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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有效防治危害紫云英的苜蓿叶象甲，笔者测定了5种杀虫剂对叶象甲的田间防治效果。 结果

表明，每667 m2喷施10%联苯菊酯乳油30 mL防治苜蓿叶象甲幼虫，速效性和持效性优异，药后7 d
和14 d的平均防效分别为92.2%和98.2%；喷施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30 mL和4.5%高效氯氰菊

酯乳油30 mL的防效次之，药后14 d平均防效分别为86.5%和69.8%；喷施10%虫螨腈悬浮剂50 mL
防治苜蓿叶象甲速效性好，药后7 d平均防效为62.4%；喷施5.7%甲维盐水分散粒剂10 g持效性好，
药后14 d平均防效为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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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a postica is a kind of pest that harms Chinese milk vetch. For contolling of Hypera postica that harms

milk vetch, we determined field control effects of 5 insecticides in Hypera postica.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ed that 10%

bifenthrin EC 30 mL per 667 m2 could control larva of Hypera postica, and the contol effect was quick and lasting. The

average control effect was 92.2% and 98.2% for 7 d and 14 d after spray, respectively. The effects of 60 g/L spinetoram SC

30 mL and 4.5% beta-cypermethrin EC 30 mL were next to 10% bifenthrin EC 30 mL. The average control effect was

86.5% and 69.8% for 14 d after spray, respectively. The effcet of 4.5% chlorfenapyr SC 50 mL was quick. The average

control effect was 62.4% for 7 d after spray, and the effect of 5.7% emamectin benzoate WG 10 g was lasting, which the

average control effect was 83.4% for 14 d after 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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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英（Astragalus sinicus L.）,豆科，黄芪属二

年生草本植物，是重要的固氮绿肥作物和牲畜饲

料，也是中国主要蜜源植物之一，其嫩梢可供蔬食，

成株也可做观赏景观。在武进太湖一级保护区，为

了实现轮作休耕面积扩大和化肥减量使用的目标

要求，紫云英作为固氮绿肥作物[1]，种植面积也越来

越大。苜蓿叶象甲[2-3]（Hypera postica）成虫和幼虫危

害紫云英叶片和新生嫩芽 [4-5]，造成大量孔洞和缺

刻，破坏紫云英生长点，令其生长密度和产量下降，

严重时还会导致紫云英植株干枯，不开花，影响其

干物质积累和绿肥固氮效果[6-7]。为加强紫云英安全

生产技术开发，开展安全用药筛选和指导推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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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工作，笔者选择10%联苯菊酯乳油等5种杀虫剂

进行紫云英作物田苜蓿叶象甲幼虫防治试验[8-10]。

1 材料与方法

1.1 地点、作物及防治害虫

试验田块设在常州市武进区江苏（武进）水稻

研究所，该地连续多年冬季种植豌豆、紫云英等绿

肥作物，沟渠配套，田块整齐，交通便捷，均易于试

验操作与调查。供试紫云英品种为常规种植品种

“徽紫一号”，2019年11月上旬机播，试验防治对象

为苜蓿叶象甲幼虫。
1.2 试验设计及供试药剂

试验共设6个处理（每667 m2用量）：30 mL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江苏东宝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30 mL 10%联苯菊酯乳油，江苏扬农化工有限公司；

30 mL 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美国陶氏益农公

司；50 mL 10%虫螨腈悬浮剂，巴斯夫欧洲公司；10 g
5.7%甲维盐水分散粒剂，河北省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空白对照。每处理重复3次，共18个小区，小区面积为

67 m2，随机区组排列。当前尚未有登记在紫云英上

的药剂品种，故选择登记在其他作物上，但对鞘翅

目害虫药效较好的药剂品种，按照登记剂量使用。
试验于2020年3月24日田间查见幼虫（多数低

龄）危害时用药1次，按照以上各处理的药剂用量，

每667 m2兑水30 L，采用背负式电动弥雾机叶面均

匀喷细雾。施药当日晴，东南风4～5级。试验期间不

进行针对其他病虫害的化学防治。

1.3 调查方法

喷药前调查虫量基数，药后7、14 d调查防治效

果，每个小区随机调查5个点，每点10株，统计有虫

株率和虫量。根据式（1）、（2）计算虫口退减率和校

正防效。

害虫死亡率/%= 防治前活虫数-防治后活虫数
防治前活虫数

×100 （1）

校正防效/%= 防治区害虫死亡率-对照区害虫死亡率
1-对照区害虫死亡率

×100 （2）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作物的安全性

在药后7、14 d调查，各药剂处理小区紫云英生

长正常，未见药害。

2.2 各药剂处理对苜蓿叶象甲幼虫的防效

药前调查田间虫量基数为百株68头。由表1可

知，药后7 d，各药剂处理（每667 m2用量）平均防效

分别为：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30 mL）79.6%、
10%联苯菊酯乳油（30 mL）92.2%、60 g/L乙基多杀

菌素悬浮剂（30 mL）75.0%、10%虫螨腈悬浮剂（50
mL）62.4%、5.7%甲维盐水分散粒剂（10 g）44.8%。其

中，10%联苯菊酯乳油30 mL对苜蓿叶象甲幼虫防效

最佳，达到92.2%。药后14 d，各药剂处理平均防效分

别为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30 mL）69.8%、10%联

苯菊酯乳油（30 mL）98.2%、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

浮剂（30 mL）86.5%、10%虫螨腈悬浮剂（50 mL）
48.2%、5.7%甲维盐水分散粒剂（10 g）83.4%。其中，

10%联苯菊酯乳油（30 mL）、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

浮剂（30 mL）和5.7%甲维盐水分散粒剂（10 g）对苜

蓿叶象甲幼虫防效均比药后7 d有所提高，达到80%

以上。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药后7 d，各处理之间差异

不显著，说明各药剂防治紫云英叶象甲幼虫的速效

性相似。药后14 d，10%联苯菊酯乳油（30 mL）与

10%虫螨腈悬浮剂（50 mL）差异极显著，与其他处理

差异不显著，说明10%虫螨腈悬浮剂（50 mL）防治苜

蓿叶象甲幼虫的持效性不如其他药剂。

3 小结与讨论

紫云英作为一种兼具绿肥功效、苜蓿饲料和食

用药用价值的作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面积逐

年增大，但对其病虫害的研究却不多。苜蓿叶象甲

作为危害紫云英的一种主要虫害，目前尚未有登记

在紫云英上的防治药剂。对苜蓿叶象甲开展安全用

药筛选和规范用药工作，有助于紫云英安全生产技

术开发。笔者选择了5种登记在其他作物上，对鞘翅

目害虫药效较好的药剂品种，按照登记剂量使用，

结合本试验结果，从速效性、持效性和防效稳定性

综合评价，发现10%联苯菊酯乳油防治苜蓿叶象甲

幼虫效果突出，防效达90%以上，且性价比较高；60
g/L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防效次之，约为80%。因此生

产上推荐使用10%联苯菊酯乳油防治固氮作物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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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处理 重复

药后7 d 药后14 d

百株
虫量/头

害虫
死亡率/%

平均害虫
死亡率/%

校正
防效/%

平均校正
防效/%

百株
虫量/头

害虫
死亡率/%

平均害虫
死亡率/%

校正
防效/%

平均校正
防效/%

1
4.5%高 效 氯 氰 菊
酯乳油（30 mL）

Ⅰ 22 67.6

89.2

38.9

79.6 Aa

8 88.2

81.4

84.0

69.8 ABbcⅡ 0 100.0 100.0 6 91.2 88.5

Ⅲ 0 100.0 100.0 24 64.7 36.8

2
10%联苯菊酯乳油

（30 mL）

Ⅰ 6 91.2

95.1

83.3

92.2 Aa

0 100.0

99

100.0

98.2 AaⅡ 4 94.1 93.3 0 100.0 100.0

Ⅲ 0 100.0 100.0 2 97.1 94.7

3
60 g/L乙基多杀菌
素悬浮剂（30 mL）

Ⅰ 0 100.0

84.3

100.0

75.0 Aa

10 85.3

90.2

80.0

86.5 ABabⅡ 22 67.6 63.3 8 88.2 84.6

Ⅲ 10 85.3 61.5 2 97.1 94.7

4
10%虫螨腈悬浮剂

（50 mL）

Ⅰ 12 82.4

78.4

66.7

62.4 Aa

30 55.9

65.7

40.0

48.2 BcⅡ 20 70.6 66.7 14 79.4 73.1

Ⅲ 12 82.4 53.9 26 61.8 31.6

5
5.7%甲 维 盐 水 分
散粒剂（10 g）

Ⅰ 18 73.5

72.5

50.0

44.8 Aa

6 91.2

89.2

88.0

83.4 ABbⅡ 14 79.4 76.7 6 91.2 88.5

Ⅲ 24 64.7 7.7 10 85.3 73.7

6 空白对照

Ⅰ 36 47.1

40.2

50 26.5

31.4Ⅱ 60 11.8 52 23.5

Ⅲ 26 61.8 38 44.1

英苜蓿叶象甲幼虫，每667 m2使用剂量为30 mL，使

用适期为低龄幼虫期。
此外，在盛花期目测比较各个处理小区紫云英

开花情况，空白对照区紫云英开花数量明显少于用

药区，表明在不用药干预时，苜蓿叶象甲幼虫密度

高，能破坏生长点，危害花蕾生长，从而影响开花。

注：各药剂处理以每667 m2计。

表 1 各药剂处理对苜蓿叶象甲幼虫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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