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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吡唑类杀螨剂——腈吡螨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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腈批螨酯（英文通用名 ： ｃｙｅｎ
ｏｐｙｒａｆｅｎ）是 由 日产３ 剂型

化学公司于 ２０ ０９ 年推出的新型吡唑类杀螨剂 ， 在 日主要为 ３０％悬浮剂及与哒蛾灵等杀瞒剂的混配

本和 韩 国 获得登记 ， 商 品 名 ： Ｓｔａｒｍｉｔｅ （
Ｎ ｉｓｓａｎ

）和制剂 。

Ｖａ ｌｕｅｓｔａｒ 。 ２０ １０ 年腈吡螨酯与哒螨灵混剂的销售额４ 毒性及环境生态

约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 。 该药剂作用机理新颖 ， 与当今原药急性毒性 ： 大鼠急性经口ＬＤ５ｆｌ
＞５ ０００ ｍｇ／ｋｇ 。

使用 的杀虫杀螨剂无交互抗性 ， 可用于防治果树 、大鼠急性经皮 ＬＤ５Ｑ＞５０ ００ ｍｇ
／ｋ
ｇ 。 大鼠吸入 ＬＣ ｓ〇（

４ １ｉ
）

茶叶和蔬菜等作物上的各类害螨。 该剂于 １ ９９６ 年 ４＞ ５ ． ０１ｍｇ／Ｌ 。大鼠 ＮＯＥＬ ５ ． １ｍｇ／
（
ｋｇ 切。 大鼠 ＡＤＩ／ＲｆＤ

月 ２５ 日 申请专利 。０．０５ 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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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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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生物活性及药效８ 结语

腈吡螨酯可用于防治果树 、 茶叶 、 蔬菜上的各随着人们对环境 、 农产品安全要求的 日益提高 ，

类害蹒 。 室 内对朱砂叶螨喷雾处理浓度为 ２ ． ５ｍｇ／Ｌ ，农药产品 的升级换代也逐步加快 ， 国 内
一

些老的杀

死亡率可达到 １ ００％
（表 １

）
。 田间试验表 明 ， 腈吡瞒螨剂 品种（如三氯杀瞒醇和杀虫脒等）

由于其安全性

酯使用浓度为 ５０ｍｇ
／Ｌ 时 ， 防效可达 ９ ８

．
７４％

（表 ２
）
。及抗性 问题 已被禁止使用 ， 而安全性相对较高 、 防

表 １ 腈批蜗酯对朱砂叶螨的室 内活性（
７２ ｈ ， 喷雾处理）

效更好的杀螨剂 （如批螨胺 、 ＿酮和酬嗉
）
等品

腈＿酯；度物
．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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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也因长期使用 ， 抗性 问题也在不同程度的显现 。

死亡率／％１ ００１ ０ ０８５０

—

近几年虽然也有新的杀螨剂研发 、 生产 （如丁氟螨酯

表 ２ 腈 ｎ 比蛾酿防治相橘红蝴蛛药效（２００
９ 宁波 ）等Ｍ旦 由于螨类是极易产生抗性的害物 需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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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作用机制的杀螨剂来交替使用 。 腈吡螨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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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药后 ３ ｄ 药后 ７ ｄ 药后 １

４ ｄ低毒 、 低用量和杀螨谱广等特点 ， 可为 杀螨剂品种

腈批螨醋５ ０９８ ．７４８４ ．５ ７６９ ． ６７６７ ．

１ ７的交替使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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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选择 。 而其新颖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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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 ， 更可有效防治抗性害螨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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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作物保护化学品需求增长迅猛

俄罗斯农药 市场 ２０ １３ 年增长 了 １３％达 １３ 亿美元 ， 但其作物保护市场潜力依然 巨大 。 该国 目 前仅有三分之二的耕地使用

农药 ， 预计 ２０ １７ 年前其市场年增长率可达 ６ ．５％ ， 消耗 １４０ ０００ ｔ 农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