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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醛与桉叶油醇组合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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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铃薯块茎蛾（犘犺狋犺狅狉犻犿犪犲犪狅狆犲狉犮狌犾犲犾犾犪）是世界上为害马铃薯最严重的害虫之一，本研究利用桉叶油醇与庚

醛驱避 引诱组合对其产卵行为进行调控，以探究最佳驱避 引诱组合规律及影响因素。在室内条件（２７±１℃，Ｌ∥

Ｄ＝１４ｈ∥１０ｈ，ＲＨ：５０％～７０％）测定了桉叶油醇与庚醛单组分及两种组分驱避 引诱组合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

择的影响。桉叶油醇在６～１２ｍｇ／Ｌ浓度范围内对马铃薯块茎蛾表现为产卵引诱作用，在１８～３０ｍｇ／Ｌ浓度范围

内则表现为产卵驱避作用；庚醛在６～３０ｍｇ／Ｌ浓度范围内对马铃薯块茎蛾表现为产卵驱避效果。将对马铃薯块

茎蛾产卵行为引诱效果较好的桉叶油醇（３，６，１２ｍｇ／Ｌ）与驱避效果较好的庚醛（１２，１８，２４ｍｇ／Ｌ）进行引诱 驱避组

合，１２ｍｇ／Ｌ庚醛与３ｍｇ／Ｌ桉叶油醇ｐｕｓｈｐｕｌｌ组合效果最好，ｐｕｓｈｐｕｌｌ效应达３６．６％ 。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行

为调控最佳的驱避 引诱组合为最低驱避浓度（１２ｍｇ／Ｌ庚醛）与最低引诱（３ｍｇ／Ｌ桉叶油醇）浓度组合。产卵选择

指数和ｐｕｓｈｐｕｌｌ效应与交配率、单雌产卵量不具有相关性，但是浓度变化可以导致交配率和单雌产卵量的变化。

关键词　马铃薯块茎蛾；　桉叶油醇；　庚醛；　驱避 引诱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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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利用植物产生的次生代谢物质来调控昆虫行为

的研究表明，化学物质可以调控已交配雌蛾对寄主

植物的识别与选择行为［１］，并且在植食性昆虫选择

合适产卵场所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２］。行为调

控通常包括“引诱”（ｐｕｌｌ）与“驱避”（ｐｕｓｈ）两个方

面。在明确昆虫对寄主的产卵喜好性基础上，可以

尝试利用合适的化学信息“引诱”成虫［３］；利用非寄

主植物等化学信息对害虫进行“驱避”处理［４］。将引

诱与驱避因素联合起来使用，以调控昆虫在作物上

的分布及数量，从而减小作物损失，称为引诱 驱避

策略，即驱避 引诱组合［５］。即驱避因素为利用对害

虫不利的物质对其进行驱赶，从而保护作物不被危

害；引诱物质可以尽可能多的诱集害虫，并集中诱

杀，进一步保护作物不被为害。

马铃薯块茎蛾是世界上为害马铃薯最严重的害

虫之一［６］。马铃薯块茎储藏于仓库４个月左右，成虫

产卵于块茎芽眼、伤口处时，初孵幼虫由芽眼处蛀入

块茎内取食，整个块茎被蛀空，不能食用，虫害发生最

严重时，为害率达１００％
［７］，受害的块茎腐烂并失去食

用价值。在田间马铃薯植株生长旺盛期，如果把剖开

的新鲜块茎置于田间，即便是相距１００ｍ以上，马铃

薯块茎蛾雌虫也能够迅速找到块茎并产卵［８］。马铃

薯块茎蛾在田间的为害可使块茎减产２０％～３０％。

Ｍａ和Ｘｉａｏ
［５］研究了印楝素、桉叶油醇、庚醛３

种物质的单组分及其引诱 驱避组合对马铃薯块茎

蛾产卵选择行为的调控效果，但并未探究引诱 驱避

最佳组合浓度、组合规律及影响因素。初步认为，将

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行为具有最佳引诱效果的物质

与具有最佳驱避效果的物质进行引诱 驱避组合，驱

避 引诱效果会最好。本研究拟参考 Ｍａ和Ｘｉａｏ
［５］

的研究结果，利用具有引诱效果的桉叶油醇与具有

驱避效果的庚醛进行驱避 引诱组合对马铃薯块茎

蛾产卵行为进行调控，以对不同驱避 引诱组合效果

及其规律进行探究，同时分析驱避 引诱组合效应、

落卵量、交配率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并验证以上推论

正确与否，为利用植物次生代谢物质调控马铃薯块

茎蛾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马铃薯块茎蛾饲养于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

院养虫室。幼虫用马铃薯块茎（品种为‘合作８８’）饲

养，饲养密度为２０头／块茎（１３０±２ｇ），成虫羽化后喂

以１０％蜂蜜水
［９］。饲养条件为：（２７±１）℃，Ｌ∥Ｄ＝

１４ｈ∥１０ｈ，ＲＨ５０％～７０％。

１．２　供试药品及溶液配制

庚醛（ｈｅｐｔａｎａｌ，９５％，东京化成，ＣＡＳ：１１１７１７）；

桉叶油醇（ｃｉｎｅｏｌｅ，９９％，ＳｃｈｕｃｈａｒｄｔＭｕｎｃｈｅｎ，ＣＡＳ：

４７０８２６）；吐温８０（Ｔｗｅｅｎ８０，Ｓｉｇｍａ，ＣＡＳ：９００５６５６）；

无水乙醇（ｅｔｈａｎｏｌ，９９％，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

限公司，ＣＡＳ：６４１７５）。

取３０ｍｇ桉叶油醇或庚醛，加等体积的无水乙

醇和等质量浓度的吐温８０，配成３００ｍｇ／Ｌ的水溶

液１００ｍＬ（母液）待用，对照为只含等量无水乙醇和

吐温８０的水溶液。

取配好的母液，分别将桉叶油醇与庚醛稀释成

３０、２４、１８、１２、６、３ｍｇ／Ｌ的水溶液１０００ｍＬ，冰箱

低温保存备用，对照溶液稀释如上。

１．３　行为测定

１．３．１　桉叶油醇与庚醛单组分对马铃薯块茎蛾产

卵选择作用测定

　　将６个大小、表皮损伤面积及粗糙度一致的洗

净马铃薯块茎（品种为‘合作８８’）分２组分别浸入

不同浓度的桉叶油醇或庚醛溶液及其对照溶液中

５ｓ后取出。待马铃薯块茎晾干后分别将处理与对

照块茎置于待测容器（内表面光滑的底部为３０ｃｍ

×２４ｃｍ，高１８ｃｍ的透明塑料方形盆，表面盖一层

４００目铁丝网，用夹子固定）两侧，每侧３个块茎，两

侧块茎间距为２０ｃｍ，之后向塑料容器中接入当日

羽化的健康成虫２０头（♀∶♂＝１０∶１０），以１０％蜂

蜜水为其提供营养，封好容器，防止块茎蛾飞出，然

后将测试容器对称放置在光源的两侧。３ｄ后统计

不同组的落卵量，并对供试雌虫进行解剖，观察储精

囊内有无精包，以确认雌虫是否交配，重复４次。

１．３．２　桉叶油醇与庚醛驱避 引诱组合对马铃薯块

茎蛾产卵作用测定

　　参考Ｍａ和Ｘｉａｏ
［５］的试验结果，桉叶油醇分别

在０．７５、１．５、３、６、１２ｍｇ／Ｌ浓度下，对马铃薯块茎

蛾产卵行为表现为引诱效果，结合本研究单组分测

定结果（表２，表３），挑选桉叶油醇引诱效果及庚醛

驱避效果较好的浓度，分别浸泡块茎，进行驱避 引

诱组合，具体组合见表１，操作如上，统计不同组合

落卵量和已交配雌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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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卷第３期 刘燕等：庚醛与桉叶油醇组合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择的影响

表１　庚醛与桉叶油醇驱避 引诱组合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狌狊犺狆狌犾犾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犺犲狆狋犪狀犪犾狑犻狋犺犮犻狀犲狅犾犲

组合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庚醛（驱避）／ｍｇ·Ｌ－１

Ｈｅｐｔａｎａｌ（ｐｕｓｈ）

桉叶油醇（引诱）／ｍｇ·Ｌ－１

Ｃｉｎｅｏｌｅ（ｐｕｌｌ）

ＨＣ１ ２４ ３

ＨＣ２ ２４ ６

ＨＣ３ ２４ １２

ＨＣ４ １８ ３

ＨＣ５ １８ ６

ＨＣ６ １８ １２

ＨＣ７ １２ ３

ＨＣ８ １２ ６

ＨＣ９ １２ １２

　１）ＨＣ１～ＨＣ９表示庚醛与桉叶油醇不同浓度组合。

ＨＣ１－ＨＣ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ｕｓｈｐｕｌｌ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ｐｔａｎａｌ

ｗｉｔｈｃｉｎｅｏｌｅ．

１．４　数据处理

产卵反应率（％）＝

卵量（处理＋对照）
卵量（处理＋对照＋容器壁）

×１００＝

卵量［组合处理（引诱＋驱避）］
卵量［组合处理（引诱＋驱避）＋容器］

；

产卵选择指数（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Ｉ，％）＝

卵量（处理－对照）
卵量（处理＋对照）

×１００
［１０］；

驱避 引诱效应（Ｐｕｓｈｐｕｌｌｅｆｆｅｃｔ，％）＝

卵量（引诱 驱避）
卵量（引诱＋驱避）

×１００
［５］。

将数据用卡方检验（犘＜０．０５）进行检测，将具

有显著性差异的数据利用上述公式进行计算，然后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ＶＯＮＡ）及

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分析数据间差异。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桉叶油醇及庚醛单组分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

选择的影响

２．１．１　桉叶油醇单组分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择

的影响

　　６～３０ｍｇ／Ｌ浓度范围内，马铃薯块茎蛾的产卵

反应率均大于６０％，表明马铃薯块茎蛾主要将卵产

于块茎上，且产于块茎上的卵量与产卵反应率变化

一致。在６～１２ｍｇ／Ｌ浓度范围内，产卵选择指数均

大于零，表示该浓度范围内，桉叶油醇对马铃薯块茎

蛾表现为产卵引诱效果；１８～３０ｍｇ／Ｌ浓度范围内，

产卵选择指数均小于零，表示该浓度范围内，桉叶油

醇对马铃薯块茎蛾均表现为产卵驱避效果。６ｍｇ／

Ｌ桉叶油醇引诱效果最好，产卵选择指数达２７．７％。

引诱浓度下（６～１２ｍｇ／Ｌ），随桉叶油醇浓度升高，

交配率不断升高；驱避浓度下（１８～２４ｍｇ／Ｌ），交配率

不存在显著差异（犘＞０．０５）。单雌产卵量以６ｍｇ／Ｌ

桉叶油醇处理最高，且与１８ｍｇ／Ｌ和２４ｍｇ／Ｌ处理

存在显著差异（表２）。

表２　桉叶油醇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择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犮犻狀犲狅犾犲狅狀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犮犺狅犻犮犲狊狅犳犘犺狋犺狅狉犻犿犪犲犪狅狆犲狉犮狌犾犲犾犾犪狅狀狆狅狋犪狋狅狋狌犫犲狉狊

浓度／ｍｇ·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块茎总落卵量／粒

Ｅｇｇｓｌａｉｄｏｎｔｕｂｅｒｓ

对照块茎落卵量／粒

Ｅｇｇｓｌａｉｄ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ｕｂｅｒｓ

反应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

交配率／％

Ｍ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单雌产卵量／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ｅｇｇｓ

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产卵选择指数／％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６ （４５１．５±６１．８）ａｂ （１６４．８±２８．１）ｃ （６７．４±１２．７）ａｂ （６５．０±２．９）ｂ （１０５．３±５．１）ａ （２７．７±４．７）ａ

１２ （５３５．３±６７．１）ａｂ （２３９．５±２８．６）ｃ （７５．２±１０．２）ａｂ （７５．０±５．０）ａｂ （９４．１±４．８）ａｂ （１０．３±２．８）ｂ

１８ （４０６．０±９０．８）ｂ （２６４．３±６４．７）ｂｃ （６３．１±１６．７）ｂ （８０．０±７．１）ａ （８１．１±４．８）ｂ （－３３．５±３．６）ｄ

２４ （６４９．５±９１．９）ａ （３７６．３±２６．１）ａｂ （９１．４±７．７）ａ （８２．５±２．５）ａ （８６．３±５．１）ｂ （－１６．０±２．０）ｃ

３０ （６７１．３±７９．２）ａ （４１０．８±３３．６）ａ （８９．６±５．４）ａ （８２．５±２．５）ａ （９０．１±８．０）ａｂ （－２３．９±４．７）ｃｄ

　１）表中数据表示平均数±标准误（狀＝４），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差异（犘＜０．０５），下表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狀＝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犘＜０．０５；

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１．２　庚醛单组分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择的影响

不同浓度处理，马铃薯块茎蛾的产卵反应率均大

于６０％，表明大部分卵产于供试块茎上，而非容器壁

上，且产于块茎上的卵量变化与产卵反应率基本一

致；产卵选择指数均小于零，表明该浓度范围内，庚醛

对马铃薯块茎蛾均表现为产卵驱避效果。庚醛浓度为

１８ｍｇ／Ｌ时，马铃薯块茎蛾交配率最低 （犘＜０．０５），其

他４个浓度间交配率不存在显著差异（犘＞０．０５）；随

浓度升高，单雌产卵量呈下降趋势；但各浓度间，产卵选

择指数不存在显著差异（犘＞０．０５）（表３）。

２．２　桉叶油醇与庚醛驱避 引诱组合对马铃薯块茎

蛾产卵选择的影响

　　除ＨＣ１组合外，马铃薯块茎蛾对其他组合的产

卵反应率均大于６０％，ＨＣ１组合超过一半的卵粒产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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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容器壁上，说明该组合不适宜调控马铃薯块茎蛾

产卵行为。将具有产卵驱避效果的庚醛与具有产

卵引诱效果的桉叶油醇进行驱避 引诱组合，ＨＣ７

组合（１２ｍｇ／Ｌ庚醛－３ｍｇ／Ｌ桉叶油醇）驱避 引诱

效应显著增强，且显著高于其他组合（犘＜０．０５），

该组合为最低驱避浓度（１２ｍｇ／Ｌ庚醛）与最低引

诱浓度（３ｍｇ／Ｌ桉叶油醇）组合。除ＨＣ７组合外，

其他组合间驱避 引诱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犘＞

０．０５），且与交配率和单雌产卵量不存在相关性

（表４）。

表３　庚醛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择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３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犺犲狆狋犪狀犪犾狅狀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犮犺狅犻犮犲狊狅犳犘犺狋犺狅狉犻犿犪犲犪狅狆犲狉犮狌犾犲犾犾犪狅狀狆狅狋犪狋狅狋狌犫犲狉狊

浓度／ｍｇ·Ｌ－１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块茎总落卵量／粒

Ｅｇｇｓｌａｉｄｏｎｔｕｂｅｒｓ

对照块茎落卵量／粒

Ｅｇｇｓｌａｉｄ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ｕｂｅｒｓ

反应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

交配率／％

Ｍ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单雌产卵量／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ｅｇｇｓ

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产卵选择指数／％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６ （５９５．３±２８．１）ａｂ （３３０．８±１５．４）ｂ （７０．５±５．７）ｂｃ （７０．０±４．１）ａ （１２１．１±５．１）ａ （－１１．１±１．２）ａ

１２ （６７３．３±９３．４）ａ （４０７．８±３７．７）ａ （８９．８±７．３）ａ （７５．０±２．９）ａ （９７．４±１１．９）ａｂ （－２３．５±５．７）ａ

１８ （３４６．８±３８．４）ｂ （２１５．３±２１．７）ｃ （６３．４±１６．６）ｃ （６０．０±４．１）ｂ （９５．１±１２．７）ｂ （－２５．６±８．５）ａ

２４ （３６５．３±２３．２）ｂ （２２６．８±１２．３）ｃ （６５．０±１０．４）ｃ （７０．０±０．０）ａ （８０．８±３．１）ｂ （－２４．７±６．２）ａ

３０ （４９５．０±３１．６）ｂｃ （２９３．３±２８．６）ｂｃ （８２．８±７．５）ａｂ （７２．５±２．５）ａ （８２．２±３．１）ｂ （－２３．２±０．８）ａ

表４　庚醛与桉叶油醇驱避 引诱组合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择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狆狌狊犺狆狌犾犾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犺犲狆狋犪狀犪犾狑犻狋犺犮犻狀犲狅犾犲狅狀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犮犺狅犻犮犲狊狅犳

犘犺狋犺狅狉犻犿犪犲犪狅狆犲狉犮狌犾犲犾犾犪狅狀狆狅狋犪狋狅狋狌犫犲狉狊

浓度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块茎总落卵量／粒

Ｅｇｇｓｌａｉｄｏｎｔｕｂｅｒｓ

驱避块茎落卵量／粒

Ｅｇｇｓｌａｉｄｏｎ

ｐｕｓｈｔｕｂｅｒｓ

反应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

交配率／％

Ｍ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单雌产卵量／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ｅｇｇｓ

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Ｐｕｓｈｐｕｌｌ效应／％

Ｐｕｓｈｐｕｌｌｅｆｆｅｃｔ

ＨＣ１ （３８９．３±４０．３）ｃ （１６８．５±１６．９）ｂ （４８．３±８．７）ｃ （７５．０±２．９）ａ （１０７．３±１．８）ａ （１５．６±５．９）ｂ

ＨＣ２ （６５８．３±３０．７）ａ （２６９．０±１７．４）ａ （８５．６±５．５）ａ （７２．５±２．５）ａｂ （１０６．５±１．８）ａ （１３．０±５．３）ｂ

ＨＣ３ （６０９．０±５０．９）ａｂ （２６５．５±２１．５）ａ （７８．５±９．８）ａ （６５．０±２．９）ａｂ （１１９．１±６．４）ａ （１６．１±７．０）ｂ

ＨＣ４ （４９４．３±２０．４）ａｂｃ （２００．３±１６．４）ａｂ （７４．２±１１．３）ａｂ （７０．０±４．１）ａｂ （９８．４±１１．９）ａｂ （１８．４±３．９）ｂ

ＨＣ５ （５５４．０±６７．３）ａｂｃ （２５８．３±３０．１）ａ （７６．８±１１．１）ａｂ （７５．０±５．０）ａ （９６．５±６．９）ａｂ （１１．８±５．４）ｂ

ＨＣ６ （３９０．５±３２．４）ｃ （１７７．５±１５．６）ｂ （７７．３±３．６）ａｂ （６５．０±２．９）ａｂ （７８．１±６．６）ｂ （７．１±２．２）ｂ

ＨＣ７ （６１０．５±７８．９）ａｂ （１９４．５±２８．１）ａｂ （８４．２±３．９）ａ （７５．０±２．９）ａ （９６．１±１０．６）ａｂ （３６．６±２．３）ａ

ＨＣ８ （４９５．０±６６．３）ａｂｃ （２１６．３±３３．３）ａｂ （６３．５±１１．９）ｂ （７２．５±２．５）ａｂ （１０７．８±１０．１）ａ （９．７±３．１）ｂ

ＨＣ９ （４８９．５±３８．７）ｂｃ （２１６．５±１５．９）ａｂ （７２．０±６．８）ａｂ （６２．５±２．５）ｂ （１０９．０±３．６）ａ （８．５±２．７）ｂ

　１）表中具体组合见表１。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ａｂｌｅ１．

３　讨论

马铃薯块茎储存期受马铃薯块茎蛾为害严重。

针对马铃薯块茎蛾喜欢在块茎表面产卵的习性，利

用植物次生物质，结合驱避 引诱组合策略，通过调

控马铃薯块茎蛾的产卵行为，分析最佳驱避 引诱组

合规律及影响因素，以达到减轻其危害，实现无公害

防治马铃薯块茎蛾的目标，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结果表明，庚醛与桉叶油醇单组分及其

驱避 引诱组合均能显著调控马铃薯块茎蛾产卵选

择行为。桉叶油醇单组分在低浓度范围内，对马铃

薯块茎蛾的产卵行为具有引诱效果，在高浓度范围

内具有驱避效果，进一步验证了庚醛及其他物质在

低浓度下有引诱（促进）效果，高浓度下则有驱避（抑

制）效果［５，１１］。桉叶油醇在低浓度内随浓度升高，会

刺激马铃薯块茎蛾交配率上升，但会使产卵选择指

数下降，即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引诱效果降低，作者

认为，随桉叶油醇浓度升高，会刺激交配发生，但是

有２４．８％～３３．６％的卵粒产于容器壁上，因而导致

了产卵选择指数并未随之升高的情况。本研究发

现，非寄主植物挥发物桉叶油醇和庚醛也可以影响

马铃薯块茎蛾的交配和产卵行为，或许可以尝试利

用非寄主植物对其交配、产卵等行为进行调控，进而

控制其危害。

理论认为，将对马铃薯块茎蛾产卵调控行为表

现最佳引诱效果的物质与最佳驱避效果的物质进行

引诱 驱避组合，能够达到最佳的驱避 引诱组合效

果。但是本研究发现，庚醛与桉叶油醇最佳驱避 引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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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组合（１２ｍｇ／Ｌ庚醛－３ｍｇ／Ｌ桉叶油醇）为庚醛

最低驱避浓度（１２ｍｇ／Ｌ）与桉叶油醇最低引诱浓度

（３ｍｇ／Ｌ）组合。作者认为，自然界昆虫会根据植物

体内的多种信息物质判断植物是否为其适宜的产卵

寄主，且起重要作用的物质浓度不会太高。因而当

低浓度的桉叶油醇与低浓度的庚醛组合时，马铃薯

块茎蛾更容易接收信息物质的刺激，从而对马铃薯

块茎蛾的产卵调控起到增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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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并为苹果树腐烂病的

防治提供了新的途径，但黄腐酸在植物组织中对其

他抗病指标的影响还不明确，需进一步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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