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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害虫植物源引诱剂筛选及其诱集的

昆虫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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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有害生物防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经济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沙　４１０００４）

摘要　通过１６种植物提取物对油茶林昆虫进行诱捕，筛选出２种对油茶害虫引诱效果较好的植物提取物，并在油

茶林进行引诱效果及诱集昆虫种群动态的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的引诱试验中，共诱集到昆虫７４５５

头。其中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诱集到昆虫数量最多，达４３６８头，诱虫谱较广，诱集到２３种昆虫，可以诱集为害油

茶林的害虫主要有假眼小绿叶蝉、琼凹大叶蝉、大青叶蝉、白痣广翅蜡蝉、茶角胸叶甲等；其次为油茶乙醇粗提物，诱

集到２０７８头昆虫，且对八点广翅蜡蝉、小蠹类害虫的诱捕效果最佳。植物提取物作为引诱剂，可为油茶林害虫的

发生期、发生量的监测预报提供直接的、客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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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狅犾犲犻犳犲狉犪是中国特有油料树种，

也是世界上四大木本食用油料树种之一［１］。近年来

油茶产业发展迅猛，随着茶农对油茶的开发力度日

益扩大，油茶病虫害的发生也日趋严重。油茶病虫

害不仅导致大量落花落叶落果，甚至可致全株枯死，

严重影响油茶产量与质量［２］。虫害的发生往往会增

加感染病菌的几率，致使更多病害的发生。我们在

调查研究中发现，油茶害虫活动相对隐蔽，调查和监

测难度较大，明显有症状显露时，已失去有利防治时

机。近年来，生产中所使用的油茶虫害的防治方法

主要包括营林措施［２］、灯光诱杀［３］、药剂防治［４］、生

物防治［５６］等，这些措施不仅成本高，而且操作不便［３４］。



４３卷第５期 刘俊等：油茶害虫植物源引诱剂筛选及其诱集的昆虫种群动态

因此急需探寻新方法来代替这些已成型，但仍需完

善的防治油茶林害虫的方法。

寄主植物中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对昆虫的定位

和取食、产卵等行为有很大影响［７８］，该领域的多位

学者认为定位、识别、接受这三个联系紧密的环节共

同构建了植食性昆虫对寄主的选择过程［９１４］。本文

从油茶害虫寄主植物出发，根据文献资料及调查研

究，选择对油茶害虫具有较好引诱作用的物质，以及

油茶害虫的本土寄主植物的提取物，开展了植物源

引诱剂筛选及其诱捕油茶害虫的种类、种群动态的

研究，以明确对油茶害虫具有较好引诱效果的物质，

为油茶害虫生物防治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油茶叶片、山茶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Ｌ．叶片、香

樟犆犻狀狀犪犿狅犿狌犿犮犪犿狆犺狅狉犪 （Ｌ．）Ｐｒｅｓｌ．叶片、打碗

花犆犪犾狔狊狋犲犵犻犪犺犲犱犲狉犪犮犲犪Ｗａｌｌ．叶片、金银花犔狅狀犻犮犲

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Ｔｈｕｎｂ．叶片、茶枯，于２０１６年３月－

４月采集于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天华油茶林场及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周边。二氯甲烷、５０％乙醇、水杨酸甲

酯、叶醇、β石竹烯、乙酸叶醇酯、芳樟醇、α法尼烯均

为分析纯，混合物 Ｍ１由α法尼烯、芳樟醇、叶醇、

β石竹烯组成，混合物Ｍ２由芳樟醇、乙酸叶醇酯、水

杨酸甲酯组成。白砂糖、白醋购于市场。

１．２　植物粗提物制备

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上述６种植物叶片挥发

物。将新鲜的植物叶片用剪刀剪碎，每次称取５０ｇ

叶片装入５００ｍＬ烧瓶中，加水至烧瓶的２／３，进行

水蒸气蒸馏，蒸馏时间为１～２ｈ。所得油水混合物

用二氯甲烷萃取，无水Ｎａ２ＳＯ４ 干燥，过滤，并将溶

剂挥发，所得粗提物保存于４℃冰箱中备用。另外，

以５０％乙醇为溶剂，用水蒸气蒸馏法制备油茶叶片

乙醇粗提物。

１．３　诱捕装置及诱芯制作

诱捕装置为自制简易环保型诱捕装置，由色板

和裁剪的矿泉水瓶制成的诱捕瓶组成。

试验共选用１６种挥发物作为诱芯。包括植物

水提物６种，乙醇提取物１种，化合物单体及化合物

混合物８种，糖醋液１种。植物提取物使用时用二

氯甲烷配成饱和液装入诱捕瓶中。化合物单体及化

合物混合物使用时取５００μＬ至容积为５０ｍＬ的离

心管内，填入脱脂棉并浸透，使用时敞开管口，放入

诱捕瓶中。糖醋液需现配现用，使用前按白砂糖∶白

醋∶５０％乙醇∶水＝１∶１∶２∶０．５配制，每次取２００ｍＬ

放入诱捕瓶中。

１．４　诱捕试验

诱捕试验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进行，试验地位

于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天华油茶林场。诱捕器在林中

以平行的方式挂置，用绳子悬挂在两棵树之间，每个

引诱源设３次重复，以清水为对照。各诱捕器间相

距５０ｍ。从４月２日开始挂置诱捕装置，每７ｄ往

诱剂瓶补充１次引诱剂，并对诱捕器诱捕害虫进行

分类鉴定。４月进行４次试验后筛选出对油茶害

虫引诱效果较好或者诱集到种类较多的引诱剂，并

用其进行连续５个月的引诱试验，同时记录每天天

气情况。

１．５　昆虫鉴定

将诱捕到的昆虫标本装入收集瓶，标明采集时

间、地点、诱捕器编号。带回实验室后，将标本倒入

２０目筛并在水龙头下轻轻冲洗３０～６０ｓ，除去枝

叶、苍蝇等，通过生物解剖镜将标本与已定名的标本

对照初步确定所属范围，再利用检索表逐项检索，结

合《油茶病虫害诊断与防治原色生态图谱》《茶树病

虫害防治彩色图册》等相关专著及文献，确定诱集昆

虫中为害油茶的种类及分类学地位。最后请有关专

家复核确定。

１．６　数据分析

根据诱集昆虫情况进行个体、种类的统计。群

落中某一物种的多度占所有物种的多度之和的百分

比用于统计物种相对多度［１４］。进行油茶林间主要

昆虫种群数量变化分析时，每７ｄ进行数量统计，所

捕获的虫量以３个诱捕器的诱捕量之和计算
［１］。数

据分析及作图通过Ｅｘｃｅｌ软件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油茶害虫植物源引诱剂的筛选

在２０１６年４月的引诱试验中，共诱集到６个科，

９种昆虫。与清水对照相比，植物源提取物对不同昆

虫的诱捕效果都高于清水对照。油茶叶片水提粗提

物诱集到昆虫数量和种类最多，共７种，３３７头，包括

假眼小绿叶蝉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狏犻狋犻狊（Ｇｔｈｅ）、琼凹大叶蝉

犅狅狋犺狉狅犵狅狀犻犪狇犻狅狀犵犪狀犪Ｙａｎｇ＆Ｌｉ、大青叶蝉犆犻犮犪犱犲犾犾犪

狏犻狉犻犱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茶角胸叶甲犅犪狊犻犾犲狆狋犪犿犲犾犪狀狅狆狌狊

Ｌｅｆｅｖｒｅ、茶小卷叶蛾犃犱狅狓狅狆犺狔犲狊狅狉犪狀犪Ｆｉｓｃｈｅｒｖｏｎ

Ｒｓｌｅｒｓｔａｍｍ、茶蚕犃狀犱狉犪犮犪犫犻狆狌狀犮狋犪狋犪Ｗａｌｋｅｒ、油桐尺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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蠖犅狌狕狌狉犪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狉犻犪Ｇｕｅｎéｅ；其次是油茶叶片

乙醇粗提物，诱集到５种，其诱集到的暗翅材小蠹

犡狔犾犲犫狅狉狌狊狊犲犿犻狅狆犪犮狌狊Ｅｉｃｈｈｏｆｆ、茶材小蠹 犡狔犾犲

犫狅狉狌狊犳狅狉狀犻犮犪狋狌狊Ｅｉｃｈｈｏｆｆ最多（表１）。

表１　１６种挥发物诱捕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狉犪狆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１６犽犻狀犱狊狅犳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狊

引诱剂

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引诱数量／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ｐｐｅｄｐｅｓｔｓ

叶蝉科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假眼小绿叶蝉

犈．狏犻狋犻狊

琼凹大叶蝉

犅．狇犻狅狀犵犪狀犪

大青叶蝉

犆．狏犻狉犻犱犻狊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茶角胸叶甲

犅．犿犲犾犪狀狅狆狌狊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茶小卷叶蛾

犃．狅狉犪狀犪

蚕蛾科

Ｂｏ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茶蚕

犃．犫犻狆狌狀犮狋犪狋犪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油桐尺蠖

犅．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狉犻犪

小蠹科

Ｓｃｏｌｙｔｉｄａｅ

暗翅材小蠹

犡．狊犲犿犻狅狆犪犮狌狊

茶材小蠹

犡．犳狅狉狀犻犮犪狋狌狊

个体

总数／头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物种

总数／头

Ｓｐｅｃｉｅｓ

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

犆．狅犾犲犻犳犲狉犪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２２６ ５９ １５ １３ ３ １１ １０ ０ ０ ３３７ ７

油茶叶片乙醇粗提物

犆．狅犾犲犻犳犲狉犪ｌｅａｆ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４４ １８ ９ ０ ０ ０ ０ ３２ ５ １２７ ５

山茶叶片水提粗提物

犆．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７６ ２１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３

香樟叶片水提粗提物

犆．犮犪犿狆犺狅狉犪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１９８ １９ ８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６ ４

打碗花叶片水提粗提物

犆．犺犲犱犲狉犪犮犲犪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１５３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６４ ２

金银花水提粗提物

犔．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ｌｅａｆ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４６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３ ２

茶枯水提粗提物

Ｓａｓａｎｑｕａｃａｋｅ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５８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４ ２

水杨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ｓａｌｉｃｙｌａｔｅ ５９ １６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９ ３

叶醇犮犻狊３ｈｅｘｅｎ１ｏｌ １６４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６６ ２

β石竹烯β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 １６８ １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０ ３

乙酸叶醇酯

犮犻狊３ｈｅｘ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１８１ ４２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９ ３

芳樟醇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２０１ １７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５ ３

α法尼烯αｆａｒｎｅｓｅｎｅ １１７ 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１ ２

Ｍ１ ６０ 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８ ２

Ｍ２ ６４ ５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６ ２

糖醋液Ｓｗｅｅｔａｎｄｓｏｕｒｍｉｘｔｕｒｅ ３５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２ ２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 ４４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５ ２

　１）混合物Ｍ１由α法尼烯、芳樟醇、叶醇、β石竹烯组成，混合物Ｍ２由芳樟醇、乙酸叶醇酯、水杨酸甲酯组成。

Ｍ１ｗａ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αｆａｒｎｅｓｅｎｅ，ｌｉｎａｌｏｏｌ，犮犻狊３ｈｅｘｅｎ１ｏｌ，β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Ｍ２ｗａ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ｌｉｎａｌｏｏｌ，犮犻狊３ｈｅｘ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ｍｅｔｈｙｌ

ｓａｌｉｃｙｌａｔｅ．

２．２　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和乙醇粗提物诱集到的

昆虫种类

　　根据４月引诱试验的结果，选择油茶水提粗提

物、油茶乙醇粗提物对油茶林昆虫进行监测。在连续

５个月的引诱试验中，诱集到的昆虫共有２６种，隶属

于３目１６科。其中叶蝉科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３种；角蝉科

Ｍｅｍｂｒａｃｉｄａｅ待鉴定１种；广翅蜡蝉科Ｒｉｃａｎｉｉｄａｅ４

种；沫蝉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１种；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１种；卷蛾

科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１种；蚕蛾科Ｂｏｍｂｙｃｉｄａｅ１种；刺蛾科

Ｌｉｍａｃｏｄｉｄａｅ１种；尺蛾科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１种；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１种；丽金龟科Ｒｕｔｅｌｉｄａｅ１种；鳃金龟

科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２种；小蠹科Ｓｃｏｌｙｔｉｄａｅ２种；花蚤科

Ｍｏｒｄｅｌｌｉｄａｅ待鉴定１种；瓢虫科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３种；虎

甲科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ｉｄａｅ１种。假眼小绿叶蝉、琼凹大叶蝉、

大青叶蝉、眼纹疏广蜡蝉犈狌狉犻犮犪狀犻犪狅犮犲犾犾狌狊（Ｗａｌｋｅｒ）、

八点广翅蜡蝉犚犻犮犪狀犻犪狊狆犲犮狌犾狌犿 （Ｗａｌｋｅｒ）、白痣广翅

蜡蝉犚犻犮犪狀狌犾犪狊狌犫犾犻犿犪狋犪Ｊａｃｏｂｉ、缘纹广翅蜡蝉犚犻犮犪狀犻犪

犿犪狉犵犻狀犪犾犻狊（Ｗａｌｋｅｒ）、东方丽沫蝉犆狅狊犿狅狊犮犪狉狋犪犺犲狉狅狊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ＭｅｙｅｒＤüｒ）为

油茶刺吸类害虫；茶小卷叶蛾、茶蚕、扁刺蛾犜犺狅狊犲犪

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Ｗａｌｋｅｒ）、油桐尺蠖、茶角胸叶甲为食叶类害

虫；铜绿丽金龟、暗黑鳃金龟、玛绢金龟犕犪犾犪犱犲狉犪ｓｐ．

为食叶、地下害虫；茶材小蠹犡狔犾犲犫狅狉狌狊犳狅狉狀犻犮犪狋狌狊

Ｅｉｃｈｈｏｆｆ、暗翅材小蠹犡狔犾犲犫狅狉狌狊狊犲犿犻狅狆犪犮狌狊Ｅｉｃｈｈｏｆｆ

为枝干类害虫；六条瓢虫犆犺犲犻犾狅犿犲狀犲狊狊犲狓犿犪犮狌犾犪狋犪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二星瓢虫犃犱犪犾犻犪犫犻狆狌狀犮狋犪狋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龟纹瓢虫犘狉狅狆狔犾犲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Ｔｈｕｎｂｅｒｇ）、深山小虎甲

犆狔犾犻狀犱犲狉犪犽犪犾犲犲犪Ｂａｔｅｓ为天敌昆虫。

捕获量最多的是假眼小绿叶蝉（４４５３头），占标

本总数的５９．７３％，属于优势种类。琼凹大叶蝉、大

青叶蝉、八点广翅蜡蝉、白痣广翅蜡蝉、缘纹广翅蜡

蝉、茶角胸叶甲、暗翅材小蠹个体数量均占标本总数

的１％以上，总计占总数的３２．６２％，属于常见种类，

其余的１７种昆虫的个体数量均少于标本总数的

１％，总计占７．６３％，为稀有种类。

从总的捕获量来看，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诱集

到的昆虫种类和数量最多，达２３种，合计４３６８头，

其对假眼小绿叶蝉、琼凹大叶蝉、大青叶蝉、白痣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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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蜡蝉、茶角胸叶甲等油茶害虫的诱捕效果明显高

于油茶叶片乙醇粗提物；油茶叶片乙醇粗提物诱集

到２０７８头昆虫，其对八点广翅蜡蝉、小蠹类害虫的

诱捕效果优于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不同引诱剂诱集昆虫情况比较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犻狀狊犲犮狋犪狋狋狉犪犮狋犪狀狋狊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犃狌犵狌狊狋犻狀２０１６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诱集数量／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ｐｐｅｄｐｅｓｔｓ

油茶叶片

水提粗提物

犆．狅犾犲犻犳犲狉犪

ｌｅａ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油茶叶片

乙醇粗提物

犆．狅犾犲犻犳犲狉犪ｌｅａｆ

ｅｔｈａｎｏ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清水对照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诱集总数／头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ｒａｐｐｅｄｐｅｓｔｓ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叶蝉科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假眼小绿叶蝉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狏犻狋犻狊（Ｇｔｈｅ） ２７２４ ９２５ ８０４ ４４５３ ５９．７３

琼凹大叶蝉犅狅狋犺狉狅犵狅狀犻犪狇犻狅狀犵犪狀犪Ｙａｎｇ＆Ｌｉ ６４６ ２３３ ７０ ９４９ １２．７３

大叶青蝉犆犻犮犪犱犲犾犾犪狏犻狉犻犱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６２ ５７ ０ １１９ １．６０

角蝉科Ｍｅｍｂｒａｃｉｄａｅ

角蝉（未鉴定到种） ６ ０ ０ ６ ０．０８

广翅蜡蝉科Ｒｉｃａｎｉｉｄａｅ

眼纹疏广蜡蝉犈狌狉犻犮犪狀犻犪狅犮犲犾犾狌狊（Ｗａｌｋｅｒ） ３４ ０ １４ ４８ ０．６４

八点广翅蜡蝉犚犻犮犪狀犻犪狊狆犲犮狌犾狌犿 （Ｗａｌｋｅｒ） ５６ ７３ ２４ １５３ ２．０５

白痣广翅蜡蝉犚犻犮犪狀狌犾犪狊狌犫犾犻犿犪狋犪Ｊａｃｏｂｉ １２０ ８０ ９７ ２９７ ３．９８

缘纹广翅蜡蝉犚犻犮犪狀犻犪犿犪狉犵犻狀犪犾犻狊（Ｗａｌｋｅｒ） ５９ ４７ ０ １０６ １．４２

沫蝉科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

东方丽沫蝉犆狅狊犿狅狊犮犪狉狋犪犺犲狉狅狊（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０．４０

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

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ＭｅｙｅｒＤüｒ）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０．３８

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卷蛾科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茶小卷叶蛾犃犱狅狓狅狆犺狔犲狊狅狉犪狀犪ＦｉｓｃｈｅｒｖｏｎＲｓｌｅｒｓｔａｍｍ ３６ ０ ０ ３６ ０．４８

蚕蛾科Ｂｏ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茶蚕犃狀犱狉犪犮犪犫犻狆狌狀犮狋犪狋犪Ｗａｌｋｅｒ ６２ ０ ０ ６２ ０．８３

刺蛾科Ｌｉｍａｃｏｄｉｄａｅ

中国扁刺蛾犜犺狅狊犲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Ｗａｌｋｅｒ） ７０ ０ ０ ７０ ０．９４

尺蛾科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油桐尺蠖犅狌狕狌狉犪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狉犻犪Ｇｕｅｎéｅ ６５ ０ ０ ６５ ０．８７

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丽金龟科Ｒｕｔｅｌｉｄａｅ

铜绿丽金龟犃狀狅犿犪犾犪犮狅狉狆狌犾犲狀狋犪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５１ ０ ０ ５１ ０．６８

鳃金龟科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

暗黑鳃金龟犎狅犾狅狋狉犻犮犺犻犪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犪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０．４２

玛绢金龟犕犪犾犪犱犲狉犪ｓｐ． ５４ ０ ０ ５４ ０．７２

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茶角胸叶甲犅犪狊犻犾犲狆狋犪犿犲犾犪狀狅狆狌狊Ｌｅｆｅｖｒｅ ２０８ ０ ０ ２０８ ２．７９

小蠹科Ｓｃｏｌｙｔｉｄａｅ

茶材小蠹犡狔犾犲犫狅狉狌狊犳狅狉狀犻犮犪狋狌狊Ｅｉｃｈｈｏｆｆ ０ ５３ ０ ５３ ０．７１

暗翅材小蠹犡狔犾犲犫狅狉狌狊狊犲犿犻狅狆犪犮狌狊Ｅｉｃｈｈｏｆｆ ０ ６００ ０ ６００ ８．０５

长蠹（未鉴定到种）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１３

花蚤科Ｍｏｒ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花蚤（未鉴定到种）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０．２４

虎甲科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ｉｄａｅ

深山小虎甲犆狔犾犻狀犱犲狉犪犽犪犾犲犲犪Ｂａｔｅｓ ２ ０ ０ ２ ０．０３

瓢虫科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六条瓢虫犆犺犲犻犾狅犿犲狀犲狊狊犲狓犿犪犮狌犾犪狋犪（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２ ０ ０ ２ ０．０３

二星瓢虫犃犱犪犾犻犪犫犻狆狌狀犮狋犪狋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 ０ ０ １ ０．０１

龟纹瓢虫犘狉狅狆狔犾犲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３ ０ ０ ３ ０．０４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４３６８ ２０７８ １００９ ７４５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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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油茶林间主要昆虫种群数量变化分析

２．３．１　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诱集的优势种及常见

种的种群动态

　　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诱集的优势种种群动态：假

眼小绿叶蝉成虫为油茶水提粗提物诱集的优势种类，

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该种种群数量于４月９日至５月

７日间处于较稳定状态，后渐增，６月１１日左右出现１

个峰值，随后种群数量渐减，７月２３日至８月１３日间，

种群数量一直处于低水平并保持较稳定状态，８月１３

日之后种群数量渐增，预计将达到第二个峰值（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油茶水提粗提物诱集昆虫优势种假眼小绿叶蝉种群动态

犉犻犵．１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犱狅犿犻狀犪狀狋犻狀狊犲犮狋犈犿狆狅犪狊犮犪狏犻狋犻狊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犮狉狌犱犲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狅犳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狅犾犲犻犳犲狉犪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犃狌犵狌狊狋犻狀２０１６

　　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诱集到的常见种种群动

态：琼凹大叶蝉成虫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间出现了

１次峰值，最高峰出现在６月２５日左右，随后种群

数量渐减，到７月中下旬后，种群数量一直处于低水

平并保持较稳定状态。大青叶蝉成虫在２０１６年４

月－８月的引诱试验中出现了５次峰值，最高峰出

现在７月１６日左右，随后种群数量渐减。白痣广翅

蜡蝉成虫始见于５月１４日左右，在４月－８月期间

诱获种群出现５次峰值，最高峰出现在６月９日左

右。在诱捕期间，缘纹广翅蜡蝉成虫始见期为６月

４日左右，该种群共出现３次峰值，最高峰在７月１６

日左右。茶角胸叶甲成虫始见于４月１６日左右，随

后种群数量渐增，于５月２８日左右达到峰值，后渐

减（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油茶水提粗提物诱集昆虫常见种种群动态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犿犿狅狀犻狀狊犲犮狋狊狆犲犮犻犲狊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犮狉狌犱犲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狅犳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狅犾犲犻犳犲狉犪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犃狌犵狌狊狋犻狀２０１６

２．３．２　油茶叶片乙醇粗提物诱集常见种种群动态

八点广翅蜡蝉成虫始见于７月９日左右，期间

出现了２次峰值，最高峰出现在７月３０日左右。暗

翅材小蠹成虫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期间种群数量

出现３次峰值，最高峰出现在６月４日左右（图３）。

３　结论与讨论

在株洲市攸县天华油茶林场通过使用１６种植

物源提取物对油茶林昆虫进行引诱，得出油茶叶片

水提粗提物和乙醇粗提物引诱效果最好。在持续

５个月的引诱试验中，２种植物源提取物对油茶害

虫均有引诱作用，但诱捕效果存在差异。从总的捕

获量来看，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诱集到的昆虫种类

和数量最多，达２３种，合计４３６８头，其对假眼小

绿叶蝉、琼凹大叶蝉、大青叶蝉、白痣广翅蜡蝉、

茶角胸叶甲、铜绿丽金龟等油茶害虫的诱捕效果

明显高于油茶乙醇粗提物；而油茶叶片乙醇粗提

物对八点广翅蜡蝉、小蠹类害虫的诱捕效果最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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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诱捕效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两种不同溶剂提

取到的油茶叶片挥发物的不同成分造成的，但具

体是哪些成分引起的诱捕差异，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图３　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月油茶乙醇粗提物诱集昆虫常见种种群动态

犉犻犵．３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犮狅犿犿狅狀犻狀狊犲犮狋狊狆犲犮犻犲狊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犲狋犺犪狀狅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狅犳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狅犾犲犻犳犲狉犪

犳狉狅犿犃狆狉犻犾狋狅犃狌犵狌狊狋犻狀２０１６

　　目前用植物源引诱剂对林间害虫进行持续监测

及诱杀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实例［１４１８］，植物源引诱剂

能持续监测林间害虫的组成结构和种群动态，为油

茶林害虫的发生期、发生量的监测预报提供直接的、

客观的依据。自然界中的温度、湿度、降雨、光照等

气候因素相互影响，并作用于昆虫，从而影响昆虫的

生长、发育、繁殖、存活、分布、行为和种群数量动态

等。生产中可以利用昆虫种群变化与温度的关系，

采取有效措施对有害昆虫进行防治［１６］。本研究仅

记录了引诱剂对油茶林昆虫进行５个月诱捕的昆虫

种类及种群数量动态，油茶林昆虫种群动态及其与

气候因子的关系、引诱剂与油茶林昆虫间的关系仍

需持续研究。

油茶叶片水提粗提物对油茶害虫的诱虫谱最

广，可以根据本次试验的筛选结果，将油茶水提粗提

物加工成适当剂型，用于油茶林害虫监控。对油茶

叶片水提粗提物及油茶叶片乙醇粗提物成分进行分

析鉴定及对比，推测出对不同油茶害虫行为具有调

控功能的活性成分，并将活性成分用于具体油茶害

虫进行行为研究，可筛选出精简高效的专性害虫引

诱剂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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