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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苏云菌和瑞·苏微乳剂
防治草原毛虫的效果观察

朱秀莲
青海省海晏县草原监理工作站,青海海晏812200

摘要 为有效防治草原毛虫,减少草原毛虫危害,选用2.0%阿维·苏云菌和1.2%瑞·苏微乳剂对海晏县

天然草地进行草原毛虫防治试验。结果显示:这2种生物试剂的防治效果均在95%以上,能达到青海省防治草

原毛虫的标准要求。说明可以利用2.0%阿维·苏云菌或1.2%瑞·苏微乳剂防治草原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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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草地是草地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

牲畜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1]。由于近年来人为因素

与气候因素的相互影响,导致海晏县草原毛虫危害

面积不断扩大,危害程度也不断加深。2011年7
月,笔者在海晏县天然草地利用2.0%阿维·苏云

菌和1.2%瑞·苏微乳剂对草原毛虫进行防治,以
期获得这2种生物试剂对草原毛虫的防治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基本情况

海晏县位于青海湖盆地东北部[2],属典型的大

陆性高 原 气 候,冬 季 寒 冷,夏 季 清 凉;年 均 气 温

-0.3℃,年均降雨量397.4mm。由于海晏县境内

海拔高度差异相对较大,且受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

件的制约,热、水、植被、土壤等自然因子具有明显的

水平差异和垂直分布。海晏县内分布有5种不同的

草地类型,即山地草甸类、山地草原类、灌丛类、沼泽

类和荒漠草原类[1-2]。

1.2 试验药剂与用法

2.0%阿维·苏云菌:有效成分为阿维菌素和苏

云金杆菌,用量为50g/667m2,利用超低量喷雾器

喷施。

1.2%瑞·苏微乳剂:有效成分为瑞香素和苏云

金杆菌,用量为30mL/667m2,利用超低量喷雾器

喷施。

1.3 调查方法

在草原毛虫危害区选取自然条件和危害状况相

近的防治地块2块,每个地块随机选取4个重复,在
施药前及施药后1、3和5d分别调查虫口密度。

防治效果=(1-防治后虫口密度/

防治前虫口密度)×100%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对样地防治前和防治后草原毛虫虫口密度

进行调查统计,并对草原毛虫防治效果通过计算进

行评估,测得2.0%阿维·苏云菌与1.2%瑞·苏微

乳剂对草原毛虫的平均防治效果分别为96.32%和

98.42%,详见表1。由此可见,2种药剂的防治效果

均能达到青海省防治草原毛虫的防治标准(90%)。

3 讨 论

青海省草原毛虫危害面积占草地虫害面积的

73%以上,且草原虫害防治处于技术和器械落后、防

治效率偏低的状态。利用2.0%阿维·苏云菌和

1.2%瑞·苏微乳剂对草原毛虫进行防治,平均防治

效果分别为96.32%和98.42%,能达到防治的标准

要求。而且,利用生物试剂对草原毛虫进行防治,污

染小、投资少、效益显著,已逐渐成为青海省防治草

原毛虫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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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种药剂防治草原毛虫的效果

药品名称 重复
防治前虫口密度/

(个/m2)
防治后虫口密度/(个/m2)

第1天 第3天 第5天

平均防

治效果/%

2%阿维·苏云菌

Ⅰ 64 48 24 2 96.88
Ⅱ 56 42 16 1 98.21
Ⅲ 40 36 24 3 92.50
Ⅳ 43 32 12 1 97.67

平均 50.75 39.50 19.00 1.75 96.32

1.2%瑞·苏微乳剂

Ⅰ 51 48 4 1 98.04
Ⅱ 93 72 8 2 97.85
Ⅲ 84 64 4 0 100.00
Ⅳ 45 38 8 1 97.78

平均 68.25 55.50 6.00 1.00 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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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在三季度后期具坚实上行动力

1)猪肉消费市场巨大,稳健增长。以猪肉价格20元/kg计算,猪肉消费市场在1万亿元以上,而且

随着未来猪肉消费量的继续增加,整个市场空间还会扩大,这给包括生猪养殖在内的整条产业链上的参

与者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2)我国生猪养殖行业进入重要转型期。一是规模化提升。尽管面临一定的资源约束,我国生猪养

殖规模化水平仍有不断提升的“黄金15年”,驱动力来自于散养农户的不断退出、生猪养殖行业内在的

规模经济以及下游需求更偏好规模化养殖企业的产品。二是我国生猪养殖“专业分工+合同生产”将不

断深化,加上被合同生产覆盖的专业化养殖者的单体规模也将不断提升,这两个规模扩张效应相叠加,
将会加快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进程。三是我国猪肉供应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行业

整合的空间还很大,来自各环节的整合者都有很多的发展机会;目前有若干生猪养殖企业不甘示弱,纷

纷布局全产业链,这将为其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3)我国生猪养殖业盈利能力将走向上升通道。我们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生猪养殖的长期盈利能力发

展变迁,指出我国生猪养殖行业盈利能力提升的走势将更加明确。从我国过去一段时间生猪养殖行业

盈利能力走势来看,利润率已经筑底并呈现出震荡上行的态势。

4)猪价将在三季度后期具备较为坚实的上行动力。我们认为我国生猪波动周期可能正在不断变得

规律化,从距离上一波谷的时间长度来看,目前猪价大概率越过周期的底部。能繁母猪存栏量在2012
年10月达到高点,11月开始降低,按照10~11个月左右的滞后周期,可以判断生猪价格将在2013年

三季度后期具备较为坚实的上行动力。不过从母猪补栏积极性、疫情以及本轮亏损程度来看,本轮猪周

期的反弹幅度比上一轮要小。
来源:新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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