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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是闻名全国的花牛苹果之乡， 经过 50�a
的发展，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元帅系苹果生产基地。
苹果红蜘蛛是苹果生产上的主要害虫， 在天水市
普遍发生， 危害日益严重。 农户在红蜘蛛防治措
施中， 化学防治依然占主导地位， 由于长期大量
频繁使用单一杀虫剂， 导致红蜘蛛对常规药剂产
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1～5�］。 为了筛选高效、 低
毒、 低残留的防治药剂， 有效控制红蜘蛛为害，
我们根据天水地区的实际情况， 选取 8 种杀虫剂
进行了防效试验。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药剂为 240�g/L 螺螨酯悬浮剂（拜耳作物
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11%乙螨唑悬浮液（广东金农
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3%联苯肼酯悬浮剂（陕西
上格之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四螨嗪悬浮剂
（青岛星牌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15%哒螨灵可湿性
粉剂（山东兆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三唑锡
悬浮剂（陕西汤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阿

维菌素乳油（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5%噻
螨酮乳油（河北威远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指示苹果品种为红星。 防治对象为红蜘蛛，
主要种类有山楂叶螨（Tetranychus viennensis Zach-
er）和苹果全爪螨（Panonychus ulmi Koch）。
1.2 试验设计及方法

试验设在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花牛村水浇地
果园， 试验园海拔 1�080�m， 土壤质地为壤土， 肥
力中等， 面积 666.7�m2， 共有苹果树 50 株， 树龄
10�a。 共设 9 个处理， 处理①240�g/L 螺螨酯悬浮
剂 4�000 倍液； 处理②11%乙螨唑悬浮液 5�000 倍
液； 处理③43%联苯肼酯悬浮剂 2�000 倍液； 处理
④50%四螨嗪悬浮剂 5000 倍液； 处理⑤15%哒螨
灵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处理⑥20%三唑锡悬浮
剂 1�000 倍液； 处理⑦1.8%阿维菌素乳油 4�000 倍
液； 处理⑧5%噻螨酮乳油 1�500 倍液； 处理⑨喷
清水（对照）。

2014 年 5 月 25�日红蜘蛛发生盛期采用
WS-16 型手动喷雾器喷雾防治 1 次， 药液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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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药剂 稀释倍数
（倍）

药前
虫口基数
（头）

药后2�d 药后10�d 药后19�d

活虫数
（头）

防效
（%）

活虫数
（头）

防效
（%）

活虫数
（头）

防效
（%）

240�g/L螺螨酯悬浮剂 4�000 190 120 46.70 79 86.31 53 92.34�a

11%乙螨唑悬浮液 5�000 265 124 60.51 75 90.68 64 93.37�a

43%联苯肼酯悬浮剂 2�000 156 127 31.30 26 94.45 47 91.73�a

50%四螨嗪悬浮剂 1�000 229 172 36.17 152 78.14 314 62.35�cd

15%哒螨灵可湿性粉剂 1�000 138 115 29.68 132 68.50 200 60.21�d

20%三唑锡悬浮剂 1�000 107 96 24.29 85 73.84 75 80.75�b

1.8%阿维菌素乳油 1�000 140 102 38.52 103 75.77 130 74.50�c

5%噻螨酮乳油 1�500 102 84 30.50 154 50.29 112 69.75�c

清水（CK） 162 192 492 590

1�125�kg/hm2。
1.3 调查项目

施药前 1�d 调查虫口基数， 施药后 2、 10、 19�
d 调查活虫数。 每棵调查树选取东、 西、 南、 北、
中 5 个方位 5 个枝条进行标记， 作为调查枝， 用
放大镜调查每个调查枝上的所有叶片， 统计虫口
数， 按 Abbott 公式计算螨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
药后 5�d 观察药害情况。

虫口减退率（%）=药前活虫数-药后活虫数
药前活虫数

×100

防效（%）= PT-CK
100-CK

×100���

式中， PT 为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CK 为空白对
照区虫口减退率。
2���结果与分析
2.1 对果树的安全性

经观察， 8 种药剂处理后对果树均无药害发
生， 说明这 8 种药剂均对果树安全。
2.2 防治效果

试验结果（表1）表明， 用 8 种药剂对苹果红蜘
蛛进行田间防治试验， 施药后 2�d， 以 11%乙螨唑
悬浮液 5�000 倍液对苹果红蜘蛛防效最好， 达
60.51%； 其次为 240�g/L 螺螨酯悬浮剂 4�000 倍液，
防效为 46.70%； 20%三唑锡悬浮剂 1�000 倍液防
效最低只有 24.29% 。 说明 11%乙螨唑悬浮液
5�000 倍液和 240�g/L 螺螨酯悬浮剂 4�000 倍液防治
苹果红蜘蛛的速效性较好， 其余 5 种药剂速效性
表现一般。 药后 10�d， 各药剂处理的防效均有较

大幅度上升， 其中以 11%乙螨唑悬浮液 5�000 倍
液、 240�g/L 螺螨酯悬浮剂 4�000 倍液和 43%联苯
肼酯悬浮剂 2�000 倍液 3 个处理的防效较好， 均在
86.31%以上， 尤以 43%联苯肼酯悬浮剂 2�000 倍
液防效最好， 达 94.45%。 药后 19�d， 11%乙螨唑
悬浮液 5�000 倍液处理防效最高， 为 93.37%， 240�
g/L 螺螨酯悬浮剂 4�000 倍液处理和 43%联苯肼酯
悬浮剂 2�000 倍液处理对苹果红蜘蛛的防效也在
90%以上， 这 3 种药剂的防效差异不显著， 与其余
5 种药剂的差异显著， 说明 3 种药剂对苹果红蜘蛛
的防治具有持效性。
3���小结与讨论
1）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11%乙螨唑悬浮液 5�000
倍液、 240�g/L 螺螨酯悬浮剂 4�000 倍液和 43%联
苯肼酯悬浮剂 2�000 倍液 3 种药剂对苹果红蜘蛛的
防效较好， 药后 19�d 防效分别为 93.37%、 92.34%
和 91.73%， 与其余 5 种药剂有显著差异； 20%三
唑锡悬浮剂 1�000 倍液有一定的防效， 但速效性
差。 50%四螨嗪悬浮剂 1�000 倍液、 15%哒螨灵可
湿性粉剂 1�000 倍液、 1.8%阿维菌素乳油 1�000 倍
液和 5%噻螨酮乳油 1�500 倍液 4 种药剂在田间试
验中与以往表现有较大幅度降低， 说明苹果红蜘
蛛对该 4 种药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 从防治
结果看， 11%乙螨唑悬浮液 5�000 倍液、 240�g/L 螺
螨酯悬浮剂 4�000 倍液和 43%联苯肼酯悬浮剂
2�000 倍液 3 种药剂既有较好的速效性， 又有较好
的持效性， 对苹果生产安全， 是今后生产中防治
苹果红蜘蛛值得推广的农药品种。

表 1 8种药剂对苹果红蜘蛛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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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甘肃省降水量 300～500�cm 地区大
力推广和扶植的主要栽培作物［1�］， 马铃薯全膜垄
作技术是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马铃薯种植上的延
伸［2～3�］， 是旱作农业的核心技术之一， 具有明显的
保墒、 增墒、 增温增光、 改良土壤、 提高产量的
效应［4～5�］。 薯豆间作栽培模式能在田间形成主体分
层交错用光的特点， 以减少漏光损失， 充分利用
土壤水、 热、 肥资源， 实现种植制度上的 1 熟变 2
熟， 获得田间高产， 并可有效缓解当前马铃薯大
面积连作造成的减产和品质下降， 对提高旱地马
铃薯生产水平，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增加农民
收入都具有重要意义。
1���选地整地

马铃薯病害较多， 不宜连作， 应实行轮作倒

茬， 前茬以麦类、 豆类为好。 选择地势平坦、 土
层深厚、 土质疏松、 肥力中上等、 坡度在 15° 以下
的地块， 不宜选择陡坡地、 石砾地等贫瘠地块。
前茬作物收获后及时深耕灭茬， 耕深 25�cm 以上熟
化土壤， 封冻前耙耱镇压保墒， 做到地面平整，
土壤细、 绵、 无坷垃， 无前茬根茬， 为起垄覆膜
创造良好的条件。
2���土壤处理

地下害虫为害严重的地块， 整地起垄时用
40%辛硫磷乳油 7.5�kg/hm2 加细沙土 450�kg， 拌成
毒土撒施， 或对水 750�kg 喷施于地表， 喷完 1 带
覆盖地膜后再喷 1 带， 以提高药效。 杂草危害严
重的地块， 整地起垄后用 50%乙草胺乳油 1.5�
kg/hm2 对水 750�kg 全地面喷雾， 然后覆盖地膜。

2） 为了延缓抗性的产生， 3 种药剂应合理轮换使
用， 以减少用药次数， 达到防治效果。 同时应在
生产中采用物理和生物综合防治措施， 彻底清除
树干粗皮、 老翘皮， 并集中烧毁； 刷除树上越冬
卵； 挖除距树干 33�cm 以内的表土， 以消灭土中
越冬成螨， 或用新土埋压地下红蜘蛛， 防止出土
上树。 8 月下旬进行树干束草诱集， 于翌年早春解
冻前取下束草烧毁。 并利用红蜘蛛的天敌蓟马、
捕食螨、 草蛉等， 降低红蜘蛛对苹果生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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