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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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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莒南县花生田利用生物食诱剂和性诱剂对常见夜蛾科害虫成虫进行虫情监测'并对食诱剂防控夜蛾

科害虫的效果进行研究!食诱剂和性诱剂监测结果表明'花生田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黄地老虎&小地老虎

等夜蛾科害虫成虫的发生高峰期均出现在
*

月
+#

日(性诱剂仅能诱捕到雄性成虫'食诱剂可同时诱捕到雌性和雄

性成虫'其诱捕到的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地老虎雌雄比分别为
+q%$",

&

+q&

&

+q(

和
+q+$!

!食诱剂撒施&化

学防治&食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后第
+%

天花生叶片受害率分别为
G$&+W

&

"$*(W

&

"$#!W

'百株虫

量较对照降低
",$",W

&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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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应用防控效果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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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
E(/'5&,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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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是世界第四大油料作

物*

+

+

$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与经济作物%我国

花生年均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W

$出口总

量占世界花生出口贸易总量的
#&W

以上$是世界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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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花生生产国与出口国*

#

+

%山东省花生种植面积

*($(

万
#

,%

万
A0

#

$年均总产约
(&%

万
6

$年出口
"%

万
6

以上$分别约占全国的
+,W

(

#&W

和
G%W

*

(

+

$是

我国花生的重要产区%作为我国花生生产集约化程

度最高的地区*

!

+

$山东省花生种植受多种鳞翅目夜

蛾科害虫如棉铃虫
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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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纹夜

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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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甜菜夜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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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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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老虎
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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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等为害严重*

&*

+

%

花生田是迁飞性害虫南北迁飞的集散地%目前

花生田夜蛾科害虫的防治以幼虫始发期喷施氟虫

氰*

++

+

(氯虫苯甲酰胺*

+#

+

(茚虫威*

&

+等化学药剂为主%

田间大面积喷洒化学农药不仅威胁农业生态安全$

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同时易导致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严重影响花生的品质$制约花生产业尤其花生对外

贸易的健康发展*

&

$

,

$

+(+!

+

%因此$建立有效的鳞翅目

害虫的绿色防控技术是花生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

题%在鳞翅目害虫的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中$食诱技

术日益受到关注%食诱剂是一种用植食性害虫偏好

的食物或者挥发物配制的一类成虫行为调控剂%棉

铃虫食诱剂已在澳大利亚(美国(南非等国的棉花(

玉米等作物上大规模使用$对多种鳞翅目害虫成虫

及后代具有明显的种群控制潜力*

+&+,

+

%然而$在我

国食诱剂对夜蛾科害虫的防控效果因作物不同而有

所不同*

+,#+

+

$其在花生中的应用研究较少$防控效果

有待进一步研究%

对于具有迁飞习性的害虫$其防控关键是掌握

成虫迁入花生田的时间%因此$我们在山东省花生

主产区0莒南县应用昆虫性诱剂与食诱剂对当地花

生田常见夜蛾科害虫"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

地老虎#进行成虫种群发生动态监测$并依据监测结

果利用食诱技术对其进行防控效果研究$以期为花

生田夜蛾科害虫的绿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

"

材料与方法

!9!

"

试验地点与时间

试验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山东省

临沂市莒南县涝坡镇张家围村"

(&̀+*a+&$%+bP

$

++,̀&&a("$%"bJ

#花生田"约
*%A0

#

#进行$花生品种

为.丰花一号/$

&

月
#%

日
8#&

日播种%

!9:

"

供试诱剂$诱捕器及杀虫剂

生物食诱剂奥朗特及其配套的圆盘诱捕器$棉

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地老虎性诱芯由深圳百

乐宝生物农业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与性诱芯配套使

用的诱捕器为
+"

孔夜蛾类诱捕器$由北京中捷四方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性诱剂诱芯固定在诱

捕器上$诱捕器高于作物顶端约
#%H0

%

化学药剂!

+#W

甲氧虫酰肼'虫螨腈悬浮剂$由

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司生产%

!9;

"

夜蛾科害虫成虫发生动态监测

夜蛾科害虫成虫种群动态监测采用性诱剂与食

诱剂诱捕两种方式$分两个大区$即性诱剂诱捕区和

食诱剂诱捕区$每大区设
(

个重复小区%性诱剂诱

捕区!试验面积
+A0

#

$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

蛾(地老虎性诱剂诱捕器各放置
+

个$试验期间不更

换诱芯)食诱剂诱捕区!试验面积
+(A0

#

$每小区

%$((A0

#

$按五点法放置食诱剂诱捕器$每点面积为

""*0

#

$悬挂
(

个诱捕器$每
&@

更换
+

次食诱剂%

每
#@

观察记录
+

次试验区内诱集到的成虫数

量%分别记录各诱捕器中诱集到的害虫种类(数量

等情况$记录完成后清除诱捕器中害虫残体$以防重

复计数%

!9<

"

食诱剂对夜蛾科害虫的防控效果

试验共设食诱剂撒施(化学防治(食诱剂诱捕盒

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
(

个处理!

&

食诱剂茎叶滴撒

区!小区面积为
+A0

#

$

(

个重复$食诱剂撒施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日$将食诱剂药液沿垄沟滴撒$

每条药液条带长为
&%0

$药液条带间隔
(%0

%

'

化

学防治区!试验面积
(A0

#

$喷施药剂为
+#W

甲氧虫

酰肼'虫螨腈悬浮剂$施用浓度为
((*$&0Z

&

A0

#

$药

剂喷施时间
#%+,

年
*

月
+(

日%

(

食诱剂诱捕盒技

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区!化学药剂为
+#W

甲氧虫

酰肼'虫螨腈悬浮剂$试验面积为
(A0

#

$食诱剂诱

捕盒悬挂时间为
#%+,

年
*

月
+(

日$悬挂标准为

(

个&
""*0

#

$每
&@

更换
+

次诱捕盒中的食诱剂$悬

挂高度高出作物约
#%H0

$同天喷施化学药剂$喷施

方式同化学防治处理区%

)

空白对照区!小区面积

为
+A0

#

$

(

个重复%

试验处理后第
&

天和第
+%

天$以小区为单位分

别对花生叶片受害情况及田间幼虫发生数量进行调

查%花生叶片受害情况!五点法取样$每点随机调查

+%

枝花生枝条$从顶端自上而下调查
#,

片叶的受害

情况$记录受害叶片数$计算花生叶片受害率%幼虫

'

G!#

'



#%#%

发生数量!五点法取样$每点面积为
+0

#

$统计花生叶

片上夜蛾科幼虫数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百株虫量%

!9@

"

数据处理

幼虫虫口减退率(叶片受害率按照如下公式计

算%百分数均经平方根反正弦
43H2/<

"

*

+

&

#

#转换后

用
CDCC+G$%

进行方差分析$不同处理之间采用

.=L1

7

检验进行多重比较"

$

!

%$%&

#$两组数据之

间的比较采用
e<@1

5

1<@1<6!N61262

"

$

!

%$%&

#%

叶片受害率
)

受害花生叶片数
调查花生总叶片数c+%%W

)

幼虫虫口减退率
)

"对照区新增幼虫数
8

处理区新增幼虫数#

对照区新增幼虫数 c+%%W

%

:

"

结果与分析

:9!

"

花生田夜蛾科害虫成虫发生动态监测

利用性诱剂和食诱剂对花生田夜蛾科害虫成虫

发生动态进行监测的结果"图
+

#表明$成虫高峰期

均出现在
*

月
+#

日%性诱剂可诱集到棉铃虫(甜菜

夜蛾(斜纹夜蛾和小地老虎$

!

种害虫高峰期单个性诱

剂诱捕器的诱捕量分别为
+("

(

+,!

(

(*

(

#

头$甜菜夜

蛾于
*

月
#%

日又出现小高峰%食诱剂可诱集到棉铃

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和黄地老虎$高峰期单个诱捕

器诱捕到的棉铃虫(黄地老虎分别是
+(G$&

(

!($&

头$

而甜菜夜蛾(斜纹夜蛾成虫数量均不足
+%

头%

图
!

"

性诱剂$食诱剂诱捕的夜蛾科成虫种群动态

75

8

9!

"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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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食诱剂诱集夜蛾科害虫雌雄虫比例

性诱剂专一性强$仅能诱集单一种类害虫)而食

诱剂具有多样性$可同时诱集多种害虫%性诱剂诱

捕区仅能诱集到夜蛾科雄虫$对雌虫无诱捕作用$在

试验期间单个性诱剂诱捕器诱集到的棉铃虫(甜菜

夜蛾(斜纹夜蛾(小地老虎雄虫个体数量平均值分别

为
(!

(

!*

(

G

(

#

头%食诱剂诱捕小区$食诱剂诱捕到

的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黄地老虎雌(雄成虫

比例分别为
+q%$",

(

+q&

(

+q(

(

+q+$!

"图
#

#%

:9;

"

食诱剂不同施用方式对夜蛾科害虫成虫的诱

集效果

""

食诱剂诱捕盒技术与食诱剂撒施均能诱集到大

图
:

"

食诱剂单个诱捕小区诱集的夜蛾科成虫

雌$雄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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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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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者差异显著"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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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卢亚菲等&生物食诱剂对花生田夜蛾科成虫监测与诱杀效果的初步评价

">""#

#斜纹夜蛾&

CZ">""#

'

=

:

Z%

'

!

#

">""#

#黄地

老虎&

CZ">!+-

'

=

:

Z%

'

!

#

">""#

"*食诱剂撒施诱

集到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黄地老虎的成虫

数量分别为
&!%

)

%#

)

#$

)

#,-

头'明显多于食诱剂诱

捕盒技术'分别为
!>##

)

!>%#

)

!>%,

)

!>%!

倍'表明食

诱剂撒施方式更适用于夜蛾科成虫防控*

图
'

!

单个试验小区内不同食诱剂使用方式

诱集的夜蛾科成虫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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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诱剂防控对花生叶片受害率的影响

采用食诱剂防控夜蛾科害虫后花生叶片受害率

见图
%

*食诱剂撒施)食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

治组合处理以及化学防治处理的花生叶片受害率在

第
,

天和第
#"

天时均显著低于空白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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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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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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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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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且化学防治处理以及食诱剂诱捕盒

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的花生叶片受害率显著低

于食诱剂撒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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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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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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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防治)食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的

花生叶片受害率之间无显著差异'叶片受害率均随

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处理后第
#"

天时的叶片受害率

较第
,

天分别增加了
&">#'O

和
!&>+#O

'而食诱剂

撒施处理的花生叶片受害率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处理后第
#"

天时的花生叶片受害率较第
,

天降低

了
-!>#%O

'可见食诱剂处理的持效性较好*

图
(

!

各处理在处理后
>*

#

$)*

时的花生叶片受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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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诱剂防控对花生百株虫量的影响

各处理及对照的夜蛾科幼虫的百株虫量依次

为&空白对照
%

食诱剂撒施
%

化学防治)食诱剂诱捕

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图
,

"*化学防治)食

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之间无显著差

异'但均显著低于食诱剂撒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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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处理均显著低于空白对照*食诱剂撒

施)化学防治)食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

理的百株虫量均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

&

种处理在

#"K

时的百株虫量较
,K

时分别减少了
!&>+'O

)

#->+%O

)

#$>+-O

*

图
>

!

不同处理在处理后
>*

#

$)*

时夜蛾科

害虫幼虫的百株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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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诱剂防控对花生幼虫虫口减退率的影响

各处理下幼虫的虫口减退率在第
&

天和第
+%

天时差异显著"图
"

#%虫口减退率依次为!食诱剂

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
$

化学防治
$

食诱剂撒

施"

&@

!

H)#%+$,G

$

"

#

)#

$

"

$

$

!

%$%%+

)

+%@

!

H)

G#$*,

$

"

#

)#

$

"

$

$

!

%$%%+

#%处理后第
+%

天$食诱剂

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的虫口减退率最大

"

,&$,*W

#$食诱剂撒施处理的虫口减退率为
"*$!%W

%

食诱剂撒施诱集到的棉铃虫(黄地老虎(甜菜夜蛾(

斜纹夜蛾成虫的数量分别为
(#!

(

+&"

(

!+

头和
%

头%

食诱剂撒施(化学防治(食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

治组合处理在第
+%

天时的虫口减退率均高于第
&

天

时的减退率$分别比第
&

天时增加了
,$"GW

(

($!+W

(

+$++W

%

图
J

"

不同处理在
@2

$

!H2

时夜蛾科害虫幼虫的

虫口减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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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对花生田夜蛾科害虫进行有效防控的关键在于

掌握成虫迁入的准确时间%性诱技术作为传统的农

业监测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鳞翅目害虫成虫的种群

动态监测和田间预测预报*

+(

$

###"

+

%本研究中食诱剂

监测到的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黄地老虎的

发生高峰期与性诱剂监测到的一致$表明食诱剂同

样可作为花生田鳞翅目夜蛾科害虫成虫的有效监测

技术$用于花生田棉铃虫(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等夜

蛾科害虫成虫发生动态监测$指导花生田夜蛾科害

虫防治%学者在研究棉铃虫食诱剂*

+,

+和盲蝽成虫

食诱剂*

+G

+的田间诱捕效果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与性诱剂的专一性不同$食诱剂利用成虫对食物的

趋性原理诱捕成虫$具有一定广谱性$能够同时对花

生田多种夜蛾科害虫进行有效监测$并且通过诱集

到的雌雄成虫的比值可推断迁飞性害虫的迁入和迁

出的变化情况$弥补性诱剂只能监测雄成虫的不足%

本文试验结果表明$食诱剂撒施(化学防治(食

诱剂诱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处理
(

种方法对花

生田夜蛾科害虫均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处理后花

生受害率(幼虫虫口数量大幅度降低$其中食诱剂诱

捕盒技术与化学防治组合应用的防治效果最佳$化

学防治次之$此结论与学者研究发现$在棉铃虫中等

发生程度下$通过食诱剂撒施处理田间幼虫发生程

度可降到防治指标以下$故可不进行化学防治*

+,+G

+

的结论一致%因此$建议对田间成虫进行监测$在棉

铃虫等夜蛾科害虫大量发生年份$在成虫发生高峰

期采用食诱剂诱捕盒技术结合化学防治$而在中等

发生年份仅选用食诱剂撒施技术进行防治即可%

用食诱剂直接诱杀成虫的技术可作为有效防控

花生田夜蛾科害虫的绿色技术$该技术改变了传统

的单纯依靠化学药剂防治幼虫的策略$减少了农药

喷洒对农田的污染$为在花生田大面积诱杀迁飞性

害虫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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