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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的药剂筛选与灯下成虫识别

汇报内容：

1

田间药效试验

室内药效筛选 灯下成虫识别

工作计划
5

3

42

2



1、室内药效筛选

1.1 国外草地贪夜蛾的抗药性

氨基甲酸酯类（Carbamate）：
西维因：最早（乔治亚州），产生选择行为，LD50，R/S=90, (1979,Young); LD50，
R/S=562 (Yu,2003);  LD50,R/S=1159 (Yu & McCord，2006）
灭多威： LD50，R/S=14.4, ,(Young,1991)
硫双威：LD50,R/S-26.1,(Young,1991)

有机磷类（Organophosphates）：
甲基对硫磷：LD50，R/S=270.6(Young,1991);R/S=354(Yu,2003)
马拉硫磷：LD50，R/S=68.9 (Young,1991)
毒死蜱：LD50，R/S=25.0 (Young,1991)

拟除虫菊酯类（Pyrethroid）：
氟胺氰菊酯： LD50，R/S=216.1(Young,1991)
四溴菊酯：LD50,R/S=41.2 (Young,1991)
联苯菊酯：LD50,R/S=29.4 (Young,1991)

美国

北美地区草地贪夜蛾在90年
代已经对三类传统化学农药
产生较高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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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药效筛选

1.1 国外草地贪夜蛾的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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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波多黎各草地贪夜蛾对各类农药抗性倍数

数据源于 Gutiérrez-Moreno, etal. 2019

2013-2016年墨西哥草地贪夜蛾抗药性倍数

墨西哥、波多黎各

目前，波多黎各地区草地贪夜蛾抗药性水平较高，墨西哥地区抗性水平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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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药效筛选

1.2 化学农药室内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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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 选用市场商品农药

• 选择登记靶标为鳞翅目害虫的（棉铃虫、粘虫、斜纹夜蛾等）剂量范围

• 采用浸叶法和浸卵法分布考察对幼虫（2龄）和卵的防效



1、室内药效筛选

1.2 化学农药室内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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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药效筛选

1.2 化学农药室内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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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龄幼虫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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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药效筛选

1.3 生物农药室内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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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与化学农药筛选基本相同，采用浸叶法、浸卵法，其中，白僵菌、绿僵菌增设浸虫处理。

• 用湿棉球为浸叶片保湿，防治失水

• 由于生物农药药效较慢，幼虫试验连续观察5天



1、室内药效筛选

1.3 生物农药室内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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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药效筛选

1.3 生物农药室内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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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龄幼虫的防效

有一定速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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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内药效筛选

1.4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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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室内对21种化学农药和10种生物农药的初步筛选：

1. 在常规剂量范围、室内条件下，甲维盐、乙基多杀菌素、氯虫苯甲酰胺、

乙酰甲胺磷、氟虫腈、甲氰菊酯等化学农药以及多杀菌素、苏云金杆菌、球孢

白僵菌、阿维菌素等生物农药表现出对幼虫较高的防效。

2. 化学农药筛选结果与北美地区的抗药性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有机磷、菊酯类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对防控草地贪夜蛾幼虫效果较差。但是，可探索通过复配

达到节本增效的用药方式。

3.各种生物农药对草地贪夜蛾的杀卵活性均低于25%，但对幼虫有不同程度的

控制作用，具有一定田间应用价值。



3、灯下成虫识别

3.1 灯光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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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灯下成虫识别

3.2 成虫（草地贪夜蛾与斜纹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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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型差异
 环形纹、肾形纹差异
 前胸背面鳞毛
 外横线内侧有剑状纹有无
 前翅后缘
 前翅白斑泛紫色鳞毛



3、灯下成虫识别

3.3 成虫（草地贪夜蛾与斜纹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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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灯下成虫识别

3.3 成虫（草地贪夜蛾与其他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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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灯下成虫识别

3.3 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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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
• 后翅乳白色，翅脉一般为白色或淡黄色
• 环形纹黄褐色，比较明显；
• 肾形纹内外两侧各有一不规则白斑，较小。
• 自顶角向中室也有一较大白斑
灯下虫体损坏严重：
• 前翅翅基有一月牙形黑色斑纹
• 前胸部有一撮灰黑色鳞毛
• 后翅及翅脉颜色为白色



3、灯下成虫识别

3.4 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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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团队在云南开展工作

4.1 边境线高空测报灯监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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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城、瑞丽三监测点7套高空测报灯同时运行，监测跨境迁飞虫群

澜沧 澜沧 澜沧

江城-茶厂 江城-宝藏瑞丽



4、团队在云南开展工作

4.1 边境线高空测报灯监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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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准备在
广西-越南边境
增设监测点

2018年3月 2019年1月

2019年1月

下一步增设2套
高空测报灯



4、团队在云南开展工作

4.2 澜沧雷达监测 孙小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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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2019/3 工作内容（八）-昆虫识别

搭建了基于PyTorch的昆虫分类器（卷积神经网络CNN ），用于昆虫识别

斜纹夜蛾

棉铃虫

秋粘虫

①:收集拍摄各种成虫图像

②:手动分类，
训练集和测试集

③:训练模型，目前精度只有
70%左右（图像太少）

④:输入测试图片，得出昆虫识别
的概率。

4、团队在云南开展工作

4.3智能识别系统APP开发 张浩文博士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DensenNet模型是CVPR2017的最佳论文,主要是以ResNet模型为基础,在此之上进行改进优化,借鉴了ResNet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全新的Dense block结构。



2019/2-2019/3 工作内容（八）-昆虫识别

4、团队在云南开展工作

4.3 智能识别系统APP开发 张浩文博士

99% 98%

昆虫智能识别APP识别草地贪夜蛾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DensenNet模型是CVPR2017的最佳论文,主要是以ResNet模型为基础,在此之上进行改进优化,借鉴了ResNet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全新的Dense block结构。



谢谢关注！
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的药剂筛选与灯诱成虫识别

汇 报 人：赵胜园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昆虫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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