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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沙参是 河北省 安国市种植 的重要 药材
,

近年受北 沙参钻心虫 为害
,

严重影 响北 沙参的

产 量和 品质
。

钻心虫和幼 虫集中在沙参生长点为害心叶
,

钻蛀根茎
。

1 年发 生四代
,

以幼虫在 叶柄基

部内侧结茧化 蛹越 冬
。

一
、

四代幼虫数量大
,

影响产量最严 重
。

提出用 2 0 0 0 倍的
“ 1 6 0 5 ”

乳剂进行防

治
,

效果 在 9 0 % 以 上
,

有效地控制其为害
,

使北 沙参的产量增产 4 成以上
。

关 健词 北沙参钻心虫 成 虫形态 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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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沙参是河北省安国市种植的主要药材

品种
,

面积大
,

品质好
,

经济效益高
。

研究 中发

现北 沙参受北 沙参钻 心虫 EP 动ot la Z洲。 “ -

tha M e yr ie k 为 害
,

一 般 被 蛀 率 达 3 0 % ~

7 0 %
,

严重 时可达 g0 %
,

使北沙参减产 2 0 %

以上
,

甚至绝收
。

我们于 1 9 8 6一 1 9 8 9 年对此

虫的发生规律及防治进行过研究
,

报道如下
。

1 为害状及产t 损失调查

调查发现一
,

四代幼虫在种 子 田内为害
,

取食植株心叶
,

钻蛀根茎
,

影响北沙参正常出

苔
,

一般钻蛀率 30 % ~ 70 %
。

二代幼虫继续

在种子 田为害
,

钻蛀花蕾
,

影响种子形成
,

可

减产 1 ~ 6 成
,

甚至绝收
。

三
、

四代幼虫为害 1

年生沙参 田
,

钻蛀心叶
、

根茎
,

形成枯心苗或

根茎中空
,

使药用根的产量降低 1一 4 成
,

结

果见表 1
。

表 1 三
、

四代钻心虫为容北沙参减产调查

地点 类别 株数
被蛀率

(%)

重量

(kg )

玻少(对正常

株)(%)

常庆 正常株 10。 。 1
.

9

虫株 100 42 1
.

4 26
.

32

辛安 正常株 100 0 2
.

97

虫株 100 54 2
.

48 16
.

50

常庆 正常株 100 0 2
.

15

虫株 100 56 1
.

15 46
.

51

由表可 知
,

由于三
、

四代钻心虫为害
,

使

1 年生北沙参产量减产 1 6
.

5 0 %一 4 6
.

51 %
。

2 北沙参钻心虫形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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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成虫
:

为小型 蛾子
,

体长约 5 ~ 7 m m
,

3 北沙参钻心虫的发生规律

前翅白色
,

翅基部 1/ 3 为黑色
,

后缘约 2 /3 有 3
.

1 生活史
:

结果见表 2
,

钻心虫在安国县 1

一个三角形黑斑
,

前缘并有 数条黑色和 白色 年发生 四代
,

越冬蛹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陆

间隔的短斜纹
,

后翅全部灰褐色
,

静止时保持 续羽化为成虫
,

4 月中旬第一代卵开始孵化
,

钟罩状
。

4 月下旬进人孵化盛期
。

第一代成虫 5 月下

2
.

2 幼虫
:

老熟幼虫体长约 14 m m
,

体粉红 旬盛发
。

第二代卵 6 月上
、

中旬孵化
。

第三代

色
,

头部黑褐色
,

胸足褐色
,

其上有 3 条黑色 卵 7 月中旬开始孵化
。

第四代卵 8 月上旬开

横带便于直观识别
。

始孵化
,

中旬进人孵化盛期
,

9 月上
、

中旬幼

2
.

3 蛹
:

体长约 8 m m
,

红褐色
。

虫在沙参叶柄基部 内侧结茧化蛹越冬
。

自 8

2
.

4 卵
:

圆形
。

初产时为 白色
,

逐渐变为乳白 月份以后 田间成虫
、

卵
、

幼虫 同时存在
,

一直

色
,

多产在叶子背面
。

到 9 月上旬
,

说明该虫世代重迭现象严重
。

表 2 北沙今钻心虫生活周期衰

世代 二{望一一止)二一立1 - 二二
一
一

‘

塑一一二且-
一一

里生一二竺一卫二竺旦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

△+△ △
越冬代

第 一代

第二代

△ △ △
十 + +

第 三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成虫 ;

·

卵 ; 一 幼虫 ;△ 蛹

3
.

2 各代成虫落卵量调查结果 (表 3)
。

表 3 各代成虫落卯一调查结 果

代数
株落卯量(较)

被蛀率(% )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19 8 6 年

10 0一 15 6

15 8

30

34

1 98 7 年

7一 29

28 ~ 33

19 88 年

1 34 ~ 16 2

68

35

30

5 4 ~ 72

2 0 ~ 6 1

10 ~ 19

3 0 ~ 4 1

由表可知
,

一代卵量大
,

钻蛀率高
,

是防

治重点
。

第四代幼虫为害时期正是北沙参长

根时期
,

对产量 的影响也较大
,

因此
,

第 四代

幼虫是 1 年生沙参上防治重点
。

4 主要习性

成虫羽化易在上午 8 ~ 12 时
,

产卵前期

为 l d
,

夜间交尾
,

选择叶子背面
、

叶柄基部产
一

7 7 4
.

卵
、

散产
,

产卵量 70 粒以上
。

卵期 6 ~ 10 d
。

幼

虫孵化易在上午进行
。

发现初孵幼虫不食卵

壳
,

从孵化到钻人心叶仅 1 1 ~ 2 5 m in
,

在心叶

处为害 7 ~ 10 d 后才钻蛀根茎
,

这时植株上

才观察到虫粪
,

该习性的发现为防治适期提供

依据
。

成虫有趋光性
,

但对糖
、

醋没有趋性
。

5 天敌

发现 了北沙参的蛹被天敌
—

日本黑瘤

姬 蜂 CO
c卿g o m im u s n iPP

n ic u s U e h id a 寄 生

致死现象
,

为今后的生物防治积累了资料
。

6 药剂防治

6
.

1 筛选农药试验
:

选用了 50 % 的
“

16 05
”

乳剂和 4 0 %氧化乐果及生物农药苏云 菌杆

菌
,

在种子 田进行试验
,

设 3 次重复
,

每处理



占地 1 0 m
Z ,

结果见表 4
。

础上再加一个 5 0 %
“ 1 6 0 5 ”乳剂 1 2 0 0 倍液

。

6
.

2 进一步验证 以上 3 种农药效果
:

试验设 8 月 17 日喷药
,

方法同上
,

结果见表 5
。

在 1 年生北沙参 田内
,

在原来 3 部处理 的基 从 表 可 知
,

在 卵 孵 化 盛 期 用 5 0 % 的

裹 4 药剂防治钻心虫调查 结果

药剂名称 重复 调查株 被害株
被害率

( % )

防治效果

(写 )

平均效果

(写 )
位次

O乙月性n乙110‘nJ50 %
“
1 6 0 5

"

(1 0 0 0 倍 )

5 0

5 0

5 0

9 5
.

2 4

9 3
.

1 0

9 6
.

4 3

9 4
.

9 2 1

1626
0011,口, .占Q乙八j8 0 % D D V P

(80 0 倍 )

5 0

5 0

5 0

6 1
.

9 0

9 5
.

0 0

8 9
.

2 9

8 2
.

0 6 1

咋口一a
s4 。 写 氧化乐果

(1 0 0 0 倍 )

5 0

5 0

5 0

1 4

1 0

16

6 8
.

1 8

9 1
.

8 4

6 5
.

2 2

7 5
.

0 8 3

,1八乙八j

注
:

苏云 菌杆 菌仅施药 1 次
,

其它 3 种农药施用 2 次
,

所以未统计苏云菌杆菌的效果
。

表 5 不同药剂防治第四代钻心 虫结果

药剂名称
浓度

(倍)

调查

株教

被害

率(%)

50 %
“ 160 5 ,

乳剂

对照

50 %
“ 160 5 .

乳剂

80 %DD V P

40 % 氧化乐果

1 000

清水

1 200

800

1 000

92
.

10

78
.

94

73
.

68

产为对照的 23 1
.

16 % ; 防治第四代钻心虫使

沙参增 产为对照的 39
.

34 % ; 可见 防治钻心

虫增产效果显著
。

同时再一次证明防治一
,

四

代钻心虫的重要性
。

衰 ‘ 不同浓度的
“1‘05 ”乳剂 田间药效结果

重复
被蛀率

(写)

防治效

果(写)

平均效

果(写)

蛀数彼株
株数

3281038
nUnU八U八lJ八Un

�八曰nU八曰八”1人,.工、工11心1

QU八HUn汽�OJ内U曰n�曰

⋯一⋯
�”�八甘八U八曰u八Un.八曰�n目亡dr月CJ11JS仁J‘J砚」

“ 1 6 0 5 ”乳剂防治钻心虫效果仍最佳
,

再次证

明防治效果高于敌敌畏和 氧化乐果
。

6
.

3 不 同浓度的
“ 1 6 05

”

乳剂田间药效试验
:

为了降低农药费用
、

选择最佳浓度
,

进行 田间

试验
。

试验设在安国市常庄村种子 田
,

调查田

间成虫的株落卵量为 2 2 3 粒
,

4 月 1 6 日为卵

的孵化盛期
。

我们选用 了 1 2 0 0
,

1 5 0 0
,

2 0 0 0

倍 3 个浓度
,

设 3 次重复
,

随机排列
,

每小区

占地为 Z O m
“ ,

4 月 18 日施药
,

5 月 5 日调查
,

每小区调查 5 0 株
,

结果见表 6
。

结果表明
,

5 0 % 的
“ 1 6 0 5 ”乳剂 3 个浓度

的处理
、

防治效果差异极小
,

因此用 2 0 00 倍

的 5 0 % 的
“ 1 6 0 5 ”

乳剂就可 以 了
,

既经济
,

效

果也好
。

6
.

4 测定化学防治对北沙参产量的影响
:

把

防治第一代钻心虫的小区和防治第四代钻心

虫的小区进行测产
,

结果见表 7
。

由表 7 知
,

喷洒 5 0 %
“ 1 6 0 5 ”

乳剂 1 0 0 0

倍液
,

防治第一代钻心虫使种子 田 的种籽增

《中草药 》1 9 9 9 年第 3 。 卷第 10 期

浓度

(倍)

1 20 0 1 50 1 2 98 0

2 50 3 6 94 0 95 3

3 50 3 6 94
.

0

2 000 1

2

3

对照 1

2

3

平均

{::

:: :;
50 31 62

表 7 1 0 0 0 倍 5 0 %
“
1 6 0 5 ”

乳剂

防治钻心虫增产效果

50 %
“ 1605 "

乳荆液(倍)

小区面

积(m Z )

小区产

l ( kg )

增产(与对

照比%)

1 年生沙参

田(四代)

种子田

(一代)

1 000

对照

1 000

对照

::
.

:

8
.

5 39
,

34

6
.

1

3 3
.

4 1
.

48

6
.

5 农药残留量测定
:
在 4 月下旬和 8 月下

旬
,

1 年生沙参田 内
,

防治一
、

四代钻心虫各 1

·

7 7 5
·



次的 田间取样品
,

进行农药残留量测定
。

在沙

参 (人药部分 )中有低量 残留为 0
.

0 0 2 6 m g /

k g
。

但 国内外没有公布过北沙参中允许残留

量标准
,

我们参考 1 9 8 5 年 7 月联合国粮农组

织规定农 药残 留量标准
, “ 1 6 05

”

在蔬菜上最

高残 留量 为 0
.

7 m g / kg
,

而在沙参残留量仅

是蔬菜上最高残 留量的 。
.

1 % ~ 0
.

37 %
。

同

时
,

吃中药比吃蔬菜少得多
,

这样低的残留量

对人体健康不会有不好影响
。

3 年来用 2 0 0 0 倍 5 0 %的
“ 1 6 0 5 ”乳剂防

治沙参钻心虫 2
.

7 X 1 07 m
2 ,

保证了沙参种子

田种籽产量在 0
.

37 k g / m , 以上
,

产值 15 元 /

m
Z
以 上

,

1 年生沙参产 量在 。
.

22 k g / m
Z

左

右
,

产值 3 元 / m
,
以上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此方法可在全国 10 多个省沙参种植 区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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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凤毛菊属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中甲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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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医学科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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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华 朱兆仪

金延明

摘 要 根据实地调查 和分类 鉴定研究
,

结合文 献资料
,

报道 了内蒙古 凤毛菊属 16 种 (包括 1 个

新分布记录种 )
、

7 变种药用植物及 其分布
、

生境
、

贮藏量
、

药用 价值
,

并编制 了分 种检索表
。

该研 究

有助 于对本属植物 的资源利用和深人研究
。

关健词 凤毛菊属 药用植 物 资源调查 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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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 d ie in a l p la n t s r es o u r e e s in v e s tig a tio n

在菊科凤 毛菊属 (S a lls s u
re a D C

.

)植物

中
,

以 凤毛菊亚 属 (S u b g e n
·

S a u ss u r e a )植 物

居多
,

中国 有近 20 0 种 [l]
,

各地均分布
。

内蒙

古有 3 2 种
、

1 0 变种和 1 变型田
,

散布在东部

温带山地和西部干早沙漠区
。

地理环境和气

候变化差异
,

使该区域在华北 片区 的凤毛菊

A d d r e s s :
L 一Ju n s h a n

.

In s t lt u t e o f M ed re ln a l P la n t

De
v elo p m e n t

,

C h in e s e A e ad e m y o f M ed ie a l S e ie n e e s
,

P ek in g U
-

n io n M ed ie a lC o lle g e ,

Be ijin g
,

1 0 0 0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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