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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种杀虫剂对烟草甲的室内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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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烟草甲是烟叶储藏期的一种重要害虫，危害大且难于防治。采用微量喷雾法研究 12 种杀虫剂对烟草

甲成虫和幼虫的室内防治效果。结果表明，12 种杀虫剂以高效氯氟氰菊酯的综合防治效果最好，溴氰菊酯次之。

高效氯氟氰菊酯以 10 mg·kg-1 浓度处理饲喂试虫，4 d 后成虫的校正死亡率为 85.7%，6 d 后幼虫的校正死亡率为

80.2%，对 3 龄幼虫的种群抑制率为 85.1%。滤纸载药触杀试验结果表明，高效氯氟氰菊酯以 0.65 μg·cm-2处理烟草

甲成虫，3 d 后试虫的校正死亡率为 87.8%，显著高于溴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可作为一种较好的储烟防护剂用

于防治烟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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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bacco beetle is a key pest of stored tobacco. It causes great damage to the stored tobacco and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at presen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welve insecticides against Lasioderma serricorne (Fabricius) 
were studied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using the direct micro-spray and the pesticide-film filter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yhalothrin performed the best integrated control effect on L. serricorne, followed by del-
tamethrin in all twelve insecticides. After fed with cyhalothrin at 10 mg·kg-1, the corrected mortality to adult pest 
was 85.7% after 4 days, the corrected mortality to larvae was 80.2% after 6 days, and the population inhibition 
rate to third instar larvae was 85.1% in the end. The result of the pesticide-film filter showed that the corrected 
mortality of adults was 87.8% after treated with cyhalothrin at 0.65 μg·cm-2 for 3 day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deltamethrin. Cyhalothrin showed a promising result as an effective insecticide for the control 
of tobacco bee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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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是我国的一种重要经济作物，在我国广大

西南地区农村脱贫致富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烟草在烤后储藏及卷烟加工过程中如若保管不当，

常会因贮烟害虫的为害而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据

国内烟草行业估计，全国每年因虫害造成的烟叶损

失率约为 1.64%，烟叶损失总量约 3.115 万 t[1]。烟

草甲 Lasioderma serricorne (Fabricius)是一种世界性

的储烟害虫，属鞘翅目Coleoptera窃蠹科Anobiidae，

其幼虫和成虫均可危害烤烟。烟草甲不仅蛀食烟叶

造成孔洞，致使烟叶成丝率下降，而且其取食后排

泄的粪便及遗留的蛋白性虫尸异物也会严重影响烟

叶品质，对卷烟产品信誉构成潜在威胁[2]。 
目前，烟草甲防治手段形式多样，主要方法包

括清洁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及化学防治[3-11]。

由于化学防治简便易行，经济可靠，因此当前仍为

国内外烟草行业控制烟草甲等储烟害虫的主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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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化学防护剂兼具胃毒触杀和空间杀虫作用，在

烟仓清洁消毒时配合使用可有效消灭环境虫源，降

低烟仓害虫侵染概率[12]。当仓库密封条件较差而不

能整仓熏蒸时，采用分垛熏蒸配合喷施防护剂则可

对储烟害虫起到较好的控制效果，而当监测到有虫

害发生但尚未达到熏蒸标准时，采用防护剂也可有

效控制空间虫源[13]。本试验研究了 12 种杀虫剂对

烟草甲的室内防治效果，以期寻找出高效低毒的储

烟防护剂，为储烟领域科学有效地开展烟草甲综合

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烟草甲虫源来自贵州省都匀市烟叶营销中心仓

库，在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虫学实验室采

用半碎的小麦饲养，饲养条件为恒温恒湿（T：28
℃±0.5℃，RH：80%±5%）。试验取 5～7 d 日龄的

烟草甲成虫和 3 龄幼虫供试。 
1.2  供试药剂 

25 g·L-1 溴氰菊酯乳油〔拜耳作物（中国）有限

公司〕；20%甲氰菊酯乳油（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

公司）；4.5%高效氯氰菊酯微乳剂（安徽丰乐农化

有限公司）；25 g·L-1 联苯菊酯乳油（济南中科绿色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25 g·L-1 高效氯氟氰菊酯乳油

（常州市农林药业有限公司）；5%阿维菌素乳油（泰

安市宝丰农药厂）；2.5%甲氨基阿维菌素乳油（钟

祥市第二化工厂）；3%氟虫腈乳油（威海韩孚生化

药业有限公司）；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南京红太

阳股份有限公司）；200 g·L-1 虫酰肼悬浮剂（天津市

绿亨化工有限公司）；200 g·L-1 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

（美国杜邦公司）；90%敌百虫原药（江苏安邦电化

有限公司）。 
1.3  生物测定方法 
1.3.1  对幼虫的综合防效  将供试药剂分别用水稀

释 1000 倍，再将稀释液倒入微量喷雾器内。用电子

天平准确称取 2 g 烟叶（含水量为 16%~18%），并

将烟叶单层均匀平铺在一干净培养皿内，然后对其

均匀喷雾 4 次（每次喷液量为 0.2 mL），待烟叶表

面水分挥干后，将烟叶装入 100 mL 玻璃瓶内。每

瓶接入 20 头 3 龄幼虫，瓶口用白色棉布密封。每处

理重复 5 次，并设清水对照。将各处理放入人工气

候箱内（T：28℃±0.5℃，RH：80%±5%），处理 2、
4 和 6 d 后打开棉布，调查幼虫死亡数，计算死亡率

和校正死亡率： 
死亡率（%）＝（死亡虫数/供试虫数）×100 

校正死亡率/%=（处理死亡率－对照死亡率）/
（100－对照死亡率）×100 

调查幼虫死亡率后，将存活的幼虫继续放入原

处理瓶内继续饲养，待化蛹羽化后调查成虫数量，

计算种群抑制率： 
种群抑制率（%）＝（对照成虫数－处理成虫

数）／对照成虫数 × 100 
1.3.2  对成虫的综合防效  测试方法同 1.3.1。将各

处理放入生物测定室内（T：28℃±0.5℃，RH：

80%±5%），处理 1、2 和 4 d 后打开棉布，分别调查

记载成虫死亡数，计算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计算

公式同上。 
1.3.3  触杀效果测定  采用滤纸载药法。将药液用

水稀释成不同的浓度（500 倍、1000 倍和 2000 倍）

后，用移液枪分别移取 0.5 mL 滴入到直径为 7 cm
滤纸上，再将滤纸平铺在直径为 7 cm 的培养皿上。

每皿接入 20 头烟草甲成虫，1 d 后将试虫取出放入

干净的 5 mL 指形管内。指形管有一小孔透气并放

入少许烟叶。每处理重复 5 次，对照组用清水处理。

将各处理放入生物测定室内（T：28℃±0.5℃，RH：

80%±5%），并分别在指形管内处理 1、2 和 3 d 后将

试虫倒入干净的培养皿内，调查成虫死亡数，计算

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计算公式同上。 
1.4  统计分析 

采用 DPS-V3.01 数据处理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将试验调查计算所得校正死亡率和种群抑制率进行

反正弦平方根转换后，用 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数

据后无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12 种杀虫剂对烟草甲幼虫的综合防效 
从表 1 可以看出，12 种杀虫剂随着处理时间的

延长，幼虫的死亡率逐渐增大。12 种药剂各处理 2 d
后以高效氯氰菊酯的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溴氰菊

酯。处理 4 d 后，以高效氯氰菊酯、联苯菊酯、溴

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的效果较好。处理 6 d 后，

高效氯氟氰菊酯的综合防效最为显著，其对烟草甲

幼虫的校正死亡率为 80.2%，其次为溴氰菊酯和阿

维菌素，对试虫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71.4%和

69.2%。12 种供试药剂以虫酰肼、甲氰菊酯、吡虫

啉、甲氨基阿维菌素、敌百虫和氯虫苯甲酰胺的效

果较差，6 d 后试虫的校正死亡率均低于 30.0%。 
另从12种药剂对烟草甲3龄幼虫的种群抑制效

果可知，高效氯氟氰菊酯、溴氰菊酯和阿维菌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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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效果较好，其种群抑制率分别为 85.1%、71.3%
和 65.5%，而虫酰肼和氯虫苯甲酰胺的抑制效果较

差，其抑制率分别为 18.4%和 21.8%，均低于 30.0%。

供试的 12 种药剂以高效氯氟氰菊酯对烟草甲幼虫

的抑制作用最好，其种群抑制率显著高于另外 11
种药剂。 

 

表 1  12 种杀虫剂对烟草甲幼虫的综合防效（1000 倍） 
Table 1  Integrated control effects of twelve pesticides on the larvae of tobacco beetle (1000×) 

死亡率/% 
Mortality 

校正死亡率/%±标准差 
Corrected Mortality ± standard deviation

处理药剂 
Treatment 

浓度/mg·kg-1

Concentration 2 d 4 d 6 d 2 d 4 d 6 d 

成虫羽 
化数/头 
Adult 

emergence 
number 

种群抑制率/% 
±标准差 

Population 
inhibition rate ± 

standard deviation
溴氰菊酯 

Deltamethrin 10 34.0 42.0 74.0 32.0±7.9b 37.6±3.6ab 71.4±6.4ab 5.0 71.3±5.9b 

高效氯氰菊酯 
Beta-cypermethrin 15 48.0 51.0 57.0 46.4±3.4a 47.3±5.1a 52.7±3.6cd 7.0 59.8±4.7cd 

甲氰菊酯 
Fenpropathrin 80 5.0 23.0 24.0 3.3±7.8fg 17.2±4.9de 16.5±3.5fg 10.2 41.4±2.8f 

联苯菊酯 
Bifenthrin 10 25.0 44.0 66.0 22.7±4.9bc 39.8±4.1ab 62.6±10.2bc 8.0 54.0±5.3de 

高效氯氟氰菊酯 
Lambda-cyhalothrin 10 27.0 41.0 82.0 24.7±3.9b 36.6±4.2ab 80.2±7.2a 2.6 85.1±2.6a 

阿维菌素 
Abamectin 20 6.0 36.0 72.0 3.7±6.5efg 31.2±2.8bc 69.2±8.6ab 6.0 65.5±3.5bc 

甲氨基阿维菌素 
Emamectin benzoate 10 17.0 23.0 35.0 14.4±4.9cd 17.2±4.9de 28.6±7.5ef 10.0 42.5±5.3f 

氟虫腈 
Fipronil 12 11.0 31.0 51.0 8.2±5.0de 25.8±8.4cd 46.2±4.1d 9.4 46.0±3.8ef 

吡虫啉 
Imidacloprid 40 6.0 20.0 33.0 4.3±9.2efg 14.0±7.7ef 26.4±6.4ef 9.4 46.0±6.1ef 

虫酰肼 
Tebufenozide 80 4.0 8.0 19.0 2.3±6.6g 1.9±5.6g 11.0±4.2g 14.2 18.4±7.9g 

氯虫苯甲酰胺 
Chlorantraniliprole 80 9.0 13.0 36.0 6.2±5.3efg 6.5±5.3f 29.7±4.5e 13.6 21.8±3.7g 

敌百虫 
Dipterex 360 10.0 22.0 35.0 7.2±4.4def 16.1±8.0de 28.6±7.0ef 10.2 41.4±6.6f 

CK - 3.0 7.0 9.0 - - - 17.4 - 
 

表 2  12 种杀虫剂对烟草甲成虫的综合防效（1000 倍） 
Table 2  Integrated control effects of twelve pesticides on the adults of tobacco beetle (1000×) 

死亡率/% 
Mortality 

校正死亡率/% ± 标准差 
Corrected mortality ±standard deviation 处理药剂 

Treatment 
浓度/mg·kg-1 

Concentration 1 d 2 d 4 d 1 d 2 d 4 d 
溴氰菊酯 Deltamethrin 10 30.0 35.0 63.0 29.3±3.8a 34.3±2.2a 62.2±4.6b 

高效氯氰菊酯 Beta-cypermethrin 15 9.0 12.0 30.0 8.1±4.5d 11.1±5.4c 28.6±5.4c 
甲氰菊酯 Fenpropathrin 80 11.0 16.0 30.0 10.1±4.3cd 15.2±3.5bc 28.6±4.3c 
联苯菊酯 Bifenthrin 10 22.0 36.0 56.0 21.2±4.0b 35.4±4.6a 55.1±6.3b 

高效氯氟氰菊酯 Lambda-cyhalothrin 10 33.0 39.0 86.0 32.3±3.6a 38.4±3.9a 85.7±3.4a 
阿维菌素 Abamectin 20 13.0 17.0 20.0 12.1±3.8cd 16.2±4.5bc 18.4±4.7d 

甲氨基阿维菌素 Emamectin Benzoate 10 10.0 13.0 17.0 9.1±5.9d 12.1±3.8bc 15.3±3.8d 
氟虫腈 Fipronil 12 3.0 5.0 22.0 2.6 ±8.2e 4.2±6.4d 20.4±7.0cd 

吡虫啉 Imidacloprid 40 16.0 20.0 25.0 15.2±3.5bc 19.2±4.7b 23.5±4.3cd 
虫酰肼 Tebufenozide 80 1.0 2.0 3.0 0.0±0.0f 1.6±6.3d 1.8±5.5e 

氯虫苯甲酰胺 Chlorantraniliprole 80 1.0 3.0 6.0 0.0±0.0f 2.4±6.3d 4.5±6.7e 
敌百虫 Dipterex 360 1.0 4.0 5.0 0.0±0.0f 3.4±7.8d 3.5±5.9e 

CK - 1.0 1.0 2.0 - - - 
 

2.2  12 种杀虫剂对烟草甲成虫的综合防效 
将 12 种药剂分别用 1000 倍稀释液对烟叶进行

喷雾处理，以此研究对烟草甲成虫的综合防效。从

表 2 可知，12 种药剂以高效氯氟氰菊酯、溴氰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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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苯菊酯的效果最为显著，其中高效氯氟氰菊酯

10 mg·kg-1 处理烟草甲成虫 1、2 和 4 d 后的校正死

亡率依次为 32.3%、38.4%和 85.7%，均高于其他 11
种处理药剂，其中 4 d 后的校正死亡率显著高于其

他各药剂处理。溴氰菊酯的防治效果也相对较好，

其处理 4 d 后试虫的校正死亡率为 62.2%。12 种药

剂以虫酰肼、氯虫苯甲酰胺、敌百虫的效果最差，

其 4 d 后校正死亡率均低于 10.0%。 
 

表 3  优选杀虫剂对烟草甲成虫的触杀效果 
Table 3  Contact toxicity of selected pesticides on the adults of tobacco beetle 

死亡率/% 
Mortality 

校正死亡率/%±标准差 
Corrected mortality ±standard deviation 处理药剂 

Treatment 
浓度/μg·cm-2

Concentration 1 d 2 d 3 d 1 d 2 d 3 d 
溴氰菊酯 Deltamethrin 0.65 25.0 35.0 62.0 25.0±3.3a 35.0±3.0b 61.2±4.5b 

 0.32 10.0 12.0 23.0 10.0±4.9bc 12.0±2.4d 21.4±4.2cd 
 0.16 7.0 10.0 17.0 7.0±3.0c 10.0±4.9d 15.3±4.7d 

高效氯氟氰菊酯 Lambda-cyhalothrin 0.65 33.0 60.0 88.0 33.0±4.7a 60.0±5.9a 87.8±2.4a 
 0.32 15.3 27.0 61.0 15.3±4.1b 27.0±1.8c 60.2±3.3b 
 0.16 7.0 12.0 26.0 7.0±3.0c 12.0±2.4d 24.5±5.8c 

CK - 0.0 0.0 2.0 - - - 
 
2.3  优选杀虫剂对烟草甲成虫的触杀效果 

在利用 12 种药剂对烟草甲成虫进行综合防治

效果测试后，选取效果较好的高效氯氟氰菊酯和溴

氰菊酯 2 种药剂进行触杀效果试验，测试结果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高效氯氟氰菊酯和溴氰菊酯以

0.32 μg·cm-2 处理试虫 3 d 后，烟草甲成虫的校正死

亡率分别为 60.2%和 21.4%，触杀效果尚不明显。

当浓度增大为 0.65 μg·cm-2 时处理 3 d，高效氯氟氰

菊酯和溴氰菊酯对成虫的触杀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87.8%和 61.2%，由此表明高效氯氟氰菊酯对烟草甲

成虫的触杀效果较好。 

3  讨论 

迄今为止，在各类贮烟害虫防治方法中，物理

防治因成本过高在我国尚难以大范围推广，生物防

治则因技术要求高、效果缓慢且不稳定，在应用中

也很受局限，至此我国当前的储烟害虫治理环节仍

以清洁防治和化学防治为主。随着化学杀虫剂的长

期大量使用，储烟主要害虫种群抗药性和药剂残留

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化学药剂的防治效果也逐年下

降[14]。此外化学熏蒸防治方面，磷化氢由于易燃易

爆、腐蚀性强、残渣处理难及抗药性等问题在应用

时也存在一定局限[15-17]，敌敌畏则因渗透性较弱也

只能用作空仓消毒处理。因此，如何提高现有化学

杀虫剂的应用潜力，寻找具有优良杀虫效果的化学

防护剂在储烟害虫防治领域仍具有重要经济意义。 
烟草甲是烟叶储藏期的一种重要害虫，如若防

治不当常可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本试验结果表明，

供试的 12 种杀虫剂以高效氯氟氰菊酯的综合防治

效果最好，高效氯氟氰菊酯可作为一种较好的储烟

防护剂用于防治烟草甲。杨叶昆等研究了 6 种拟除

虫菊酯类杀虫剂（1.5%顺式氯氰菊酯，10%高效氯

氰菊酯，5%氟氯氰菊酯，2.5%高效氟氯氰菊酯，2.5%
溴氰菊酯，10%氯菊酯和 0.14%丙烯菊酯复配剂）

对烟草甲幼虫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 10%高效氯氰

菊酯的效果最为显著[18]。本研究表明溴氰菊酯的效

果整体优于高效氯氰菊酯，这可能与烟草甲对高效

氯氰菊酯产生了一定的抗药性有关。 
化学防护剂不仅在烟仓害虫防治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而且在卷烟车间空间杀虫消毒方面也被广泛

使用。随着我国目前储烟设施的逐步改善，对于库

存烟叶已有较好的办法控制烟草甲等害虫危害，但

在卷烟生产环节由于工序繁多，设备复杂，不宜采

用仓储环境中对烟草甲具有较好杀灭效果的熏蒸方

式，因此采用化学防护手段防治卷烟车间害虫则更

具现实意义。由于受试验手段的局限，本研究结果

尚不能完全反应各药剂在实仓环境条件下的防治效

果，因此对几种效果较好的药剂应进一步在实仓环

境中开展防效研究，以期为实仓害虫综合治理提供

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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