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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明确不同类型诱捕器对棉铃虫块状食诱剂田间诱捕效果的影响(

#'$)

年
*

月
(,

月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

区&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和原阳县的棉花&大豆&玉米&花生田(利用蛾类诱捕器和三角形诱捕器比较了块状食诱剂

对棉铃虫的诱捕效果%结果表明(食诱剂分别与
#

种诱捕器结合(在
!

种作物田对棉铃虫成虫均具有明显的诱捕作

用)蛾类诱捕器诱集到的棉铃虫成虫数量是三角形诱捕器的
$&#

!

"&-

倍%因此(蛾类诱捕器与棉铃虫块状食诱剂

结合使用可以更有效诱捕田间棉铃虫成虫%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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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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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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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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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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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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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目夜蛾科*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农业害虫"

$

#

$

近年来*随着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黄河流域等地

区转
IG

%

:,*+77)-.$)"+&

'

+5&-+-

&基因抗虫棉的种植

面积大幅下降*我国棉铃虫区域性种群数量逐年上

升*在玉米+花生+番茄+辣椒+向日葵等常规寄主作

物上的发生为害程度明显加重"

#%

#

$棉铃虫对化学

杀虫剂的抗性问题一直比较突出"

$

#

*目前我国多地

棉铃虫种群对部分拟除虫菊酯类药剂仍具有高水平

抗性*同时对有机磷类+大环内酯类药剂也有明显的

抗性"

!-

#

$此外*化学杀虫剂大量使用还带来了农田

生物多样性下降+水源与土壤污染等诸多其他问题*



#'#'

因此亟须进一步研发环境友好的棉铃虫防控技术$

近年来*基于植食性昆虫嗅觉识别功能与寄主

选择习性的行为调控技术*如利用诱集植物+引诱枝

把等*已在农作物害虫治理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

"

#

$食诱剂是模拟植物气味*人工合成与组配的

一种生物诱捕剂*可以有效替代利用诱集植物+引诱

枝把等传统的害虫引诱方式*具有可标准化生产+使

用方法简单+效果稳定等优点"

*

#

$棉铃虫食诱剂由

苯乙醛+水杨酸丁酯+柠檬烯+甲氧基苄醇等多种植

物挥发性物质组成"

)

#

*为黏稠液体$使用时*在食诱

剂中添加化学杀虫剂*再将混配后的食诱剂通过茎

叶滴洒或悬挂方盒诱捕器的方式施用*可引诱害虫

成虫前来取食并借助杀虫剂集中快速将其杀灭"

,

#

$

食诱技术现已被广泛应用在棉花+玉米+烟草+花生

和大豆田防治棉铃虫"

%

*

,

#

$例如*在新疆伊犁地区*

#'$%

年
(#'$-

年
%

年棉田试验表明*食诱剂对棉铃

虫等夜蛾科成虫具有很好的诱杀效果*可明显降低

其对棉铃的为害率"

$'

#

$在花生田分别采用悬挂食诱

剂诱捕盒和食诱剂茎叶滴洒方式诱杀棉铃虫*其单个

处理可平均诱杀棉铃虫成虫
$$,,

头和
#"-)

头*田

间幼虫较对照区分别减少
""&"*P

和
*-&##P

"

$$

#

$以

上实例证明*食诱剂可有效诱杀棉铃虫雌雄成虫*减

少其后代幼虫的发生数量*减轻其为害程度$

但由于黏稠液体型的食诱剂在使用过程中仍需

要伴施较高浓度的化学杀虫剂"

$#

#

*因而具有潜在的

安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棉铃虫食诱剂的

应用范围$为解决以上问题*本试验在棉花+大豆+

玉米和花生田*评估了棉铃虫新型块状食诱剂与不

同诱捕器结合使用对棉铃虫成虫的诱捕效果*以期

发展不使用化学杀虫剂的棉铃虫食诱技术*为棉铃

虫的绿色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9!

!

供试材料

棉铃虫块状食诱剂"

)

#

%长
!&)D+

*宽
!&-D+

*高

'&)D+

,净重
$#

4

&由深圳百乐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本试验要求生产并提供$蛾类诱捕器与三角形

诱捕器购自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

试验方法

试验于
#'$)

年
*

月至
,

月分别在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河北廊坊科研中试基地的棉花

田*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南新乡县综合试验基地的大

豆田*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南原阳县现代农业科技

试验示范基地的玉米田和花生田开展$

试验中*蛾类诱捕器按照使用说明将
$

块食诱

剂用塑料绳固定在诱捕器下方横杆的中间$三角形

诱捕器的三面均有粘虫板*将
$

块食诱剂放置在诱捕

器底部粘虫板的正中间$在田间*蛾类诱捕器和三角

形诱捕器混合放置+随机排列*每
""*+

#均匀放置诱

捕器
%

个*诱捕器放置位置距田块边缘
$'+

以上$

其中*棉花田+大豆田中蛾类诱捕器和三角形诱捕器各

放置
#'

个*诱捕器底部高出作物
#'

!

%'D+

$玉米田

中两种诱捕器各放置
$'

个*诱捕器底部高出密集叶片

层
#'

!

%'D+

$花生田中两种诱捕器各放置
$'

个*诱

捕器底部高出作物
!'

!

-'D+

$

棉花田先后开展
#

次试验*大豆+玉米和花生田

均开展
%

次$每次试验分为两个阶段*共持续半个

月$第一阶段!食诱剂放置后的第
*

天调查每个诱

捕器中棉铃虫成虫数量*雌性+雄性分别记录数量*

调查后*将蛾类诱捕器中的成虫全部倒出并带出田

间*将三角形诱捕器中的三块粘虫板统一更换*并将

已使用了
*:

的块状食诱剂再次放置于诱捕器之

中*继续第二阶段试验,第二阶段!方法同第一阶段$

每次试验更换新的诱捕器和块状食诱剂*重复上述

两个阶段的试验$

!9:

!

数据分析

用
.3..#'&'

比较蛾类诱捕器和三角形诱捕器

的诱捕效果*将同一时期内诱捕到的棉铃虫成虫数量

经
<T

4

$'

%

6W$

&转换后*采用成组
.

检验分析差异性$

"

!

结果与分析

"9!

!

棉田两种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比较

河北廊坊棉田两次试验结果表明*块状食诱剂

与蛾类诱捕器结合使用比与三角形诱捕器结合使用

诱捕到的棉铃虫成虫数量明显偏高$在第一次试验

中*单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n'&!#

&头*极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n

'&$%

&头 %

.̀ %&")

*

4

/

%̀)

*

( '̀&'''*

&%表
$

&$

其中*单个蛾类诱捕器第一阶段平均诱捕量为%

'&,-

n'&#"

&头*极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n

'&'-

&头%

.̀ %&!-

*

4

/

%̀)

*

( '̀&''$!

&,第二阶段

平均诱捕量为%

'&,-n'&%!

&头*与三角形诱捕器的

%

'&#-n'&$#

&头之间差异不显著%

.̀ $&,$

*

4

/

`

%)

*

( '̀&'"#,

&%图
$=

&$在第二次试验中*单个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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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修春丽等!食诱剂与不同诱捕器结合使用对棉铃虫成虫诱捕效果的影响

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

头$极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

#头

"

!)*$+,

$

"

#

)(,

$

$

!

%$%%%+

#"表
+

#%其中$单

个蛾类诱捕器第一和第二阶段平均诱捕量分别为

"

,$&%'+$(+

#头和"

+*$&&'#$%!

#头$分别极显著高

于三角形诱捕器第一阶段的"

#$!%'%$!"

#头"

!)

!$!%

$

"

#

)(,

$

$

!

%$%%%+

#和第二阶段的"

+$"%'

%$&!

#头"

!)*$&"

$

"

#

)(,

$

$

!

%$%%%+

#"图
+-

#%

表
!

"

不同作物田两种诱捕器对棉铃虫成虫的诱捕数量!

!

"#$%&!

"

'()*+,)-!"#$%&'"(

)

**(+$

,

"(*(),./,0#

11

&2$

3

,4),

31

&/)-,0#

1

/5+25--&0&+,60)

1

-5&%2/

次数

./012

诱捕器类型

.34

5

6

75

1

诱捕成虫数量&头'诱捕器8+

"

9:134

;

1<=0-13>?634

55

1@0>6A2

棉花
B>66><

大豆
C>

7

-14<

玉米
B>3<

花生
D14<=6

第一次

.A1?/32663/4E

蛾类诱捕器
F>6A634

5

"

+$G%'%$!#

#

#

"

+"$%&'+$,!

#

#

"

*$%%'+$+"

#

#

"

&$,%'+$%,

#

#

三角形诱捕器
.3/4<

;

E1634

5

"

%$(%'%$+(

# "

*$#%'+$+%

# "

!$+%'%$&G

# "

#$,%'%$**

#

第二次

.A121H><@63/4E

蛾类诱捕器
F>6A634

5

"

#"$%&'($%%

#

#

"

"$*%'+$%*

#

#

"

#$*%'%$!*

#

<2

"

($"%'%$*,

#

<2

三角形诱捕器
.3/4<

;

E1634

5

"

!$%%'%$"!

# "

#$#%'%$!&

# "

#$(%'%$&"

# "

#$!%'%$"!

#

第三次

.A16A/3@63/4E

蛾类诱捕器
F>6A634

5 """

8

"

!$!%'%$*%

#

#

"

&$,%'#$%!

#

<2

"

++$,%'#$G*

#

#

三角形诱捕器
.3/4<

;

E1634

5 """

8

"

#$*%'%$(,

# "

#$&%'%$"G

# "

($G%'+$%%

#

"

+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星号
#

表示同一作物田(同一次试验中蛾类诱捕器与三角形诱捕器的累计诱捕量有显著差异"成组
!

检验$

$

!

%$%&

#)

<2

则表示无显著差异"成组
!

检验$

$

$

%$%&

#%

I464

"

014<'CJ

#

K/6A6A142613/2L4312/

;

</?/H4<6E

7

@/??131<6-16K11<6K>634

5

2/<6A124011M

5

13/01<6/<14HAH3>

5

?/1E@

"

=<

5

4/31@!N6126

$

$

!

%$%&

#$

4<@<2014<2<>2/

;

</?/H4<6@/??131<H1

"

=<

5

4/31@!N6126

$

$

$

%$%&

#

$

图
!

"

棉田不同诱捕器对棉铃虫成虫的诱捕效果

75

8

9!

"

"0#

11

5+

8

&--56#6

3

)-25--&0&+,,0#

1

/)+!"#$%&'"(

)

**(+$

,

"(*(),./5+6),,)+-5&%2

:9:

"

大豆田两种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比较

河南新乡大豆田
(

次试验结果表明$块状食诱

剂与蛾类诱捕器结合比与三角形诱捕器结合诱捕到

的棉铃虫成虫数量明显偏高%在第
+

次试验中$单

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O,!

#头$极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

*$#%'+$+%

#头

"

!)!$+#

$

"

#

)(,

$

$)%$%%%#

#"表
+

#%其中$第

一阶段单个蛾类诱捕器的平均诱捕量为"

,$+%'

+$+%

#头$极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

#

头 "

!)#$*G

$

"

#

)(,

$

$)%$%%,(

#)第二阶段单个

蛾类诱捕器平均诱捕量为"

*$G&'+$#+

#头$极显著

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

#头"

!)($"+

$

"

#

)(,

$

$)%$%%%G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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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

次试验中$单

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

#头$极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

#

头"

!)($,G

$

"

#

)(,

$

$)%$%%%!

#"表
+

#%单个蛾

类诱捕器第一和第二阶段平均诱捕量分别为"

#$#&

'%O!&

#头和"

!$!&'%$,#

#头$分别极显著高于三角

形诱捕器第一阶段的"

%$G&'%$#*

#头"

!)#$!,

$

"

#

)

(,

$

$)%$%+*,

#和第二阶段的"

+$#&'%$(&

#头"

!)

($&G

$

"

#

)(,

$

$)%$%%%G

#"图
#-

#%在第
(

次试

验中$单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O!%'%$*%

#头$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

#$*%'

%O(,

#头"

!)#$+!

$

"

#

)(,

$

$)%$%(,&

#"表
+

#%

第一阶段单个蛾类诱捕器平均诱捕量为"

($G&'

%O&,

#头$极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

#

头"

!)#$,!

$

"

#

)(,

$

$)%$%%*#

#)第二阶段单个

蛾类诱捕器平均诱捕量为"

%$!&'%$##

#头$与三角

形诱捕器的"

%$"&'%$#+

#头之间差异不显著"

!)

%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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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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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田两种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比较

河南原阳县玉米田三次试验结果表明$块状食

诱剂与蛾类诱捕器结合比与三角形诱捕器结合诱捕

到的棉铃虫成虫数量整体偏高%在第一次试验中$

单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

#头$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

!$+%'%$&G

#头

"

!)#$#(

$

"

#

)+,

$

$)%$%(G+

#"表
+

#%其中$第一阶

段单个蛾类诱捕器平均诱捕量为"

+$,%'%$!!

#头$显

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

#头"

!)#$+!

$

"

#

)+,

$

$)%$%!"%

#)第二阶段单个蛾类诱捕器平均

诱捕量为"

&$#%'+$%(

#头$与三角形诱捕器的"

($!%

'%O&"

#头之间差异不显著"

!)+$&(

$

"

#

)+,

$

$)

%O+!#&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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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试验中$单个蛾类诱捕

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头$而三

角形诱捕器的诱捕量为"

#$(%'%$&"

#头$两者差异

不显著"

!)%$&&

$

"

#

)+,

$

$)%$&G+!

#"表
+

#%第

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两种诱捕器的平均诱捕量都比较

相近$没有显著差异"第一阶段!

!)%$&&

$

"

#

)+,

$

$)%$&G#+

)第二阶段!

!)($&G

$

"

#

)+,

$

$)%$GGGG

#

"图
(-

#%在第三次试验中$单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

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头$与三角形诱捕

器"

#$&%'%$"G

#头之间差异不显著"

!)+$&!

$

"

#

)

+,

$

$)%$+!##

#"表
+

#%第一和第二阶段单个蛾类

诱捕器平均诱捕量分别为"

#$%%'%$*+

#头和"

(O,%

'+$*#

#头$与三角形诱捕器的"

%$G%'%O(&

#头和

"

+$"%'%$"#

#头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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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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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田两种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比较

河南原阳县花生田三次试验结果表明$块状食诱

剂与蛾类诱捕器结合比与三角形诱捕器结合诱捕到

的棉铃虫成虫数量偏高%在第一次试验中$单个蛾类

诱捕器两个阶段的累计诱捕量为"

&$,%'+$%,

#头$显

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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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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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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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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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阶段单个蛾

类诱捕器平均诱捕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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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诱捕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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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试验中$单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

累计诱捕量为"

($"%'%$*,

#头$而三角形诱捕器为

"

#$!%'%O"!

#头$两者差异不显著"

!)+$#%

$

"

#

)+,

$

$)%$#!**

#"表
+

#%其中$第一阶段单个蛾类诱捕器

平均诱捕量为"

#$G%'%$"G

#头$与三角形诱捕器的

"

+$(%'%$!&

#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G!

$

"

#

)+,

$

$)%$%"*,

#)第二阶段两种诱捕器的平均诱捕量也

没有显著差异"

!)%$",

$

"

#

)+,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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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试验中$单个蛾类诱捕器两个阶段的

累计诱捕量为"

++$,%'#$G*

#头$显著高于三角形诱

捕器"

($G%'%$GG

#头"

!)#$&(

$

"

#

)+,

$

$)%$%#++

#

"表
+

#%其中$第一阶段两种诱捕器的平均诱捕量相

近$差异不显著"

!)%$#+

$

"

#

)+,

$

$)%$,("#

#)第二

阶段单个蛾类诱捕器的平均诱捕量为"

G$*%'#$G"

#

头$显著高于三角形诱捕器的"

#$%%'%$*G

#头"

!)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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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现阶段棉铃虫食诱剂通常为黏稠液体$主要使

用方法包括诱盒法和撒施法%将添加化学杀虫剂混

匀后的食诱剂倒入放置在田间的专用诱捕盒内或直

接撒施在作物叶片表面$吸引田间棉铃虫成虫来取

食以达到诱杀成虫的目的*

+(

+

%棉铃虫食诱剂常用

的伴施杀虫剂为灭多威$该药剂对哺乳动物和鱼类

等毒性高*

+!

+

%最新研究发现$氯虫苯甲酰胺可作为

替代灭多威的化学药剂$但其使用浓度比较高$同样

存在潜在的安全性问题$且成本昂贵*

+#

+

%本试验将

食诱剂加工成块状$与现有害虫诱捕器结合使用$在

!

种作物田均可有效诱捕棉铃虫成虫%本试验未在

食诱剂中添加任何化学杀虫剂$依靠块状食诱剂对

棉铃虫的吸引作用和蛾类诱捕器的捕获功能将棉铃

虫成虫吸引至诱捕器内%另外$该方法食诱剂不直

接与作物接触$避免了液体食诱剂撒施在植物表面

可能造成的污染和残留等问题%

本试验结果显示$棉铃虫成虫发生量偏高时$块

状食诱剂与蛾类诱捕器结合使用的效果优于发生量

低的时候$例如棉田第
#

次试验的第二阶段单个蛾

类诱捕器平均诱捕量达到
+%

头以上$而三角形诱捕

器诱捕量不到
#

头)然而成虫发生量较低的时候$如

棉田第
+

次试验的第二阶段两种诱捕器平均诱捕量

均低于
+

头$无显著差异%三角形诱捕器中的粘虫

板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许多缺点$比如会沾上成虫的

鳞片(灰尘(易受雨水冲刷等$导致后期黏性差$诱捕

效果明显降低)而蛾类诱捕器的诱捕效果始终比较

稳定$同时具有可重复使用的优点%棉铃虫块状食

诱剂持效期在
(%@

以上$且不受下雨等气候因素的

影响%块状食诱剂与蛾类诱捕器结合使用可以持续

有效地诱杀棉铃虫成虫%

棉铃虫食诱剂是一种广谱性生物食诱剂$对其

他夜蛾科害虫如黏虫(地老虎等以及金龟子等也有

明显的诱杀作用*

+&+"

+

%蛾类诱捕器也对多种鳞翅目

害虫具有明显的诱捕功能*

+*

+

%因此$块状食诱剂与

诱捕器结合使用可能对其他鳞翅目害虫也具有明显

的诱捕效果$需进一步评估%

棉铃虫食诱剂可诱杀雌雄成虫从而降低下一代的

虫源基数*

(

+

$但仍需加强食诱剂与其他绿色防控技术的

结合%实际生产中$需将食诱剂与性诱剂(诱虫灯等成

虫行为调控技术产品结合使用*

(

$

+,#%

+

$以达到大量诱杀

成虫$显著降低田间落卵量的效果%同时$加强与棉铃

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PDQ

(中红侧沟茧蜂
%&'()

*

+&!&,

-."&/!)(R4E/@4

7

等幼虫防控技术的综合使用*

#+#&

+

$以

推进棉铃虫绿色防控技术的创新集成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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