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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蛀螟性诱剂的筛选及其在黄淮海夏玉米区

种群动态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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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桃蛀螟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是我国黄淮海夏玉米区的主要玉米穗部害虫，幼虫取食玉米果穗

不但直接影响玉米产量，而且严重降低玉米品质。为了更好地利用性诱剂监测玉米田桃蛀螟种群动态和有效防控

桃蛀螟为害，比较了桃蛀螟性信息素成分顺１０十六碳烯醛［（犣）１０ｈｅｘａｄｅｃｅｎａｌ，犣１６：Ａｌｄ］和反１０十六碳烯醛

［（犈）１０ｈｅｘａｄｅｃｅｎａｌ，犈１６：Ａｌｄ］在不同配比和不同剂量下的诱蛾效果；利用筛选出的诱集效果最佳的桃蛀螟性诱

剂对黄淮海夏玉米田桃蛀螟的发生动态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桃蛀螟性信息素成分顺反比犣∶犈为１∶９、剂量

１００μｇ的诱芯对桃蛀螟雄蛾的诱蛾效果最好，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的总诱蛾量分别为１４０头／诱芯和１８６．３头／诱芯。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在黄淮海夏玉米区不同地点的监测结果发现，黄淮海夏玉米穗期桃蛀螟在８月下旬－９月上旬出

现发生高峰，但高峰出现的时间和发生量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该配方可在生产中用于黄淮海夏玉米田桃蛀螟

种群监测，为桃蛀螟的绿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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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更是重要的饲料

作物，广泛应用于畜牧业、医药和化工等领域，对我

国的粮食安全以及畜牧和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１］。２０１２年玉米跃居为我国第一大粮食

作物［２］。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以及

耕作模式等方面的调整和转变，一些影响玉米生产

的病虫害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在局部和大范围

地域一些次要害虫的为害越来越严重，甚至上升为

主要害虫［２］。其中，玉米生产中重要的蛀穗害虫桃

蛀螟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的为害呈

现出逐渐加重的态势，在一些地区或某些年份对玉

米造成的危害甚至超过了玉米生产中的第一大害虫

亚洲玉米螟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Ｇｕｅｎéｅ）
［３］。桃蛀

螟对玉米果穗的为害，不仅会严重影响玉米产量，还

会引起或加重穗腐病的发生，导致玉米品质严重下

降［４６］，该虫已经成为黄淮海和西南山地夏玉米产区

的重要穗期害虫［７８］。

鳞翅目雌雄成虫之间的交尾活动主要是通过雌

性个体分泌的特定性信息素来引发的，雄性个体可

以通过感受器识别同种的雌性释放的化合物，进而

促成交尾活动的发生［９］。昆虫性信息素产品具有环

境友好、人畜安全、无毒无害、专一性强以及对天敌安

全等一系列特点，使其受到国内外研究者高度重视，

具有广阔前景［１０］。目前已有多种性诱芯用于害虫预

测预报和防治工作，例如用于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

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１１］、梨小食心虫犌狉犪狆犺狅犾犻狋犺犪犿狅犾犲狊狋犪、苹果

蠹蛾犆狔犱犻犪狆狅犿狅狀犲犾犾犪
［１２］等的监测，并且研究了不同

诱芯与不同悬挂高度、方位的诱捕器组装后的诱蛾效

果，可为害虫监测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桃蛀螟常在玉米生育后期严重发生，此时由于

玉米植株高大，再加上桃蛀螟的钻蛀为害特点使得

常规的化学防治很难奏效［３］，而性信息素迷向干扰

交尾过程，可大幅降低桃蛀螟交尾率进而减少其产

卵量，是一种符合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绿色防治

方法。国内外已有对于桃蛀螟性信息素相关的研究

报道，主要聚焦在组分鉴定以及田间试验方面［１３１６］。

在主要组成成分方面已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认为反

１０十六碳烯醛［（犈）１０ｈｅｘａｄｅｃｅｎａｌ，犈１６：Ａｌｄ］是

其主要成分［１３，１５，１７］，但在具体的其他组分以及配比

方面尚有不同意见［１８］。与此同时，桃蛀螟雌蛾释放

的顺、反１０十六碳烯醛的比例因地域不同而存在

一定差异［１９］，因而可能会出现同一诱芯对不同地域

种群表现出不同诱蛾效果的现象。国外研究发现，

当顺１０十六碳烯醛［（犣）１０ｈｅｘａｄｅｃｅｎａｌ，犣１６：

Ａｌｄ］和反１０十六碳烯醛以１∶９、剂量３００μｇ／诱芯

时对果树型桃蛀螟有较好诱集效果；而在１∶４和１∶９

配比下均对松树型桃蛀螟有效［１３］。国内在山东的

诱蛾试验中发现，十六醛（ｈｅｘａｄｅｃｅｎａｌ，１６：Ａｌｄ）、

顺、反１０十六碳烯醛以１６∶８∶１００或０∶８∶１００配比

时的诱蛾效果最好［１７］。而宋卫等［１５］和杜艳丽等［１６］

在陕西梨园和北京板栗园的田间试验发现，顺、反

１０十六碳烯醛在１∶４条件下５０μｇ／诱芯和４００μｇ／

诱芯时分别表现出最好的诱蛾效果。由此可见，地

域差异、试验地的寄主植物以及桃蛀螟生态型差异

等均可能是影响信息素效果的因素。

鉴于上述研究差异以及重点出于对黄淮海夏玉

米区桃蛀螟发生动态监测问题的考虑，本实验室通

过室内风洞行为试验测定了桃蛀螟雄蛾在顺１０十

六碳烯醛和反１０十六碳烯醛以１∶１、１∶４和１∶９三个

配比下的行为反应，结果发现雄蛾在３个配方诱芯

的刺激下均会产生反应，且反应程度存在差异［２０］。

因此，本文基于前期工作基础并参考上述同类研究

设计了不同配方诱芯并在田间进行了诱集效果评

价；在此基础上，利用筛选出的诱集效果最好的诱芯

对黄淮海夏玉米区桃蛀螟的种群动态和发生量进行

了监测，期望为桃蛀螟性信息素配方的优化提供数

据支撑，同时为黄淮海夏玉米区桃蛀螟的种群监测

和防控对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性诱剂配方

本试验中所用桃蛀螟性诱剂的主要化合物为

顺１０十六碳烯醛（以下简称犣）和反１０十六碳烯

醛（以下简称犈），设计犣∶犈＝１∶１、１∶４和１∶９三个体

积比，每个配比下分别设５０、１００、２００μｇ和４００μｇ

４个剂量水平，共组成１２个处理。上述１２个处理在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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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将以“配比 剂量”的形式进行简称，如犣∶犈＝

１∶１以５０μｇ为剂量时的处理简写为１∶１（５０μｇ）。以

此类推，上述处理依次用１∶１（５０μｇ）、１∶１（１００μｇ）、

１∶１（２００μｇ）、１∶１（４００μｇ）、１∶４（５０μｇ）、１∶４

（１００μｇ）、１∶４ （２００μｇ）、１∶４ （４００μｇ）、１∶９

（５０μｇ）、１∶９（１００μｇ）、１∶９（２００μｇ）、１∶９（４００μｇ）

表示。诱芯以ＰＶＣ软管为载体，根据上述配方将相

应剂量的化合物加入１００μＬ正庚烷缓释剂中混合

均匀后加入一端已封口的ＰＶＣ软管，然后将另一端

也封口即可。本试验所用性诱剂诱芯配方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玉米害虫研究组提供，北

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

四方）制作。

１．２　诱捕器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田间试验所用诱捕器为中捷

四方生产的水盆型诱捕器。在直径２５ｃｍ、深度约

１０ｃｍ的塑料盆内倒入用洗衣粉和清水配制的

０．５％的洗衣粉水溶液，然后将固定有诱芯的“十字

形”悬浮架４个方向分别插入长宽高均为２ｃｍ的泡

沫块，最后在诱芯正上方固定一个直径５ｃｍ的塑料

盖片。其中，诱芯距离水面１ｃｍ左右，泡沫块起悬

浮作用可使载有诱芯的悬浮架随水面的波动而浮

动，可保证诱芯不因水盆晃动而被洗衣粉水溶液浸

透；塑料盖片可避免诱芯因阳光直射而挥发过快影

响后期效果。在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用水盆型诱捕器

调查的同时，也设置了由该公司生产的新型蛾类诱

捕器用于比较两种诱捕器之间的诱捕效果，发现二

种诱捕器的诱捕效果无差别。因此２０１９年的田间

试验中采用了操作更加便捷的新型蛾类诱捕器。

１．３　配方筛选

田间诱捕器分别在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

８月初夏玉米抽雄吐丝期开始设置，开展对桃蛀螟

雄蛾的诱集试验，至９月下旬玉米成熟时结束。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桃蛀螟性诱剂筛选试验在中

国农业科学院廊坊科研中试基地（以下简称廊坊）进

行。通过比较上述１２个配方的诱蛾效果后筛选出

一个效果最好的配方用于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黄淮海

夏玉米产区桃蛀螟发生动态监测。

１．４　夏玉米田桃蛀螟种群动态监测

２０１８年监测试验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河

北石家庄、邯郸，河南鹤壁、洛阳，山东济宁、德州等

６个综合试验站进行；２０１９年监测试验在２０１８年的

基础上增加了山东潍坊、安徽宿州和河北唐山综合

试验站。使用上述筛选试验中效果最好的配方用于

监测试验。

１．５　调查方法

田间试验时诱捕器间距大于１５ｍ，诱芯距离地

面高度为１．５ｍ左右，各诱捕器随机均匀布置于通

风良好的玉米田周围或通风过道中，各试验地面积

均大于１ｈｍ２。每处理设置３个诱捕器，均以市售

的商品桃蛀螟性诱剂诱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作为对照。每３ｄ定时调查一次各诱捕器内桃蛀螟

雄蛾的数量并做好相应记录。对水盆型诱捕器而

言，调查后将诱捕器内的杂物清理干净，及时补充洗

衣粉水溶液并校正诱捕器位置；对新型蛾类诱捕器

而言，每次调查后清除桶内的虫尸，若有存活个体则

将其杀灭。每２０ｄ更换一次诱芯。

１．６　数据处理

所有试验数据采用ＭＳ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整理和

统计，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ＡＮＯＶＡ单因

素方差分析，不同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用Ｄｕｎｃａｎ氏

新复极差法进行检验。发生量监测中两种诱芯诱集

效果的比较采用狋测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配方诱蛾效果比较

通过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的田间诱捕试验发现

各配方的桃蛀螟性诱剂的诱蛾效果存在差异（图

１、图２和表１）。２０１７年在犣∶犈＝１∶１配比时，配方

１∶１（５０μｇ）、１∶１（１００μｇ）、１∶１（２００μｇ）和１∶１

（４００μｇ）的单个诱捕器的累计诱蛾量分别为２４．３、

３１．７、１８．７头和２１．３头，均低于市售性诱剂（７６．５

头）。当犣∶犈＝１∶４时，１∶４（１００μｇ）、１∶４（２００μｇ）配

方的诱蛾量分别为１００．７头和９６．３头，高于市售性

诱剂和其他剂量水平的配方。而配方１∶９（１００μｇ）的

诱蛾效果最好，单个诱捕器的累计诱蛾量为１４０头

（图１和表１）。

２０１８年配方１∶１（５０μｇ）、１∶１（１００μｇ）、１∶１（２００

μｇ）和１∶１（４００μｇ）的平均累计诱蛾量依次为６．３、

１６．３、２３头和３３．３头，均低于市售性诱剂的４５．３头。

当犣∶犈＝１∶４时各剂量水平下的配方表现出更好的诱

蛾效果，１∶４（５０μｇ）、１∶４（１００μｇ）、１∶４（２００μｇ）和１∶

４（４００μｇ）配方的平均累计诱蛾量分别为３８．３、５６、

９１．７头和１２０．３头。配方１∶９（１００μｇ）单个诱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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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７年不同配方诱芯逐日平均累计诱蛾量（廊坊）

犉犻犵．１　犃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

犿犪犾犲狊犱犪犻犾狔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狊犲狓

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狊犻狀犔犪狀犵犳犪狀犵犻狀２０１７

　
的诱蛾量高达１８６．３头，诱蛾效果最好（图２和表１）。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两年的田间诱蛾结果均表明

１∶９（１００μｇ）配方的诱蛾效果最好。

２．２　黄淮海夏玉米桃蛀螟发生规律

通过比较各性诱剂配方的累计诱蛾量后发现配

方１∶９（１００μｇ）的诱蛾效果最好，因此将该配方用于

监测其他地区桃蛀螟的发生规律。田间诱集结果表

明，２０１８年８月中旬和９月上中旬在河北省石家庄和

邯郸均出现两次发生高峰。河南鹤壁和洛阳的发生

高峰在９月初，９月２日在鹤壁的诱蛾量由８月３０日

图２　２０１８年不同配方诱芯逐日平均累计诱蛾量（廊坊）

犉犻犵．２　犃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

犿犪犾犲狊犱犪犻犾狔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狊犲狓

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狊犻狀犔犪狀犵犳犪狀犵犻狀２０１８

　
的１１．３头／诱芯猛增为１３６头／诱芯，而同期在洛阳

的诱蛾量更是高达２１７头／诱芯。山东济宁在９月２

日和９月８日的诱蛾量分别为８．３头／诱芯和１０．８

头／诱芯，德州则在９月６日和９月１８日出现两次高

峰，分别诱蛾１９．２头／诱芯和４０．８头／诱芯。从发生

动态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８年黄淮海地区夏玉米桃蛀螟的

发生高峰主要集中在８月底到９月初这段时间，有些

地域可能会出现多次小高峰，河南的发生量总体偏重

（图３）。

·４１２·



４８卷第１期 陈万斌等：桃蛀螟性诱剂的筛选及其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种群动态监测中的应用

表１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不同配方诱芯平均累计诱蛾量（廊坊）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犃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犆狅狀狅犵犲狋犺犲狊狆狌狀犮狋犻犳犲狉犪犾犻狊犿犪犾犲狊狋狉犪狆狆犲犱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狅犳

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狊犻狀犔犪狀犵犳犪狀犵犻狀２０１７犪狀犱２０１８

剂量／μｇ

Ｄｏｓａｇｅ

诱蛾量／头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犣∶犈＝１∶１ 犣∶犈＝１∶４ 犣∶犈＝１∶９

２０１８

犣∶犈＝１∶１ 犣∶犈＝１∶４ 犣∶犈＝１∶９

５０ （２４．３±０．９）ｂＢ （４７．０±２．６）ｂＡ （３０．０±２．５）ｃＢ （６．３±３．３）ｄＢ （３８．３±１４．２）ｃＡ （２９．７±４．９）ｄＡＢ

１００ （３１．７±１．５）ｂＣ （１００．７±２．９）ａＢ （１４０．０±１．７）ａＡ （１６．３±１．２）ｃｄＢ （５６．０±１６．４）ｂｃＢ （１８６．３±１１．２）ａＡ　

２００ （１８．７±１．２）ｂＣ （９６．３±２．７）ａＢ （１１０．０±２．６）ｂＡ （２３．０±５．０）ｃＡ （９１．７±１２．８）ａｂＡ （１０２．０±４１．９）ｂｃＡ

４００ （２１．３±０．９）ｂＣ （４４．３±０．９）ｃＡ （３１．７±３．８）ｄＢ （３３．３±３．２）ｂＢ （１２０．３±２１．４）ａＡ （１５３．０±２１．１）ａｂＡ

市售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ｔｒａｐ

（７６．５±２．５）ａ （７６．５±２．５）ｂ （７６．５±２．５）ｃ （４５．３±１．９）ａ （４５．３±１．９）ｂｃ （４５．３±１．９）ｃｄ　

　１）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数据在同一剂量下不同比例和同一比例下不同剂量间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ｒａｔｉｏｓｉｎｓａｍｅ

ｄｏｓａｇｅｓａｎｄｄｏｓ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ｓａｍｅｒａｔｉｏ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３　２０１８年黄淮海夏玉米产区桃蛀螟发生动态

犉犻犵．３　犜犺犲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狅犳狔犲犾犾狅狑狆犲犪犮犺犿狅狋犺犻狀犎狌犪狀犵犎狌犪犻犎犪犻狊狌犿犿犲狉犮狅狉狀狉犲犵犻狅狀犻狀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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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９年黄淮海夏玉米产区桃蛀螟发生动态

犉犻犵．４　犜犺犲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狅犳狔犲犾犾狅狑狆犲犪犮犺犿狅狋犺犻狀犎狌犪狀犵犎狌犪犻犎犪犻狊狌犿犿犲狉犮狅狉狀狉犲犵犻狅狀犻狀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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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１８年的基础上，２０１９年监测地点增至１０

个。河北石家庄、邯郸和廊坊在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左

右出现高峰；唐山在８月下旬和９月上中旬处于短暂

间断的高峰状态，但总体发生量偏低。河南鹤壁在８

月２１日和９月１１日左右有两次高峰，持续约１周左

右；桃蛀螟在洛阳的发生从８月中旬开始到９月中旬

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８月１３日和９月１２日的

诱蛾量分别为６０．７头／诱芯和２２．７头／诱芯。山东

德州在８月中下旬和９月中旬有３次高峰；济宁和潍

坊的发生情况类似，发生量均在９月５日开始上升，

在９月１２日前后达到最高值，直至９月１７日左右下

降到高峰发生前的水平，发生规律呈现倒“Ｖ”形。安

徽宿州在８月中旬和９月上旬有两次高峰（图４）。

２．３　黄淮海夏玉米桃蛀螟的发生量

２０１８年桃蛀螟的发生量总体上比２０１９年要

高。２０１８年，河南洛阳和鹤壁的发生量要比河北石

家庄、邯郸和山东济宁、德州高。在鹤壁和洛阳的累

计诱蛾量分别高达３５８．３头／诱芯和８５０．５头／诱

芯。除洛阳外，其他５个试验地配方１∶９（１００μｇ）

的诱蛾效果显著高于市售性诱剂。２０１９年洛阳的

发生量仍是最高，为３４５．３头／诱芯；廊坊次之，为

１４２头／诱芯（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黄淮海夏玉米产区桃蛀螟的发生量

犉犻犵．５　犜犺犲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狔犲犾犾狅狑狆犲犪犮犺犿狅狋犺犻狀犎狌犪狀犵犎狌犪犻犎犪犻狊狌犿犿犲狉犮狅狉狀狉犲犵犻狅狀犻狀２０１８犪狀犱２０１９

　

３　讨论

随着我国在农业领域 “转方式、调结构”和“到

２０２０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战略行动的实施，我国

在对害虫综合治理重要性的认识方面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和高度，这对于我国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

以及生态环境安全都将产生重要影响［２１］。集高效、

无公害、使用简便和专一性强等一系列优点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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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信息素产品在虫情预测预报、害虫大量诱捕以

及迷向干扰中都有广泛的应用，是理想的绿色防控

手段［２２］。目前，我国已人工合成多种农林害虫的性

信息素［１０］。

本试验结果发现，不同配方的诱蛾效果存在差

异。随着反１０十六碳烯醛在配方中占比的增大其

诱蛾效果也呈现增加趋势，配方犣∶犈＝１∶９时的诱蛾

效果总体上要优于其他配方，这与前人认为的反

１０十六碳烯醛是桃蛀螟性信息素的主要成分的结

论相一致［１３，１７］。本实验室前期的风洞试验结果显

示，当性信息素组分为犣∶犈＝１∶９时，桃蛀螟雄蛾的

起飞、定向飞行、半程、接近诱芯１０ｃｍ和抵达诱芯

５个行为反应均优于其他两个配比的诱芯
［２０］，田间

实际的诱蛾试验结果也与该室内结果相符。同一配

比条件下，配方的剂量也是影响诱蛾效果的因素之

一。本研究中，在犣∶犈＝１∶９配比条件下１００μｇ／诱

芯的诱蛾效果最好，５０μｇ／诱芯的效果最差；２０１７年

１∶９（４００μｇ）诱芯的效果也较差。当剂量过高时，雄

蛾长期处于弥漫有高浓度性信息素的环境中可能会

对其触角产生一定的麻痹作用而降低引诱作用；相

反，低剂量水平则会因挥发出的性信息素分子数量

较低而不足以被雄蛾发现或接受，以至效果不

佳［２３］。同类的研究表明，在北京板栗园中犣∶犈＝１∶

４配比条件下４００μｇ／诱芯的诱蛾效果最好
［１６］，而陕

西梨园中则发现同比例条件下５０μｇ／诱芯表现最

佳，但其诱蛾量均低于在本研究中１∶９（１００μｇ）配

方的诱蛾效果。自然环境中，昆虫通常通过自身的

嗅觉系统来感知外界的刺激。在长期的进化过程

中，寄主植物挥发物对植食性昆虫的寄主定位、觅

食、交配以及产卵等行为均有重要作用［２０］。植物挥

发物可通过作用于雌性昆虫神经系统来刺激性信息

素的释放，对昆虫性信息素诱集效果有强烈影

响［１６］。因此推测试验地的寄主植物或地域差异均

可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受温度、光照、寄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桃蛀螟

在我国各地的发生世代数和发生规律也不尽相

同［２４］。在河南中部每年有三个高峰期，５月下旬、

７月上旬和９月上中旬依次为越冬代、第一代和第

二代成虫高峰期［２５］。本试验在２０１８年的调查中发

现鹤壁和洛阳在９月上旬出现高峰，持续约１０ｄ左

右；２０１９年鹤壁在８月下旬和９月中下旬出现２次

高峰，发生规律基本与本文调查结果相符。２０１９年

８月１７日－８月底在廊坊出现２次小高峰，其发生

规律与本实验室在２００７年落卵量调查结果基本一

致［１８］，呈现“Ｍ”型发生规律。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在

唐山北部山区的监测中发现桃蛀螟在该地区年发生

３代，越冬代、第一代和第二代成虫羽化高峰期分别

在５月底－６月初、７月下旬和８月底－９月初
［２６］。

本试验２０１９年在唐山调查发现８月中下旬和９月

上旬有２次高峰。此时主要是二代成虫的高发期，

可能由于世代重叠以及个体发育进度不整齐而导致

高峰期持续时间较长。有研究表明，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

年在鲁西北地区的灯诱结果显示该地区桃蛀螟成虫

有４个高峰期。５月下旬－６月初、７月上中旬、８月

上中旬和９月中旬依次为越冬代、第一代、第二代和

第三代成虫的高峰期［２７］。本研究２０１９年在山东西

北部德州夏玉米田的两次高峰恰好出现在８月中旬

和９月中旬，说明此时诱到的雄蛾为第二代和第三

代成虫。

本试验通过比较各配方的田间诱蛾效果进一步

证实了反１０十六碳烯醛是桃蛀螟性信息素的主要

组成成分。与此同时，筛选出了诱蛾效果较好的１∶９

（１００μｇ）配方，其效果总体要优于前人的效果，与目

前市售的部分商品诱芯相当或略优，可主要用于黄

淮海夏玉米区桃蛀螟发生动态的监测工作。相比于

前人三组分以及高剂量的配方而言，本研究自制的

两组分配方的诱集效果更好，可适度降低成本并且

配制简单。此外，本实验室也开展了利用赤眼蜂防

治桃蛀螟的相关研究［２８２９］，可通过本研究筛选出的

诱蛾效果最好的配方诱杀部分雄蛾，降低交配率，进

而降低其产卵量，也可监测桃蛀螟的发生规律为田

间释放赤眼蜂提供合适的时间指导和参考，以期为

桃蛀螟的绿色防控提供配套的技术方法和提供充分

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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