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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弥雾法施用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防治
小麦蚜虫的雾滴沉积密度与防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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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间采用背负式机动弥雾机对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进行喷雾试验, 证明若吡虫啉喷雾

雾滴在小麦穗部形成一定的沉积密度即可有效防治麦蚜。当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用水稀释

2 333倍 (有效成分 300 m g /L ) ,雾滴密度在 54, 133和 280个 /cm
2
条件下,施药 7 d后对麦蚜的防

治效果分别为 83. 3%, 88. 7%和 93. 7% ;当药剂稀释 1 167倍 (有效成分 600 m g /L ) ,雾滴密度在

75, 142和 291个 /cm
2
条件下, 7 d后对麦蚜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8. 1%, 94. 5%和 96. 5%。采用背

负式机动弥雾机,采用常量 150 L /hm
2
、低浓度 ( 300 m g /L )喷雾时, 小麦穗部、旗叶上的雾滴沉积

密度分别为 177 ? 12, 113 ? 8个 /cm
2
, 沉积量分别为 27. 4 ? 6. 8, 6. 6 ? 1. 6 ng /cm

2
,地面流失率为

1218%, 7 d后的防治效果为 94. 0%; 当采用低容量 75 L /hm
2
、高浓度 ( 600 m g /L )喷雾时,小麦穗

部、旗叶上的雾滴沉积密度分别为 127 ? 13, 91 ? 7个 /cm
2
, 沉积量分别为 29. 8 ? 1. 2, 6. 7 ?

0. 6 ng /cm
2
,地面流失率为 10. 6% , 7 d后的防治效果为 93. 8%。生产中建议采用吡虫啉低容量

75 L /hm
2
、高浓度 600 m g /L喷雾, 省工、省水、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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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lationship between droplet density and field efficacy

when appling im idacloprid 700WG against wheat aph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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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 lationship betw een w heat aph id s f ield eff icacy and im idaclopr id concentra tion, droplet

depo sition density w as stud ied. F ield applica tion o f im dacloprid 700W G w ith knapsack m is-t blow er

show ed that certa in droplets depo sition density on w heat head can ef fectiv ely con tro l w heat aphids.

Seven day s af ter im idacloprid spray ing, the f ie ld ef f icacy ag ainst w heat aph ids w ere 83. 3%, 8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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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93. 7% w hen droplet depo sition density w ere 54, 133 and 280 part icle /cm
2
, respective ly at

concen trat ion o f 300 m g /L; and the f ie ld ef f icacy w ere 88. 1% , 94. 5% and 96. 5% w hen droplets

depo sition density w ere 75, 142 and 291 particle /cm
2
, respective ly at concen trat ion o f 600 m g /L. W hen

f ie ld spray ing w ith knapsack m is-t b low er a t vo lum e o f 150 L /ha and 75 L /ha, the droplet depo sit

density on w heat head, f lag leaf w ere 177 ? 12, 113 ? 8 and 127 ? 13, 91 ? 7 part icle /cm
2
, respectiv ely;

and the run-o ff ra tes o f spray on f ie ld ground surface w ere 12. 8% and 1016% , respective ly. There w as

no sign if icant d if ference o f spray depo sit do sage on w heat head, f lag leaf betw een spray ing w ith low

vo lum e o f 75 L /ha at 600 m g /L and spray ing w ith vo lum e o f 150 L /ha at 300 m g /L; and the f ie ld

eff icacy aga in st w heat aph ids w ere 94. 0% and 93. 8%, respect ive ly. W hen app ly ing im d idaclopr id

aga in stw heat aph ids w ith knapsack m is-t b low er, low vo lum e o f 75 L /ha at h igh concentration o f

600 m g /L w as preferred for labo r, w ater and t im e sav ing.

K ey words: im idacloprid; w heat aphids; knapsack m is-t b low er; concen trat ion; drop lets density

  小麦蚜虫是我国小麦生产中的主要害虫之一,

大量聚集在叶片、茎秆和穗部, 吸食汁液, 并能传播

病毒造成小麦黄矮病, 致使小麦叶色变黄, 植株矮

化,后期以为害穗部为主, 影响小麦产量
[ 1]
。全国

每年麦蚜发生面积超过 1 600万公顷,造成小麦严

重减产。防治麦蚜的药剂种类很多, 吡虫啉就是广

泛使用的防治麦蚜的新烟碱类杀虫剂之一。我国农

民在农药喷洒时习惯于大容量喷雾, 常以作物叶片

被喷湿、药液流淌为喷雾均匀的指标,不仅工作效率

低,而且农药有效利用率低,流失到土壤中的农药严

重污染环境
[ 2]
。随着植保专业化的发展, 防治小麦

蚜虫不应该沿用传统的大容量喷雾技术, 而应降低

施药液量,从而提高工效和农药有效利用率
[ 3]
。

目前,我国在农药田间采用喷雾方法防治农作

物病虫草害时,尚无简便易行的喷雾质量标准,盲目

作业非常普遍。实际上,药液喷施浓度、雾滴密度对

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有很大影响
[ 3–5]
。袁会珠等

[ 3]
研

究了氧乐果雾滴密度与麦蚜防治的关系, F isher

等
[ 4]
用 /等高线法 0研究了不同雾滴大小的三氯杀

螨醇与红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的防治关系,

M untha li等
[ 5]
用致死中密度 LN 50研究了三氯杀螨

醇雾滴密度与防治红叶螨的关系, 这些研究结果均

证实, 农药喷雾需要一定的雾滴沉积密度。背负式

机动弥雾机是一种气力雾化的高工效喷雾机具,在

我国广大地区已普遍用于替代背负式手动喷雾器

械
[ 6]

,但很多地区的用户在使用该机具喷雾时, 仍

习惯于参照手动喷雾时的大容量喷雾方式, 施药液

量常在 150~ 300 L /hm
2
, 费工、费时。笔者针对这

一问题,研究了采用背负机动弥雾机对 70%吡虫啉

水分散粒剂进行喷雾施药时的药液浓度、施药液量、

雾滴密度、药剂沉积量与小麦蚜虫防治效果的关系,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和仪器

1. 1. 1 供试药剂和指示剂  70%吡虫啉水分散粒

剂 ( im idac loprid 700W G, 安徽金泰农药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 ) ; 农药喷雾指示剂诱惑红 (上海染料研究

所 )。

1. 1. 2 试验仪器  W FB-18G弥雾机 (北京丰茂植

保机械有限公司提供 ) ; M a lvern 2600 /3600激光粒

径仪 (英国 M alvern公司 ); UV 2100型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 (莱伯泰科有限公司 ) ; L I-3000A叶面积仪

( L I-COR公司 ); Dw yer485温湿度仪 (美国 Dw yer

公司 ) ;雾滴密度采集卡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 ); 雾滴图像分析软件 1. 0版 (南京农业机械

化研究所 )。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指示剂诱惑红标准曲线的绘制  参考文献

[ 7]的方法。准确称取诱惑红 (精确至 0. 000 2 g )

于 10 m L容量瓶中, 用蒸馏水定容, 即得到质量浓

度分别为 0. 25, 0. 50, 1. 0, 2. 0 m g /L的诱惑红标准

溶液。分别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波长 514 nm 处测

定其吸光度值,每个浓度连续测定 3次,取吸光度平

均值对诱惑红标准溶液浓度作标准曲线。

1. 2. 2 雾滴密度、覆盖率与麦蚜防治的关系
1. 2. 2. 1 雾滴粒径的测定  室内用激光粒径仪测

定,用体积中径 ( VMD )表示雾滴粒径大小。

1. 2. 2. 2 雾滴密度的测定  在进行田间小区试验

时,通过改变行走速度, 使各小区小麦植株上形成不

同的雾滴覆盖密度。喷雾开始前,在每个小区随机

布放雾滴采集纸卡;喷雾结束后,计数纸卡上每平方

314



 N o. 3 崔  丽等:机动弥雾法施用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防治小麦蚜虫的雾滴沉积密度与防效的关系

厘米上的雾滴数,即为雾滴覆盖密度 (个 /cm
2
)。

1. 2. 2. 3 雾滴在叶片上的覆盖率的测定  用雾滴

图像分析软件 1. 0版计算雾滴采集纸卡上的雾滴覆

盖率 (% )。

1. 2. 2. 4 麦蚜防治效果调查  采用定点定株调查

方法,选取布放有雾滴采集纸卡的小麦植株为调查

对象,逐株记数喷雾前和喷雾后 7 d的蚜虫数量, 用

公式 ( 1)计算防效。

防治效果 /% = ( 1 -
防治区防后蚜量 @对照区防前蚜量
防治区防前蚜量 @对照区防后蚜量

) @ 100 ( 1)

1. 2. 3 背负机动弥雾机单个喷幅内的药剂沉积量

与麦蚜防治的关系

1. 2. 3. 1 药剂在小麦植株沉积量的测定  将一定
量的诱惑红作为指示剂加入配好的药液中, 使药液

中诱惑红的浓度与吡虫啉的有效浓度一致。小区试

验时, 采取顺风水平喷雾方式, 即喷头置于小麦植株

上方 10 cm 处,喷雾方向与风向一致,操作者行走方

向与风向垂直,喷雾后分别剪取距离喷头 1. 5, 3. 0,

4. 5和 6. 0 m的小麦植株,测定药剂在小麦植株上的沉

积量,沉积量的测定方法与 1. 2. 4. 2节方法相同
[ 7–8]
。

1. 2. 3. 2 麦蚜防治效果的调查  与 1. 2. 3. 1节 取

样点相对应, 调查喷雾前和喷雾后 7 d距离喷头

1. 5, 3. 0, 4. 5和 6. 0 m处的小麦植株上麦蚜数量,

按照 1. 2. 2. 4的公式计算麦蚜的防治效果。

1. 2. 4 低容量和常量喷雾对麦蚜的防治效果比较

 试验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新乡科研中试基地进行, 喷雾时间为 2010年

5月 8日, 采用顺风水平喷雾法, 喷雾作业时间为

16B00- 18 B30, 平均风速为 1. 27 m / s, 相对湿度

54%,温度为 21 e 。用清水将 70%吡虫啉 WG分

别稀释 2 333倍和 1 167倍,配制成有效成分质量浓

度分别为 300和 600 m g /L的药液, 在药液中添加

同样质量浓度的指示剂诱惑红。试验设低容量

( 75 L /hm
2
)、高浓度 ( 600 m g /L )和常量 ( 150 L /hm

2
)、

低浓度 ( 300 m g /L )两种喷雾处理, 设空白对照, 重

复 3次,随机区组排列,每小区面积 126 m
2
( 6. 3 m @

20 m )。喷头流量 1109 L /m in, 以小区为单位量取

农药并喷洒,在喷药前由专人进行作业行走速度的

训练。

1. 2. 4. 1 雾滴在小麦冠层的沉积密度  每个小区

随机 5点取样,在每个取样点的小麦穗部、旗叶和倒

二叶上布放 3 cm @ 6 cm 的雾滴采集纸卡, 用

1. 2. 2. 2节方法检测雾滴密度
[ 9]
。

1. 2. 4. 2 药剂在麦田的沉积分布  向配制的吡虫
啉药液中添加同样浓度的诱惑红作为指示剂, 每小

区 5点取样,地面预先布放 3 cm @ 6 cm滤纸用于收

集流失到地面的药液。喷雾结束后 1 h,在每个样点

采集小麦麦穗、旗叶、倒二叶、倒三叶和地面滤纸,分

别装入自封袋内,进行药液沉积量测定。测定时,向

自封袋内加入 30 m L蒸馏水, 振荡洗涤 10 m in, 用

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洗涤液在 514 nm处的吸光度

值 (A ),根据预先测定的诱惑红的质量浓度与吸光

值的标准曲线,计算洗涤液中诱惑红的质量浓度,因

为药剂和指示剂是均匀混合的且加入的量相等, 所

以药剂的浓度就等于指示剂的浓度
[ 7–8]

, 用叶面测

定仪测定小麦叶片叶面积, 最后由式 ( 2)计算出药

剂的沉积量。根据地面沉积量进而由式 ( 3)计算出

药液的地面流失率。

沉积量 / ( Lg /cm
2
) =
洗涤液中指示剂的浓度 / (Lg /m L) @体积 /m L

取样面积 /cm
2 ( 2)

地面流失率 /% =
地面沉积量 @小区面积

有效成分用量
( 3)

1. 2. 4. 3 低容量和常量喷雾对麦蚜防效的比较
 每小区随机 5点取样,调查喷药前小麦蚜虫基数,

以及药后 1, 3, 7 d的小麦蚜虫存活量,用公式 ( 1)计

算喷雾处理对小麦蚜虫的防治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 1 诱惑红的标准曲线

在诱惑红的最大吸收波长 ( 514 nm )下,其标准

溶液质量浓度 Q与吸光度 A的线性回归方程为A =

0. 000 9Q+ 0. 0465,相关系数 r为 0. 999 9,表明在测

定范围内诱惑红的质量浓度与吸光度线性相关。因

此,在本实验中用诱惑红作为指示剂检测喷雾过程

中的药剂沉积分布可行。

2. 2 吡虫啉药液浓度、雾滴密度、覆盖率对麦蚜防

治效果的影响

室内测得的雾滴体积中径 ( VM D )为 162 Lm。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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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采用背负机动弥雾机喷雾, 检查小麦穗部不同

雾滴沉积密度与麦蚜防治效果的关系。由图 1和

图 2可知,用 70%吡虫啉 W G喷雾防治麦蚜, 只要

雾滴在小麦穗部达到一定的沉积密度即可。当药剂

稀释 2 333倍,有效成分浓度为 300 m g /L时,雾滴

密度分别为 54, 133和 280个 /cm
2
情况下, 农药雾

滴对作物靶体的覆盖率分别为 13. 9% , 3512%和

52. 2%, 施药 7 d后对麦蚜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313% , 8817%和 93. 7%; 当药剂稀释 1 167倍, 有

效成分质量浓度为 600 m g /L时, 雾滴密度在 75,

142和 291个 /cm
2
条件下, 农药雾滴对作物靶体的

覆盖率分别为 2216%, 4018%和 7815% , 7 d后对麦

蚜的防治效果分别为 8811% , 9415%和 9615%。

试验结果表明, 对于 70%吡虫啉 W G, 当采用

图 1 吡虫啉质量浓度为 300 m g /L时雾滴密度、覆盖率与防治麦蚜的关系

F ig. 1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f ield eff icacy o f im daclopr id aga inst w heat aph ids

and droplet density, coverage rate a t 300 m g /L

( a) VM D = 162 Lm,雾滴密度 ( D rop let den sity) = 54个 / cm 2,覆盖率 ( C overage rate) = 13. 9% ,防效 ( C ontro l ef fect) = 83. 3% ;

( b ) VM D = 162 Lm,雾滴密度 (D rop let d ensity) = 133个 / cm 2,覆盖率 ( C overage rate) = 35. 2%,防效 ( C ontro l ef fect) = 88. 7% ;

( c) VM D = 162 Lm,雾滴密度 ( D rop let den sity) = 280个 / cm 2,覆盖率 ( C overage rate) = 52. 2% ,防效 ( C ontro l effect) = 93. 7%。

图 2 吡虫啉质量浓度为 600 m g /L时雾滴密度、覆盖度与防治麦蚜的关系

F ig. 2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f ield eff icacy o f im daclopr id aga inst w heat aph ids

and droplet density, coverage rate a t 600 m g /L
( a) VM D = 162 Lm,雾滴密度 ( D rop let den sity) = 75个 / cm 2,覆盖率 ( C overage rate) = 22. 6% ,防效 ( C ontro l ef fect) = 88. 1% ;

( b ) VM D = 162 Lm,雾滴密度 (D rop let d ensity) = 142个 / cm 2,覆盖率 ( C overage rate) = 40. 8%,防效 ( C ontro l ef fect) = 94. 5% ;

( c) VM D = 162 Lm,雾滴密度 ( D rop let den sity) = 291个 / cm 2,覆盖率 ( C overage rate) = 78. 5% ,防效 ( C ontro l effect) = 96. 5%。

低浓度喷雾时,雾滴在小麦植株上的沉积密度越大,

防治效果越好; 当采用高浓度喷雾时, 雾滴密度在

142与 291个 /cm
2
条件下,对麦蚜的防治效果分别

为 94. 5%和 96. 5% ,前者已经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

治效果。因此, 用 70% 吡虫啉 W G防治小麦蚜虫

时,若采用高浓度 ( 600 m g /L )喷雾, 无需将作物叶

片完全喷湿, 只需达到一定的沉积密度即可。图 2

中的雾滴分布图 b, 可以作为吡虫啉喷雾防治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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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 3 崔  丽等:机动弥雾法施用 70%吡虫啉水分散粒剂防治小麦蚜虫的雾滴沉积密度与防效的关系

蚜虫的雾滴分布参比图。

2. 3 单个喷幅内的药剂沉积量与麦蚜防治效果的

关系

采用背负机动弥雾机防治小麦蚜虫, 应采取顺

风水平喷雾法,每次作业一个喷幅在 6 m左右。在

单个喷幅内, 药剂沉积分布呈抛物线状 (见图 3)。

可见, 在距离喷头 3 m处的药剂沉积分布最多。

图 3 背负机动弥雾机顺风喷雾在一个喷幅内的
吡虫啉沉积量与麦蚜防效的关系

F ig. 3 R elat ionsh ip be tw een depo sition and

f ield eff icacy of im idacloprid againstw heat

aph ids inside one spray range

2. 4 低容量和常量喷雾对麦蚜的防治效果比较
2. 4. 1 雾滴在小麦冠层的沉积密度  喷雾操作者

通过控制行走速度, 在田间可获得常量 150 L /hm
2

和低容量 75 L /hm
2
两种施药液量。两种喷雾条件

下,雾滴在小麦株冠层的雾滴沉积分布结果见表 1。

常量喷雾时,麦穗、旗叶、倒二叶上的雾滴沉积密度

显著高于低容量喷雾,而低容量喷雾时,雾滴在麦穗

上的沉积密度为 127 ? 13个 /cm
2
,参考 2. 2节的试

验结果,已经可以满足小麦蚜虫防治的需要。

表 1 背负机动弥雾机顺风喷施吡虫啉时雾滴

在麦田的沉积分布

Tab le 1 D istribution o f drop let on w heat canopy

w hen spray ing im idac loprid w ith m is-t blow er

施药液量

V o lum e rate /

( L /hm 2 )

雾滴在小麦冠层的沉积分布密度 / (个 / cm 2 )

D istribu tion o f d roplet on w heat canopy /cm - 2

麦穗

W heat head

旗叶

F lag leaf

倒二叶

2nd top leaf

150 177 ? 12 a 123 ? 8 a 92 ? 8 a

75 127 ? 13 b 91 ? 7 b 31 ? 6 b

  注:表格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同一列数据后不同英文字

母表示在 P 0. 05水平上差异显著。

N ote: Data listed w as m ean valu e ? SE. The d if feren t letter in th e

sam e co lum n m eans sign if icant dif ference atP 0. 05.

2. 4. 2 药剂在麦田的沉积分布  分别采用低容量、

高浓度和常量、低浓度喷雾, 药剂在麦穗、旗叶、倒二

叶、地面的沉积量均差异不显著 (见表 2)。

2. 5  不同药液浓度田间喷雾对小麦蚜虫的防治

效果

试验结果见表 3。与常量 150 L /hm
2
相比, 低

容量 75 L /hm
2
喷雾在药后 1, 3, 7 d的防治效果无

显著差异。试验结果说明, 采用背负机动弥雾机喷

雾作业,在减少施药液量 50%的情况下, 通过提高

药液浓度,仍然可以取得同样的防治效果。

表 2 背负机动弥雾机顺风喷施吡虫啉后其在麦田的沉积分布

Table 2 D epo sit ion o f spray on w heat plant and so il surface w hen spray ing im idacloprid w ith m is-t blow er

吡虫啉浓度

Im idaclop rid

concen trat ion / (m g /L )

施药液量

V olum e rate/

( L /hm 2 )

药剂在麦田不同部位的沉积量 D eposit ion o f pesticide/ ( ng /cm 2 )

麦穗

W heat h ead

旗叶

Flag leaf

倒二叶

2nd Top leaf

倒三叶

3rd Top leaf

地面

S oi l surface

地面流失率

Run-of f rate /%

600 75 29. 8 ? 1. 2 a 6. 7 ? 0. 6 a 3. 5 ? 0. 4 a 2. 0 ? 0. 1 a 47. 6 ? 3. 1 a 10. 6 ? 1. 4 a

300 150 27. 4 ? 6. 8 a 6. 6 ? 1. 6 a 3. 2 ? 0. 8 a 4. 0 ? 1. 0 a 57. 1 ? 14. 3 a 12. 8 ? 2. 0 a

  注:表格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同列数据后相同英文字母表示在 P 0. 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No te: D ata listed w as m ean value ? SE. Th e sam e let ter in th e sam e colum n m ean s no sign if icant d if ference P 0. 05.

表 3 背负机动弥雾机低容量喷雾与常量喷雾吡虫啉对麦蚜的防治效果

Tab le 3 Fie ld ef f icacy o f im idacloprid aga inst w hea t aphids w hen spray w ith m is-t blow er

at different concentra tion and vo lum e

吡虫啉浓度

Im idaclop rid

concen trat ion / (m g /L )

施药液量

Vo lum e rate/

( L /hm 2 )

施药后不同时间的防治效果 F ield ef ficacy again stw h eat aph id s /%

施药后 1d

1 d after sp ray ing

施药后 3 d

3 d af ter spray ing

施药后 7 d

7 d after sp ray ing

600 75 73. 1 ? 2. 6 a 89. 5 ? 0. 7 a 93. 8 ? 0. 7 a

300 150 69. 0 ? 3. 2 a 89. 8 ? 1. 0 a 94. 0 ? 0. 7 a

  注:表格中数据为平均数 ?标准误。同列数据后相同英文字母表示在 P 0. 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No te: D ata listed w as m ean value ? SE. The sam e letter in th e sam e co lum n m eans no sign if ican t d iff eren ce at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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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在农作物病虫草害防治中,药液浓度、雾滴密度

与防治效果关系密切。在害虫化学防治过程中,通

过害虫在植物表面上的爬行活动, 使其能够接触沉

积在植物表面的农药雾滴,另外,由于农药雾滴在植

物表面具有有渗透、扩散作用, 单个农药雾滴在植物

叶片表面可形成一个有效的杀伤半径
[ 5]

, 因此并不

需要农药雾滴把植物表面完全覆盖才能达到满意的

防治效果。有很多研究表明
[ 3, 5]

, 当雾滴在靶体上

有适当的沉积密度时就能取得满意的防治效果,不

必采用传统的淋洗式大容量喷雾技术。

背负式机动弥雾机是采用气力雾化原理的喷

雾器械,不同于常规的背负手动液力喷雾器,其雾化

质量好, VM D为 162 Lm, 顺风水平喷雾时, 雾滴在

6 m的喷幅内形成抛物线形分布, 以距离喷头 3 m

处的雾滴密度最高。因此,在麦田喷雾时,应该采用

喷幅叠加原理喷雾,即喷完一个 6 m 喷幅后, 操作

者即可进入上风向的下一个 6 m 喷幅继续喷雾,两

个抛物线叠加,即可达到田间雾滴均匀沉积的目的。

背负机动喷雾机采用低容量 75 L /hm
2
喷雾,虽然雾

滴在小麦冠层中的沉积密度显著低于 150 L /hm
2
喷

雾,但因喷雾药液浓度提高了 1倍,药剂在小麦冠层

的沉积量并没有降低,在 6 m 喷幅内的麦穗上的雾

滴覆盖密度在 127 ? 13个 /cm
2
, 能满足麦蚜防治的

需要。背负机动弥雾机喷雾雾滴细小, 又采用顺

风水平喷雾方式, 在施药液量为 150 L /hm
2
和

75 L /hm
2
时,流失到土壤表面的药剂只占田间农药

使用量 (即地面流失率 )的 12. 8%和 10. 6%。

目前,我国在田间进行农药喷雾防治农作物病

虫草害时, 尚无简便易行的喷雾标准, 在技术推广

时,经常把打湿打透目标作物作为喷雾标准。本文

在研究过程中,借助雾滴采集纸卡检测出雾滴密度,

分析比较了吡虫啉在 300和 600 m g /L 下, 雾滴密

度、雾滴覆盖率与麦蚜防治的关系,并以图像的方式

说明。这些图像可以作为田间评价吡虫啉喷雾质量

的参比图像,即在吡虫啉田间喷雾时,在田间布放雾

滴采集卡,喷雾后查看雾滴沉积密度。若雾滴沉积

分布图像达到参比图 ( b)的标准,即认为喷雾质量

可以满足蚜虫防治需要; 若雾滴沉积分布覆盖率远

大于参比图 ( c) , 则说明喷雾量超标, 应调整喷雾

量。用参比图来作为农药田间喷雾的标准, 用户用

雾滴采集纸卡随时查看田间喷雾作业的雾滴沉积分

布密度,及时调整喷雾参数,可以在保证药效的前提

下,减少施药液量, 提高工效, 节约农药和水的用量,

并可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谨以此文敬贺钱传范教授八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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