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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委夜蛾［Athetis lepigone （M觟schler）］的 发

生区域在我国华北地区快速扩展， 已成为夏玉米的

一大害虫。该虫化学防治较困难，性诱剂有望用于其

测报和防治［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 2011 年成

功研制出二点委夜蛾性诱剂［2-3］。 鉴于性诱剂的质量

对诱蛾量常有较大影响［4-5］，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有关研究组密切协

作，试图进一步改进该种性诱剂，并在田间就不同性

诱芯的诱蛾效果进行了检验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二点委夜蛾性信息素的主要成分为顺-7-十二

碳烯乙酸酯和顺-9-十四碳烯乙酸酯 ［6］，供试性诱芯

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制作，按主要成分的不同

配比并加入不同的辅助成分， 制成 A、B 两种性诱

芯，其 中 A 诱 芯 为 2011 年 投 放 的 类 型，在 本 次 试

验中作为标 准 对 照 诱 芯，B 诱 芯 为 2012 年 新 研 制

的类型。 其载体为绿色天然橡皮塞（含性诱剂时称

为诱芯），反口钟形，长 1.5 cm，水盆诱捕器选用 25
cm 的绿色硬质塑料盆，内盛 4/5 容量清水，加少量

洗衣粉。诱芯用长 35 cm 的 18 号铁丝穿过，横放在

盆口中间并固定。 诱芯开口朝下， 与水面距离为

0.5～1 cm［7］。
1.2 试验地点及时间

试验地点设在藁城市境内的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粮油作物研究所堤上试验站。 选择在二点委夜蛾发

生量较大的小麦地（试验 1）和玉米地（试验 2）分别

二点委夜蛾两种性诱芯的田间诱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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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年在河北省藁城市对二点委夜蛾 A、B 两种性诱芯的诱蛾效果进行了田间试验研究。 试验 1 即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在小麦地的试验结果表明，B 诱芯的平均诱蛾量是 A 诱芯的 3.45 倍，差异显著。试验 2 即 6 月 18 日至

7 月 25 日在玉米地的试验结果表明，在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B 诱芯的平均诱蛾量比 A 诱芯低 22.33％，差异未达

显著水准；而在 7 月 12～25 日，B 诱芯的平均诱蛾量是 A 诱芯的 2.71 倍，差异极显著。 与此类似，B 诱芯的单盆日最

大诱蛾量达到 245 头，显著超过 A 诱芯的 74 头。 可见 B 诱芯的诱蛾性能具有较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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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
（月-日）

不同诱芯诱蛾量（头/3 盆）

A 诱芯 B 诱芯

04-25~27 48 119
04-28~30 6 45
04-29~05-01 9 72
05-02~03 22 59
05-04~06 2 5

平均 1） 17.4 a 60.0 b

表 1 2012 年河北藁城市小麦田二点委夜蛾
成虫期 A、B 两种性诱芯诱蛾量

1） 平均数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调查时间
（月-日）

不同诱芯诱蛾量（头/2 盆）

06-21~23 66 89
06-24~27 276 158
06-28~07-01 73 7
07-02~03 10 28
07-04~06 66 51
07-07~08 18 11
07-09~11 11 4

平均 1） 74.8 A1
2） 58.1 A1

2）

07-12~14 173 271
07-15~17 176 461
07-18~19 36 298
07-20~22 180 316
07-23~25 58 342

平均 1） 124.6 A 337.6 B

A 诱芯 B 诱芯

06-18~20 78 117

表 2 2012 年河北藁城市玉米田二点委夜蛾
成虫期 A、B 两种性诱芯诱蛾量

1） 平均数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2） A1 表示该时间段差异性检验结果。

调查时间
（月-日）

不同诱芯最大诱蛾量（头/盆）
A 诱芯 B 诱芯

07-17 30 103
07-18 15 128
07-19 10 128
07-20 5 56
07-21 74 77
07-22 33 93
07-23 32 245
07-24 9 13
07-25 4 16
平均 1） 23.6 a 95.4 b

表 3 2012 年河北藁城市二点委夜蛾

A、B 两种性诱芯单盆日最大诱蛾量

1） 平均数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和 2012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25 日进行。此时正处于二点委夜蛾重点为

害阶段的成虫羽化期。
1.3 试验方法

将绿色水盆诱捕器放在三脚支架上面， 调节高

度使诱芯的高度距地面 1.0～1.2 m。 每日观察、记录

各诱捕器中的二点委夜蛾雄蛾头数，清理死蛾，及时

加水和洗衣粉进行正常管理。 同一试验期间不换诱

芯。 两个试验均设诱芯 A 与 B 2 个处理。 试验 1 重

复 3 次，试验 2 重复 2 次。 不同诱芯处理间隔 3.8～
4.2 m，各重复间隔 30～32 m。 统计分析时按每 2～5 d
各处理平均数，作 SPSS Paired-t Test。

2 结果与分析

2.1 平均诱蛾量

A、B 两种性诱芯的试验 1 结果（表 1）显示，在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二点委夜蛾成虫期，A 诱芯 2～
3 d 内 3 盆的 诱 蛾 量 平 均 为 17.4 头，B 诱 芯 2～3 d
内 3 盆的诱蛾量平均为 60.0 头，后者是前者的 3.45
倍。 统计分析显示，其差异显著（t＝3.58，P＝0.023）。

A、B 两种性诱芯的试验 2 结果（表 2）显示，在

6 月 18 日至 7 月 25 日二点委夜蛾成虫期，A 诱芯

2～5 d 内 2 盆的诱蛾量平均为 93.9 头，B 诱芯的诱

蛾量平均为 165.6 头，后者是前者的 1.76 倍，差异不

显著。 经进一步分析， 在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期

间，A、B 两种诱芯诱蛾量分别为 598 头 和 465 头，
按 8 个时间段平均分别为 74.8 头和 58.1 头，B 诱芯

诱蛾量比 A 诱芯低 22.33％，统计分析显示，其差异

未达显著水准 （t＝0.91，P＝0.394）。 但在随后的 7 月

12～25 日期间，A、B 两种诱芯诱蛾量分别为 623 头

和 1 688 头， 按 5 个时间段平均分别为 124.6 头和

337.6 头，B 诱芯诱蛾量是 A 诱芯的 2.71 倍。 统计分

析显示，其差异达极显著水准（t＝5.34，P＝0.006）。
2.2 最大诱蛾量

两个试验的成虫羽化高峰期在 7 月 17～25 日，
期间 A、B 两种性诱芯单盆日最大诱蛾量分别为 74
头和 245 头，分别出现在 7 月 21 日和 7 月 23 日。 9
d 平均单盆日最大诱蛾量分别为 23.6 头和 95.4 头，
A、B 两种性诱芯之间差异显著（t＝3.16，P＝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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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1） 试验 1 结果表明， 在 4 月 25 日至 5 月 6 日

二点委夜蛾成虫期，其诱剂 B 诱芯的平均诱蛾量是

A 诱芯的 3.45 倍，差异显著。 试验 2 结果表明，在 6
月 18 日至 7 月 25 日二点委夜蛾成虫期的上半段，
B 诱芯的平均诱蛾量比 A 诱芯低 22.33％，差异未达

显著水平；而在成虫期的下半段，B 诱芯的平均诱蛾

量是 A 诱芯的 2.71 倍，差异极显著。 可见 B 诱芯的

平均诱蛾量超过 A 诱芯。 与此类似，B 诱芯的单盆

日最大诱蛾量也显著超过 A 诱芯。 因此认为，在给

定条件下，2012 年研制的 B 诱芯比 A 诱芯更具优

势，改进试验获得预期效果。
2） A 诱芯是 2011 年推出的标准类型诱芯，当

年 8 月 4 日在河北省赵县玉米地查得单盆日最大诱

蛾量为 138 头，此时已是成虫活动的盛末期，如此大

的诱蛾量超出一般预计，表明 A 诱芯具有良好的诱

蛾效果，同时表明 A 诱芯的剂量比较适宜［7］。 然而，
本试验结果表明，A 诱芯仍有继续改进的可能性，改

进的主要途径是改变配比、 剂量和添加成分。 实际

上，改进后的 B 诱芯已在生产上发挥了一定作用［8］。
3） 应当指出，与 A 诱芯比较，B 诱芯在 6 月 18

日至 7 月 25 日二点委夜蛾成虫期的前半段诱虫效

果（6 月 24 日至 7 月 11 日）表现相对不显著，而后

半段表现却十分显著， 推测其基本原因应是诱芯本

身的理化性质与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具体

原因尚需研究探讨。还需指出的是，本研究两个试验

的观察时间都不长，未能考察两种诱芯 38 d 后的性

能，这有待今后弥补。

4） 对于二点委夜蛾性诱剂， 研制配套的诱捕

器，形成规范化的使用方法，也是不可忽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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