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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2 kg 锯末混合均匀制成烟雾剂， 分堆点燃熏蒸

1～2 d。
4.2 化学防治

4.2.1 喷药保护植株
在人参果定植缓苗后， 选用 4%新奥霉素 AS

700 倍液或 20%吗胍·乙酸铜 WP 600 倍液、8%宁南

霉素 AS 900 倍液、32%核苷溴吗啉胍 AS 800 倍液

交替喷雾进行保护 （或钝化病毒）。 每隔 7d 施药 1

次，连喷 3～5 次。
4.2.2 防治传毒媒介

蚜虫、叶螨是人参果病毒病的传毒媒介。在叶螨

初发期用 6％高渗哒螨灵 EC 1 500 倍液或 1.8%乙

螨酯 EC 2 900 倍液、25%三唑锡 WP 1 900 倍液，交

替喷雾。 间隔 7 d， 连喷 3～5 次。 在蚜虫初发期用

10%吡虫啉 WP 1 000 倍液或 3%啶虫脒 EC 1 500
倍液，间隔 7～10 d 交替喷雾，共防治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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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 小 食 心 虫［Grapholita molesta （Busck）］属 鳞

翅目卷蛾科，又称东方蛀果蛾、梨小蛀果蛾、梨姬食

心虫、桃折梢虫、桃折心虫等，俗称蛀虫、黑膏药，简

称“梨小”，是世界性的主要蛀果害虫之一 ［1-2］。 我国

除西藏外均有分布 ［3-4］。 梨小食心虫的寄主植物很

多，包括苹果、梨、桃、李、杏等［1-2，5］。
由于梨小食心虫为害具有隐蔽性、 钻蛀性等特

点，生产中防治较为困难。 目前，对梨小食心虫的防

治主要依赖果实套袋和化学防治。 农药的过度使用

导致果实品质下降、农药残留超标、梨小食心虫抗药

性发展较快等问题［6］。 而农业防治中刮树皮、剪梢、
捡拾落果等措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因此，
环境友好的综合防治措施备受果农青睐。

利用昆虫性信息素防治害虫是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项防治技术， 具有特异性强、高

效、无毒、无污染、不伤害天敌等优点［7］。 梨小食心虫

性信息素是由 George 在 1965 年从该种雌蛾的腹部

分离得到的［8］。 自 Roelofs 等［9］鉴定梨小食心虫性激

素的主要成分为 （Z）-8-十二碳烯-1-醇醋酸酯以来，
有关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的合成与应用研究迅速展

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10-11］、四川大学［12］分别合

成了梨小食心虫性外激素顺-8-十二碳烯醋酸酯，并

进行了田间诱蛾试验。结果表明，合成的梨小食心虫

性外激素具有强烈的诱蛾活性。
目前，应用性信息素防治梨小食心虫已经成为一

种趋势。 对性信息素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种群动态监

测、大量诱捕诱杀和迷向干扰防治 3 个方面。其中，以

迷向干扰防治应用最为普遍。以性信息素为主防治梨

性诱剂与糖醋液组合对桃园梨小食心虫的
诱捕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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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性诱剂诱杀是防治梨小食心虫的有效手段，但该方法只对雄虫起作用。 糖醋液对雌虫和雄虫都有很强的

诱捕作用，可以作为性诱剂的有效补充。 本试验将性诱剂与糖醋液结合，研究其对梨小食心虫的诱杀效果，并对其可

能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结果表明，糖醋液与性诱剂结合使用具有很好的增效作用，不同糖醋液配方中食用醋+白酒的

组合优于乙酸+乙醇的组合，性诱盆的诱捕效果优于性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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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心虫， 受影响的只有梨小食心虫的雄性成虫，而

对关键的雌性成虫是否有影响尚未见相关报道。利用

糖醋液防治梨小食心虫不仅简单方便，易操作，而且

孕卵雌性成虫对其趋性更强［13］，可以作为性信息素的

有效补充。 为此，本项目课题协作组对不同配方的糖

醋液、性诱剂及其组合在桃园对梨小食心虫的诱杀效

果进行了研究， 旨在探索不同诱源之间如何合理共

用，以达到简便、有效、合理防治梨小食心虫的目的。

1 材料及制作方法

1.1 糖醋液

1.1.1 原料
红糖：市场购买散装红糖。 工业级 95%冰醋酸：

500 mL 瓶装试剂， 天津市进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95%工业乙醇：500 mL 瓶装试剂，天津市进丰化工有

限公司生产。 食用醋：市场购买袋装，槐茂牌食用醋，
河北保定槐茂有限公司生产。 白酒：市场购买牛栏山

牌二锅头白酒，酒精度 52%，顺义牛栏山酒厂生产。
1.1.2 糖醋液配方

1） 红糖∶食用醋 （含乙酸 6％）∶白酒 （52％）∶清
水＝1∶4∶1.5∶25，浓度约为 7.8％。

2） 红糖∶乙酸 （95％以上）∶工业乙醇 （95％）∶清
水＝1∶0.3∶1∶30，浓度约为 7.2％。
1.1.3 糖醋液的配制

先称量好红糖，然后按 1.1.2 配方中的比例倒入

原料，搅拌均匀，放入大的塑料桶中发酵几天，然后

倒入诱捕器中使用。
1.2 梨小食心虫性诱芯

试验所用梨小食心虫性诱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提供，为绿色橡胶塞。
1.3 诱捕器

诱捕器采用诱捕瓶和诱捕盆两种。 诱捕瓶选用

500～650 mL 矿泉水瓶； 诱捕盆选用绿色硬质塑料

盆，直径 20 cm。
1.3.1 诱捕盆的制作方法

性诱盆选用直径 20 cm 的绿色硬质塑料盆。吊绳

用 3 根长度为 50 cm 的细铁丝，将铁丝的一端捆绑在

一起，再分别将 3 根铁丝的另一端等距离捆在预先打

好的小孔上，盆内倒入含洗衣粉的清水，水量约占诱

盆的 4/5， 将性诱芯固定在诱盆正中距水面 1～1.5 cm

处，在盆壁的水平面处打 2～3 个排水孔，以防止因降

雨诱盆水满而浸泡诱芯和下雨后将蛾冲出［14］。
1.3.2 诱捕瓶的制作方法

选用 500～650 mL 的矿泉水塑料瓶， 在瓶体上

部 1/3 处对面挖 2 个窗口，窗口高 4 cm，宽 3 cm。 瓶

盖中心打小孔， 用 22 号细铁丝或尼龙线从瓶盖穿

进，并穿过性诱芯橡胶塞的小头，盖上瓶盖。 瓶中装

250 mL 糖醋液，加少量（1/3 汤匙）洗衣粉，并酌加少

量红色颜料 （也可将瓶体涂红或粘贴红色塑料布）。
将诱芯调整在瓶体窗口下方、瓶体中央，诱芯凹面向

下，距离液面 0.5～1 cm。

2 试验设计与方法

2.1 处理设计

试验共设 4 个处理：①糖醋性诱瓶。②清水性诱

瓶。③糖醋性诱盆。④清水性诱盆。每处理重复 4 次，
方位旋转排列， 各处理间距离为 5 m， 重复间距离

50 m 以上。
2.2 试验方法

试验在河北顺平县台鱼乡南台鱼村梨小食心虫

虫口密度较大的 4 块果园进行。 不同重复可在不同

果园独立进行。在不同果园时，必须保持各处理的设

计方位。
使用性诱捕水盆时， 诱捕水盆内放入清水或糖

醋液，外加少量洗衣粉；液面上方放性诱芯；用铁丝

将水盆悬挂于桃园的树枝上， 水盆悬挂高度离地面

约 1.6 m。
使用性诱瓶时，用 14 号铁丝做一挂钩，将糖醋

瓶直接挂在树枝上， 悬挂高度离地面 2 m 以上，或

达到树冠离地面高度的 3/4，挂在比较开阔、枝叶松

散处，离开房屋等障碍物。
2.3 诱捕器管理及诱捕效果调查

每日早晨检查各盆诱蛾量并分别记录。检查后将

盆中的蛾子捞出，并加水至标准水位。 每 10 d 彻底换

1 次水并放洗衣粉，大雨后补充洗衣粉。 糖醋诱瓶每

7 d 添加 1 次糖醋液、每 21 d 彻底更换糖醋液。
试验自 6 月 5 日开始，至 8 月 21 日，历期 3 个

月左右。
2.4 数据处理

用 F 检验等统计方法比较不同处理的诱捕效果。

44· ·



2014 年 第 10 期

CHINA PLANT PROTECTION 2014 ,Vol ．34 ．No ．1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诱
蛾

量
（头

/d
）

糖醋性诱瓶

糖醋性诱盆

清水性诱瓶

清水性诱盆

06
-0

5

06
-1

0

06
-1

5

06
-2

0

06
-2

5

06
-3

0

07
-0

5
07
-1

0

07
-1

5

07
-2

0

07
-2

5

07
-3

0

08
-0

5

08
-1

0

08
-1

5

08
-2

0

时间（月-日）
图 1 糖醋液配方 1 对梨小食心虫诱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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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糖醋液配方 2 对梨小食心虫诱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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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诱捕器对梨小食心虫累计诱蛾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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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糖醋液配方对梨小食心虫的诱集效果

3 试验结果

3.1 不同处理日诱蛾量比较

无论是配方 1 还是配方 2， 都以糖醋性诱盆所

诱捕到的蛾量最多，其数量远多于其他处理。其次为

糖醋性诱瓶。 以清水性诱瓶诱蛾量最少。 可以看出，
糖醋液对性信息素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而容器中

以性诱盆诱蛾量大于性诱瓶（图 1，图 2）。
3.2 不同处理诱蛾总量比较

由图 3 可见，本试验选取的糖醋液配方 1，即食

用醋和白酒配方的糖醋性诱盆的累计总诱蛾量为

5 276 头，明显高于清水性诱盆的 411 头；也高于糖

醋性诱瓶的 1 838 头和清水性诱瓶的 119 头。 糖醋

液配方 2， 即乙醇和乙酸配方的糖醋性诱盆的累计

总诱蛾量为 2 532 头， 明显高于清水性诱盆的 368
头； 也高于糖醋性诱瓶的 1 016 头和清水性诱瓶的

263 头。 不同配方之间进行比较，配方 1 即食用醋和

白酒配方中， 各 糖 醋 性 诱 处 理 的 累 计 诱 蛾 量 为 7
014 头，而配方 2，即乙酸和乙醇配方中，各糖醋性诱

处理的累计诱蛾量为 3 548 头， 后者的诱蛾量明显

低于前者。

3.3 不同糖醋液配方诱蛾量比较

从两个糖醋液配方的诱蛾量来看， 糖醋液配方

1 即食用醋和白酒配方的诱蛾效果好于糖醋液 2 即

工业乙醇和乙酸配方的诱蛾效果。 可能是由于配方

2 中组分的单一性导致了其效果较差（图 4、图 5）。
3.4 不同诱捕器诱蛾量比较

从图 6 可见，用塑料盆制作的诱捕器，其诱蛾量

远大于用矿泉水瓶制作的诱捕器。
3.5 糖醋液性诱剂组合与单诱源日诱蛾量比较

与清水性诱剂相比，添加了糖醋液以后，诱蛾量

有了显著提高（图 7）。 糖醋液对性诱剂有明显的增

效作用，是对性诱剂的有效补充。

4 分析与讨论

性信息素由于具有无毒、无害、不杀伤天敌，不

污染环境等优点，在害虫防治中日益受到重视。利用

性信息素诱杀梨小食心虫雄虫， 干扰其正常生理活

动， 在虫口密度小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较好的防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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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糖醋液配方对梨小食心虫分段累计诱蛾量比较

1 600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诱
蛾

量
（头

）

性诱盆

性诱剂

07
-2

5

07
-2

7

07
-2

9

07
-3

1

08
-0

2

08
-0

4

08
-0

6

08
-0

8

08
-1

0

08
-1

2

时间（月-日）

图 6 不同容器对梨小食心虫分段累计诱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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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糖醋液与清水诱捕器对梨小食心虫的

分段累计诱蛾量比较

果；当虫口密度大时可以起到准确的监测作用［15］，可

用于指导化学防治适期的确定。 但性信息素只对雄

性成虫起作用，对于产卵雌蛾没有明显的影响。这是

影响其效果的因素之一。
梨小食心虫喜食糖蜜，对糖醋酒液的趋性较强，

而且雌虫的趋性强于雄虫。 相对于性信息素单一诱

捕雄虫来说， 糖醋液对降低下一代虫口数及整体防

控梨小有优势［16］。 糖醋酒液是由糖、醋、酒和水按照

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的，其配比各家报道并不一致。
原料也不尽相同。 糖有红糖、白糖，醋和酒有用市售

产品，也有用乙酸、乙醇的。 张顶武等曾用性信息素

和糖醋酒液相结合的方法防治苹果小卷叶蛾， 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17］。因此本试验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

其诱捕效果。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食用醋+白酒的组合优于

乙醇+乙酸的组合；在比例相同的情况下，二者的诱

蛾量区别可能是由于成分差异造成的。 食用醋和白

酒中，除了有乙酸和乙醇外，还有其他的食用助剂。
正是这些助剂促进了诱蛾量的增加。

糖醋液对性信息素有增效作用， 这与康总江

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 性诱剂用于诱捕，只能诱集雄

性成虫。 而糖醋液对雌雄成虫都有诱集作用，尤其对

于雌蛾效果更好。 这可能是其增效作用的原因所在。
盆形诱捕器诱蛾量大于水瓶诱捕器， 这可能是

由于水盆诱捕器直径为 20 cm，开口大，处于开放状

态，更易于梨小成虫的飞近落水。而水瓶仅在两侧开

两个小窗，较为封闭，直径也较水盆小，梨小成虫不

易进入。没有足够的引诱空间，这可能是造成两者诱

蛾量差异的原因。
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的日益关注，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更加经济环保的防治手段和

措施，如对害虫的综合治理。性诱剂和糖醋液都属于

较为环保的防治手段。当前的研究结果表明，糖醋液

对性诱剂有很好的增效作用，如将两者结合，势必产

生更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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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信息

近 20 年来，我国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为 害 范 围 不

断扩大，化学防治难以为继，性诱剂已有初步应用，特别是在

绿色稻米生产中， 性诱芯质量是决定防治效果的基本因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盛承发研究员及其科 研 团 队 一 直 致

力于性诱剂在农作物害虫防治中的应用研究，特别是在性诱

芯质量提高方面，不断探索，在以往工作基础上，从组分、配

比、剂量、载体和工艺等方面对二化螟性诱剂作了多次改进，

诱蛾效果逐次提高， 在吉林市创下 单 盆 日 诱 蛾 534 头 的 记

录。吉林市东福米业公司连续 14 年使用性诱剂防治二化螟，

生产出高质量大米，获得巨大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吉林省

榆树市、辉南县、永吉县、昌邑区、双阳区等地也有较大规模

应用，收效良好。最新研制的新型性诱芯高效、长效、稳效，应

用效果好。

2012 年 在 江 苏 省 如 东 县 和 安 徽 省 庐 江 县，以 之 前 的 性

诱芯作为对照， 对二化螟新型性诱芯的诱蛾 性 能 进 行 了 田

中 国 科 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

新 研 制 二 化 螟 新 型 性

诱 芯 诱 蛾 效 果 好

间测试。 结果显示，如东县测试点在连续 126 d 测试期中，对

照诱芯和新型性诱芯 2 只水盆累计诱蛾量分 别 为 749 头 和

939 头，统 计 分 析 平 均 数 差 异 显 著（t=2.446，df=12，P＜0.05）；

庐江县测试点在连续 51d 试验期中，对照诱芯和新型性诱芯

3 只水盆累计诱蛾量分别为 42 头和 209 头，统计分析平均数

差异极显著（t=11.394，df=8，P＜0.01）。

田间测试结果还显示，如东县测试点对照诱芯和新型性

诱芯单盆日最大诱蛾量分别为 5～68 头和 5～72 头，平均 23.6
头和 31.5 头，新型性诱芯比对照诱芯高 33.5％，统计分析 差

异不显著（t=1.565，df=12，P＞0.05）；庐江县测试点对照诱芯和

新型性诱芯单盆日最大诱蛾量分别为 1～7 头和 3～20 头，平

均 2.1 头 和 6.7 头，新 型 性 诱 芯 比 对 照 诱 芯 高 215.8％，统 计

分析差异极显著（t=1.765，df=8，P＜0.01）。
结果表明，两测试点二化螟新型性诱芯比对照诱芯的平

均诱蛾量分别提高 25.4％和 397.6％；单盆日最大诱蛾量分别

提高 33.5％和 215.8％。 如东县测试点观察期较长，6 月 24 日

换诱芯，至 8 月 27 日测试停止时仍能诱到蛾子，表明新型性

诱芯和对照诱芯的田间持效期都不低于 65 d。 从后期较高诱

蛾量来看，新型诱芯的有效期更长。

（戴洪波， 姜海平， 孙俊铭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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