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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３９１７《农药登记用卫生杀虫剂室内药效试验及评价》分１０个部分：

———第１部分：喷射剂；

———第２部分：气雾剂；

———第３部分：烟剂及烟片；

———第４部分：蚊香；

———第５部分：电热蚊香片；

———第６部分：电热蚊香液；

———第７部分：饵剂；

———第８部分：粉剂、笔剂；

———第９部分：驱避剂；

———第１０部分：模拟现场。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３９１７的第９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７３２２．１０—１９９８《农药　登记卫生用杀虫剂的室内药效评价　驱避剂》。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７３２２．１０—１９９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明确了“每次对照手先做对照测试，攻击力合格的试虫继续试验”；

———修改了攻击力试验的内容，增加“发现有蚊虫停落，在其将口器刺入皮肤前抖动手臂将其驱离，

记为１只试虫停落”；

———修改了驱避试验中对攻击力合格人的内容，增加参与试验攻击力试验合格人的数量及性别等

方面的要求；

———规范了标准中的表述方式；

———增加了对试验结果和试验报告编写的具体要求。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部分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金桐、陶岭梅、辛正、孙晨熹、姜辉、林立丰、王晓军。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３２２．１０—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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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部分：驱避剂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３９１７的本部分规定了驱避剂的室内药效测试方法及评价标准。

本部分适用于驱避剂在农药登记时对刺叮骚扰性卫生害虫蚊的驱避效果的药效测定及评价。

２　供试材料

采用实验室饲养的敏感品系标准试虫。

白纹伊蚊（犃犲犱犲狊犪犾犫狅狆犻犮狋狌狊），羽化后３天～５天未吸血的雌性成虫。

３　仪器设备

蚊笼：长４００ｍｍ，宽３００ｍｍ，高３００ｍｍ。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试验条件

温度，（２６±１）℃；

相对湿度，６５％±１０％。

４．２　攻击力试验

蚊笼内放入３００只试虫，测试人员手背暴露４０ｍｍ×４０ｍｍ皮肤，其余部分严密遮蔽。将手伸入

蚊笼中停留２ｍｉｎ，密切观察，发现蚊虫停落，在其口器将刺入皮肤前抖动手臂将其驱离，记为１只试虫

停落。前来停落的试虫多于３０只的测试人员和试虫为攻击力合格，此人及此笼蚊虫可进行驱避试验。

４．３　驱避试验

选择４名及以上攻击力合格的测试人员（男女各半，且试验前和试验期间不应饮酒、茶或咖啡，不应

使用含香精类的产品），在其双手手背各画出５０ｍｍ×５０ｍｍ的皮肤面积，其中一只手按１．５ｍｇ／ｃｍ
２

（膏状驱避剂）或１．５μＬ／ｃｍ
２（液状驱避剂）的剂量均匀涂抹待测的驱避剂，暴露其中的４０ｍｍ×４０ｍｍ

皮肤，严密遮蔽其余部分，另一只手为空白对照。涂抹驱避剂２ｈ，将手伸入攻击力合格的蚊虫笼中

２ｍｉｎ，观察有无蚊虫前来停落吸血。之后每间隔１ｈ测试一次，只要有一只蚊虫前来吸血即判作驱避

剂失效。记录驱避剂的有效保护时间（ｈ）。每次对照手先做对照测试，攻击力合格的试虫可继续试验，

试虫攻击力不合格则需更换合格试虫进行试验。

５　计算

将药剂对４名及以上受试者的有效保护时间相加，取其平均数（保留１位小数）作为该药剂的有效

保护时间（ｈ）。

６　评价

根据驱避剂对测试人员的有效保护时间（ｈ）进行药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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