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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引诱剂对松褐天牛成虫引诱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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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丽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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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

湖山林场+丽水
!

#'##&&

&

#9

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湖山林业工作中心站+丽水
!

#'##&>

%

摘要
!

为了更好地对松褐天牛成虫进行监测和诱杀$在遂昌地区的马尾松林及贮木场内利用
#

种不同引诱剂对松

褐天牛进行诱捕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

种引诱剂对松褐天牛都有较好的引诱效果$但差异显著&其中$

LKW?

$

型

引诱剂的效果最好$

W%

型引诱剂次之$

DM?'

型最弱&试验期共诱捕到松褐天牛成虫
!J$J

头$其中雌成虫
!%#!

头$雄成虫
>!=

头$雌雄比为
%k&9'&!

&所诱捕到的雌虫数量是雄虫的
!9>J

倍$差异显著!

#i&9&!=

$

8ie!9==%

#&

引诱剂捕获松褐天牛的高峰期为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

"

月至
>

月份降雨量及气温对松褐天牛成虫诱捕规律产生

较大影响&本研究为遂昌地区松褐天牛成虫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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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褐天牛
B'"'7+%(.,%!8/)"%8.,V)

S

.

+又名

松墨天牛+在我国广为分布+其成虫啃食嫩枝树皮+

幼虫钻蛀树干+是马尾松
#1".,(%,,'"1%"%C+12

(

黑松
#D8+."3/)

C

11K+3*9

和云南松
#D

&

.""%"/",1,

W3+756

等松属树种最为重要的钻蛀性害虫)

%#

*

+同

时也是
2.),%

*

+/!/"7+.,0

&

!'

*

+1!.,

$

D,.-7.3/8T0?

63.3

%引起的松树毁灭性病害松材线虫病的主要传

播媒介)

!"

*

'松褐天牛幼虫在树干内取食为害(世

代不整齐(受外界环境和天敌影响小+化学药剂难

以接触到幼虫虫体+防治效果不佳+而且大面积化

学防治也易造成环境污染)

$>

*

'近年来+利用花绒

寄甲
6%,8%)7.,+/!'

*

+')'14/,

$

W+-31+-3.

%等天敌防

治松褐天牛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天敌防

治成本较高+在林间难以定殖+其控制效能和持续性

有待评估)

J%&

*

'应用植物源引诱剂诱杀松褐天牛成

虫是监测松褐天牛种群动态(降低种群数量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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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引诱剂具有效果好(操作方便(安全(适用性强

等特点+在我国松褐天牛发生区广为应用)

%%%#

*

'当

前市面上的松褐天牛引诱剂产品种类繁多+而有研

究表明由于地理环境(寄主植物差异及松褐天牛地

理隔离等因素造成不同的引诱剂对同一害虫的引诱

效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

+因此根据不同的环境要

求选择最佳的引诱剂十分必要'

遂昌县地处浙江省西南部$

'>m#%l#&n/e'>m%!l

''n/

+

%%>m!%l=#nGe%%>m%!l=#nG

%+属武夷山系仙霞

岭分支山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是浙江省重点林

区+松林面积
'9>>

万
61

'

+约占全县森林面积的

%=;

+其中松科植物中大多是马尾松+极易遭受松褐

天牛为害+感染松材线虫病'目前+遂昌县是浙江省

重要的松材线虫病发生区'为了监测松褐天牛成

虫的种群数量(有效降低虫口密度(遏制松材线虫

病的自然扩散蔓延+遂昌县于
'&&>

年
e'&%%

年应

用
8?JJ

引诱剂$中国林业科学院亚热带林业研究

所生产%开展了松褐天牛的防治试验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

*

'但是+自
'&%'

年起+

8?JJ

引诱剂

不再生产+为寻求
8?JJ

引诱剂的替代品+筛选在

遂昌地区有较好引诱效果的松褐天牛引诱剂+笔者

于
'&%"

年在遂昌县松褐天牛重点发生区的松林及

松木贮木场内开展了
#

种$市面上主流的松褐天牛

引诱剂产品%松褐天牛引诱剂引诱效果的对比试

验+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地点设在遂昌县妙高街道上江村钓鱼岭(

西街村妙高山(云峰街道长濂村下栏及绿源木业有

限公司的贮木场内+各试验点基本信息见表
%

'其

中钓鱼岭(妙高山及下栏
#

处林间试验地均为松褐

天牛发生区+平均有虫株率
%#9>;

"

%=9';

+发生

程度为中度'

表
#

!

试验地概况#

!

$%&'(#

!

801*-+%6.*0*1(O

,

(-.+(06%'/.6(/

试验点

D-,.

海拔#
1

L*,-,0<.

坡度#
m

X3+<-.7,

坡向

D*)

S

.+H

S

.5,

林种组成

D

S

.5-.HH,305,03.

林龄#年

M3..?+

I

.

平均树高#
1

8.+76.-

I

6,

)4,3..H

平均胸径#
51

8.+7ETV

)4,3..H

郁闭度

Y+7)

S@

<.7H-,

@

钓鱼岭

E-+)

@

0*-7

I

'J& #&

东南
混交林+其中约

>&;

为马

尾松+

'&;

为阔叶树
#= J %" &9J

妙高山

8-+)

I

+)1)07,+-7

#'& '=

东
混交林+其中约

J&;

为马

尾松+

%&;

为阔叶树
#= %& %> &9J

下栏

[-+*+7

#%& '>

南
混交林+其中约

J&;

为马

尾松+

%&;

为阔叶树
#& J %" &9>

贮木场

M-12.3

@

+3<

'"&

平坦 #

其中约
!&;

马尾松(杉木

和杂木各
#&;

# # # #

!

%

%林龄是指马尾松的树龄&贮木场中木头来自于遂昌不同地区所砍伐的松木段+树龄及胸径不等'

M3..?+

I

.1.+7H+

I

.)41+HH)7

S

-7.-7.A

S

.3-1.7,+*H-,.H9M6.H6)3,?50,F))<H-7,-12.3

@

+3<5)1.4)31<-44.3.7,1+HH)7

S

-7.4)3.H,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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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7<E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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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6,

%

+3.<-4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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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诱剂及诱捕器

试验选用了目前在市场上使用比较多的
#

种引

诱剂!

LKW?

$

型引诱剂+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

型引诱剂+杭州绿野病虫害防治有限公司&

DM?'

型引诱剂+厦门英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诱

捕器为十字撞板式诱捕器+塑料材质+包括圆形顶盖

$黑色+直径
=&51

%(十字挡板$黑色+长
"=51

+宽

#=51

%(圆形漏斗$黑色+直径
#=51

+高
%J51

%和集

虫瓶$白色+直径
%&51

+高
'$51

%+十字挡板表面和

漏斗内侧有增效涂层+为杭州绿野病虫害防治有限

公司生产'

#<=

!

试验设计

试验设置
!

个处理+

#

种引诱剂
LKW?U

(

W%

和

DM?'

处理及清水对照$

Y]

%'在上江村钓鱼岭(西

街村妙高山(长濂村下栏和绿源木业有限公司贮木

场
!

个地点均设置
#

种引诱剂和
%

个对照进行诱捕

试验'每个试验地点每处理各悬挂
=

个诱捕器+共

悬挂
>&

个诱捕器'

#<@

!

试验方法

于
'&%"

年
!

月中旬到
%%

月初进行松褐天牛诱

捕试验'

#

个松林试验点!选取松林间有树荫遮蔽

的林道或岔道处+空气流通较好的地方作为诱捕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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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徐真旺等!

#

种引诱剂对松褐天牛成虫引诱效果比较

的悬挂点'按随机网状或带状布点+并进行编号+诱

捕器间距
=&

"

>&1

不等+悬挂高度离地面不低于

%9=1

)

%=

*

'绿源木业有限公司!诱捕器则设置在贮

木场四周围墙的内侧+间距
#&1

'将不同种类的引

诱剂悬挂在诱捕器的中央+让引诱剂挥发性气味缓

慢释放+同时在集虫瓶里盛装约
'&&1C

洗洁精溶

液$洗洁精
k

水
i%k"&&

%以防止天牛飞出'诱捕器设

置完毕后+装入新的诱芯+每
%&

"

%=<

收集
%

次+详

细记录每个诱捕器中诱捕到的松褐天牛雌(雄成虫

的数量+将集虫瓶清理干净后更换瓶中的洗洁精溶

液+并按照各引诱剂使用时间及时更换引诱剂'诱

捕持续至林间天牛消失为止'

#<"

!

数据处理

采用
8-53)H)4,P44-5.GA5.*'&%!

对试验数据

进行初步统计'采用
DKDD%#9&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用
P3-

I

-7>9&

软件绘图'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

P7.?_+

@

L/P(L

+各处理间的多重比较采用

CDE

法%+对不同引诱剂及对照中松褐天牛成虫诱

捕量进行显著性分析'所捕获的松褐天牛雌(雄虫

数量间的配对进行
8

检验$

K+-3.<?D+1

S

*.H8?,.H,

%'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引诱剂对松褐天牛的诱捕效果

#

种松褐天牛引诱剂对松褐天牛成虫均有较好

的诱杀作用+共引诱成虫
!J$J

头+各种引诱剂及对

照间差异极显著$

#

"

&9&&%

+表
'

%&

#

种松褐天牛引

诱剂表现各异+其中
LKW?

$

效果最好+共计引诱

'''%

头+达到
===9'=

头#组$

=

个诱捕器为
%

组%+显

著多于
W%

和
DM?'

$图
%

+表
#

%&

DM?'

引诱效果最差+

共计引诱
%'#%

头+诱捕量仅为
#&$9$=

头#组+与
W%

的诱捕量差异不显著$图
%

+表
#

%'

表
!

!

=

种引诱剂对松褐天牛成虫诱捕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

;0(A%

B

QR;SQ%0%'

B

/./*1%66-%36%06(11(36/*15.11(-(066-%

,

/6*3&(&)%#.,-#5*4'(#*,-%52'6/

变异因素

R.H)035.

平方和

D01)4H

f

0+3.H

自由度

4

A

均方

8.+7H

f

0+3.

? #

不同处理间
E-44.3.7,,3.+,1.7, "!!>J'9= # '%!J"!9%""$ '!9!!$=! &9&&&&&'

误差
G33)3 %&==%!9= %' >$J'9>$=

总计
M),+* $=&!&$ %=

表
=

!

=

种松褐天牛引诱剂及对照诱捕量显著差异分析#

!

$%&'(=

!

T2'6.

,

'(3*+

,

%-./*0%0%'

B

/./*15.11(-(066-%

,

/6*3&(&)%#.,-#5*4'(#*,-%52'6/

处理对比

Y)1

S

+3-H)7

#

平均值
%

8.+7%

平均值
'

8.+7'

均值差

8.+7<.B-+,-)7

标准差

D,<9<.B-+,-)7

8

值
自由度

4

A

LKW?U5,W% &9&'%$=# ===9'= #>&9=& %$!9$= >"9>>J$ '9&%%%$ "

LKW?U5,DM?' &9&&'>'% ===9'= #&$9$= '!$9=& $>9&&"% #9%$'># "

W%5,DM?' &9'J&J#! #&$9$= #>&9=& e$'9$= "'9#'"J %9%"$'# "

LKW?U5,Y] &9&&&&&% ===9'= & ===9'= "J9>'%" $9J='!& "

W%5,Y] &9&&&&&% & #>&9=& e#>&9=& =%9$%>& $9#=$'% "

DM?'5,Y] &9&&&=$" #&$9$= & #&$9$= #!9$>#" >9>!$=$ "

!

%

%平均值
%

为处理对比中前者的诱虫量均值+平均值
'

为后者的诱虫量均值'

8.+7%-H,6.1.+77012.3)4+<0*,H,3+

SS

.<2

@

,6.+,,3+5,+7,2.4)3.

.

5,

/+

+7<1.+7'-H,6.7012.3)4+<0*,H,3+

SS

.<2

@

,6.+,,3+5,+7,

2.6-7<

.

5,

/

9

!<!

!

不同地点松褐天牛的诱捕量

不同地点因环境及虫口密度差异+造成各引诱

剂诱捕量存在显著差异'

#

种引诱剂中+

LKW?

$

表

现最佳+在各个试验地点的诱捕量均最大+可适用于

林间和贮木场$图
'

%'同时+

#

种引诱剂在林间的诱

捕效果好于贮木场+这可能与虫口密度(气流速度(

伐倒木挥发物释放量等影响因子相关$图
'

%'

!<=

!

引诱剂对松褐天牛雌%雄成虫的引诱作用

共诱捕到松褐天牛成虫
!J$J

头+其中雌成

虫
!%#!

头+雄成虫
>!=

头+雌雄比为
%k&9'&!

'

所诱捕到的雌虫数量是雄虫的
!9>J

倍+差异显

著$

#i&9&!=

+

8ie!9==%

%'各引诱剂所诱捕到

的雌虫均显著多于雄虫+可见引诱剂对雌虫更为

有效$图
#

%'

"

##'

"



'&'&

图
#

!

不同引诱剂诱捕松褐天牛的数量

N.

9

<#

!

R2+&(-*13&(&)%#.,-#5*4'(#*,-

%52'6/6-%

,,

(5A.645.11(-(06%66-%36%06/

!

图
!

!

各引诱剂在不同地点对松褐天牛的诱捕量

N.

9

<!

!

T(%002+&(-*13&(&)%#.,-#5*4'(#*,-%52'6/

6-%

,,

(5A.6464-((%66-%36%06/.05.11(-(06/.6(/

!

图
=

!

不同引诱剂诱捕的松褐天牛雌%雄成虫

N.

9

<=

!

R2+&(-*11(+%'(%05+%'(3&(&)%#.,-#5*4'(#*,-

%52'6/6-%

,,

(5A.645.11(-(06%66-%36%06/

!

!<@

!

松褐天牛成虫的诱捕规律

!

月下旬检查诱捕器天牛成虫捕获量为
&

+

=

月

>

日第
%

次诱捕到成虫+共诱集到
='

头天牛$占

%h&=;

%'由于松褐天牛开始羽化的时间比引诱到

成虫的时间要提前
$

"

%&<

左右+因此推测林间松

褐天牛羽化的时间可能在
!

月
#&

日左右'引诱剂

捕获松褐天牛的高峰期为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占

>'h#$;

%+最高值出现在
>

月中旬$占
'$h%&;

%+诱

捕末期可持续至
%%

月下旬$图
!

%'

图
@

!

不同时段松褐天牛的诱捕比例

N.

9

<@

!

J%6(*13&(&)%#.,-#5*4'(#*,-%52'6/

6-%

,,

(5.05.11(-(06

,

(-.*5/

!

=

!

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植物源引诱剂(性信息

素引诱剂以及多种信息素组配等方法对松褐天牛监

测及诱杀防治技术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研发出了多种引诱剂及诱捕器)

%#

+

%"%$

*

'本

研究选用的
#

种引诱剂对松褐天牛都有较好的诱

捕作用+其中
LKW?U

引诱剂效果最好+且在不同的

环境中均有上佳表现$图
'

%'因此+在遂昌松林及

贮木场内开展松褐天牛监测(诱捕时+可优先选用

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LKW?U

型松褐天牛

引诱剂'

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空气流速(引诱剂缓释

载体等因素都对松褐天牛引诱剂的引诱效果有较

大影响)

%>%J

*

'研究表明+其他条件基本一致的情

况下+平均气温是影响诱捕量的关键因素+随着平

均气温的升高诱捕量逐渐增加)

'&'%

*

'在本试验

中+同一引诱剂在林间的引诱效果优于贮木场$图

'

%+可能与林内和贮木场$有钢化屋顶%内温度不

"

!#'

"



!"

卷第
#

期 徐真旺等!

#

种引诱剂对松褐天牛成虫引诱效果比较

同及虫口密度不同有关'另外+不同的引诱剂载体

对引诱效果也有显著影响)

'''#

*

'本研究中+

W%

型

引诱剂是瓶装+

=&

"

"&<

更换
%

次+持续时间较

长'而
LKW?U

型引诱剂是袋装+

'&<

就要进行更

换+持续时间较短'

由于松褐天牛成虫有补充营养的习性+因而利

用引诱剂监测到的松褐天牛动态与林间实际的羽

化规律存在时间差+但仍可利用引诱剂的诱捕量来

反映松褐天牛的羽化规律)

'!

*

'

'&%%

年笔者应用

8?JJ

型引诱剂进行了松褐天牛成虫监测+

'&%"

年

再次应用
#

种引诱剂在同一区域监测松褐天牛成

虫动态+两个年份成虫羽化规律基本一致+但
'&%"

年天牛羽化盛期较
'&%%

年延长了约
#&<

+这可能

与有效积温及降水密切相关'遂昌县松褐天牛成

虫期在
!

月底至
%&

月底+这个时期的降雨量及气

温的变化+特别是
=

月
e>

月降雨量及气温的变化

对松褐天牛成虫羽化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可根据

诱捕到的数量结合
=

月
e>

月的气温(降雨量+对

成虫防治时间进行科学安排+从而达到最佳的防治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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