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室内杀虫剂KR-100的药效、毒性测试及杀虫机制的初步研究  

    目前室内卫生害虫杀虫剂的种类很多，概括起来主要分为气雾喷洒型和电热挥发型两类。其杀虫原理是

通过机械力或电能将药物成分分布在室内空间，达到有效浓度后将害虫杀死或驱走，其药效往往是一过性的，

需要反复地使用，既麻烦、花费又大，而且有些杀虫剂的气味还给人带来极为不适的感觉[1][2]。杀虫剂KR-

100是根据室内卫生害虫(蚊、蝇、蟑螂等)的生活习性，运用最新的媒介生物学、高分子材料学及药物动力学

原理，将控制药物释放物质与最佳配伍的杀虫剂相结合研制成的室内卫生害虫杀灭剂。该药物可涂布在纱门及

纱窗上，喷洒在衣服、墙角、门后、柜缝等蚊、蝇、蟑螂经常栖息、附着、爬行的地方，无嗅无味，肉眼不可

见，从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将害虫杀死。现将其药效、毒性及杀虫机制的初步研究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KR-100的制备及扫描电镜观察 

    将科学配伍的拟除虫菊酯类药物(氯氰菊酯、胺菊酯等均购自上海三灵卫生杀虫药械公司)、控制药物释

放物质、增效剂等物质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的工序制备而成。成品为无色无味液体，喷涂在物体表面，挥发

后肉眼不可见。 

    将杀虫剂KR-100均匀喷涂于玻片上，按常规方法制备扫描电镜(日立产S-450)样本并观察。 

    1.2  药效测试 

    1.2.1  试验昆虫   淡色库蚊、家蝇和美洲大蠊由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提供。 

    1.2.2  测试方法   将KR-100均匀涂在蚊笼的纱网上和测试瓶的内壁，分别将测试害虫蚊、蝇和蟑螂置

于其中，观察虫与药膜的接触时间及被击倒的时间，将击倒的虫子转移到新的不含药膜的环境里，观察虫体能

否恢复活力及时间。 

    1.3  毒性测试 

    1.3.1  急性吸入毒性试验   按文献[3][4]的方法进行。取NIH纯种小白鼠10只(第一军医大学实验动物

研究所提供)，体质量18~22 g，雌雄各半，置于染毒柜中。加入杀虫剂KR-100，行呼吸道染毒，染毒时间2 

h，持续观察14 d。 

    1.3.2  急性毒性试验   按文献[3][4]中的急性毒性试验方法进行，取实验动物NIH纯种小白鼠50只，

体质量18~22 g，雌雄各半，分为5个剂量组(5、 50、 500、 5 000和 10 000 mg/kg·b.w.)。用灌胃针头

一次灌胃杀虫剂KR-100进行染毒，持续观察14 d。 

    1.3.3  急性皮肤毒性试验   按《工业管理学实验方法》设计本试验。取NIH纯种小白鼠50只，体质量

18~22 g，雌雄各半，分为5个剂量组(剂量同上)。将小白鼠尾部浸入杀虫剂KR-100中，行经皮染毒2 h，观

察试验结果。 

    1.3.4  多次皮肤刺激试验   选用健康成年豚鼠6只，体质量 350~450 g， 按GB7919-87[5]中规定的

多次皮肤刺激试验方法进行，将杀虫剂KR-100涂于一侧皮肤上，另一侧皮肤涂相应溶剂作为对照，每天涂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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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连续涂抹14 d，实验结束用角膜环钻取涂抹部位皮肤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 

    

2  结果与讨论 

    2.1  药效 

    2.1.1  击倒性强，杀灭率高   本杀虫剂是根据蚊、蝇、蟑螂等室内卫生害虫的生活习性以及不同菊酯

类药物的特性，取长补短，复配而成，实验结果证明其具有击倒性强、杀灭率高等特点，如表1所示。 

    2.1.2  药物稳定、药效时间长   控释物质所形成膜对药物具有保护性，并使其逐步释放。按在 (50± 

l)℃烤箱中放置每两周相当常温保持一年的常规计算方法，分别将涂药的蚊笼和测试瓶在烤箱中放置1周后，

检测药效。测试结果显示半年后药膜还保持良好的杀虫能力，如表2所示。 

    2.1.3  耐高温、耐水洗   将涂药蚊笼置高温烤箱中或烈日下或经水冲洗后，药效均无明显下降；相反

经高温烘烤后，药效还稍有提高(测试数据略)，这是由于杀虫剂KR-100药膜不溶于水，而加热可加速药物分

子扩散的缘故。 

    2.2  毒性试验 

    2.2.1  急性吸入毒性试验   实验各组小鼠放在染毒柜内一次性吸入染毒2 h后，吸入染毒浓度以染毒

柜的平均浓度计算,观察14 d, LG
50
为0.01 mol/L，根据急性吸入毒性分级，杀虫剂KR-100 属无毒级。 



    2.2.2  急性毒性试验   用灌胃针头一次灌胃染毒，每天观察一次，持续14 d，LD50为5 000 mg/kg·

b.w.，按急性毒性分级评价，杀虫剂KR-100属无毒级。 

    2.2.3  急性皮肤毒性试验   小白鼠尾部浸入杀虫剂KR-100中经皮染毒2 h后，观察小白鼠未出现异常

表现，实验期间无动物死亡。 

    2.2.4  多次皮肤刺激试验   实验豚鼠一侧与对照一侧的皮肤比较未见明显异常表现，多次皮肤刺激试

验刺激指数为0，按评价标准评定，杀虫剂KR-100无明显刺激性。 

    2.3  KR-100的杀虫机制 

    在卫生杀虫药剂中,滞留喷洒药剂绝大多数为单味，即只含一种有效成分；而气雾剂、喷射剂等多为复方

药剂,即包含二种以上杀虫有效成分[6][7]。KR-100属滞留喷洒剂型，为增强其杀虫效果，经多次复配测试，

形成了包括击倒剂、致死剂以及增效剂在内的复方组合。为延长KR-100的有效时间，在配方中加入了高分子

的控释物质。混溶的药物及控释物质等被涂抹在纱窗上或喷洒在墙壁、地板上，控释物质具有极强的吸附性，

粘附在相应物体表面，挥发性溶剂很快挥发，药物及控释物质等会在物体表面形成一海棉样膜状结构(图1、

2)。药物分子被嵌在这些网络结构中，当蚊、蝇，蟑螂等栖息或爬行在喷药物体表面时，就会因体表接触染

毒而死亡。而当膜表面的药物浓度下降后，膜中的药物就会向表面扩散，从而使膜表面始终维持有效药物浓

度。 

    图1 KR-100杀虫剂成膜模式图 
    Fig.1  Schematic model of the membrane formed by KR-100

    图2   KR-100杀虫剂扫描电镜图(×1 000) 
    Fig.2  Observation of the membrane formed by KR-100 with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1 000) 

    可以认为KR-100是一种高效、长效、无毒的新型室内卫生害虫杀灭剂，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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