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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室内测定 了二化螟滞育幼 虫与非滞育幼虫时杀虫单和三吐磷的抗药性
。

测试结果表明
,

二化螟滞育幼虫比非滞育幼虫具

有更高的抗药性
。

杀虫单时二化螟滞育幼虫与非滞育幼虫的 LD , ,

分别为 24 3 45 2 , 留头与 10. 47 2 1 。留头 ; 三吐磷的 LD , ,

分别为

0
.

0 68 5 “ g/ 头和 0
.

0 49 7 p g/ 头
。

关键词 :二化螟
,

滞育幼虫
,

非滞育幼虫
,

杭药性

中图分类号 : 5 43 5
.

112十
.

1 文献标识码 : A

Stu dy o n In se etie id e R e sista n e e B etw e en D iaP au sin g an d N o n
一

d iaPa u sin g

L arv a e in Chilo SuPPr e ssalis W alk e r

X IA 0 Ha i一
;‘, : ,

XI O N C Jt’
。, ,一川 ei

,

X U E Fa
, t.q 一sell

(It
:srir,。te ‘

犷E , , r。,二 o

崛r
,

jA U, 两
, cIJ a ,公

,

JJOO4习

AB sT R A C T :

Th
e
ins

e c ti e ide re sistan
ce to m o n o su lt叩 an d tri az o Phos betw e e n diaP au sing an d n o n

司i叩a u sin g larv
a e w a s

m e a su re d in C
.

s u PPre ssall s
·

Th
e re su lt show

e d th a t th e diaPa u sin g l

arva
e had a hi ghe

r re s istan ce to ins e e ti eide th an n o n

一ia pa u sin g

o n e
.

Th
e

LD
, o fm o n o s u ltaP to diaPau sin g an d n o n 一di a pau s in g larv

a e w as 2 4
·

3 45 2 ,幼arv
a an d 10

·

472 1 ;幼arv
a , re sp e cti v ely; fo r

tri az o Ph o s,

th e L D , w a s 0
.

06 85 ,幼arv
a an d 0

.

04 97 ,幼arv
a ,

re spe e tive ly
.

K e y w o r d s : C h ilo s、一pp r e ssa lis ; D iapa u se la rv a e ; N o n 一 dia pa u se larv a e ; In see tie id e r e sista n e e

前言

滞育是昆虫面临恶劣或不利的环境时
,

通过遗传手段所采

取的一种预定的生存策略
,

常伴随着发育
、

繁殖的中止
.

以及抗

逆性(抗寒力
、

抗早力或耐热力等)的增强
.

它在不利的季节来

临之前就已经发生
。

滞育一旦开动
,

代谢活动则被抑制
,

此时
,

即使个体被置于有利的条件下
,

发育也不会立即恢复‘,刊
。

昆虫

进人滞育时
,

体内发生一系列的生理
、

生化以及结构等变化来

适应特殊的发育过程
,

这些变化涉及到昆虫各级调控机制的变

化
,

且因昆虫的种类不同而异
。

与非滞育个体相比
,

滞育个体通

常呼吸量更微弱 ;体内含水量下降
,

干重相应增加 ; 能量物质含

觉增加 ; 体内各种激素以及它所引起的代谢机制发生变化等

味3 ,

二化螟 (C 日10 sul ,P扭”山
砚、从 er )是我国水稻上重要的

钻蛀性害虫
。

自 1 9 9 7 年以来
,

二化螟在全国稻区连年爆发 14 一
。

特别是第三代二化螟幼虫以虫伤株方式在双季晚稻田造成的
“

隐蔽为害
” ,

常导致晚稻后期大面积倒伏
。

根据我们多年的田

间观察
,

8 月中旬后孵化的幼虫
,

发育到 3 龄时就已经感受短

光照的诱导
,

将全部进人滞育
。

这些注定滞育幼虫在秋季能够

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取食
.

但当年不会化蛹
,

直到冬季来临时才

停止取食
,

以老熟幼虫进人越冬门 。

因此
,

危害晚稻后期的幼虫

基木上是滞育的个体
。

长期以来
,

二化螟的防治工作者反映
,

晚

稻后期的二化螟的药剂防治效果较差
,

除了二化螟木身对常用

的药剂产生抗药性外18 一l2J
,

是否还与二化螟的滞育幼虫L匕非滞

育幼虫有更强的抗药性有关? 为了揭示这一问题
,

木文主要对

南昌地区二化螟滞育个体与非滞育个体对两种常用农药的抗

药性进行了研究
。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药剂

94 .7 %杀虫单原粉 ; 80 .2 %三哇磷原油
。

1
.

2 供试虫源

2 0 04 年 7 月上中旬采集南昌市郊 区江西农业大学农学

院实验站水稻田的末龄幼虫
,

室内 28 ℃
.

LD 15
: 9 下饲养至化

蛹
。

每日定时收集羽化的成虫
,

置于放有水稻苗的养虫笼内

(5 。x 50 x 5 0c m )供成虫交配与产卵
,

隔天收集二化螟卵块
。

1
.

3 虫源饲养

卵块发育至黑头期时
,

将卵块接人孕穗期的新鲜水稻茎秆

内
,

带卵茎秆放人 养虫盒 (d 。 16c m ,h 、 10 c m )中
,

置于恒温

28 ℃
,

LD 16
:
8( 滞育抑制的光周期 )和 L D 12

: 12( 滞育诱导的光

周期 )饲养
。

待幼虫发育到 4 龄时挑选大小一致的个体供测试

用
。

此时的幼虫已经感受了光周期的刺激
,

在 LD 16
: 8 的条件

下培养的个体是注定要发育的幼虫
,

在 L D 12
:
12 的条件下则

是注定要进人滞育的个体
。

所有试验均在光照培养箱 (LR H -

25 0 一G 型 )中进行
,

光照强度约为 100 0 坟
,

箱内的温度变化为

士1℃
,

湿度维持在 7 0 一 8 0 %左右
。

暗期处理采用人工方法进行
。

1
.

4 试验方法

采用微量点滴仪点滴
。

在预备试验的基础上
,

将杀虫单
、

二

哇磷按一定梯度用丙酮稀释成 5~7 个系列浓度 (杀虫单用 50 %

丙酮水溶液稀释 )
,

浓度范围在能引起供试昆虫死亡率在 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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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之间
。

用点滴仪将药液逐头点滴于二化螟 4 龄幼虫的胸背

部
.

先点滴溶剂做对照
,

然后依次从低浓度向高浓度点滴
,

每头

幼虫点滴药液 0. 5闪
,

每一浓度处理 10 头
,

重复 4 次
,

每 10 头

幼虫放人直径 , 。 的培养皿内
,

喂少量水稻茎秆
,

并转人幼虫

发育的光周期(LD 16
:
8) 与温度(2 8℃ )条件下处理

。

杀虫单处

理的 % h 后检查死亡虫数
,

三哇磷处理的 48 h 后检查死亡虫

数
,

以轻触不能正常翻身者为死亡标准
。

测定数据采用 D P s 。

数据处理系统求出各药剂的毒力回归方程
、

LD
, 、

9s %置信限

以及根据南京农业大学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提供的

毒力基线求 {11抗性倍数
。

抗性倍数低于 5 倍的为相对敏感
,

5~

10 倍为低抗
,

10 门4 0 倍为中抗
,

大于 40 倍为高抗
。

常用杀虫剂

对二化螟的相对敏感毒力基线见表 1
。

2 结果与分析

表 2 表明
,

杀虫单对二化螟滞育幼虫与非滞育幼虫的

LD 50 分别为 2 4
·

3 45 2卜g /头与 10
·

4 72 1卜g /头
,

滞育个体的抗

性倍数为 85
.

45 倍
,

属高抗水平 ; 非滞育幼虫为 36 .7 6 倍
,

属中

抗水平 ;滞育个体的抗药性L匕非滞育个体高 2
.

32 倍
。

三哇磷对

这两种幼虫的LD 50 分别为 0. 0 685 卜g/ 头和 0. 04 97 卜g/ 头
,

抗

性倍数分别为 11
.

05 和 8. 02 倍
,

滞育个体的抗药性L匕非滞育个

体高 1
.

32 倍
。

表 l 常用杀虫剂对二化螟的相对敏感毒力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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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二化蚁滞育幼虫与非滞育幼虫对不同农药敏感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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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昆虫对化学药剂产生抗性是长期受化学药剂选择适应的

必然结果
。

长期以来
,

生产上一直使用以沙蚕毒素类药剂的杀

虫双
、

杀虫单和以甲胺磷为主的有机磷杀虫剂是导致二化螟产

生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13j
。

我们对二化螟滞育幼虫与非滞育幼

虫的抗药性比较测定初步发现
,

二化螟滞育幼虫具有比非滞育

幼虫更高的抗性
。

这可能证明造成晚稻二化螟化学防治效果的

降低不仅仅是施药质量差的单方面原因
.

亦可能与二化螟越冬

代的滞育幼虫抗药性较高有关
。

此外
,

有些以幼虫滞育越冬的

种类
,

在滞育期间还能够不断进行取食
,

以补充越冬过程中的

消耗
。

薛芳森(198 7 )与R am o n e d 。(1 , 93 )观察发现
,

二化螟越

冬滞育个体在越冬期间仍会取食
.

而且至少要多蜕皮一次队lsl
,

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对晚稻的危害
。

当然
,

对二化螟滞育与抗药

性的关系方面及其相关代谢机理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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