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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稻区二化螟性诱盆布放密度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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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 年在黑龙江省五常市试验研究二化螟性诱盆布放密度。结果表明，每公顷诱盆 45、45、30 只

诱杀盆的处理区 6 次调查平均每盆累计诱蛾量分别为 76.40、68.00、76.80 头，在诱盆密度增加 50％时，单位

面积诱蛾总数则上升 49.22％和 32.81％。每公顷 45、45、30、0 只诱杀盆的白穗和半枯穗数分别为 0.67、1.50、
2.00、7.33 个，3 个诱杀区防治效果分别为 90.91％、79.55％、72.73％。随着诱杀盆密度的增加，防治效果有所

上升。作者认为，目前在东北大部分稻区，性诱盆密度以每公顷 45 盆为宜；对于虫口密度较低地区，诱盆密度

可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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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 on pheromone trap density for mass-trapping of the rice stem borer, Chilo sup－
pressalis (Walker) was conducted in Wuchang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1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numbers of male moth captured per tray in treatments with 45, 45, and 30 trays per hectare were 76.50,

68.00 and 76.80, respectively. The total numbers of male moths captured increased by 49.22% and 32.81%

when trap density increased by 50%. The numbers of white head and semi dry spike were 0.67, 1.50, 2.00, 7.33

in the treatments with 45, 45, 30, 0 trays per ha. The control efficiency was 90.91%, 79.55 and 72.73%, re-

spectively, and it slightly increased as trap density increased.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density of 45

traps/ha is suitable for most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at present, and the density should be reduced to some

extent where the pest population density is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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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诱蛾处理区诱捕二化螟雄蛾数量 （五常市 2011 年）

诱盆密度(只 /hm2)
各盆累计诱蛾数(头)

盆 1 盆 2 盆 3 盆 4 盆 5 平均数±标准误
45 盆 71 72 75 84 80 76.40±2.64
45 盆 78 97 63 48 54 68.00±8.84
30 盆 116 61 82 67 58 76.80±10.64

表 2 各处理区白穗、半枯穗数与防治效果 （五常市 2011 年）

诱盆密度(只 /hm2)
各点白穗和半枯穗数(个 /m2)

防治效果(%)
点 1 点 2 点 3 点 4 平均数±标准误

45 盆 1 1 0 - 0.67±0.33 90.91
45 盆 1 1 3 1 1.50±0.50 79.55
30 盆 4 0 2 - 2.00±1.15 72.73
0 盆 2 5 15 - 7.33±3.93 0

东北是我国优质稻米的集中产区之一，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构成该区绿色食品

大米生产的有利条件。随着水稻单产、总产迅速增

加，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 (Walker)]急剧上升

蔓延，施药量不断加大，成为绿色生产的主要障

碍，急需寻找解决对策[1-2]。近年来我国性诱剂已

用于多种害虫防治，包括在吉林、黑龙江防治二化

螟[3-7]。但对诱捕器的布放密度缺乏研究，作者于

2011 年就此开展试验，考察不同密度诱捕器的诱

蛾量、防治效果及经济收益。

1 材料与方法
1.1 诱芯及诱捕器

二化螟性诱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提

供，载体为绿色天然橡胶块，半形诱芯，反口半钟

形，长 1.5 cm，每个重 0.3 g。诱捕器水盆为标准绿

色硬质塑料盆，口径为 25 cm，深 8 cm，内盛八成

清水(至排水孔)，加少量洗衣粉(约 0.3%)。诱芯用

细铁丝悬挂于盆口圆心处，调整后距盆内水面

0.5～1.0 cm[5]。
1.2 试验地点与时间

试验于 2011 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五常

水稻研究所（民乐朝鲜族乡）水稻田进行。水稻品

种为五优稻 4 号，长势一致。试验时间为 6 月 25

日至 9 月 8 日。

1.3 诱杀盆布放密度及日常管理

6 月 25 日按每公顷 30 只（盆间距 18.3 m）和

45 只（盆间距 14.9 m）布放诱杀盆，分别布放在 1

个和 2 个处理区，处理区面积分别为 0.4 hm2、0.4

hm2 和 3 hm2，另在诱杀区邻近设空白对照区，面

积 10 hm2。诱盆高出植株 10～20 cm，诱盆每 3 日

补充清水至既定水位，每 10 d 左右换 1 次清水及

洗衣粉。
1.4 调查与计算

每个处理区各定 5 盆，每周 1 次调查诱蛾数，

诱蛾数调查自 7 月 2 日至 27 日共进行 6 次。9 月

8 日调查各诱杀区和对照区的白穗与半枯穗的数

量，取样 3～4 点，按平均数计算防治效果：防治效

果（％）=（对照区被害数－处理区被害数）/ 对照

区被害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蛾量

各诱蛾处理区诱捕二化螟雄蛾数量见表 1。每

公 顷 诱 盆 数 45、45、30 只 诱 杀 盆 的 处 理 区 7 月

2~27 日 6 次 调 查 每 盆 平 均 累 计 诱 蛾 量 分 别 为

76.40、68.00、76.80 头，随着诱盆密度增加 50％，每

盆平均诱蛾量下降 0.52％和 11.46％，而诱蛾总数

则上升 49.22％和 32.81％，可见在此范围内增加诱

杀盆密度对于增加单位面积诱蛾总数是有利的。

2.2 被害穗数与防治效果

9 月 8 日调查得到各诱杀区和空白对照区平

均每平方米白穗和半枯穗数，每公顷 45、45、30、0
只诱杀盆分别为 0.67、1.50、2.00、7.33 个，两个

45 盆处理区分别低于 30 盆处理区。诱杀区防治

效果分别为 90.91％、79.55％、72.73％。随着诱杀

盆密度的增加，防治效果有所上升。

3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每公顷诱盆数 45、45、30 只诱杀

盆的处理区 6 次调查每盆平均累计诱蛾量分别为

76.40、68.00、76.80 头，在诱盆密度增加 50％时，

单位面积诱蛾总数上升 49.22％和 32.81％，近于

成比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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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3 页)“五点法”就可能造成较大误差，应采

用平行线等取样方法而有利于减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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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顷 45、45、30、0 只诱杀盆的白穗和半枯

穗数分别为 0.67、1.50、2.00、7.33 个，3 个诱杀区

防治效果分别为 90.91％、79.55％、72.73％。随着

诱杀盆密度的增加，防治效果有所上升。
若按每公顷 400 万穗、稻谷产量 8 000 kg、稻

谷价格 4 元 /kg 计算 （本文供试品种五优稻 4 号

大米市场均价 8~10 元 /kg[8]），各区产量损失分别

为 13.4、30.0、40.0、146.6 kg， 约 合 53.6、120.0、
160.0、586.4 元 。 诱 杀 区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426.4~532.8 元，30~45 只诱杀盆的材料成本约为

150~225 元，可见即使不考虑稻谷单价的提高，仅

从产量看，使用性诱杀也是经济合算的。
本试验区的虫口密度较低，虽然防治效果较

高且与以往报道基本一致[4-7]，但挽回的产量损失

并不大。洪峰等报道 2008 年在尚志县和方正县，

性 诱 剂 诱 杀 区 防 治 效 果 （按 白 穗 率 计 算）为

88.1％，挽回稻谷产量达每公顷 1 506 kg，是本文数

值的十倍以上[6]，原因是此二研究空白对照区的产

量损失率分别约为 12.2％和 1.8％，也是六倍之

差。类似地，李相熙等报道 2008 年在吉林省永吉

县，性诱剂诱杀区的防治效果高达 98％，施药区

为 80％~85％，诱杀区直接经济收益比空白对照

区高 3 045 元 /hm2，比杀虫单原粉施药 2 次、杀

虫双大粒剂施药 2 次的处理区分别高 420 元 /hm2

和 565 元 /hm2[7]。
由上可知，性诱盆的合理密度与害虫发生量

有关，决定的依据是经济学的收益 / 成本分析，即

增加 1 盆的收益要抵得上该盆的代价，本质上是

个“阈值”问题。在东北大部分稻区，二化螟已成为

常发性严重害虫，吉林市东福米业公司 1 盆 1 晚

最大诱蛾量达 534 头（个人通讯），为已知最高纪

录，甚至高于沿江稻区。目前在吉林市、长春市、盘
锦市、哈尔滨市等发生较重地区，诱盆密度以每公

顷 45 只为宜，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半山区稻区，

因虫口数量较低，则应降至每公顷 30 只或以下。
大面积性诱杀的更大效益来自绿色产品，其

价格可以高出几倍甚至十倍。至于生态环境效益

则更大，具体幅度有待估计。
本试验区地势较平坦，大面积水稻长势均匀，

二化螟发生情况较一致，因此诱杀区的总体防治

效果 72.7％~90.9％应较可靠；但诱杀区面积偏

小，对不同诱盆密度处理之间的结果可能有某种

影响，今后试验时应注意改进。
还应指出，在常用类型的诱捕器中，水盆诱捕

器对二化螟最有效，诱效是筒形诱捕器、三角粘胶

诱捕器的 3~10 倍[9]，这与玉米螟的情况类似，因

此在二化螟诱杀防治时不能片面强调加水工作量

而忽视水盆诱捕器的高效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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