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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准确掌握草地贪夜蛾成虫发生动态!筛选对当地种群专一性强"灵敏度高的性诱剂!对深圳百乐宝生物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

<=<

$"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江苏宁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南京新安中绿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

$

.

个厂家生产的草地贪夜蛾性诱剂在江苏盐城市大丰区进行田间诱捕效果试验!探讨草地贪

夜蛾性诱剂的使用技术%结果表明&

.

种不同性诱剂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诱集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

诱芯和
>=

诱芯可以有效监测草地贪夜蛾成虫田间发生动态!羽化高峰期明显!且峰值日期一致!

>?

诱芯诱集的成虫虫峰不

明显!

-(@=

诱芯零星诱到成虫!无明显成虫高峰'

<=<

诱芯监测期内日均诱蛾量"最高单次诱蛾量"总诱蛾量均显

著高于其他
+

种诱芯!其总诱蛾量达
#+78:&

头!分别是
>=

诱芯"

>?

诱芯"

-(@=

诱芯的
#8.:

倍"

.8:7

倍"

#"8&!

倍'通过对
<=<

诱芯进行持续
+"A

和持续
7"A

的诱捕对比试验!发现
<=<

诱芯
#

#

+"A

内诱捕性能稳定!诱蛾量

大!

+#

#

7"A

内日均诱蛾量"最高单次诱蛾量"总诱蛾量均有所下降且达显著水平!尤其是
&"A

后诱捕量下降明显%

结果表明&

<=<

诱芯的诱蛾量大!能够明显反映出草地贪夜蛾的羽化高峰期!符合测报要求!更适合本地区草地贪

夜蛾的监测!使用该诱芯时建议
+"A

更换
#

次%

关键词
!

草地贪夜蛾'

!

玉米'

!

性诱剂'

!

种群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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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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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信息素!

3GHI5J

K

FIL919GIH

$又称昆虫外激

素'是一种微量化学信息物质'其在同种昆虫个体求

偶)觅食)栖息)产卵)自卫等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

#

*

昆虫信息素主要包括性信息素!

HIM

K

FIL919GIH

$)

聚集信息素)示踪信息素)报警信息素"

!

#

'其中性信

息素具有高度的专一性'不仅可以对靶标害虫的发

生期与发生量进行预测预报'有助于指导用药)提高

农药使用效率'还能引诱并杀灭靶标雄虫'显著降低

靶标害虫的种群数量'减少作物经济损失"

+.

#

'因此'

在害虫绿色防控中被称为第三代绿色农药"

&

#

*性诱

剂是人工合成的性信息素'同样能被同种异性个体

的感受器接受"

7:

#

'并引起异性个体产生一定行为反

应或生理效应"

%

#

*昆虫性引诱剂对中性昆虫)天敌

不会造成危害'并且具有灵敏度高)无毒)无污染等

特点'这使它成为现代预测)防治害虫的首选方

法"

$#"

#

*使用性诱剂进行测报)防治时'在监测空间

内设置诱捕器*诱捕器一般由诱芯)诱捕器两部分

组成"

##

#

*对监测空间捕获到昆虫的种类)密度及数

量进行统计学分析"

#!

#可为科学防虫)治虫提供依

据*我国农业科研工作者已先后在多种害虫上开展

了应用性信息素预测预报和防治技术研究*

草地贪夜蛾
+

,

'-'

,

%(&#

.

&/

0

*

,

(&-#

!

'8/8

*13JF

$又称秋黏虫'属鳞翅目夜蛾科灰翅夜蛾属'是

一种原产于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世界性重大害

虫"

#+

#

'具有寄主范围广)迁飞能力强)繁殖速率快)

为害程度重等特点*

!"#$

年
#

月草地贪夜蛾侵入

我国云南省西南地区后迅速向东向北扩散蔓延"

#.

#

'

截至
7

月中旬我国已有
!#

个省区发现其为害玉米

等作物*

&

月
!.

日在江苏省宜兴市发现省内首例

草地贪夜蛾'

7

月
!"

日盐城市大丰区首次查见草地

贪夜蛾幼虫'截至
##

月
%

日'江苏
#+

个区市'

7%

个

县!市)区$均发现草地贪夜蛾为害*我国独特的地

理位置)丰富的植物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等因素促

使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将呈现周年常态化发生态势'

因此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工作将是一项长期的重大

任务"

#&

#

*

草地贪夜蛾是一种新入侵的重大害虫'生产上

急需建立有效的预测)防控技术体系*化学农药具

有速效性)高效性'是目前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工作

的主要手段"

#7

#

'但是不合理使用带来的+

+N

,问题已

对人类本身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

#

'而通

过昆虫性引诱剂对草地贪夜蛾进行预测和防治相对

于单一使用化学农药有很大的优势*草地贪夜蛾传

入我国时间较短'其性引诱剂在我国的研发)使用较

晚'目前尚处于摸索阶段'且昆虫信息素存在地域差

异)不同地区种群敏感度不同"

#$

#

'因此性引诱剂在

不同地区诱虫效果也存在差异*本文研究了不同生

产厂家的性引诱剂田间对草地贪夜蛾的引诱效果以

及性引诱剂的有效诱捕时间'旨在筛选出最适合在

本地区使用)诱集效果最佳的性引诱剂'并明确在夏

季高温状态下性引诱剂的最佳更换周期'以期为草

地贪夜蛾性引诱剂的科学使用'准确掌握草地贪夜

蛾发生规律)科学防控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材料

供试玉米品种为-东单
7"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

公司*

!"#$

年
&

月
#&

日播种'试验期间玉米为喇

叭口期至收获期*

供试诱芯分别为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

$)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江

苏宁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南京新安中绿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

$

.

个厂家生产的草地贪夜蛾

OP,

毛细管诱芯*

供试诱捕器采用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草地贪夜蛾专用黄色桶型卡扣诱捕器*

%&'

!

试验方法

试验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经济开发区同圣村的

玉米地中进行*试验地为砂壤土'

K

Q:8&

'有机质

含量
#8.+R

'土壤肥力中等*每个诱捕器配置
#

枚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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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车晋英等&

.

种不同性诱剂对玉米草地贪夜蛾诱集作用

诱芯'置于距地面
#&"51

*

%8'8%

!

不同性诱剂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

作用

!!

试验设
.

种诱芯处理'每处理
#

个小区'

.

次重

复'共
#7

个小区*各小区随机区组排列*为了避免

诱芯间相互影响'不同处理小区间设
+"1

无处理隔

离带*每小区面积
77:1

!

'放置
#

个性诱剂诱捕器*

于
:

月
!#

日放置诱捕装置'隔
+"A

各小区统一更换

诱芯*

:

月
!.

日进行第一次调查'随后每
+A

调查

#

次至
$

月
!&

日结束'持续
7"A

*每日
%

&

""

记录收

集器中的虫口数量'并清除收集到的草地贪夜蛾*

%8'8'

!

性诱剂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有效诱捕时间

试验

!!

选择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草地贪夜蛾
OP,

毛细管诱芯'试验设置
+"A

更换

诱芯与不更换对比处理*试验时间)小区设置及调

查方法同前'其中
%

月
!+

日调查结束后'小区不更

换诱芯'与田间诱集作用试验中
<=<

诱芯
+"A

更换

小区进行对比试验*

%&(

!

数据处理

监测期间每
+A

调查
#

次'每次记录数据即为

单次诱蛾量'监测期单次诱蛾量总和即总诱蛾量*

日均诱蛾量
S

总诱蛾量/监测总天数*

试验数据采用
/M5I4!"":

)

TO*

软件处理'

TUG0

52G

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

*JUAIGJ%

检验进

行差异性检测*性诱剂诱芯更换时间对草地贪夜蛾

的田间诱集效果影响的试验中'分别计算诱芯更换

前!

:

月
!.

日至
%

月
!+

日$和更换后!

%

月
!7

日至
$

月
!&

日$诱蛾数量*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性诱剂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作用

.

种不同性诱剂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

量有明显差异'但反映出的种群动态趋势基本相同

!图
#

$*由图
#

可以看出'监测期间草地贪夜蛾共

出现两个成虫羽化高峰期*

<=<

诱芯)

>=

诱芯诱

集的草地贪夜蛾成虫有明显的羽化高峰'且两种诱

芯监测到的峰值日期一致'两个羽化高峰期的峰值

日期分别为
%

月
%

日与
$

月
#+

日*

>?

诱芯诱集草

地贪夜蛾出现虫峰'但是峰值日期不明显'

-(@=

诱

芯零星诱到成虫'未出现明显虫峰*

.

种不同性诱剂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

效果也有明显差异!表
#

$*各诱芯日均诱蛾量各不

相同'

<=<

诱芯日均诱蛾量达
!8!%

头'显著高于其

他
+

种诱芯!

!

#

"8"&

$'其次是
>=

诱芯'日均诱蛾

量为
#8&&

头'

>?

诱芯与
-(@=

诱芯最低'分别为

"8.%

头)

"8!!

头%最高单次诱蛾量最高的为
<=<

诱

芯!

!.8&"

头$'显著高于其他
+

种诱芯!

!

#

"8"&

$'

>=

诱芯最高诱蛾量也较高!

#.8!&

头$'

>?

诱芯与

-(@=

诱芯最高诱蛾量偏低'分别为
.8:&

头)

#8!&

头%

.

种不同性诱剂诱芯在整个监测期间总诱蛾量

分别为
<=<

诱芯!

#+78:&

头$

$

>=

诱芯!

$+8""

头$

$

>?

诱芯!

!%8:&

头$

$

-(@=

诱芯!

#+8""

头$'

<=<

诱芯诱蛾量最大'分别为
>=

诱芯)

>?

诱芯)

-(@=

诱芯的
#8.:

倍)

.8:7

倍)

#"8&!

倍*由此可

见'

<=<

诱芯诱蛾效果最好'

>=

诱芯次之*

图
%

!

!

种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动态

)*

+

&%

!

"

,

-./*01233*45678.

99

*-

+

2332:814;.778.07.-71.

+

.*-17!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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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种不同性诱剂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效果%

#

<.=54%

!

)*45678.

99

*-

+

4334072332:814;.778.07.-712-!

"

#$#

"

%&'(

)

'*

+

,

"

&'$(

诱芯种类

)

6K

I9V4ULI

日均诱蛾量/头

>989VA234

6

2WIL2

X

I124I19JF

最高单次诱蛾量/头

Y2M31U1G989V124I19JF

总诱蛾量/头

>989VJ9J24124I19JF

<=<

诱芯
<=<HIM2JJL25J2GJH

!

!8!%Z"8#!

$

2

!

!.8&"Z#8:#

$

2

!

#+78:&Z:8%:

$

2

>?

诱芯
>?HIM2JJL25J2GJH

!

"8.%Z"8".

$

5

!

.8:&Z"8.%

$

5

!

!%8:&Z!87+

$

5

>=

诱芯
>=HIM2JJL25J2GJH

!

#8&&Z"8#"

$

E

!

#.8!&Z"8%&

$

E

!

$+8""Z78::

$

E

-(@=

诱芯
-(@=HIM2JJL25J2GJH

!

"8!!Z"8"+

$

5

!

#8!&Z"8!&

$

A

!

#+8""Z#8!!

$

5

!

#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Z

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8"&

$*

)FIA2J23GJFIJ2E4I3HJFI1I2GZHJ2GA2LAILL9L8T3VVILIGJ49DIL52HI4IJJILH3GJFIH21I594U1G3GA352JIH3

X

G3V352GJA3VVILIG5I

!

!

#

"8"&

$

8

图
'

!

性诱剂诱芯不同更换时间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动态

)*

+

&'

!

"

,

-./*01233*45678.

99

*-

+

23!

"

#$#

"

%&'(

)

'*

+

,

"

&'$(>*7?6*33484-784

9

5.04/4-77*/42314;.778.07.-71

图
(

!

性诱剂诱芯不同更换时间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诱集效果

)*

+

&(

!

@334072384

9

5.04.-6-2-A84

9

5.042314;.778.07.-72-3*45678.

99

*-

+

433*0.0

,

.

+

.*-17!

"

#$#

"

%&'(

)

'*

+

,

"

&'$(

'&'

!

不同性诱剂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有效诱捕

时间

!!

<=<

诱芯能够对草地贪夜蛾成虫进行有效监

测'为进一步明确其有效诱捕时间'对
+"A

更换诱

芯和
+"A

不更换诱芯进行对比试验'结果如图
!

所

示*

:

月
!.

日开始调查'

%

月
!+

日前'两组处理诱

蛾量及峰期相对一致*

%

月
!+

日其中一组处理更

换诱芯'直到
$

月
#"

日'两组处理诱蛾量均在同一

水平%

$

月
#+

日两组处理虫峰均达到峰值'但是最

大诱蛾量更换诱芯后明显高于未更换诱芯'达极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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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车晋英等&

.

种不同性诱剂对玉米草地贪夜蛾诱集作用

著水平!

!

#

"8"#

$!图
+

$'对更换诱芯前!图
+2

&

:

月

!.

日
[%

月
!+

日$的诱蛾量进行分析发现'两组处理

日均诱蛾量)最高单次诱蛾量与总诱蛾量均无显著差

异'更换诱芯后!图
+E

&

%

月
!7

日
[$

月
!&

日$'日均

诱蛾量与总诱蛾量均高于未更换处理'且均达极显

著水平!

!

#

"8"#

$*可见
<=<

诱芯
+"A

后诱蛾量

有所减少'连续放置
&"A

以后'诱集效果明显下降*

(

!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

种不同生产厂家的性诱剂在

江苏盐城地区对草地贪夜蛾均具有一定的诱集效

果'其中'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宁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性诱剂对草地贪夜蛾

灵敏度高'诱捕成虫数量大'峰期明显'能准确地反

映出种群的发生趋势'更适合在本地区田间生产应

用*和伟等"

!"

#通过研究也发现深圳百乐宝生物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性诱剂+诱陷多,对草地贪夜蛾诱捕

效果较好'且配合桶型诱捕器使用最佳*宁波纽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性诱剂诱集到的草地贪夜

蛾成虫数量较少'虽出现峰值'但蛾峰不明显*南京

新安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性诱剂诱捕到的

草地贪夜蛾成虫数量较少'未出现明显虫峰'其诱集

效果需进一步验证*草地贪夜蛾
7

月
!"

日在大丰

首次发现'应用性诱剂监测'草地贪夜蛾在本地区发

生可持续至
#"

月中旬'期间出现两个成虫高峰期分

别在
%

月上旬和
$

月中旬'该研究掌握了草地贪夜

蛾的发生动态'可用于预测预报'及时指导防治*通

过试验还发现'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

$诱芯
#

#

+"A

内诱捕性能稳定'诱蛾量大'

+#

#

7"A

内诱捕量有所下降'尤其是
&"A

后诱捕量下

降明显'生产上使用该诱芯时建议
+"A

后及时

更换*

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与为害给世界玉米生产带来

严重威胁'在美国曾造成玉米产量损失约
+!R

"

!#

#

*

!"#7

年传入非洲'最高每年导致
!"7"

万
J

的玉米

产量损失'占该区域玉米总产量的
&+R

"

!!

#

*草地贪

夜蛾的低龄幼虫!

#

#

+

龄$取食叶片'高龄幼虫!

.

#

7

龄$钻蛀玉米心叶取食"

!+

#

'钻蛀心叶后隐蔽性强'

防治也更困难"

!#

'

!.

#

'因此准确预测预报草地贪夜蛾

的低龄幼虫期对精准防控至关重要*首先使用性诱

剂能够及时准确监测草地贪夜蛾成虫发生动态'提

前预报低龄幼虫发生高峰和发生程度'及时制订防

治策略'选择正确药剂适期防控'提高化学防治效

果*其次生产中还可利用性诱剂诱杀草地贪夜蛾雄

虫'降低基数'减少交配几率'从而减少下代幼虫发

生量'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有效

措施*近年来'国内外利用性信息素迷向技术在粮

食)果树)蔬菜等领域成功防治害虫的报道越来越

多'防治面积也越来越大"

!&

#

*

,FIG

等"

!7

#

!"#.[

!"#7

年间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了亚洲玉米螟的性

信息素田间迷向试验'迷向干扰效果较好'为各地区

利用性信息素迷向法防治玉米田害虫提供了参考'小

菜蛾"

!:

#

)梨小食心虫"

!%

#迷向技术也不断成熟'这为利

用性诱技术防控草地贪夜蛾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不同厂家生产的诱芯人工合成信息素化合物的

成分)含量)浓度配比不同'且不同地区的草地贪夜

蛾种群对诱芯敏感度不同'因此不同性诱剂在不同

地区诱杀的专一性与灵敏度存在较大差异"

!$

#

*草

地贪夜蛾诱芯产品有
!

#

.

种组分'其中使用
+

#

.

种性信息素成分的诱芯中往往会添加!

@

$

0##0

十二

烯
0#0

醇乙酸酯!

@##0#7\(,

$'这类产品田间对草地

贪夜蛾诱虫量大'但同时也会诱到大量其他夜蛾科

成虫"

+"

#

*当使用不含
@##0#7\(,

的
!

个组分诱芯

时'能够提高诱芯的专一性'但诱虫量会大幅减少*

南京新安中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性诱剂为
!

组分草地贪夜蛾诱芯产品'这可能是其诱蛾数量较

少的重要原因*如何既保证诱芯专一性'又提高诱

集效果'是下一步性诱剂研发企业的主攻方向*此

外'诱芯诱捕效率还可能受诱捕器类型)放置密度及

悬挂点的作物)风速)温度)湿度等相关因素影响'刘

双禄等"

+#

#

)李宏图等"

+!

#研究发现诱捕器的类型及放

置密度不同'诱蛾效果差异极显著*郑永利等"

++

#研

究了诱芯对害虫种群的诱捕效果与田间虫口密度)

气象因子)防治药剂等因素的关系*因此需继续开

展草地贪夜蛾性诱剂的试验示范'进一步完善草地

贪夜蛾性诱剂应用技术*

用性诱剂监测和防治害虫具有专一)高效)环

保)无污染)不伤害天敌等特点'符合农业高质量发

展及绿色防控的要求*近年来'应用性信息素监测

并指导防治害虫已在很多领域广泛应用'但是大面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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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诱捕防治害虫成功的报道很少"

+.

#

'通常认为'性

信息素的诱捕效率随昆虫种群密度的增加而降

低"

+&

#

'且性信息素大面积防治的成本和管理代价

过高'长期用于害虫控制并不可取'因此可融合到

综合防治之中'即在草地贪夜蛾重发的田块或年

份'采取性信息素和化学防治相结合'达到最好的

防治效果*此外'草地贪夜蛾刚迁入我国其发生规

律等尚不明了'在明确发生动态的同时'需进一步

探究大面积推广使用性信息素诱杀草地贪夜蛾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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