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 JournalofGreenScienceandTechnology
第24卷 第19期

收稿日期:2022-07-15
作者简介:段雪娇(1984-),女,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

不同药剂对红火蚁防治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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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不同药剂对红火蚁的防治效果,以西双版纳勐仑某苗圃地作为试验地点,设置了10%高效氯氰

菊酯乳油、1.8%阿维菌素乳油、噻虫·氟氯氰颗粒剂、0.1%舒绝杀蚁饵剂,分别测量了4个处理对活动蚁

巢、活动工蜂的防效及校正防效。结果表明:在勐仑某苗圃地间,可选择0.1%舒绝杀蚁饵剂作为红火蚁的

防治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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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controleffectofdifferentpesticidesonSolenopsisinvictaBuren,thispaper
tookanurseryinMenglun,Xishuangbanna,asthetestsite.10% betacypermethrinemulsifiableconcen-
trates,1.8%abamectinemulsifiableconcentrates,Thiam ·Cyhalothringranules,0.1%Shujueantbaitare
set.Thecontroleffectandcorrectioneffectoffourtreatmentsonactiveantnestsandactiveworkerbeesare
measured.Theresultsshowedthat0.1%ShujueantbaitcouldbeselectedasthecontrolagentofSolenopsis
invictaBureninanurseryinMeng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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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火蚁属赤鳞目、胡蜂总科、蚁科、切叶蚁亚科火

蚁属,来源于南美洲,在我国已经被列为入侵检疫性

有害生物。红火蚁极具攻击性及破坏性[1]。2004
年,我国广东省首次发现红火蚁,近年来红火蚁已扩

散至我国多个省份[2]。红火蚁较为凶猛,具备极强的

繁殖能力以及环境适应能力,可在草地、路边以及荒

芜坡地等多个地区发生,在入侵新的地区后红火蚁可

迅速形成种群并定居,很难将其彻底根除。红火蚁的

发生会对农林业生产、生态系统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巨

大隐患[3]。
当前,红火蚁巢穴逐渐增多,人们在田间及公园

绿地常遭受红火蚁叮咬,不仅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

响,公共安全也面临着较大威胁[4]。思茅松是一种松

科松属常绿乔木,在东南亚地区又被称为卡西亚松,
属于暖热型松类[5]。思茅松树干端直,材质优于云南

松,可供枕木、建筑、矿柱等使用,其树干可采松脂,树

皮可提取烤胶,是西双版纳地区重要的产脂、用材、林
化工原料树种,思茅松生态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其
商品价值极高[6]。随着红火蚁疫情的日渐严重,西双

版纳地区思茅松也面临着较大影响,需选择安全、持
久、高效药剂以治理红火蚁。

杨静美等[7]研究了鱼滕酮及藜芦碱2种植物源

药剂对红火蚁工蚁的毒杀活性及行为,发现在室内试

验下两种药剂对红火蚁工蚁具备一定的防治效果;张
婵[8]等在室内测试了甘氨酸以及赤藓糖醇不同浓度

配比水溶液及胶状饵剂对红火蚁工蚁的毒杀效果,发
现甘氨酸和赤藓糖醇溶液对红火蚁实验室种群有很

好的控制效果。但是二者仅在室内试验,并未验证上

述药剂在田间是否有作用,对红火蚁大型工蚁是否有

效。谭德龙等[9]在野外测量了不同浓度茚虫威对红

火蚁的防治效果,马海芳等[10]探讨了0.045%茚虫威

杀蚁饵剂对红火蚁的田间防治效果,发现上述药剂对

红火蚁具备一定的田间防治效果。目前在不同药剂

对红火蚁防治效果方面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探

究了不同药剂对思茅松红火蚁的防治效果,希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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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出适宜西双版纳地区的红火蚁田间防治药剂。

2 材料及方法

2.1 供试药剂

试验用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由缔都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试验用1.8%阿维菌素乳油由华

北制药爱诺有限公司提供;试验用噻虫·氟氯氰颗粒

剂由山东松冈化学有限公司提供;0.1%舒绝杀蚁饵

剂由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2.2 试验涉及处理

试验地位于西双版纳勐仑某苗圃地。试验共设

置6个处理,见表1。分别在蚁巢外围50cm半径范

围内均匀施撒上述药剂,需注意选择无雨无风、地表

土壤干燥时施药。每个处理分别重复5次。
表1 试验处理情况

处理 药剂 用药剂量

A 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250倍液 5kg
B 1.8%阿维菌素乳油1000倍液 5kg
C 噻虫·氟氯氰颗粒剂 10g
D 0.1%舒绝杀蚁饵剂 10g
CK - -

2.3 药效调查及统计

2.3.1 调查时间

分别于施药前及施药后2d、5d、10d、15d、20
d、25d对蚁巢数量以及诱集瓶内工蚁数量调查。
2.3.2 调查方法

按照林灿明等[11]的方法调查施药前后活动蚁巢

及活动工蚁数。
活动蚁巢防效(%)=

药前处理区活动蚁巢数-药后处理区活动蚁巢数
药前处理区活动蚁巢数

×100% (1)

活动蚁巢正防效(%)=
药前对照区活动蚁巢数×药后处理区活动蚁巢防效
药后对照区活动蚁巢数×药前处理区活动蚁巢数

×100% (2)
活动工蚁防效(%)=

药前对照区诱到人工蚁数-药后处理区诱到工蚁数
药前处理区诱到工蚁数

×100% (3)
活动工蚁校正防效(%)=

1-
药前对照区诱到工蚁数×药后处理区诱到工蚁数
药后对照区诱到工蚁数×药前处理区诱到工蚁数

×100% (4)
2.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2010和SPSS20.0统计及分析数据。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药剂对火红蚁活动蚁巢数量及防效影响

不同药剂对火红蚁的活动蚁巢数量及防效影响

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经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250倍液处理后2d,红火蚁活动蚁巢防效即达到了

50%,是4个处理药剂当中防治效果最快的一种药

剂,在用药后2~25d,红火蚁活动蚁巢防效始终维持

在50%;1.8%阿维菌素乳油1000倍液对红火蚁活动

蚁巢的防效最不理想,始终为0%;噻虫·氟氯氰颗

粒剂用药后2d,红火蚁活动蚁巢防效为40%,但是

在用药5d后防效即达到并始终维持在100%,因而

可以说噻虫·氟氯氰颗粒剂对红火蚁活动蚁巢的防

效最为理想,兼具速效性及持久性;0.1%舒绝杀蚁饵

剂施药后2d防效为0%,5d后防效为50%,10d后

防效可达到100%,表明这一药剂对红火蚁蚁巢防效

持久性良好,但是其速效性并不理想。

表2 不同药剂对火红蚁的活动蚁巢数量及防效的影响

施药前活动

蚁巢数/个

施药后活动蚁巢数/个

2d 5d 10d 15d 20d 25d

施药后活动蚁巢防效/%
2d 5d 10d 15d 20d 25d

平均

T1 6 3 3 3 3 3 3 50 50 50 50 50 50 50
T2 6 6 6 6 6 6 6 0 0 0 0 0 0 0
T3 5 3 0 0 0 0 0 40 100 100 100 100 100 90
T4 6 6 3 0 0 0 0 0 50 100 100 100 100 75
CK 4 4 4 4 4 4 4 0 0 0 0 0 0 0

  不同药剂对火红蚁活动蚁巢校正防效见表3。
可以看出,4种药剂对火红蚁活动蚁巢校正防效存在

显著影响,其中噻虫·氟氯氰颗粒剂、0.1%舒绝杀蚁

饵剂防治效果更佳,在5d前以噻虫·氟氯氰颗粒剂

校正防效为最高,10d后噻虫·氟氯氰颗粒剂、0.1%
舒绝杀蚁饵剂校正防效差异不显著。从平均防效来

看,由高到低依次为噻虫·氟氯氰颗粒剂、0.1%舒绝

杀蚁饵剂、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250倍液、1.8%
阿维菌素乳油1000倍液。
3.2 不同药剂对红火蚁活动工蚁数量及防效的影响

不同药剂对红火蚁活动工蚁数量及防效的影响

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250倍液对红火蚁活动工蚂的平均防效为最高,达
到了97.19%,该药剂具备良好的速效性以及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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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8%阿维菌素乳油1000倍液对红火蚁活动工蚁
表3 不同药剂对火红蚁活动蚁巢校正防效 %

处理 2d 5d 10d 15d 20d 25d 平均

T1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T2 0 0 0 0 0 0 0
T3 5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1.67
T4 0 5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75.00

平均防效较低,仅63.74%,在用药后的各个时间段,
该药剂对红火蚁活动工蚁的防效均较低,其整体防效

逊于其余3种防治药剂;在噻虫·氟氯氰颗粒剂处理

后2d,红火蚁活动工蚁防效为70.29%,5~25d整

体防效均维持在100%,虽然其平均防效略逊于10%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250倍液,但是这一药剂仍然具

备较好的速效性以及持久性;0.1%舒绝杀蚁饵剂处

理后2~10d,随着时间的延长防效持续增加,在15
~25d防效维持在100%,表明该药剂持效性良好,
但是速效性并不理想。

表4 不同药剂对红火蚁活动工蚁数量及防效的影响

处理

施药前

活动工

蚁数/只

施药后活动工蚁数/只

2d 5d 10d 15d 20d 25d

施药后活动工蚁防效/%

2d 5d 10d 15d 20d 25d
平均

T1 242.9 20.7 8.1 4.5 2.7 2.5 2.5 91.48 96.67 98.15 98.89 98.97 98.97 97.19
T2 219.9 109.5 81.5 82.7 67.3 69.9 67.5 50.20 62.94 62.39 69.40 68.21 69.30 63.74
T3 264.9 78.7 0 0 0 0 0 70.29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5.05
T4 231.3 111.5 31.9 18.9 0 0 0 51.79 86.21 91.83 100.00 100.00 100.00 88.31
CK 207 156 144 148 109 115 115 24.64 30.43 28.50 47.34 44.44 44.44 36.63

  不同药剂对红火蚁工蚁校正防效见表5。从中

可以看出,4个药剂对红火蚁活动工蚁的校正防效存

在较大差异,平均校正防效由高到低依次为10%高

效氯氰菊酯乳油1250倍液、噻虫·氟氯氰颗粒剂、
0.1%舒绝杀蚁饵剂、1.8%阿维菌素乳油1000倍液。

表5 不同药剂对火红蚁活动工蚁校正防效

处理 2d 5d 10d 15d 20d 25d 平均

T1 88.69 95.21 97.41 97.89 98.15 98.15 95.92
T2 33.93 46.72 47.40 41.88 42.78 44.75 42.91
T3 60.58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3.43
T4 36.03 80.17 88.57 100.00 100.00 100.00 84.13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1.8%
阿维菌素乳油、噻虫·氟氯氰颗粒剂、0.1%舒绝杀蚁

饵剂4种药剂对勐仑某苗圃地内红火蚁防治效果,结
果表明: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对活动蚁巢防治具备

良好的速效性,持久性一般,而对活动工蚁防治则具

备良好的速效性以及持久性;1.8阿维菌素乳油对红

火蚁蚁巢及活动工蚁防治效果均较差;噻虫·氟氯氰

颗粒剂对活动蚁巢、活动工蚁防治的速效性、持久性

均较高;0.1%舒绝杀蚁饵剂对活动蚁巢、活动工蚁防

治持久性良好,但是速效性一般。
从单个药剂来看,10%高效氯氰菊酯乳油是一种

较为安全的药剂,但是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需兑水使

用,需现用现配,如果防治地点取水不方便,不适宜选

择此药剂[12];在使用噻虫·氟氯氰颗粒剂时,需注意

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必须严格按照要求佩戴手套、口

罩并穿戴防护服,在施药结束后必须立即采取肥皂彻

底清洗,与此同时这一药剂对蚕、蜂具备较强的致毒

性,需避免在蜂、蚕养殖区域内使用,不得频繁应用于

人畜活动区域[13];0.1%舒绝杀蚁饵剂是以0.1%茚

虫威为主要成分,是一种较为安全的药剂,可有效引

诱红火蚁,同时其颗粒形状便于红火蚁搬运及取食,
应用较为方便[14]。

综上所述,在勐仑某苗圃地间,可选择0.1%舒

绝杀蚁饵剂作为红火蚁的防治药剂。在具体施药过

程中,为避免天气影响,应选择晴朗天气、土壤干燥时

施药,同时在施药结束后需避免2h内存在降雨情况。
在炎热的夏季,一般于温度较低的上午或者傍晚

用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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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饵的防治效果分别为99.33%和91.32%,4周后出

现鹿角菌,对白蚁表现出较好地防治效果。上官保国

等[20]研究3种药剂对香樟大苗造林白蚁防治效果,结
果表明,3%克百威、5%氟虫腈和5%丁虫腈对白蚁

有较好的防效,防治效果分别达到37.5%,50%和

91.7%,其中5%丁虫腈的效果最好,药效持效期达

到95d。本研究表明,60%联苯 吡虫啉悬浮剂、200
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0.3%依维菌素乳油、200
g/升虫螨腈悬浮剂和45%毒死蜱乳油均对桉树白蚁

由较好 的 防 效,药 后40d的 防 治 率 分 别 达 到 了

77.44%、72.78%、66.89%、68.27%和73.64%。说

明集中药剂均能够较好地防治白蚁,其中60%联苯

吡虫啉、200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和45%毒死蜱

乳油在40d后对白蚁的防治效率均在70%以上,说
明具有较好的防效。通过室内试验表明,不同药剂对

白蚁浸泡后的死亡时间和死亡率表现不同,一方面是

由于不同药剂间的作用方式存在差异,导致在杀虫速

效性上表现出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类型药剂在白蚁

体内发生作用速度不同,也是影响死亡时间和死亡率

的关键因素。总体比较在桉树造林前可用45%毒死

蜱乳油稀释浸根,能够有效防治部分白蚁对桉树幼林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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