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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美番茄潜叶蛾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Ｍｅｙｒｉｃｋ）是新近传入我国的一种外来入侵害虫，正威胁我国番茄产业，为提

高其监测和诱捕效率，本研究采用化学生态学技术方法，以不同性诱芯的诱蛾量占比、诱蛾量占比稳定性、诱蛾数

量、性价比等为评价指标，在鲜食番茄生产温棚开展了４种性信息素产品对该种害虫的诱蛾效果比较研究。结果显

示，来自青岛罗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ＲＳ）、北京水光科技有限公司（ＳＧ）、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ＺＪ）

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ＺＫ）等４家单位／公司性信息素产品的专一性均比较强，且对南美番茄潜叶蛾雄性成虫均

有明显的引诱效果。田间诱蛾试验期间，４种性诱芯９５ｄ共计诱集成虫４０１８６头，各种诱芯依次诱蛾量ＳＧ为

１１１００头、ＲＳ为１０７７１头、ＺＫ为９９５２头、ＺＪ为８３６３头；不同性诱芯诱蛾量占比中，ＲＳ显著高于其他３种性诱芯，依

次为ＲＳ＞ＳＧ和ＺＫ＞ＺＪ，差异明显；逐日诱蛾量中，ＲＳ和ＳＧ比较高，依次为ＲＳ和ＳＧ＞ＺＫ＞ＺＪ，差异显著；性价比中，

ＺＫ明显高于其他３种性诱芯。诱蛾效果综合评价分析结果表明，ＺＫ＞ＲＳ＞ＺＪ＞ＳＧ。４种性诱芯均具有良好的田间

应用效果。研究结果对新发南美番茄潜叶蛾监测与防控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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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狑犪狊犮狅犿狆犪狉犲犱．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犪犫狅狏犲犳狅狌狉犻狀犱犲狓犲狊，狊犺狅狑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

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犣犓犾狌狉犲狋狅犜．犪犫狊狅犾狌狋犪犪犱狌犾狋狑犪狊狋犺犲犺犻犵犺犲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狀犳狅犾犾狅狑犲犱犫狔狋犺犪狋狅犳狋犺犲犚犛

犾狌狉犲，狋犺犲狀犲狓狋狑犪狊狋犺犲犣犑犾狌狉犲，狋犺犪狋狅犳狋犺犲犛犌犾狌狉犲狑犪狊狋犺犲犾狅狑犲狊狋．犗狌狉狆狉犲狊犲狀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狊犺狅狑犲犱狋犺犪狋狋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犳狅狌狉

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犾狌狉犲狊犺犪狏犲犵狅狅犱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犳狅狉犳犻犲犾犱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犺狅狌犾犱犫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犻狀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犿犲狀狋

犪狀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狅犳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狊狔狊狋犲犿狅犳狋犺犲犛狅狌狋犺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狋狅犿犪狋狅犾犲犪犳犿犻狀犲狉．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犛狅狌狋犺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狋狅犿犪狋狅犾犲犪犳犿犻狀犲狉；　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　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犻犮犪犮狔；　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狋狉犪狆狆犲犱

犿狅狋犺；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狆狉犻犮犲狉犪狋犻狅；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南美番茄潜叶蛾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Ｍｅｙｒｉｃｋ）又称

番茄麦蛾［１］、番茄潜麦蛾、番茄潜叶蛾［２３］，英文名

ｔｏｍａｔｏｌｅａｆｍｉｎｅｒ、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ｏｍａｔｏｌｅａｆｍｉｎ

ｅｒ
［４］，属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麦蛾科Ｇｅｌｅｃｈｉｉｄａｅ。

其原产南美洲，是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番茄害

虫［４５］，也是新近传入我国的一种外来有害生物［６］。

南美番茄潜叶蛾可为害茄科、豆科、锦葵科、苋科、藜

科、旋花科、菊科、十字花科和禾本科等９科近４０种

植物，尤其嗜食茄科的番茄、马铃薯、茄子、烟草

等［３４］，严重发生时常导致番茄８０％以上的产量损

失［５］。研究显示，南美番茄潜叶蛾已经对有机磷类、

拟除虫菊酯类、邻甲酰氨基苯甲酰胺类，以及阿维菌

素、巴丹、多杀霉素、几丁质合成抑制剂等多种杀虫

剂产生了抗性［３］。

基于雌性成虫释放的性信息素的诱集诱杀技术

作为害虫生物防治的有效措施之一，既可用于新发

害虫的早期监测、常发害虫的预测预报，亦可用于大

规模的诱集诱杀防治；因其具有专一性强、高效、无

毒、无污染、不杀伤天敌和中性昆虫等优点，一直以

来备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７８］。南美番茄

潜叶蛾成虫释放的性信息素主要包括两种组分，其

中，反３，顺８，顺１１十四碳三烯乙酸酯［（３Ｅ，８Ｚ，

１１Ｚ）３，８，１１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ｔｒｉ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９１０］为主要组

分；反３，顺８十四碳烯醇乙酸酯［（３Ｅ，８Ｚ）３，８ｔｅｔ

ｒａｄｅｃａｄｉ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为次要组分
［１１１２］。两种组分以

主要组分单独使用或主要组分和次要组分混合使用

（９１∶９）均可用于该虫的早期监测或诱集诱杀
［１３１５］。

目前，我国市面上能购买到的南美番茄潜叶蛾

的性信息素诱芯产品有４种，但其诱捕效果及田间

应用潜能如何尚无从考证。为了寻找高效南美番茄

潜叶蛾性信息素产品，本研究以购自４家不同单位／

公司的性信息素产品为研究对象，以诱蛾量占比、诱

蛾量占比稳定性、诱蛾数量以及性价比等为评价指

标，在保护地温棚中开展了田间应用效果研究，以期

为该虫的有效监测和控制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新疆伊犁，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

均气温１０．５℃，无霜期１４９ｄ。试验在塑料温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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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温棚坐北朝南，南北向宽度为７ｍ，东西向长

度为６０ｍ。作物为鲜食番茄，株距和行距均为

０．５ｍ，试验开始时番茄物候期为果实采收初期，植

株长势基本一致，番茄开始挂果后未施用过任何化

学药剂，常规管理。试验于３月下旬开始，６月底结

束，连续进行９５ｄ。

１．２　试验材料

１．２．１　性诱芯

试验中所用的４种性信息素产品均为只含有主

要组分反３，顺８，顺１１十四碳三烯乙酸酯的单一

组分性诱芯，以反口钟形天然硅橡胶塞作为载体，有

效成分含量为５００μｇ／枚［购自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诱芯除外，为（８００±２００）μｇ／

枚］。第１种，购自青岛罗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由

法国进口，灰色诱芯，长约１８ｍｍ，单价２０元／枚，中

文简称：法国罗素，英文简写：ＲＳ；第２种，购自北京

水光科技有限公司，红色诱芯，长约１４ｍｍ，单价４０

元／枚，中文简称：水光科技，英文简写：ＳＧ；第３种，

购自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绿色诱

芯，长约１４ｍｍ，单价１５元／枚，中文简称：中捷四

方，英文简写：ＺＪ；第４种，购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绿色诱芯，长约１４ｍｍ，单价５元／枚，中文简称：

中科院，英文简写：ＺＫ。

１．２．２　诱捕器

三角形诱捕器，购自泉州市绿普森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蓝色粘虫板（２０ｃｍ×２５ｃｍ），购自北京中捷

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诱捕器以细铅丝（直

径约１．２ｍｍ）固定在近北侧通道的吊蔓绳上，距离

地面约１．５ｍ，粘虫板直接平放于诱捕器底部里侧，

性诱芯直接粘于粘虫板中间。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处理与重复

试验设置４种性诱芯处理，每种性诱芯１个诱捕

器，共计４个诱捕器，作为１组，放置在同一温棚内，

记为１次重复；诱捕器随机放置，间距１５～２０ｍ。选

择番茄长势以及南美番茄潜叶蛾为害程度基本一致

的温棚５个，作为５次重复。

１．３．２　数据调查与诱捕器管理

每天观察计数１次每个诱捕器诱集到的雄性成

虫的数量，同时循环移动诱捕器放置的位置，并根据

诱蛾数量３～５ｄ更换１次粘虫板，试验期间未更换

性诱芯。番茄接近拉秧时，试验结束。４种性诱芯

处理的数据统计量为：４种性诱芯诱捕器（作为１组

放在同一温棚内记为１次重复）×５个温棚（作为

５次重复）×每天观察１次数据×９５ｄ＝１９００个原

始数据，亦即，每种性诱芯统计的原始数据量为４７５

个数据。

１．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

统计每日每种性诱芯每个诱捕器的诱蛾数量，

计算不同来源性诱芯的平均诱蛾总量（性能）、性价

比，以及每种性诱芯每个诱捕器单日诱蛾量占比和

诱蛾量占比稳定性。平均诱蛾总量用于评价性诱芯

的性能；诱蛾量占比和诱蛾占比稳定性用于比较４

种性诱芯的诱蛾效果，占比越高、稳定性越强表示诱

蛾效果越好［１６１７］。将４项指标的最高／最佳值计为

１，计算４种性信息素产品的相对诱蛾量占比、诱蛾

量占比稳定性、诱蛾数量以及性价比，并据此计算综

合评价指标，亦即上述４项指标相对值之乘积，以进

行相对诱蛾效果的综合评价分析。

平均诱蛾总量（性能）＝诱蛾数量／性诱芯数量；

性价比＝性能／性诱芯单价
［１８］；

诱蛾量占比＝（每种性诱芯诱蛾数量／４种性诱

芯总诱蛾数量）×１００％；

诱蛾量占比稳定性＝诱蛾量占比标准误差／诱

蛾量占比均值。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ＳＰＳＳ２４．０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其中每种性诱芯平均诱蛾数量占比、占

比稳定性以及总计平均诱蛾数量和性价比（５个温

棚重复），以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小显著差法进行不同

处理间差异水平检验（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ＬＳＤ

ｔｅｓｔ）；每种性诱芯逐日诱蛾数量和诱蛾量占比（９５ｄ

逐日观察数据），以成对数据狋测验进行不同处理间

差异水平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性信息素产品的诱蛾效果比较

田间观察发现，购自４家不同单位／公司的性

诱芯的引诱效果明显，且专一性强，试验期间除靶

标种害虫外没有诱集到其他种类的昆虫。试验结

果表明，法国罗素（ＲＳ）、水光科技（ＳＧ）、中捷四方

（ＺＪ）以及中科院（ＺＫ）的性诱芯，９５ｄ间诱蛾量占

比分别为１５．３％～７１．５％、６．４％～６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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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７％和０％～４８．３％（图１ａ）；平均诱蛾量占比分

别为（３０．７±２．７）％、（２４．６±２．８）％、（２０．９±

２．０）％和（２３．８±４．４）％（图１ｂ），４种性诱芯的诱集

效果具有明显差异。逐日成对数据狋测验分析结果

显示，法国罗素性诱芯诱蛾量占比最高（ＲＳ狏狊．ＳＧ，

狋＝３．１１８，犱犳＝９４，犘＝０．００２；ＲＳ狏狊．ＺＪ，狋＝

６．１７４，犱犳＝９４，犘＜０．００１；ＲＳ狏狊．ＺＫ，狋＝３．２０２，

犱犳＝９４，犘＝０．００２），其次为水光科技和中科院，中

捷四方的诱蛾量占比最低（ＳＧ狏狊．ＺＪ，狋＝３．３２２，

犱犳＝９４，犘＝０．００１；ＺＫ狏狊．ＺＪ，狋＝２．４３９，犱犳＝

９４，犘＝０．０１７）（图１ａ，表１）；总计诱蛾量占比统计

结果进一步证明，法国罗素性诱芯诱蛾数量占比最

高，且明显高于中捷四方的性诱芯（犉３，１６＝１．７３２，犘

＝０．０４２；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ＬＳＤｔｅｓｔ）（图１ｂ）。

图１　４种性诱芯对南美番茄潜叶蛾的诱蛾量占比

犉犻犵．１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狋狉犪狆狆犲犱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犿犪犾犲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犳狅狌狉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犾狌狉犲狊

　
表１　４种性诱芯对南美番茄潜叶蛾的诱蛾量占比和诱蛾数量的统计分析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犪狀犱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狋狉犪狆狆犲犱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

犿犪犾犲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犳狅狌狉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犾狌狉犲狊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性诱芯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ｓｅｘ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ｌｕｒｅｓ
ＲＳ ＳＧ ＺＪ ＺＫ

诱蛾量占比　Ｒａｔｉｏｏｆｔｒａｐｐｅｄａｄｕｌｔｓ ＲＳ １．０００ ３．１１８ ６．１７４ ３．２０２

ＳＧ ３．１１８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２ ０．６８０

ＺＪ ６．１７４ ３．３２２ １．０００ －２．４３９

ＺＫ ６．１７４ ０．６８０ －２．４３９ １．０００

诱蛾数量　Ｎｏ．ｏｆｔｒａｐｐｅｄａｄｕｌｔｓ ＲＳ １．０００ －０．５８１ ５．４３４ ２．０７２

ＳＧ －０．５８１ １．０００ ５．７２７ ２．２３２

ＺＪ ５．４３４ ５．７２７ １．０００ －３．８６１

ＺＫ ２．０７２ ２．２３２ －３．８６１ １．０００

　１）， 分别表示不同性诱芯间在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成对数据狋测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ｓｅｘ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ｌｕｒｅｓａｔ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ｓ（ｐａｒｅｄｓａｍｐｌｅｓ狋ｔ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依据５次重复所得数据，计算诱蛾量占比标准

误差与诱蛾量占比均值的比值，得出法国罗素、水光

科技、中捷四方和中科院等４种性诱芯的诱蛾稳定

性指标［１６１７］，分别为（０．０５９±０．００６）、（０．０５９±

０．００７）、（０．０６４±０．００８）、（０．０６５±０．００５），虽略有

区别，但其间并无显著性差异（犉３，１６＝０．２８８，犘＝

０．８３４；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ＬＳＤｔｅｓｔ）（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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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种性诱芯对南美番茄潜叶蛾的诱蛾量占比稳定性

犉犻犵．２　犜狉犪狆狆犻狀犵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犳狅狌狉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

犾狌狉犲狊狋狅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犿犪犾犲犪犱狌犾狋狊

　
２．２　不同性信息素产品的诱蛾数量比较

田间诱集诱杀试验结果表明，购自法国罗素、水

光科技、中捷四方以及中科院的性诱芯，９５ｄ平均单

日诱蛾数量分别为０．６～１０５．４头、０．４～１０８．８头、

０～１０５．４头和０～１１０．４头（图３ａ），平均每个诱捕

器总计诱蛾数量分别为（２１５４．２±２６８．９）、（２２２０．０

±２６１．８）、（１６７２．６±１４８．６）头和（１９９０．４±２６４．２）

头（图３ｂ）。逐日诱蛾数量成对数据狋测验分析结果

显示，４种性诱芯诱蛾量差异显著，其中法国罗素和

水光科技性诱芯诱蛾数量最高（ＲＳ狏狊．ＺＪ，狋＝

５．４３４，犱犳＝９４，犘＜０．００１；ＲＳ狏狊．ＺＫ，狋＝２．０７２，

犱犳＝９４，犘＝０．０４１；ＳＧ狏狊．ＺＪ，狋＝５．７２７，犱犳＝

９４，犘＜０．００１；ＳＧ狏狊．ＺＫ，狋＝２．２３２，犱犳＝９４，犘

＝０．０２８），且二者间没有明显差异（ＲＳ狏狊．ＳＧ，狋＝

０．５８１，犱犳＝９４，犘＝０．５６２），其次为中科院性诱芯

（ＺＫ狏狊．ＺＪ，狋＝３．８６１，犱犳＝９４，犘＜０．００１），中捷

四方的性诱芯诱蛾数量最少（图３ａ，表１）；然而，４种

性诱芯在整个试验期的总诱蛾量之间，没有明显差

异（犉３，１６＝１．０２６，犘＝０．４０７；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ＬＳＤｔｅｓｔ）（图３ｂ）。

图３　４种性诱芯对南美番茄潜叶蛾的诱蛾数量

犉犻犵．３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狋狉犪狆狆犲犱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犿犪犾犲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犳狅狌狉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犾狌狉犲狊

　
２．３　不同性信息素产品的性价比

［１８］

图４结果显示，购自不同单位／公司的性诱芯其

性价比差异显著。购自法国罗素、北京水光科技、中

捷四方以及中科院的性诱芯，其性价比分别为

１∶７５．７～１∶１４０．７、１∶４２．６～１∶７５．０、１∶９５．５～

１∶１４９．３和１∶２４０．２～１∶５７３．０，平均性价比分别为

（１∶１０７．７±１３．４）、（１∶５５．５±６．５）、（１∶１１１．５±９．９）

和（１∶３９８．１±５２．８），购自中科院的性诱芯其性价比

极显著高于其他３种性诱芯（犉３，１６＝３１．００６，犘＜

０．００１；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ＬＳＤｔｅｓｔ）（图４）。

２．４　不同性信息素产品的诱蛾表现综合分析

相对诱蛾效果的综合评价分析结果显示，购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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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的性诱芯整体上对南美番茄潜叶蛾的诱蛾表现最

好，其次为法国罗素的性诱芯，然后为中捷四方的性诱

芯，而水光科技的性诱芯整体诱蛾表现较差（表２）。

图４　４种性诱芯诱捕南美番茄潜叶蛾的性价比

犉犻犵．４　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狆狉犻犮犲狉犪狋犻狅狅犳犳狅狌狉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犲狓

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犾狌狉犲狊犻狀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犿犪犾犲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

　

３　结论与讨论

南美番茄潜叶蛾于２０１７年在我国新疆局部区

域首次被发现［６］，其进一步扩张趋势明显［１９］。目

前，我国市面上有４种（４家单位／公司）针对该虫的

性信息素产品在售，但各产品间的诱蛾效果是否一

致尚不得而知。为此，本研究以购自不同单位／公司

的性诱芯的诱蛾量占比（百分率）、诱蛾量占比稳定

性、诱蛾数量和性价比等作为评价指标，开展了不同

性信息素产品诱蛾效果的研究。结果显示，４种市

售性信息素产品的专一性均较强，且诱捕效果明显，

整个试验期间只诱集到南美番茄潜叶蛾。诱捕效果

综合评价分析显示，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

性诱芯综合诱蛾效果最高，其次为青岛罗素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的性诱芯，然后为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诱芯，而北京水光科技有限公

司性诱芯的综合诱蛾效果较差。研究结果对新发南

美番茄潜叶蛾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以及诱杀防治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表２　４种性信息素产品对南美番茄潜叶蛾相对诱捕效果的综合评价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狅犳狋犺犲犳狅狌狉狊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犾狌狉犲狊犻狀狋狉犪狆狆犻狀犵

犿犪犾犲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犜狌狋犪犪犫狊狅犾狌狋犪（犿犲犪狀±犛犈）

性诱芯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ｓｅｘ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ｌｕｒｅ

评价指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诱蛾量占比／％

Ｔｒａｐｐｅｄａｄｕｌｔｓ

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ｌｕｒｅ

诱蛾量占比稳定性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每诱芯诱蛾数量

Ｎｏ．ｏｆｔｒａｐｐ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ｐｅｒｌｕｒｅ

性价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ｒｉｃｅｒａｔｉｏ

综合评价指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青岛罗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ＲＳ １ ０．９９±０．０５ ０．９６±０．０３ ０．２８±０．０３ ０．２６

水光科技有限公司ＳＧ ０．８２±０．１０ １ １ ０．１５±０．０２ ０．１２

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ＺＪ ０．７１±０．１０ ０．９２±０．０５ ０．７６±０．０６ ０．３０±０．０４ ０．１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ＺＫ ０．７８±０．１２ ０．８９±０．０７ ０．８９±０．０７７ １ ０．６２

测算依据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１ｂ数据 图２数据 图３ｂ数据 图４数据 －

　１）综合评价指标为４项评价指标的乘积。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

　　基于信息素尤其是性信息素的害虫管理策略在

南美番茄潜叶蛾预防与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１４］。

本研究中使用的４种不同单位／公司的性信息素产

品，其有效成分相同，均为性信息素主要组分反３，

顺８，顺１１十四碳三烯乙酸酯，而且每枚性诱芯的

性信息素成分含量／剂量亦相同（ＺＪ除外），但４种

性信息素产品之间的诱蛾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异。虽

然造成这种差异的具体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但不同

来源的性诱芯其性信息素主要组分的纯度可能不一

样，制作工艺可能不相同，并且性信息素硅橡胶塞载

体的质量等级、吸附释放能力可能也会有所差异，并

进而可能造成诱蛾效果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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