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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田间关键因素对草地贪夜蛾性诱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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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不同生育期玉米田将中捷%纽康%百乐宝
#

种性诱芯分别置于中捷罐形%纽康锥桶形两种诱捕器中$分析对

比其对草地贪夜蛾雄成虫的诱捕效果&结果表明$两种诱捕器对雄成虫的诱捕效果差异不显著'而中捷%纽康%百乐

宝
#

种诱芯对草地贪夜蛾雄成虫诱捕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诱捕效果表现为"百乐宝
&

纽康
&

中捷&玉米生育期与草

地贪夜蛾生存繁殖有着密切关系$虫口数量与玉米生育天数呈显著负相关$复种玉米苗期和拔节期是草地贪夜蛾幼

虫活动取食最嗜好的时期&草地贪夜蛾的活动与傍晚田间气温存在显著相关性$周平均最低气温
"9#

"

%=j

时诱

蛾量与周平均傍晚气温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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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G

*

'4'

*

8/)%

A

).

C

1

*

/)4%

属夜蛾科

灰翅夜蛾属+是全球预警的跨境迁飞性重大农业害

虫'草地贪夜蛾今年迁入我国境内后不断繁殖+已

成为严重威胁我国粮食生产的重大入侵害虫+生产

上需要精准的测报技术为防治提供指导)

%#

*

'根据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光和性信息素的趋性可于夜晚进

行种群诱测'国际上北美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应用雌

性性信息素来监测和诱杀草地贪夜蛾成虫+国内学

者也应用性诱技术来监测探明草地贪夜蛾种群发生

分布区域(预测卵和幼虫发生期和发生程度)

!

*

'尽

管国内外学者对草地贪夜蛾的迁飞轨迹+发生分布

现状和田间为害特征+以及草地贪夜蛾成虫(卵(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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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卢军帅等!玉米田间关键因素对草地贪夜蛾性诱效果的影响

虫(蛹等不同虫态的种群监测方法都做了系统的研

究)

!>

*

+在监测和防控方面有诸多报道)

J%#

*

'但有关

玉米不同生育期(傍晚田间温度等影响草地贪夜蛾

性诱效果的报道并不多见'本研究分析了诱芯种

类(玉米生育期(田间气温对性诱剂田间性诱效果的

影响+通过对比诱集到的雄蛾数量差异+总结出草地

贪夜蛾成虫活动最频繁+虫害最易发生地块的田间

环境特征+为提高草地贪夜蛾监测预报的精准性提

供帮助'以周平均气温为单元研究草地贪夜蛾与田

间气温的关系+可避免因天气突变导致的日平均气

温偏离造成的误差+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地概况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地处
#"m%&l/

"

#$m&&l/

+

%&!m%>lG

"

%&=m'"lG

+主要农作物分布在海拔
%#=&

"

''&&1

内'

(

%&j

的有效积温可达
##=&j

+玉

米播种面积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

#

#

以上'春

玉米播期相差
#&

"

!&<

'辖区内还有玉米制种田和

麦后复种的饲草用玉米'玉米各生育期存在重叠+

为玉米虫害大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

!

材料

诱捕器选择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罐形$中捷罐形%(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的锥桶形$纽康锥桶形%两种诱捕器+在两

种诱捕器中均配置中捷(纽康(百乐宝
#

种性诱芯+

单个诱捕器配置
%

种性诱芯为
%

套'除百乐宝诱芯

$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由白银市

植保站提供外+其他产品均由成都比昂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

#<=

!

研究方法

'&%J

年分别在平川区产种(制种和复种玉米田选

择处于不同生育期+集中连片+面积在
%&&&&9%1

'以

上且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草地贪夜蛾性诱捕器安装

点+共设
">

个监测点'产种玉米田
="

个点+共安装

中捷罐形和纽康锥桶形诱捕器各
>!

个+均匀配置中

捷(纽康(百乐宝
#

种性诱芯+共
%">

套&制种玉米田

"

个点+安装两种诱捕器各
J

个+均匀配置
#

种性诱

芯+共
%>

套&复种玉米田
"

个点+安装两种诱捕器各

J

个+均匀配置
#

种性诱芯+共
%>

套'

参考刘杰等)

!

*的方法每个监测点安装同种诱捕

器分别配置
#

种性诱芯的
#

套诱捕器'两种不同型

号的诱捕器在相邻两个监测点上交替安装'产种和

制种玉米田
$

月
%'

日
e%=

日安装+复种玉米田
>

月

=

日安装'诱捕器间隔距离不小于
=&1

+诱捕器每

月更换
%

次性诱芯'各诱捕器安装后每天观察诱捕

情况+以周为时间单元统计各点诱集到的草地贪夜

蛾雄虫数量+并记载玉米生育期天数+以及田间温

度(降雨等气象数据'同时对相关玉米田块每
#<

进行
%

次细致踏查+参考农业农村部专家及
WLP

制

定的草地贪夜蛾测报调查方法+采用五点取样+每个

样点调查
%&

株)

!

+

%!

*

+重点查看幼嫩的心叶和雄穗苞

叶有无幼虫及为害症状+同时观察记载幼虫的龄期'

从诱到草地贪夜蛾雄成虫起以单周诱虫量为数据单

位+分析玉米不同生育期(不同诱捕器及性诱芯+田间

气温及玉米种植模式等对诱捕效果的影响'采用

DKDD''9&

软件和
GA5.*

进行数据分析和绘制图表'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诱捕器%诱芯对诱捕结果的影响

由图
%

可见+在玉米不同生育期+等额配置
#

种

诱芯的中捷罐形和纽康锥桶形两种诱捕器对草地贪

夜蛾雄成虫诱捕效果没有显著差异'但不同诱芯的

诱捕效果存在差异$图
'

%+在苗期百乐宝诱芯诱集

效果显著高于中捷诱芯+与纽康诱芯无显著差异&拔

节期百乐宝诱芯诱集效果显著优于纽康和中捷诱

芯+后两者无显著差异'在孕穗期
#

种诱芯诱集效

果差异不显著'

图
#

!

不同诱捕器对草地贪夜蛾诱捕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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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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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性诱芯对草地贪夜蛾诱捕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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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不同生育期对诱捕效果的影响

由表
%

可见+

>

月
%$

日始在大黄湾一带诱集到

草地贪夜蛾雄成虫的地块集中在复种玉米田+玉米

处于苗期至拔节期&在同一区域相距上述复种玉米

地块不足
%c1

的制种玉米上只诱集到
%

头成虫+时

间为
J

月
%

日+正值制种玉米的灌浆后期'在吊沟

一带开始诱集到成虫时间为
>

月
'>

日+共诱集到草

地贪夜蛾雄成虫
#

头+全在制种玉米的抽雄后期'

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整个监测过程中只在大

黄湾复种玉米上发现了草地贪夜蛾幼虫+最初发现

幼虫时间为
>

月
%"

日+说明白银市平川区草地贪夜

蛾由外地迁飞入境的时间为
>

月上(中旬'迁入的

草地贪夜蛾首先在幼嫩的玉米上发生为害+随着虫

口数量的增加才逐渐蔓延到生长后期的玉米上'

由表
'

(

#

可见+性诱剂诱捕到的草地贪夜蛾雄

成虫数量和玉米生长天数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玉米

生育期越靠后+对草地贪夜蛾的吸引力越差+生育期

越是靠前的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的吸引力越强+特别

是苗期(拔节期的幼嫩植株是草地贪夜蛾最喜欢取

食为害的对象'

表
#

!

玉米各生育期对草地贪夜蛾雄成虫诱捕数量的影响#

!

$%&'(#

!

G11(36*13*-0

9

-*A64

,

(-.*5*064(02+&(-*16-%

,,

(5+%'(+*64

玉米生育期

Y)37

I

3)F,6

S

.3-)<

地点

D-,.

诱虫数#

头

Y+,56.H

周最大虫量#头

_..c*

@

1+A-101

5+,56.H

高峰期

K.+c

S

.3-)<

始诱虫

日期#月 日

E+,.)44-3H,

,3+

SS

.<+<0*,

发现幼虫时间#

月 日

E+,.)44-3H,

4)07<*+3B+.

始见幼

虫龄期

U7H,+3)44-3H,

4)07<*+3B+.

种植模式

Y3)

SS

-7

I

S

+,,.37

苗期至孕穗期

D..<*-7

I

H,+

I

.,)2)),-7

I

大黄湾
"= %! &J &%e&J &$ &> %$ &> %" %

"

#

龄 复种

灌浆期

W-**-7

I

H,+

I

.

大黄湾
% % &J &%e&J &$ &J &% e e

制种

抽雄期

M+HH.*-7

I

H,+

I

.

吊沟
# ' &> '=e&> #% &> '> e e

制种

!

%

%表中仅列出诱捕到雄虫的监测点'

P7*

@

H-,.H,3+

SS

.<1+*.1),6H+3.*-H,.<-7,6.,+2*.9

表
!

!

玉米不同发育阶段的诱虫量#

!

$%&'(!

!

R2+&(-*16-%

,,

(5+%'(+*64%051.('56(+

,

(-%62-(/%65.11(-(06

9

-*A64

,

(-.*5*1+%.U(

,

'%06/

日期#月 日

E+,.

种植模式

Y3)

SS

-7

IS

+,,.37

植株生长天数#
<

K*+7,H

I

3)F-7

I

<+

@

H

对应生育期

X3)F,6

S

.3-)<

周傍晚平均气温#
j

_..c*

@

+B.3+

I

..B.7-7

I

,.1

S

.3+,03.

诱捕雄虫量#头

Y+,56.H)41+*.1),6

&> %%e&> %$

复种
%"

苗期
'>9% '

&> %>e&> '!

复种
'#

苗期
'!9J $

&> '=e&> #%

复种
#&

苗期
'!9% %'

&J &%e&J &$

复种
#$

拔节期
'"9& %!

&J &>e&J %!

复种
!!

拔节期
'%9' %'

&J %=e&J '%

复种
=%

拔节期
%J9! J

&J ''e&J '>

复种
=>

拔节期
'%9% =

&J 'Je%& &=

复种
"=

孕穗期
'&9" !

%& &"e%& %'

复种
$'

孕穗期
%=9' &

&> '=e&> #%

制种$吊沟%

J"

抽雄期
'=9% #

&J &>e&J %!

制种$吊沟%

%&#

灌浆期
'&9& &

&J &%e&J &$

制种$大黄湾%

%%&

灌浆期
'"9& %

&J &>e&J %!

制种$大黄湾%

%%$

成熟期
'%9$ &

!

%

%植株生长天数以每个周六为统计日&周傍晚平均气温为每日
'&

!

&&

时周平均值'

M6.

S

*+7,

I

3)F,6<+

@

HF.3.5)07,.<)7.+56D+,03<+

@

+

+7<,6.+B.3+

I

..B.7-7

I

,.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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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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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B.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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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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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卢军帅等!玉米田间关键因素对草地贪夜蛾性诱效果的影响

表
=

!

周平均最低气温&

C<=

!

#"V

!%诱虫量和玉米生长天数相关性分析#

!

$%&'(=

!

)*--('%6.*0%0%'

B

/./%+*0

9

64(02+&(-*16-%

,,

(5%52'6/

$

3*-0

9

-*A645%

B

/%05

'*A(/6A((P'

B

%7(-%

9

(6(+

,

(-%62-(

&

C<=E#"V

!

参数

K+3+1.,.3

玉米生长天数

Y)37

I

3)F,6<+

@

H

周平均最低气温

C)F.H,F..c*

@

+B.3+

I

.,.1

S

.3+,03.

周傍晚平均气温

_..c*

@

+B.3+

I

.

.B.7-7

I

,.1

S

.3+,03.

诱捕雄成虫数量
M3+

SS

.<1+*.1),6

f

0+7,-,

@

e&9$'>

#

!

&9>!"

##

&9$!=

#

玉米生长天数
Y)37

I

3)F,6<+

@

H e

e&9J"'

##

e&9>=J

#

周平均最低气温
C)F.H,F..c*

@

+B.3+

I

.,.1

S

.3+,03. e e

&9J!&

##

!

%

%表中数据为相关系数+

##

和
#

分别表示在
#

"

&9&%

(

#

"

&9&=

水平极显著和显著相关'

E+,+-7,6.,+2*.+3.5)33.*+,-)75).44-5-.7,H9

##

+7<

#

-7<-5+,.HH-

I

7-4-5+7,5)33.*+,-)7+,&9&%+7<&9&=*.B.*H9

!<=

!

傍晚气温对诱捕效果的影响

表
'

显示+复种玉米田间周平均傍晚气温在

%J9!

"

'>9%j

时能诱捕到草地贪夜蛾雄成虫+当周

平均傍晚气温在
%=9'j

时未诱捕到雄蛾+说明傍晚

玉米田间气温的高低对草地贪夜蛾雄成虫的活动有

影响'由表
#

可知周平均最低气温与周傍晚平均气

温为极显著正相关+田间周平均最低气温
"9#

"

%=j

时+诱捕到的雄蛾量与周傍晚平均气温显著正相关'

!<@

!

田间最高%最低气温对诱捕效果的影响

复种玉米田间单日最高气温在
%$

"

##j

+周

平均最高气温为
'&9!

"

#'9%j

$图
#

%的范围内都

能诱捕到雄蛾&田间最低气温在
>

"

%>j

+周平均

最低气温为
J9#

"

%"9#j

$图
#

%时仍然能诱到雄

蛾&周平均气温在
%=

"

'>j

时诱捕虫量最大'随

着天气转凉+单日最低气温降至
>j

以下+周平均

最低气温
"9#j

时+没有诱到雄蛾'由此可推断

>j

是草地贪夜蛾雄成虫在玉米田活动的极限低

温'由图
#

(表
#

可见周平均最低气温
"9#

"

%=j

时诱虫量与玉米田间周平均最低气温呈极显著正

相关'

图
=

!

复种玉米田周平均最高%最低气温对草地贪夜蛾诱捕效果的影响

N.

9

<=

!

G11(36*164(4.

9

4(/6%05'*A(/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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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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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使用性信息素引诱雄蛾至诱捕装置中是监测草

地贪夜蛾种群动态的一种高效手段)

%=%"

*

'本试验结

果表明+中捷罐形和纽康锥桶形两种诱捕器对草地

贪夜蛾雄成虫诱捕效果无显著差异&而中捷(纽康(

百乐宝
#

种性诱芯对草地贪夜蛾的诱捕效果存在显

著差异+诱捕效果百乐宝
&

纽康
&

中捷&这与和伟

等)

>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玉米生育期与草地贪夜

蛾生存繁殖有着密切的关系+草地贪夜蛾嗜好幼嫩

的玉米植株'本研究还发现在复种玉米田诱捕到的

草地贪夜蛾数量与傍晚田间气温存在显著相关性+

周平均最低气温
"9#

"

%=j

时诱集的雄虫数量与周

傍晚平均最低气温呈显著正相关'

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以来+由南向北迁飞蔓

延)

$>

+

%$%>

*

+迁入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的时间在
>

月

上旬+此时本地产种玉米已进入灌浆期+而复种玉米

正处于苗期+对苗期玉米嗜好性极强的草地贪夜蛾

"

=!'

"



'&'&

幼虫首先在复种玉米田被发现'性诱芯诱捕到成虫

主要来源于处于苗期和拔节期的复种玉米田+占到

诱集虫口量的
J!9';

+其余虫量来源于抽雄期和灌

浆初期的制种玉米田&相对而言处于生长后期的产

种玉米田间均未诱到雄成虫'包括安装在大黄湾东

南方向的旱平川村(吊沟村产种玉米田附近的两套

高空测报灯+也未诱集到草地贪夜蛾成虫+其中旱平

川村的高空测报灯安装点距大黄湾复种玉米田直线

距离不足
'c1

&

>

月上旬大黄湾复种玉米田周边的

产种玉米已经是灌浆后期至乳熟期+安装于其间的

性诱捕器未诱到雄成虫'说明草地贪夜蛾在玉米苗

期(拔节期的幼嫩植株上活动为害几率远大于在玉

米生长后期植株上的为害几率'研究害虫对寄主偏

好性更有利于掌握田间害虫发生动态)

%J'&

*

+草地贪

夜蛾对幼嫩玉米具有极高的趋性是源于玉米幼嫩植

株挥发的化学物质和形态特征等)

'%'!

*

'在监测时重

点关注玉米苗期至孕穗期的田块+利用草地贪夜蛾

对幼嫩玉米趋性强的特点+可及时发现有无虫害发

生+从而达到准确的预报虫情'

温度是影响草地贪夜蛾分布地区的主要环境因

素+姜玉英等)

%>

*

(何莉梅等)

'=

*

(鲁智慧等)

'"

*

(

D56*.1?

1.3

)

'$

*国内外专家针对草地贪夜蛾正常生长发育和

最适宜温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报道'多数学者认为

%=j

以下的温度不利于草地贪夜蛾的生长繁殖'草

地贪夜蛾首次入侵平川区+迁飞来的时间较晚+复种

玉米田间周平均气温在
J9#

"

#'9%j

之间时能够诱

捕到草地贪夜蛾+而单日最低气温低于
>j

时未诱

捕到+进而验证了温度对昆虫迁飞有显著影响)

'>

*

'

而草地贪夜蛾抗寒能力对种群存在的影响更大)

'J

*

+

研究
%=j

以下的玉米田间最低气温与诱捕效果之

间的关系+更能准确反映出温度对草地贪夜迁飞(繁

殖(取食为害的影响&在周平均最低气温
"9#j

时+

已经诱捕不到雄蛾+在田间单日气温高于
>j

时布

设诱捕器才能对草地贪夜蛾雄成虫有监测效果'而

以田间周平均气温为数据单元可避免由于天气突变

而引起的误差+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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