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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

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进剂和

水，所述杀虫促进剂为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本

发明所述农药组合物对番茄白粉虱具有优良的

防治效果，防效较高，且对番茄本身的生长不会

产生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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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

进剂和水，所述杀虫促进剂为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6～

8份，呋虫胺20～22份，杀虫促进剂10～14份，水100份；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的制备方

法为：

(1)  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将新鲜荷叶和莪术根茎分别切碎后混合成碎丁，向所述碎

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水浴恒温至85±5℃，保温提取2h以上，然后空冷至常温，过

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其中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2～3g/100mL，其余为

水；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5～6；

(2)  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将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

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水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30～5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

滤液B和滤渣B；其中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0.5%～0.8%，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2%～0.4%，其余为水；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

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

1:6～7；

(3)  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对容

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以下，然后加热至110±5℃，保温20～30min，空冷至常温，

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其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30%～40%，其

余为水；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1:6～7；

(4)  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5～1/4，获得所述

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农药组合物的喷施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农药组合物加水稀释

成农药喷施剂，喷施在植物叶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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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白粉虱(Trialeuro  des  vaporariorum  Westwood)属同翅目粉虱科害虫，因体型

小，翅膀白色，也称“小白蛾子”。该虫寄主作物广泛，多达200多种，是瓜类、茄科类、豆科类

等作物的重要害虫，其繁殖能力强，常世代重叠，传播速度快。该虫刺吸植株汁液造成植株

叶片褪绿、变黄、萎蔫、干枯，也是病毒病传播的重要媒介，同时，分泌的蜜露易诱发煤烟病

等，常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

[0003] 番茄白粉虱的防治包括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方法，其中以

化学防治最直接，防治效果最明显。用于番茄白粉虱防治的农药主要有啶虫脒水分散粒剂、

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高效氯氰菊酯烟剂、吡丙醚乳油、氯噻啉可湿性粉剂、联苯菊

酯乳油、噻虫嗪水分散粒剂、吡虫啉可溶性液剂、联苯·啶虫脒微乳剂、高氯·噻嗪酮乳油

等等，但防治效果仍然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

促进剂和水，所述杀虫促进剂为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06] (1)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将新鲜荷叶和莪术根茎分别切碎后混合成碎丁，向所述

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水浴恒温至85±5℃，保温提取2h以上，然后空冷至常温，

过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

[0007] (2)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将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

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水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30～5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

得滤液B和滤渣B；

[0008] (3)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

对容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以下，然后加热至110±5℃，保温20～30min，空冷至常

温，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

[0009] (4)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获得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2～3g/100mL，其余为水；所述

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5～6。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

0.5％～0.8％，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2％～0.4％，其余为水；所述滤渣A浸泡在

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

溶液＝1:6～7。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30％～40％，其余为水；滤渣B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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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1:6～7。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的合并液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5～

1/4，即获得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农药组合物中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6～8份，呋虫胺20

～22份，杀虫促进剂10～14份，水100份。

[0015]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农药组合物的喷施方法，将所述农药组合物加水稀释成农药

喷施剂，喷施在植物叶片上。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所述农药组合物对番茄白粉虱具有优良的防治效

果，防效较高，且对番茄本身的生长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备的农药组合物防治番茄白粉虱效果的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行详细的说明：

[0019] 实施例1

[0020] 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进剂和水，

所述杀虫促进剂为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6份，呋虫胺20

份，杀虫促进剂10份，水100份。

[0021] 其中，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22] (1)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2g/100mL，其

余为水；将新鲜荷叶和莪术根茎分别切碎后混合成碎丁，将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

水溶液，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5。

水浴恒温至85±5℃，保温提取2h，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

[0023] (2)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

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5％，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4％，其余为水；将

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

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1:6；水

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3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B和滤渣B；

[0024] (3)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其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

的体积分数为30％，其余为水；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

＝1:6。将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对容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然后加热至

110±5℃，保温20min，空冷至常温，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

[0025] (4)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4，获得所述荷

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0026] 实施例2

[0027] 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进剂和水，

所述杀虫促进剂为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7份，呋虫胺21

份，杀虫促进剂12份，水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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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其中，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29] (1)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2g/100mL，其

余为水；将新鲜荷叶和莪术根茎分别切碎后混合成碎丁，将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

水溶液，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5。

水浴恒温至85±5℃，保温提取2h，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

[0030] (2)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

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6％，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3％，其余为水；将

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

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1:6；水

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4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B和滤渣B；

[0031] (3)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其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

的体积分数为30％，其余为水；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

＝1:6。将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对容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然后加热至

110±5℃，保温20min，空冷至常温，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

[0032] (4)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4，获得所述荷

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0033] 实施例3

[0034] 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进剂和水，

所述杀虫促进剂为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7份，呋虫胺21

份，杀虫促进剂13份，水100份。

[0035] 其中，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36] (1)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3g/100mL，其

余为水；将新鲜荷叶和莪术根茎分别切碎后混合成碎丁，将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

水溶液，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6。

水浴恒温至85±5℃，保温提取2h，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

[0037] (2)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

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7％，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3％，其余为水；将

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

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1:7；水

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4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B和滤渣B；

[0038] (3)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其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

的体积分数为30％，其余为水；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

＝1:7。将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对容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然后加热至

110±5℃，保温30min，空冷至常温，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

[0039] (4)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5，获得所述荷

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0040] 实施例4

[0041] 一种用于防治番茄白粉虱的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进剂和水，

所述杀虫促进剂为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8份，呋虫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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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杀虫促进剂14份，水100份。

[0042] 其中，所述荷叶‑莪术复合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43] (1)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3g/100mL，其

余为水；将新鲜荷叶和莪术根茎分别切碎后混合成碎丁，将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

水溶液，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6。

水浴恒温至85±5℃，保温提取2h，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

[0044] (2)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

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8％，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4％，其余为水；将

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

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1:7；水

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5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B和滤渣B；

[0045] (3)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其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

的体积分数为30％，其余为水；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

＝1:7。将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对容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然后加热至

110±5℃，保温30min，空冷至常温，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

[0046] (4)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5，获得所述荷

叶‑莪术复合提取物。

[0047] 对比例1

[0048] 一种用于试验对照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和水。其中各组分的重量份数

分别为：吡丙醚7份，呋虫胺21份，水100份。

[0049] 对比例2

[0050] 一种用于试验对照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进剂和水，所述杀虫

促进剂为荷叶提取物。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7份，呋虫胺21份，杀虫促进剂13

份，水100份。

[0051] 其中，所述荷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52] (1)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3g/100mL，其

余为水；将新鲜荷叶切碎成碎丁，将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碎丁中加入

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6。水浴恒温至85±5℃，保温

提取2h，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

[0053] (2)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

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7％，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3％，其余为水；将

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

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1:7；水

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4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B和滤渣B；

[0054] (3)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其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

的体积分数为30％，其余为水；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

＝1:7。将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对容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然后加热至

110±5℃，保温30min，空冷至常温，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

[0055] (4)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5，获得本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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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述荷叶提取物。

[0056] 对比例3

[0057] 一种用于试验对照农药组合物，包括吡丙醚、呋虫胺、杀虫促进剂和水，所述杀虫

促进剂为莪术复合提取物。各组分的重量份数分别为：吡丙醚7份，呋虫胺21份，杀虫促进剂

13份，水100份。

[0058] 其中，所述莪术复合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59] (1)配置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中，柠檬酸的浓度为3g/100mL，其

余为水；将莪术根茎切碎成碎丁，将所述碎丁中加入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所述碎丁中加入

所述柠檬酸的水溶液的固液质量比碎丁/柠檬酸的水溶液＝1:6。水浴恒温至85±5℃，保温

提取2h，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A和滤渣A；

[0060] (2)配置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

中，纤维素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7％，所述果胶酶的质量百分含量为0.3％，其余为水；将

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所述滤渣A浸泡在所述纤维素酶

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A/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混合水溶液＝1:7；水

浴恒温至50±5℃，保温提取40min，然后空冷至常温，过滤，获得滤液B和滤渣B；

[0061] (3)将所述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获得混合物，其中，所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

的体积分数为30％，其余为水；滤渣B浸泡在乙醇水溶液中的固液质量比滤渣B/乙醇水溶液

＝1:7。将所述混合物置于密闭容器内，对容器内抽负压至0.1个标准大气压，然后加热至

110±5℃，保温30min，空冷至常温，然后打开容器，过滤，获得滤液C；

[0062] (4)合并所述滤液A、滤液B和滤液C，减压浓缩至未浓缩前体积的1/5，获得本对比

例所述莪术提取物。

[0063] 实施例5

[0064] 以大棚番茄作为研究对象，番茄品种为中蔬4号。选取大棚内8块试验田，每块试验

田均种植上述品种番茄，单行内种植株距均为26cm，行距均为50cm。将上述各实施例和对比

例所述的农药组合物兑水配置成农药喷施剂，兑水质量比农药组合物/水均＝1:700；每块

田分别于番茄开花坐果期内在叶片上喷施上述各实施例和对比例所述农药组合物配置成

的农药喷施剂，连续喷施5日，喷施量为每天120kg/ha，另一块试验田喷施等量的清水作为

对照组。施药完全完成后的第7天统计每块试验田中的防治效果，防治效果(％)＝(施药组

虫口减退率－对照组虫口减退率)/(1‑对照组虫口减退率)×100，结果如图1和表1所示。

[0065] 表1

[0066] 试验组 防治效果

实施例1 92.3％

实施例2 92.7％

实施例3 93.0％

实施例4 92.6％

对比例1 63.5％

对比例2 79.8％

对比例3 81.6％

[0067] 由表1可知，本发明所述农药组合物对番茄白粉虱具有优良的防治效果，防效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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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比实施例3和对比例1可知，在防治番茄白粉虱方面，本发明所述杀虫促进剂对吡丙

醚‑呋虫胺组合农药的效果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荷叶‑莪术提取物组合的促进效果明显

好于单个提取物的促进效果。

[0068]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

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

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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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13545369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