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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藤毒饵防治伊大头蚁的初步研究
‘

王春晓 田伟金 庄天勇 梁梅芳 程树兰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广州 97 8 印:

摘 要 6 将对昆虫有胃毒作用的鱼藤烧斤众‘刀砚 7 ; 4 ) 侣0根粉碎后与植物淀粉
、

糖
、

脂肪和

香料配制成的 0 一 7
1

9< 的颗粒诱饵对伊大头蚁 尸肠比如肠 , 兜子“肠 +/ 心进行毒杀试验
,

结果表

明含 =/ > 的毒饵
、

? ≅毒杀效果达 7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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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大头蚁 才币￡汕04 Δ4 4 ) ‘79 +/ =40 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
,

国外分布于缅甸和印度等国

家
1

是危害人类健康的有害蚂蚁种类
。

伊大头蚁繁殖快
,

将细菌等病原菌带人居室
、

酒

楼和食物仓库
,

再通 过其它中间媒介传播疾病
。

据伊 朗 Ε4 <
大学 ,

1

,≅ < ΦΓ Η)Η

 88 2: 报道
,

伊大头蚁以距发根微米级的位置将人头发切断而 不留痕迹的危害造成秃

顶现象
,

以致误认为人体病变脱发
。

目前防治有害蚂蚁的药物大多采用有机氯杀虫剂
,

对环境污染
,

已引起全球的关注
。

如常用于防治有害蚂蚁的有效药物灭蚁灵
,

已被列为

世界禁用的 7 种污染物中的一种
。

因此
,

寻找没有产生持久污染的灭杀蚂蚁的药剂成

为急需解决的新课题
。

鱼藤 烧而 ≅Φ / Η ;< 0是豆科鱼藤属中的一种常绿藤本植物
,

野生分布于亚洲 的

热带地区
。

鱼藤根中含有杀虫的主要成份为鱼藤酮
,

还有鱼藤毒
、

灰毛豆精和毒灰叶酚

等
。

鱼藤可制成颗粒
,

对昆虫主要起触杀作用
,

也有胃毒和忌避的效果
。

鱼藤毒饵对蚂

蚁的毒杀成份为天然植物
,

在自然环境中容易降解
,

在动物体内无聚集作用
,

对人
、

畜

安全
,

是一种高效
、

安全的环保型新药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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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ϑ
1

7 鱼藤毒饵配制

鱼藤根由广州农药厂提供
。

将鱼藤根粉碎后 98 目过筛
,

加人淀粉
、

糖
、

脂肪
、

香

料和水按照一定 的比例混和拌匀
,

做成饼状
,

烘干后研磨成大小为 7 一 7
1

,&)Κ 的颗粒

剂
,

即为鱼藤毒饵
。

7
1

室内预备试验

按 9 >
、

> 和 =/ > 比例的鱼藤根粉配以新鲜的淀粉
、

糖
、

脂肪
、

香料和水混合拌

匀
1

烘干后研成颗粒剂毒饵
,

置于干燥条件下存放备用
。

用以上三个含量的毒饵
,

在室内初步做毒杀试验后
,

确定 78 > 的鱼藤根粉配方效

果做进一步试验
。

ϑ
1

2 室 内毒力测定

供试蚁从野外引诱采回
,

加松土饲养于实验室 ?Γ
。

在培养箱内饲养
,

温度为
5

28 ℃
,

湿度 8 土 9 >
,

以湿滤纸蘸 8 > 糖水喂饲
。

室内毒力测定前 Λ ≅ 取出糖水滤纸
。

试验在高 7 ΜΚ
、

直径 ΝΜ Κ 的加盖养虫缸内堆放干净松土 9鲍
、

毒饵 8
1

9 Χ 后每缸投 98 头

伊大头蚁
。

设 Λ ≅
、

Λ ≅
、

?≅ 三个处理
,

记录其死亡数
,

并将死蚁清除
。

每个处理设 ∀

个重复
。

7
1

Λ 野外毒杀试验

在室内毒力测定的同时
,

在野外选取伊大头蚁巢
,

在巢穴 口周围投放毒饵颗粒 2Χ
,

并观察记录巢内蚂蚁出洞搬运毒饵情况
。

野外毒杀试验除 ∀ 个对应室内毒力测定巢外
,

还进行 了 9 巢其它蚂蚁试验
。

?Γ 后挖巢检查蚂蚁死亡情况
。

试验地点在中山大学校

园
。

结果与分析

1

7 鱼藤毒饵对伊大头蚁的室内预备试验中得到不同鱼藤根粉含量的毒饵对伊大头蚁

的毒力  见表 7 :
,

伊大头蚁取食 9 > 和 > 鱼藤根粉含量的毒饵后死亡率均低于 78 > 含

量的毒饵
。

从而确定以 =/ >鱼藤根粉含量的毒饵进行室内毒力测 定试验和野外毒杀试

验

表 7 伊大头蚁取食不同鱼藤根粉含量的鱼藤毒饵后的死亡率 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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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毒力试验中观察到伊大头蚁进人试验缸后
,

部分供试蚂蚁被毒饵气味吸引
,

开始逐渐向毒饵爬行
,

当接触毒饵时
,

即搬动毒饵并互相接触传递信息
,

随后
,

缸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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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供试蚂蚁都向毒饵聚集并将毒饵向土堆方向搬动
。

量处理组 ?≅ 死亡率达 788 >
。

结果见表
。

表 鱼藤毒饵对伊大头蚁的室内毒力

Λ ≅ 检查
,

开始大量死亡
,

78 > 含

广州
,

 !: 9
1

?

试验重复 死亡数
Λ ≅

死亡率  > :

Λ ≅

死亡数 死亡率  > :

? ≅

死亡数 死亡率  > :

88888888888898989898989898∀8Χ9Λ8ΛΛΛ7Λ7Λ2Λ∀99

,
‘

9Λ∀998989Λ81

仁Π

∀2∀9?9790,一
门Θ

Λ气曰
了∗

平均

Ρ

供试蚂蚁数每试验处理 98 头
。

1

2 鱼藤毒饵对野外伊大头蚁蚁巢的毒杀试验

试验 日期为 Χ 月中旬
,

白天气温在 Χ
一
2 ℃

。

将 2 Χ 的鱼藤毒饵投放在蚁巢穴 口四

周
,

投药后观察到大量蚁爬出洞穴并快速将毒饵搬回巢内
。

天后检查穴 口仍有少量蚁

活动时
,

补药一次
,

剂量为 2 Χ
。

?Γ 后检查被试蚁巢
,

见穴 口无蚁出人再施用不含药物

的饵料作引诱
,

不见有蚁爬出
。

经挖巢检查
,

可见离地面 ∀ 一 ΝΜ Κ 巢内蚂蚁全部死亡后

长出灰白色霉菌
,

确认全巢蚂蚁已中毒死亡
。

结果表明
,

鱼藤毒饵对伊大头蚁有非常理

想的毒杀效果  见表 2:
。

表 2 鱼藤毒饵对野外伊大头蚁蚁巢的毒杀效果 广州
,

印9
1

Χ

巢 号
巢穴 口搬取

毒饵蚂蚁数

Λ ≅巢穴

口活蚁数
? 天后挖巢活蚁数

7 Β Β Β Β 一 Σ

Β Β Β Β Β 一

2 Β Β Β Β Β 一

Λ Β Β Β Β Β 一

9 Β Β Β Β 一 一

∀ Β Β Β Β Β 一

注
6 十 Β 十 十 表示蚂蚁数量很多  Τ 0《刀〕头: Α Β Β 十 表示较多  788 一 7 ! !: 头: Α

Β Β 表示较少  =/
一 788 头 :Α Β 表示很少  8

一
78 头: Α 一 表示无活蚁

。

小结与讨论

鱼藤毒饵在室内和野外对伊大头蚁均显示了显著的毒杀效果
。

结果显示用纯天然的

植物药配与蚂蚁喜食的饵料做成的毒饵
,

可望替代对环境污染甚至危害人类健康的有机

物农药灭杀有害蚂蚁
。

鱼藤对其它有害蚂蚁的毒力及鱼藤酮含量不同的各种鱼藤对蚂蚁

灭杀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

此外
,

鱼藤毒饵对野外 9 巢其它蚂蚁的试验中有 77 巢全巢死亡
1

其中有近缘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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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大头蚁及其它蚂蚁标本全部由梁铬球教授鉴定
,

特此致谢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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