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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明确新乡地区麦蚜对3种常用杀虫剂的抗性现状，指导本地区田间蚜虫防治实践。方法：采用药

膜法室内测定新乡3县麦蚜对吡虫啉、氧乐果、高效氯氰菊酯三种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并对辉县市小

麦蚜虫的抗药性进行了大田药效试验。结果：室内试验表明；三县麦长管蚜对氧乐果抗性均处敏感水平，

辉县和原阳麦长管蚜对吡虫啉均有较明显的抗性，其中在原阳达到中等水平抗性。原阳麦长管蚜对高效

氯氰菊酯抗性为低水平抗性，其他两地处敏感水平。大田实验表明：辉县市麦蚜防治要达到理想防效

(90%)，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氧化乐果至少需用到推荐用量的2.59倍、1.10倍和1.57倍。结论：辉

县市、卫辉市和原阳县麦田的麦长管蚜均对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产生抗性程度差异较大，但

并未达到高水平抗性。原阳县应限制使用吡虫啉，以减缓抗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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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sistance status of wheat aphid to three common insecticides in 
Xinxiang distrct and guide prevention practice of the field aphid in this district. Methods: Apply the 
drug film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resistance of wheat aphid to three common insecticides imidac-
loprid, Omethoate and beta cypermethrin in Xinxiang 3 districts and carry out the field efficacy test 
of wheat aphid resistance in Huixian. Results: Laboratory tests show that the resistance of wheat 
long tube aphid to Omethoate in three contries is sensitive, the resistance of wheat long tube aphid 
to imidacloprid in Huixian and Yuanyang is obvious, and it reaches a medium level in Yuanyang. The 
resistance of wheat long tube aphid to beta cypermethrin in Yuanyang is low, and it is sensitive in 
another two places. The field experiment show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pply at least 2.59 times, 1.10 
times and 1.57 times of the recommended dosage of imidacloprid, beta cypermethrin and Ome-
thoate so as to achieve the ideal control effect (90%). Conclusion: The resistance of wheat aphid to 
imidacloprid, beta cypermethrin and Omethoate varies greatly in Huixian, Weihui and Yuanyang 
wheat fields, but there is no population with high resistance. The application of imidacloprid should 
be restricted in Yuanyang for the sake of slowing down the development of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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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麦蚜是我国小麦生产中重要的害虫之一。其发生的种类可因地区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一般来讲，

全国范围内比较常见的为麦长管蚜(Macrosiphium avenae)、麦二叉蚜(Schizaphis graminum)、禾谷缢管蚜

(Rhopalosiphum padi)、无网长管蚜(Acyrthosiphon dirhodum) [1]。麦蚜为刺吸式口器，若蚜、成蚜可吸食

寄主作物的叶部、茎部和穗粒，造成叶片黄化，生长停滞，籽粒不饱满，严重时造成不能结实或整株枯

死[2] [3]。麦蚜分泌的蜜露还可以影响小麦的光合作用，诱发病害。此外，麦蚜可作为多种病原菌和病毒

的传播媒介，可引起小麦黄矮病等病害[4]，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据报道，近些年来我国小麦受

蚜虫为害面积在 1500 万公顷·次左右，造成巨大的损失[5]。目前，我国生产实际中，虽然提倡多种防治

方法并重，但化学防治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6] [7]。防治的主要药剂包括有机磷、拟除虫菊酯和新烟碱类

等种类。吡虫啉是一种亚硝基甲类杀虫剂，通过作用于昆虫的烟碱乙酰胆碱酯酶受体，从而使昆虫神经

麻痹致死，并有触杀、胃毒、内吸等多种作用[8]。高效氯氰菊酯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典型代表，主

要作用于昆虫神经膜中钠离子通道，导致该通道打开时间过长，从而阻碍神经信号传输，最终导致死亡，

以触杀为主，无内吸作用[9]。氧乐果是 AchR 的离子通道开放阻断剂，使神经肌肉细胞接头 Ach 积累，

最终导致死亡，有很强的触杀和内吸作用[10]。通过大面积的持续单一用药会对蚜虫造成巨大的选择压力，

加之蚜虫繁殖量大，生长周期短，发生代数多，种群密度大，导致麦蚜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对常见杀虫剂

敏感性降低，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抗药性[11]。自上个世纪末，麦蚜的抗药性逐渐受到人们关注，不断有报

道称麦蚜对常见杀虫剂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部分种群甚至达到了极高水平抗性[12] [13] [14] [15]。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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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是河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小麦生产区。种植面积 25 万公顷，总产量 187.5 万吨[16]。麦蚜是本地区

最重要的虫害，麦长管蚜是麦蚜的优势种群。龚培盼对本地区麦长管蚜种群抗性水平测定显示，麦长管

蚜对高效氯氰菊酯 139.64 倍的高水平抗性[5]。本试验以室内测定和田间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测定并明确新

乡麦区麦长管蚜对常见 3 种杀虫剂的敏感性和抗药性现状，以期指导田间蚜虫防治实践，并为科学精准

用药以及麦蚜的可持续防控以及抗性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材料 

新乡冬小麦区麦田蚜虫，其中室内测定选择优势种群麦长管蚜为代表种类。 

2.2. 试验药剂 

95.0%吡虫啉(原药，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80.1%氧乐果(原药，兰博尔开封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95.7%高效氯氰菊酯(原药，河南远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丙酮(试剂)、吐温-80。 

2.3. 试验方法及数据处理 

2.3.1. 室内生物测定 
1) 试虫采集 
在麦蚜盛发期(2021 年 4 月 28 日~2021 年 5 月 2 日)采集试虫，所有供试蚜虫采自大面积种植区小麦

田。在辉县市、卫辉市、原阳县各选取 1 块麦田进行试虫采集，尽可能多采集无翅成蚜，数量不少于 2000
头，与小麦叶片一同带回实验室。当天及时进行室内测定。各采集地点地理信息如下：a) 新乡市辉县市

三小营村新乡农业科学院院内试验田(N35˚27'42''，E113˚45'45'')，b) 卫辉市后河镇台上村(N35˚24'26''，
E114˚8'20'')，c) 新乡市原阳县祝楼乡卞庄(N35˚4'20''，E113˚40'21'')。 

2) 试验工具 
高 5.6 cm 玻璃瓶，毛笔，纱布，皮筋。 
3) 药液配制 
将各供试原药溶于丙酮配置成母液，根据各试验药剂田间推荐用量进行预试验，用 0.1%吐温-80 水

溶液稀释成一系列浓度梯度，分别记录每种药剂致死麦蚜的大概中心浓度，以此为中心上下设定 7 个浓

度梯度，彼此间为倍数关系，以含丙酮的 0.1%吐温-80 水溶液为对照。三种药剂设置浓度如下： 
吡虫啉：0.025 g/L、0.050 g/L、0.100 g/L、0.200 g/L、0.400 g/L、0.800 g/L、1.600 g/L。 
高效氯氰菊酯：0.0216 g/L、0.0259 g/L、0.0311 g/L、0.0373 g/L、0.0448 g/L、0.0538 g/L、0.0645 g/L。 
氧化乐果：0.0512 g/L、0.0666 g/L、0.0865 g/L、0.113 g/L、0.146 g/L、0.190 g/L、0.247 g/L。 
4) 处理方法 
采用药膜法进行室内测定试验。吸取稀释好的各浓度的药剂溶液分别加入直径 1.6 cm，高 5.6 cm 玻

璃瓶(内表面积约 30 cm2)中，立即在桌面上滚动，使得药液均匀涂满玻璃瓶内壁，待丙酮挥发后进行毒

力测定。用毛笔挑取大小基本一致的健康无翅成蚜 20 头左右置于处理好的药瓶内，用纱布封口防止逃逸。

每处理重复 4 次。在正常的室内环境下饲养，饲养条件：温度 18℃~25℃，相对湿度 50%~70%，光暗周

期 16 h/8 h (L/D)。 
5) 结果检查 
3 h 后检查各处理死亡虫数，检查时用接种针拨动虫体，试虫完全不动即视为死亡，否则视为活虫。

对照死亡率<10%为有效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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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统计及分析 
按式(1)和式(2)计算各处理的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公式和标准曲线参考 NYT 2726-2015《小麦蚜虫

抗药性监测技术规程》。 

1
K 100
N

P ×=                                       (1) 

式中： 
P1——死亡率，单位为百分率(%)； 
K——表示每处理浓度总死亡虫数，单位为头； 
N——表示每处理浓度总虫数，单位为头。 

( )
( )2

Pt P0
100

100
P

P0
−

×
−

=                                   (2) 

式中： 
P2——校正死亡率，单位为百分率(%)； 
Pt——处理死亡率，单位为百分率(%)； 
P0——对照死亡率，单位为百分率(%)。 
采用 DPS 统计软件进行，运用概率值分析法求出每个药剂的 LC50 值及其 95%置信限、斜率(b 值)及

其标准误。 
7) 抗药性水平的计算与评价 
确定的敏感种群的标准曲线。吡虫啉、氧乐果和高效氯氰菊酯对麦长管蚜敏感性基线的 LC50 分别为

0.057 μg/cm2，0.15 μg/cm2，0.080 μg/cm2。抗性倍数(RR)即测定种群的 LC50 与供试药剂敏感种群的 LC50

的比值。根据抗性倍数的计算结果，将测试种群确定测定种群的抗药性水平。抗性水平分为 4 级。RR < 5.0
为敏感，5.0 < RR < 10.0 为低水平抗性，10.0 < RR < 100.0 为中等水平抗性，RR > 100.0 为高水平抗性。 

2.3.2. 大田生物测定 
1) 试验田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河南省辉县市新乡农科院辉县试验站小麦生产田进行。地势平坦，灌溉方便，肥力中上等，

土壤类型褐土，有机质含量 1.5%，PH 值 7.0；试验地总面积 32 亩，上茬作物玉米。小麦品种为新麦 26
号，2020 年 10 月 20 日播种，基本苗 17.5 万/667 m2，管理同大田。 

2) 试验设计 
将各供试原药用丙酮溶解并配制成一定浓度母液，参考室内生物测定及大田常规推荐用量确定试验

剂量，用 0.1%吐温 80 水溶液将各母液稀释成 7 个梯度溶液，以含丙酮的 0.1%吐温-80 水溶液为对照。

具体试验浓度安排如下： 
吡虫啉：20.000 ai.g/ha、30.000 ai.g/ha、45.000 ai.g/ha、67.500 ai.g/ha、101.250 ai.g/ha、157.875 ai.g/ha、

227.813 ai.g/ha。 
氧乐果：218.478 ai.g/ha、284.024 ai.g/ha、369.231 ai.g/ha、480.000 ai.g/ha、624.00 ai.g/ha、811.200 ai.g/ha、

1054.56 ai.g/ha。 
高效氯氰菊酯：10.417 ai.g/ha、12.500 ai.g/ha、15.000 ai.g/ha、18.000 ai.g/ha、21.600 ai.g/ha、25.920 

ai.g/ha、31.110 ai.g/ha。 
小区面积 23 m2 (5 m × 4.6 m)。随机区组排列，重复 4 次。 
3) 施药时间 
于蚜虫发生盛期(5 月 3 日左右)施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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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药器械及方法 
利农 HD-400 型手动背负式喷雾器。均匀喷雾，用液量 30 Kg/667m2。 
5) 调查时间及方法 
施药前和施药后 1 d、3 d、7 d 分别调查虫数，共调查 4 次。调查方法采取每小区 5 点取样，每点固

定 5 株有蚜株，调查定株上的存活蚜虫头数。 
6) 数据处理 
根据公式(3)和(4)计算各处理麦蚜的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 )% 100−
×=

施药前活虫数 施药后活虫数
施药前

虫
活虫数

口减退率                       (3) 

( ) 100
0

%
1 0

−
=

−
×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防治效果                    (4) 

以 Duncan 新复极差法对各处理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并计算各个药剂的 LD90。参考大田推荐用量，

评价大田试验方式下蚜虫的抗药性水平，数据处理软件为 DPS7.05。 

3. 结果与分析 

3.1. 室内抗性试验测定 

新乡 3 县麦长管蚜对各供试药剂的抗性水平见表 1。 
 

Table 1. The resistance levels of Macrosiphium avenae to the tested chemicals in three counties of Xinxiang 
表 1. 新乡 3 县麦长管蚜对各供试药剂的抗性水平 

采集地 药剂 斜率 ± 标准误 LC50 μg/cm2 (95%置信区间) 抗性倍数 

辉县市三小营村 

吡虫啉 0.581 ± 0.040 0.341 (0.270~0.431) 5.98 

高效氯氰菊酯 2.147 ± 0.163 0.385 (0.350~0.423) 4.81 

氧乐果 4.119 ± 0.489 0.179 (0.164~0.195) 1.19 

卫辉市台上村 

吡虫啉 0.523 ± 0.0500 0.127 (0.080~0.203) 2.23 

高效氯氰菊酯 2.285 ± 0.385 0.377 (0.303~0.468) 4.71 

氧乐果 3.216 ± 0.232 0.163 (0.154~0.172) 1.09 

原阳县卞庄 

吡虫啉 0.734 ± 0.077 0.843 (0.631~1.123) 14.77 

高效氯氰菊酯 2.883 ± 0.350 0.561 (0.4809~0.656) 7.02 

氧乐果 2.592 ± 0.419 0.249 (0.215~0.288) 1.66 

 
室内试验结果表明：新乡 3 县采集的蚜虫对 3 种大田常用杀虫剂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产

生的抗药性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对辉县市三小营村麦长管蚜的 LC50 分别

是 0.341 μg/cm2、0.385 μg/cm2、0.179 μg/cm2。麦长管蚜产生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5.98 倍、4.81 倍、1.19
倍，分别达低水平抗性、敏感水平、敏感水平。对卫辉市后河镇台上村麦田内麦长管蚜的 LC50 分别是 0.127 
μg/cm2、0.377 μg/cm2、0.163 μg/cm2。麦长管蚜产生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2.23 倍，4.71 倍、1.09 倍，均为

敏感水平。对原阳县卞庄村内麦长管蚜的 LC50 分别是 0.843 μg/cm2、0.561 μg/cm2、0.249 μg/cm2。麦长管

蚜产生的抗性倍数分别为 14.77 倍、7.02 倍、1.66 倍、分别达到中等水平抗性、低水平抗性、敏感水平。 
3 县之中，原阳县祝楼乡卞庄麦长管蚜种群对三种药剂表现出的抗性水平最高、卫辉市台上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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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三小营村和原阳县卞庄麦长管蚜种群对吡虫啉在均有较明显的抗性，其中在原阳卞庄达到中等水

平抗性。三县麦长管蚜对氧化乐果抗性都处敏感水平。麦长管蚜种群对高效氯氰菊酯抗性原阳祝楼乡卞

庄为低水平抗性，在其他两地处于敏感水平且程度基本相近。 

3.2. 大田药效试验 

3 种杀虫剂对小麦蚜虫的田间防治效果见表 2。 
 

Table 2. Field control effects of three insecticides on wheat aphids 
表 2. 3 种杀虫剂对小麦蚜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药剂 浓度 
(ai.g/ha) 

药前 
基数(头) 

1 d 3 d 7 d 

虫口数 
(头) 

虫口减退 
率(%) 

防效 
(%) 

虫口数 
(头) 

虫口减退 
率(%) 

防效 
(%) 

虫口数 
(头) 

虫口减退

率(%) 
防效 
(%) 

吡虫啉 

20.000 400 397 0.81 0.04fF 384 4.07 10.75fF 377 5.70 15.25gE 

30.000 513 477 6.07 1.22fF 472 8.14 14.54fF 449 12.39 20.92fE 

45.000 342 310 9.45 8.76eE 274 19.40 25.01eE 250 26.54 32.84eD 

67.500 374 315 15.90 15.24dD 199 45.95 49.74dD 177 52.65 56.94dC 

101.250 453 308 31.56 31.02cC 122 72.52 74.42cC 90 79.89 80.04cB 

151.875 469 233 50.38 49.92bB 36 92.56 93.09bB 20 96.23 95.13bA 

227.813 487 206 57.78 57.55aA 4 98.92 99.21aA 2 99.59 99.66aA 

CK 405 405 0.68 / 435 −7.50 / 451 −12.27 405 

高效氯 
氰菊酯 

10.417 371 285 23.13 24.52fF 239 35.62 40.41fF 219 41.03 37.78fF 

12.500 411 266 35.34 36.57eE 235 42.89 47.19eE 220 46.56 43.61eE 

15.000 337 149 55.39 56.19dD 132 60.70 65.06dD 119 64.69 62.79dD 

18.000 354 115 67.48 68.03cC 87 75.59 78.09cC 73 79.47 78.31cC 

21.600 325 44 86.13 86.41bB 24 92.34 93.27bB 20 93.80 93.48bB 

25.920 401 26 93.71 93.82aA 1 99.84 99.81aA 0 100.00 100.00aA 

31.110 342 14 95.95 96.03aA 0 100.00 100.00aA 0 100.00 100.00aA 

CK 389 396 −1.95 / 413 −6.62 / 371 5.22 / 

氧乐果 

218.478 456 330 27.60 32.48gE 323 28.44 39.11gG 276 39.50 40.31gG 

284.024 426 277 34.64 36.97fE 243 43.09 47.08fF 208 51.33 51.97fF 

369.231 378 185 51.21 52.98eD 151 60.13 62.86eE 132 65.30 65.72eE 

480.000 446 157 64.65 65.80dC 105 76.39 78.10dD 71 84.16 84.45dD 

624.000 426 87 79.86 80.55cB 59 86.17 87.12cC 38 90.93 91.03cC 

811.200 532 76 85.63 86.14bAB 45 91.61 92.17bB 23 95.86 95.90bB 

1054.560 425 37 91.53 91.84aA 0 100.00 100.00aA 0 100.00 100.00aA 

CK 313 325 −3.79 / 336 −7.74 / 317 −1.56 / 

*同列数据后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分别在 0.05 和 0.01 水平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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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药剂随着浓度的升高，防治效果逐渐提高，随着处理后时间的增加防效提高，到 7 天后达到峰值。 
吡虫啉 20.000 ai.g/ha，30.000 ai.g/ha 和 45.000 ai.g/ha 三个处理在药后 7 d 防治效果仍未能到达 50%，

分别为 15.25%、20.92%、32.84%，最低两个浓度间防效差异未达显著水平；吡虫啉 151.875 ai.g/ha，227.813 
ai.g/ha 两处理 3 d 及 7 d 防效可达 90%以上，其中 7 d 防效分别为 95.13%和 99.66%，两处理之间达显著

水平但未达到极显著水平。现阶段防治推荐剂量 151.875 ai.g/ha。 
高效氯氰菊酯 10.417 ai.g/ha 和 12.500 ai.g/ha 两处理 7 d 后的防治效果仍未达 50%，效果较差，防效

分别为 37.78%和 43.61%，两处理间防效差异达极显著水平。高效氯氰菊酯 21.600 ai.g/ha、25.920 ai.g/ha
和 31.110 ai.g/ha，分别在 3 d、1 d、1 d 防效达 90%以上，后两个处理间未达显著水平，但与其他处理组

间均达到极显著水平。现阶段防治推荐剂量 21.600 ai.g/ha 
氧乐果218.478 ai.g/ha在在处理7 d后仍未达50%的防治效果，效果较差，防效为40.31%；氧乐果624.000 

ai.g/ha、811.200 ai.g/ha、1054.560 ai.g/ha分别在 7 d、3 d、1 d达到防治效果的 90%，7天防效分别为 91.03%、

95.90%、100.00%，7 天各处理间防效均达到极显著水平。现阶段防治推荐剂量 624.000~811.200 ai.g/ha。 
 

Table 3. Field test results of wheat aphid resistance to three pesticides 
表 3. 麦蚜对 3 种药剂的抗性大田试验结果 

药剂 大田推荐用量
(ai.g/ha) 处理天数 回归直线 R2 LC90 

(ai.g/ha) 置信区间 

吡虫啉 45.000 

1 y = −2.115 + 3.242x 0.9724 388.874 259.094~583.661 

3 y = −1.214 + 3.520x 0.9803 134.648 111.555~162.521 

7 y = −1.0104 + 3.520x 0.9773 116.654 96.837~140.525 

高效氯 
氰菊酯 

15.000 

1 y = −1.259 + 5.442x 0.9953 24.306 23.343~25.307 

3 y = −6.450 + 10.291x 0.9287 17.264 15.188~19.625 

7 y = −8.809 + 12.388x 0.91048 16.525 14.302~19.095 

氧乐果 300.000 

1 y = −2.274 + 2.875 x 0.9945 946.383 874.003~1024.756 

3 y = −10.296 + 6.1474 0.8452 497.464 371.668~665.836 

7 y = −10.522 + 6.285x 0.8760 471.723 366.135~607.761 

 
麦蚜对 3 种药剂的抗性大田试验结果见表 3。在大田试验条件下，吡虫啉在 1 d、3 d、7 d 对麦田蚜

虫的 LC90 分别为 388.874 ai.g/ha、134.648 ai.g/ha、116.654 ai.g/ha，结果表明：相对推荐用量，本药剂若

要达到防治效果的 90%，分别需用到正常用量的 8.64 倍、2.99 倍和 2.59 倍。高效氯氰菊酯在 1 d、3 d、
7 d 对麦田蚜虫的 LC90 分别为 24.306 ai.g/ha、17.264 ai.g/ha 和 16.525 ai.g/ha，结果表明：相对推荐用量，

本药剂若要达到防治效果的 90%，分别需用到正常用量的 1.62 倍、1.15 倍和 1.10 倍。高效氯氰菊酯在 1 
d、3 d、7 d 对麦田蚜虫的 LC90 分别为 946.383 ai.g/ha、497.464 ai.g/ha、471.723 ai.g/ha，结果表明：相对

推荐用量，本药剂若要达到防治效果的 90%，分别至少需用到正常用量的 3.15 倍、1.66 倍和 1.57 倍。单

以速效性来讲，正常用量下高效氯氰菊酯和氧乐果优于吡虫啉。 

4. 结论 

辉县市三小营村、卫辉市台上村和原阳县卞庄村麦田的麦长管蚜均对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和氧乐

果产生的抗性程度差异较大。其中辉县市三小营村和原阳县祝楼乡卞庄麦长管蚜对吡虫啉，原阳县卞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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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长管蚜对高效氯氰菊酯产生了抗药性，其他均为敏感水平。尤其原阳县祝楼乡卞庄麦长管蚜对吡虫啉

产生了中等水平抗性。全国农技中心发布的《2019 年全国农业有害生物抗药性监测报告》中显示麦长管

蚜对吡虫啉抗性倍数为 1.4~8.5 倍，对高效氯氰菊酯抗药性为敏感水平。本试验测定结果与上述报告相比，

原阳一地对两药剂抗性倍数都偏高，其他结果差异不大。 

5. 讨论 

各地的用药种类、习惯与用药频率存在的差异，是造成抗性水平不一的主要原因。大田试验所设区

域与室内辉县麦长管蚜采集点相近，但试验结果有差异。大田试验结果显示达到理想防效(90%)，吡虫啉、

高效氯氰菊酯、氧乐果至少需用到正常用量的 2.59 倍、1.10 倍和 1.57 倍，实验室测定的抗性倍数(RR)
值为 5.98 倍、4.81 倍、1.19 倍有一定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试验环境不同、蚜虫群落的差异(大田试验未

区分麦蚜种类)、敏感种群对照标准选取不同以及药剂作用效果和方式的不同导致。但结果共同表明，蚜

虫对这三种药剂有一定的抗性风险，在实际用药过程中，建议适当提高用药量和用药次数，或与其他杀

虫剂联合使用。实验选择三个县(3 个地块)的麦长管蚜种群作为研究对象，其对新乡地区麦长管蚜种群的

整体抗药性水平的代表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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