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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对绿盲蝽、棉铃虫和甜菜夜蛾

田间诱集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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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更好地发挥性诱捕器对棉花主要害虫绿盲蝽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棉铃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和甜菜夜

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的监控及诱杀作用，进一步优化性诱捕器田间设置技术，笔者研究了不同悬挂高度对３种害

虫性诱捕器田间诱集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悬挂高度对３种害虫的诱集效果均存在显著影响，绿盲蝽性诱捕器悬

挂高度高于棉株顶尖４０ｃｍ时效果最好，与顶尖持平和高于顶尖２０ｃｍ的诱集效果略低，三者差异不显著；棉铃虫

性诱捕器悬挂高度０～４０ｃｍ时诱集效果均较好，诱捕器处于顶尖以下时诱集效果显著降低；甜菜夜蛾性诱捕器悬

挂高度在高于顶尖２０ｃｍ和４０ｃｍ时诱集效果差异不显著，高于顶尖４０ｃｍ时诱集效果最好。棉花打顶前，绿盲蝽

和棉铃虫性诱捕器随着棉花株高变化可适当减少调整频次，但低于棉花顶尖时应及时调整。

关键词　性诱捕器；　悬挂高度；　绿盲蝽；　棉铃虫；　甜菜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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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Ｌ．作为主要经济作

物，在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

常受到害虫取食为害，若防治不及时会严重影响棉

花产量和种植效益。绿盲蝽 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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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ｙｅｒＤüｒ）、棉 铃 虫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 犪狉犿犻犵犲狉犪

（Ｈüｂｎｅｒ）和 甜 菜 夜 蛾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 犲狓犻犵狌犪

（Ｈüｂｎｅｒ）是黄河流域棉区的３种主要害虫。绿盲

蝽若虫和成虫均能刺吸为害棉花叶片、花和幼嫩蕾

铃，常造成叶片破碎、花药畸形和蕾铃脱落，严重影

响棉花产量，且成虫寿命长、善于在田块和寄主间转

移扩散，是棉田绿盲蝽的主要为害虫态，防治难度较

大［１３］。随着转Ｂｔ抗虫棉的应用，棉铃虫对棉花为

害程度日趋减轻，但近年来，棉花种植面积萎缩和种

植业结构变化，使得棉铃虫区域性种群基数呈回升

趋势，在玉米犣犲犪犿犪狔狊Ｌ．、花生犃狉犪犮犺犻狊犺狔狆狅犵犪犲犪

Ｌ．、向日葵犎犲犾犻犪狀狋犺狌狊犪狀狀狌狌狊Ｌ．等非Ｂｔ作物上的

为害程度也日趋加重，其中，成虫期是种群大量繁

殖、转移扩散为害与区域性暴发成灾的关键期，做好

成虫防治有利于实现棉铃虫区域种群控制［４６］。甜

菜夜蛾虽与棉铃虫同属鳞翅目夜蛾科，但由于Ｂｔ毒

素类蛋白对鳞翅目害虫杀虫活性存在差异，转Ｂｔ抗

虫棉对甜菜夜蛾靶标性较弱、控制作用较差［７９］，且

甜菜夜蛾对多数药剂存在抗性［１０］，使得其逐渐演化

为重要的棉花害虫，为害能力不可忽视［１１１２］。

针对以上３类害虫，生产中仍以化学防治为主，

过量施用化学农药带来的害虫抗药性上升、防治成

本增加和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对环

境安全的绿色防控产品及技术已成为生产中的迫切

需求。利用性诱剂诱集是害虫绿色防控的关键技

术，其利用缓释技术，在田间稳定释放特定组成和配

比的性信息素混合物，吸引同种雄性成虫前来“交

配”并将其诱杀在诱捕器中，减少田间雌虫交配机

会，从而降低后代种群数量，具有专一性强、灵敏度

高、防效期长等优点。同时，性诱剂诱集在害虫种群

监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性诱监测的专一性，

可以大大减少种类鉴定环节，为害虫监测预警和高

效防治提供了准确指导和参考［１３１４］。

绿盲蝽、棉铃虫和甜菜夜蛾性诱剂及配套诱捕

器产品在生产中多有应用，其田间设置技术直接影

响诱杀防治和虫情监测效果，而悬挂高度是影响诱

虫量的重要因素，其与昆虫空间分布、飞行能力及植

物生长特点密切相关，应结合种植作物和靶标害虫

特点具体分析和选择优化［１５１８］。适时打顶是棉花种

植中的关键栽培措施，能够减少无效棉铃和保证有

效棉铃成熟［１９］。棉花打顶后，株高增长缓慢或停

滞，诱捕器高度不需频繁调整，悬挂高度在打顶前后

对诱集效果的影响有待明确。本研究以生产中常用

的绿盲蝽、棉铃虫和甜菜夜蛾性诱捕器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对靶标害虫诱集效果的影

响，并对打顶前后不同悬挂高度性诱捕器的日均诱

集量差异进行了比较，旨在优化棉花主要害虫性诱

捕器的田间设置技术，为棉花害虫高效绿色防控提

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９月进行，试验地位于河

北省邯郸市曲周县槐桥乡西漳头村棉田（３６°４７′Ｎ，

１１５°０′Ｅ，海拔３６．４ｍ）。试验田土壤为黏质壤土，肥

力中等，连作棉田，４月３０日进行干播湿出覆膜播

种，７月１５日人工掐尖打顶，常规管理。种植品种

为‘冀棉８０３’，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选育。

１．２　试验材料

绿盲蝽、棉铃虫和甜菜夜蛾分别采用桶型绿盲

蝽诱捕器、新型蛾类诱捕器和夜蛾类诱捕器，诱捕器

与配套的性信息素诱芯均购自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３　试验方法

大田试验中，以诱芯位置为基准，分别将棉铃

虫、绿盲蝽和甜菜夜蛾性诱捕器设置高于棉花顶尖

４０、２０、０ｃｍ和低于顶尖２０ｃｍ等４个高度处理，４

个高度处理为１组，记为１次重复，组内随机排列，

同一类昆虫性诱捕器重复３次，顺棉花播种行“一”

字形排布，相邻诱捕器间隔距离３０ｍ。随棉花生长

及时调整性诱捕器悬挂高度，每７ｄ调查１次诱集

成虫数量，３０ｄ更换１次诱芯。

１．４　数据统计分析

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与ＤＰＳ７．０５统计分析试验数

据，将６月２３日－７月１５日和７月１６日－９月１５

日的诱集虫量分别作为打顶前和打顶后的诱集虫

量；同类性诱捕器不同悬挂高度间及打顶前后的诱

集效果差异显著性采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悬挂高度性诱捕器的诱集效果比较

从试验期间诱集到的成虫数量来看，性诱捕器

悬挂高度对３种害虫的诱集效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影

响（表１）。

不同悬挂高度绿盲蝽性诱捕器的诱集量数据表

明，高于棉花顶尖０、２０ｃｍ和４０ｃｍ的总诱集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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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２３３．００、２１５．００头和２６９．６７头，３个高度处理

间无显著差异。其中，高于顶尖４０ｃｍ处理效果最

好，总诱集量是高于顶尖２０ｃｍ处理的１．２５倍；低于

顶尖２０ｃｍ处理总诱集量显著低于顶尖以上４０ｃｍ

的悬挂高度处理。悬挂高度对性诱捕器日均诱集量

和最高单日诱集量的影响与对总诱集量的影响规律

一致。

棉铃虫性诱捕器悬挂高度高于棉花顶尖０、

２０ｃｍ和４０ｃｍ时，单个诱捕器诱集雄蛾总量分别

为５４７．６７、５９２．６７头和５４５．３３头，三者之间差异不

显著，但均显著高于低于顶尖２０ｃｍ处理，分别是低

于棉花顶尖２０ｃｍ处理的１．５９、１．７２倍和１．５８倍。

悬挂高度低于棉花顶尖２０ｃｍ时，对棉铃虫的日均

诱集量和最高单日诱集量同样显著低于其他３个

高度。

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影响甜菜夜蛾诱集效果的

趋势较明显，随着悬挂高度的增加，诱集效果逐

渐升高，高于棉花顶尖４０ｃｍ 的总诱集量为

６４０．３３头，与高于顶尖２０ｃｍ处理间差异不显

著，但显著高于低于顶尖２０ｃｍ和顶尖持平处理，

分别是两者的２．３６倍和１．６８倍；悬挂高度高于

棉花顶尖４０ｃｍ时，对甜菜夜蛾的日均诱集量和

最高单日诱集量同样显著高于低于顶尖２０ｃｍ及

顶尖持平处理。

表１　不同悬挂高度性诱捕器对害虫的田间诱集效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犻犲犾犱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狊犲狓狆犺犲狉狅犿狅狀犲狋狉犪狆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犪狀犵犻狀犵犺犲犻犵犺狋狊

诱捕器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ｔｒａｐ

高度／ｃｍ

Ｈｅｉｇｈｔ

日均诱集量／头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ｄａｉｌｙｃａｔｃｈｅｓ

最高单日诱集量／头

Ｍａｘｉｍｕｍ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ｄａｉｌｙｃａｔｃｈｅｓ

总诱集量／头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ｃａｔｃｈｅｓ

绿盲蝽性诱捕器

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ｔｒａｐ

－２０ （１．６９±０．２３）ｂ （２．６７±０．５５）ｂ （１６９．００±３５．９３）ｂ

０ （２．１２±０．３８）ａｂ （３．６９±０．１０）ａｂ （２３３．００±３５．８０）ａｂ

２０ （２．０８±０．３０）ａｂ （３．３８±０．１４）ａｂ （２１５．００±１９．５０）ａｂ

４０ （２．５３±０．０８）ａ （４．０７±０．２１）ａ （２６９．６７±６．３６）ａ

棉铃虫性诱捕器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ｔｒａｐ

－２０ （４．６８±０．３０）ｂ （１９．２４±３．４０）ｂ （３４５．３３±２３．２１）ｂ

０ （７．５５±１．０９）ａ （３０．４３±４．９７）ａ （５４７．６７±５９．８０）ａ

２０ （８．５０±０．６１）ａ （３４．９５±６．２８）ａ （５９２．６７±３６．５５）ａ

４０ （７．７４±１．７９）ａ （２９．４８±６．９８）ａ （５４５．３３±１１１．１９）ａ

甜菜夜蛾性诱捕器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ｔｒａｐ

－２０ （２．２２±０．６８）ｃ （５．５８±１．６３）ｂ （２７１．３３±４１．３３）ｃ

０ （４．３２±０．２７）ｂｃ （１２．００±２．６２）ｂ （３８１．３３±４２．８８）ｂｃ

２０ （６．４６±１．９０）ａｂ （１９．２２±６．７９）ａｂ （５３７．００±１５２．６０）ａｂ

４０ （９．０５±１．３１）ａ （３１．２８±４．７９）ａ （６４０．３３±９３．２５）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一类诱捕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ｆｓａｍｅｔｙｐｅｔｒａｐ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犘＜０．０５．

２．２　打顶前后不同悬挂高度性诱捕器的诱集效果

变化

　　打顶前后，悬挂高度对绿盲蝽性诱捕器的诱集

效果存在相似影响（图１ａ），４个悬挂高度的日均诱

集量差异不显著，但低于顶尖２０ｃｍ处理诱集虫量

最少，高于顶尖４０ｃｍ处理诱集虫量最多。

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对棉铃虫雄蛾的诱集效果在

打顶前后影响规律较为一致（图１ｂ），打顶前和打顶

后，低于顶尖２０ｃｍ处理的日均诱集量均显著低于

顶尖持平、高于顶尖２０ｃｍ和４０ｃｍ这３个处理，且

这３个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７月中旬前，诱集的甜菜夜蛾雄蛾数量较少，４

个悬挂高度处理的日均诱集量差异不显著（图１ｃ）；

打顶后，性诱捕器悬挂高度高于顶尖４０ｃｍ时诱集

雄蛾数量最多，单个诱捕器日均诱集量１５．０６头，与

高于顶尖２０ｃｍ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顶

尖以下２０ｃｍ和顶尖持平处理。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对棉田靶标害

虫诱集效果的影响，并对不同悬挂高度性诱捕器在

打顶前后的诱虫差异进行了分阶段比较，结果表明，

悬挂高度对诱集效果存在影响，绿盲蝽性诱捕器悬

挂高度高于棉株顶尖４０ｃｍ时效果最好，且高于顶

尖各处理的诱集效果相当；棉铃虫性诱捕器悬挂高

度０～４０ｃｍ时诱集效果较好，性诱捕器处于顶尖下

部时显著降低诱集效果；甜菜夜蛾悬挂高度在顶尖

上方２０～４０ｃｍ时诱集效果较好。打顶前后，绿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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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悬挂高度性诱捕器在打顶前后的诱集效果比较

犉犻犵．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狉犪狆狆犻狀犵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犪狀犵犻狀犵

犺犲犻犵犺狋狊犫犲犳狅狉犲犪狀犱犪犳狋犲狉狋狅狆狆犻狀犵

　
蝽和棉铃虫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对靶标害虫的诱集效

果影响较为一致，为达到理想的诱集效果，打顶前，

应随着棉花株高变化及时调整性诱捕器高度。

绿盲蝽在植株间或田块间短距离转移扩散时，

一般是贴近植物顶部飞行，对成虫田间活动规律的

研究表明，粘虫板在棉花顶部２０～４０ｃｍ处诱捕到

的成虫数量最高（粘虫板规格为高２０ｃｍ，挂置时粘

虫板下缘距棉花顶部２０ｃｍ），这与本研究中悬挂高

度在４０ｃｍ时诱集数量最高的结论基本一致
［２０］。

同时，绿盲蝽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在高于顶尖０、

２０ｃｍ和４０ｃｍ之间诱集效果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

绿盲蝽成虫的飞行高度范围较大，打顶前可减少高

度调整的频次，性诱捕器高度保持在高于棉株顶尖

０～４０ｃｍ范围内为宜。棉铃虫性诱捕器悬挂高度

在高于棉株顶尖０～４０ｃｍ时，诱集虫量差异不显

著，但低于顶尖２０ｃｍ时诱集效果下降明显，故打顶

前可适当减少调整频次，但低于棉花顶尖时应及时

调整。甜菜夜蛾性诱捕器诱集规律与棉铃虫类似，

但随悬挂高度变化趋势更加明显，高于棉花顶尖

２０ｃｍ和４０ｃｍ时诱集效果差异不显著，高于顶尖

４０ｃｍ时效果最好，这可能与鳞翅目夜蛾类害虫飞

行行为，以及雄蛾在接近诱芯且发现并不是真正的

雌蛾后，其飞行轨迹垂直上行等特征有关［１３］。

本试验研究了性诱捕器悬挂高度对绿盲蝽、棉

铃虫和甜菜夜蛾诱集效果的影响，明确了３类害虫

性诱捕器在田间的适宜悬挂高度，对性诱技术的应

用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但诱集效果可能会受品种

特征、栽培管理、地力差异和虫害发生程度等影响，

仍有必要开展年际间或地域间的重复试验，以期对

性诱捕器田间设置技术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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