，在发虫中心较少的情况下，以挑治最好； 

在虫量大、发虫中心几乎连片的情况下，则以丛面 

喷施 为好。 

表 5 

Table 5 

EoNPV杀虫剂不同喷施方式下的防治成本比较 

Applying Costs of EoNPV Preparations with different 

~pmyingmethods 

3 讨论 

茶尺蠖病毒杀虫剂应掌握在每年第 1、2代或 

第 5、6代使用，又以防治第 1代最好，第 6代次 

之。因为第 1、2和第 5、6代分别发生在 4至 6月 

和 8月下旬至 10月，气温较低，幼虫发育历期长， 

病毒被取食以后，在幼虫体内有充分的繁殖时间， 

因此幼虫死亡率高。同时幼虫取食病毒感病后，潜 

伏期长，死亡前还会取食茶叶，在每年发生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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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口发生量较少的第一代幼虫期防治，不仅可以提 

高当代的防治效果，还能忍受虫害造成的茶叶损 

失。一般情况下，每年第 1代喷施一次以后可以控 

制全年以后各代的发生。如果第 1、2代虫口发生 

极少，未进行病毒防治，到秋季虫口发生较多，则 

可在第 6代防治。一般，田间的第 6代虫口发生不 

整齐，前期喷施病毒后，可使后孵化的幼虫再感染， 

延长病毒流行的时间，增加田间病毒总量，有利于 

控制第 2年的虫口发生。且第 6代发生在 9月中下 

旬，茶叶已经停采，不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茶尺蠖病毒杀虫剂的防治适期应是 1～2龄幼 

虫期，使用剂量以每公顷 75×10 ～150X 10 PIB 

为宜，喷雾器和用水量不限。在虫口密度较小、发 

生中心明显的茶园中采用挑治(病毒用量可减少)， 

在虫口密度大、发虫中心几乎连片的茶园中采用丛 

面喷施，可以大幅度节约防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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