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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生物抗药性治理 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病媒生物抗药性治理基本要求与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蝇类、蚊虫、蜚蠊等病媒生物的抗药性治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抗药性治理 resistancemanagement
采用适当的策略和措施防止或延缓病媒生物抗药性的形成和发展,以提高所用杀虫剂的使用寿命

和经济效益。

2.2
交互抗药性 cross-resistance
病媒生物由于相同的抗药性机制,对用作选择药剂以外的其他农药产生的抗性。

2.3
负交互抗药性 negativecross-resistance
病媒生物对一种杀虫药剂产生抗性时,对另一种杀虫药剂表现为更敏感的现象。

3 基本要求

3.1 优先选择预防措施或制定预防性的策略,发现杀虫药剂对媒生物防治效果下降时,首先应检查施

药器械、方法、剂量和剂型的选择是否正确,施药时的环境条件是否合适等。排除了上述原因,再咨询有

关专家和农药供应商或厂家的技术支持人员。经评估确定是由于抗性原因导致了防治效果下降,应禁

止重复用同类杀虫药剂进行防治。

3.2 制定抗药性治理方案前首先应咨询杀虫药剂抗性治理和综合治理专家。应考虑抗性治理措施的

有效性,制定一个长期的计划避免不必要的杀虫药剂的应用。参考当地的媒介生物抗药性监测、抗药性

机制的背景资料以及用药情况的调查,当地专家和施药人员参与治理方案的制定,以便使治理计划在一

个区域内被采用。

3.3 制定治理方案前,首先应考虑采用非化学防治措施,使杀虫药剂的使用量降低到最小。

3.4 病媒生物控制应采用多种措施,制定的综合治理计划应包括化学的和生物的杀虫药剂、天敌、引诱

剂和驱避剂的应用以及环境治理。

3.5 杀虫药剂的选择应考虑对治理后病媒生物种群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因子。选择杀虫药剂的优先次

序是:专一性杀虫药剂、窄谱杀虫药剂、广谱性的杀虫药剂。

3.6 监测病媒生物种群的变化,定期监测病媒生物的数量变化,预测病媒生物发生的可能性。达到防

治指标时才能选择使用杀虫药剂防治。

3.7 通过环境治理等措施对越冬的虫态进行控制,减少第二年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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