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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德国小蠊对常用杀虫剂的
抗药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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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武汉 430079；2 潜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潜江 433100；3 武汉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武汉 430014；4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咸宁 437100；5 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 黄石 435000；6 荆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荆门 448000；7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宜昌 443005；8 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22；9 十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十堰 442012；10 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荆州 434000；11 鄂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 鄂州 436099；12 仙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仙桃 433000

摘要：目的 了解湖北省不同地区德国小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为科学、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2016
年分别在湖北省武汉、咸宁、黄石、荆州、宜昌、荆门、襄阳、十堰、鄂州和仙桃市采集德国小蠊，带回实验室饲养；采用

WHO推荐的药膜法，测定经实验室饲养1代的试虫对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DDVP、残杀威和乙酰甲胺磷5种常

用杀虫剂的半数击倒时间及其95％CI、击倒率和抗性倍数，评价其抗药性情况。结果 武汉、宜昌和黄石市德国小

蠊野外种群对溴氰菊酯的抗性倍数较高，分别为8.16、7.71和6.48倍；荆门、武汉和宜昌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高效

氯氰菊酯的抗性程度较高，分别为19.75、7.06和6.75倍；武汉、十堰和荆门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DDVP的抗性倍

数较高，分别为61.22、9.13和8.35倍；襄阳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残杀威的抗性最高，为6.71倍，其他地区均较低；

荆州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乙酰甲胺磷的抗性最高，为4.88倍，其他地区均较低。结论 湖北省大部分城市德国小

蠊野外种群对DDVP、高效氯氰菊酯和溴氰菊酯的抗性问题非常严重；建议尽量采用环境治理方法，清除蜚蠊赖以

栖息的生存条件，尽量减少滞留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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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sistance of Blattella germanica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and to provide
guidance in B. germanica control. Methods The B. germanica was collected in Wuhan, Xianning, Huangshi, Jingzhou,
Yichang, Jingmen, Xiangyang, Shiyan, Ezhou, and Xiantao cities of Hubei province. Collections were maintained in
insectary for further processing. The B. germanic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the first filial generation（F1）. The insecticide
film method recomme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median knockdown time（KT50）,
the corresponding 95％CI, knock⁃down rate and the levels of resistance of B. germanica exposed to the five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Results The resistance ratios to deltamethrin were high in Wuhan, Yichang, and Huangshi（8.16, 7.7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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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蜚蠊主要防制方法是化学防治，但由于杀

虫剂长期大量不合理的使用使其产生了抗药性。德

国小蠊（Blattella germanica）是我国蜚蠊的优势种，

其对有机氯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和拟除虫菊

酯类杀虫剂均已产生抗性，且抗性程度日益严重［1-11］。

德国小蠊为湖北省优势种，其抗药性问题对各地德

国小蠊的有效防制意义重大。目前，湖北省仅武汉

市开展了德国小蠊抗药性调查［12-13］。为全面掌握湖

北省德国小蠊的抗性水平，2016年采用WHO推荐

的药膜接触法测定了湖北省 10个地区德国小蠊野

外种群对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残杀威、DDVP、
乙酰甲胺磷的抗药性，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用药方案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虫来源 德国小蠊敏感品系（S）为湖北省

CDC昆虫饲养室饲养（2013年引自广东省 CDC）。

德国小蠊野外种群（R）采自武汉市汉口、汉阳和武

昌市的 3个镇以及咸宁、黄石、荆州、宜昌、荆门、襄

阳、十堰、鄂州、仙桃市范围内的餐饮业，利用捕蟑盒

或小刷刷入桶内方法采集德国小蠊，带回实验室后

分别饲养。实验室培养1代后，选择7～15 d肢体完

整、大小相近的健康雄性成虫或接近成虫的高龄若

虫进行抗药性测定。

1.2 供试药物 92%高效氯氰菊酯、95.95%溴氰菊

酯、91.89%DDVP、95.56%残杀威和97%乙酰甲胺磷

原药，均由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提供，丙酮

（分析纯）。

1.3 测试方法 在实验室温度（25±1）℃、相对湿

度（65±10）％的条件下，分别称取适量杀虫剂原药，

以丙酮为溶剂，配制成 0.5%的母液，置于 4 ℃冰箱

保存。实验前，取2.5 ml的0.5%母液于25 ml容量瓶

中，加入丙酮后混匀，配制成0.05%测试液。取2.5 ml
测试液加入容量为500 ml的广口瓶中，在桌面上不

停地滚动，直至丙酮挥发，使广口瓶内壁均匀涂上一

层药膜，放置 12 h后使用。将不含杀虫剂的丙酮

2.5 ml加入广口瓶，作为对照组。每次测试时，在广

口瓶瓶口涂上一层石蜡油与凡士林的混合液，防止

蜚蠊外逃。每个处理重复3次，以丙酮作为对照，每

个广口瓶放入10只试虫，每隔1～2 min观察并记录

击倒试虫数，直至95％的试虫被击倒，将击倒的试虫

移入干净的玻璃缸中，放入饲料盘和水盘正常饲养。

1.4 抗性判定标准 根据文献［14］判定抗性标准，

抗性倍数≤1为敏感，1＜抗性倍数≤5为低度抗性，

5＜抗性倍数≤10为中度抗性，10＜抗性倍数≤50
为高度抗性，抗性倍数＞50为极高抗性。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3.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计算半数击倒时间（KT50）及其95％CI、毒
力回归方程及抗性倍数。抗性倍数（R/S）＝野外种

群KT50/敏感品系KT50。

2 结 果

武汉、宜昌和黄石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溴氰

菊酯的抗性倍数较高，分别为 8.16、7.71和 6.48倍，

均为中抗；荆门、武汉和宜昌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

高效氯氰菊酯的抗性程度较高，依次为 19.75、7.06
和6.75倍，分别为高抗、中抗和中抗；武汉、十堰和荆

门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DDVP的抗性倍数较高，

依次为61.22、9.13和8.35倍，分别为极高抗、中抗和

中抗；襄阳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残杀威的抗性程

度最高，抗性倍数为6.71倍，为中抗，其他地区德国

小蠊野外种群抗药性均较低；荆州市德国小蠊野外

种群对乙酰甲胺磷的抗性程度最高，抗性倍数为

4.88倍，为低抗，其他地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抗性倍

数均较低，见表1。
3 讨 论

高效氯氰菊酯和溴氰菊酯为拟除虫菊酯类杀虫

剂，被广泛用于蜚蠊的滞留喷洒，因其具有杀虫谱

广、效果好、残留低和无蓄积作用等优点，近几十年

被大量应用于杀灭卫生害虫；DDVP和乙酰甲胺磷

为有机磷类杀虫剂，DDVP因其良好的触杀、胃毒和

熏蒸效果被广泛用于害虫防治；残杀威为氨基甲酸

酯类杀虫剂。

本次抗药性监测发现，湖北省部分城市德国小

蠊野外种群对DDVP、高效氯氰菊酯和溴氰菊酯的

抗性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残杀威和乙酰甲胺磷杀虫

剂用于杀灭蜚蠊的主要剂型为毒饵或胶饵，目前在

市场上大量销售并使用，应密切关注德国小蠊对这

2种药物的抗性动态。除襄阳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

6.48 fold）. The resistance also reached the high level to beta⁃cypermethrin in Jingmen, Wuhan, and Yichang（19.75, 7.06,
and 6.75 fold）. The resistance ratios to dichlorvos were high in Wuhan, Shiyan, and Jingmen（61.22, 9.13, and 8.35 fold）.
For propoxur and orthene, the resistance ratios were 6.71 and 4.88 in Xiangyang and Jingzhou city,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ield collected strains of B. germanica in Hubei province have already developed different resistance levels
to dichlorvos, beta ⁃ cypermethrin and deltamethrin. Us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eliminate the habitat of
cockroaches to minimize the residual spray was proposed.
Key words: Blattella germanica; Insecticide resistanc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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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残杀威和十堰市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乙酰甲胺磷

为中抗外，湖北省其他地区德国小蠊野外种群对该

两种药物均为低抗或敏感，说明抗性的产生与杀虫

剂用量密切相关。武汉市经济发达，餐饮业、超市和

单位食堂等杀虫需求大，各种杀虫剂使用时间长、使

用量大，导致德国小蠊对之前大量使用的DDVP、溴
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等杀虫剂产生的抗性明显高

于湖北省其他地区。武汉、宜昌和十堰等城市在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中，大量使用了各类化学杀虫剂进

行蜚蠊防治，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城市德国

小蠊野外种群对常用化学杀虫剂的抗性相对较高，

推断德国小蠊的抗性发生程度与各地杀虫剂的使用

量和累积使用时间密切相关。

鉴于目前湖北省部分城市德国小蠊抗性较高的

现状，建议采取环境治理方法，清除蜚蠊赖以栖息的

生存环境，采用蜚蠊病毒型胶饵、硼酸胶饵和含有其

他化学成分的胶饵或毒饵等杀虫剂，尽量减少滞留

喷洒。在使用化学杀虫剂防制德国小蠊时，应选择

作用机制不同的化学药剂复配轮流使用，可有效延

缓抗药性的产生，从而提高杀虫剂的防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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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湖北省德国小蠊对常用杀虫剂的抗药性
Table 1 Insecticide resistance of Blattella germanica

to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杀虫剂

0.05%溴氰菊酯

0.05%高效氯氰菊酯

0.05%敌敌畏

0.05%残杀威

0.05%乙酰甲胺磷

试虫来源

敏感品系
武汉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荆门市
十堰市
宜昌市
襄阳市
荆州市
仙桃市
鄂州市
敏感品系
武汉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荆门市
十堰市
宜昌市
襄阳市
荆州市
仙桃市
鄂州市
敏感品系
武汉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荆门市
十堰市
宜昌市
襄阳市
荆州市
仙桃市
鄂州市
敏感品系
武汉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荆门市
十堰市
宜昌市
襄阳市
荆州市
仙桃市
鄂州市
敏感品系
武汉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襄阳市
荆州市
仙桃市
鄂州市

KT50及其95％CI
（min）

5.27
43.00
15.05
34.16
26.32
26.83
40.64
25.53
16.66
23.50
6.54
4.39

31.00
29.01
2.10

86.70
17.97
29.66
7.26
3.54

18.22
13.64
2.50

153.04
5.29
2.24

20.88
22.83
13.49
7.54
2.35
2.72
0.24
8.43

21.13
9.83

17.83
6.88

23.67
14.93
56.58
15.85
21.65
6.46

20.93
90.00
37.00
36.99
27.52

102.08
74.74
25.44

抗性
倍数

1.00
8.16
2.86
6.48
4.99
5.09
7.71
4.84
3.16
4.46
1.24
1.00
7.06
6.61
0.48

19.75
4.09
6.75
1.65
0.81
4.15
3.11
1.00
61.22
2.12
0.90
8.35
9.13
5.40
3.02
0.94
1.09
0.10
1.00
2.51
1.17
2.12
0.82
2.81
1.77
6.71
1.88
2.57
0.77
1.00
4.30
1.77
1.77
1.31
4.88
3.57
1.22

抗性
级别

-
中抗
低抗
中抗
低抗
中抗
中抗
低抗
低抗
低抗
低抗
-

中抗
中抗
敏感
高抗
低抗
中抗
低抗
敏感
低抗
低抗
-

极高抗
低抗
敏感
中抗
中抗
中抗
低抗
敏感
低抗
敏感
-

低抗
低抗
低抗
敏感
低抗
低抗
中抗
低抗
低抗
敏感
-

低抗
低抗
低抗
低抗
低抗
低抗
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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