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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小食心虫性诱剂 2类诱芯的桃园田间诱蛾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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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梨小食心虫是北方果树的头号害虫 , 目前种群仍呈上升态势。为改进性诱剂防治技术 , 2009年在河北省

顺平县桃园 , 采用橡胶塞载体和水盆法诱捕法 , 对 2类梨小食心虫性诱剂诱芯的诱蛾效果进行了田间对比试

验。结果表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制的新型诱芯 Ｂ的平均诱蛾量是常规标准诱芯的 2.11倍 , 差异达显

著水平 (Ｐ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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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果园面积已达 150万 ｈｍ
2 , 其中苹果 、 梨和

桃占 50%以上。近年来 , 梨小食心虫 (简称 “梨小 ”)

成为果树主要害虫且种群呈上升趋势 , 在一些桃 、 梨 、

苹果 、 杏等混栽区尤为猖獗 , 严重影响果品产业的发

展。目前防治梨小基本依赖化学农药 , 且用药量日趋增

大 , 造成害虫抗药性增强 , 污染环境 , 严重影响食品安

全。性诱剂是种群动态监测和无公害防治的有效措施之

一 , 具有灵敏 、 专一 、 高效 、 经济 、 不伤害天敌 、 不易

产生抗性 、 不污染环境 、 操作简便等优点 , 应用梨小食

心虫性诱剂是综合治理该虫的重要手段
[ 1 ～ 4] 。同种昆虫

性诱剂 , 诱芯不同 , 诱蛾效果往往存在很大差异 [ 5 , 6] 。

因此 , 应尽可能选用高效诱芯 , 以期显著提高监测和防

治效果。 2009年 6 ～ 8月在河北省顺平县桃园 , 对梨小

食心虫性诱剂 2类诱芯的诱集效果进行了比较 , 旨为选

择高效梨小食心虫性诱剂提供参考 , 以提高对梨小食心

虫的防治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点概况

试验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镇源头村桃园进行。该村

以种植桃树为主 , 附近有少量苹果园 , 桃园梨小食心虫

发生较重。成年桃树长势较均匀 , 正常栽培管理 , 适时

喷洒化学农药治虫。桃树品种为绿化九 , 树龄 10ａ, 树

高 3.5 ～ 4.0ｍ, 冠幅 3.0 ～ 3.5ｍ, 株行距 3ｍ×4ｍ。

1.2　试验材料

1.2.1　性诱芯　梨小食心虫性诱剂 2类性诱芯均由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提供 , 分别标记为诱芯 Ａ和诱芯

Ｂ, 其中 Ａ为常规标准型 [ 2 , 3] , Ｂ为改进型。 2类诱芯的

有效成分均为 Ｚ-8-ｄｏｄｅｃ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和 Ｅ-8-ｄｏｄｅｃｅｎｙｌａｃｅ-

ｔａｔｅ
[ 2, 3] , 载体均为天然橡胶塞 , 反口钟形 , 长 1.5ｃｍ,

绿色 , 有效成分含量均为 200μｇ。诱芯生产日期为

2009年 3月 , 标注的有效期分别为田间裸露条件下 2个

月 、 室温密封条件下 12个月 、 -18℃密封条件下

24个月。

1.2.2　诱捕器　用水盆 (内径 23ｃｍ, 绿色硬质再生塑

料盆)作为诱捕器。盆口下方 1ｃｍ处钻 3个排水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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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内盛清水至排水孔 , 加少量洗衣粉。用细铁丝 (18#,

长 35ｃｍ)穿 1枚诱芯横跨在盆口中间并固定 , 诱芯大

头碗口朝下 , 与水面距离 0.5 ～ 1.0ｃｍ。用 3根细铁丝

(18#, 长 35ｃｍ)吊起水盆 , 上端 6ｃｍ处折弯 , 连接

1个 “Ｓ” 形铁丝钩 (12#, 长 16ｃｍ), 将铁丝钩挂在树

枝上 , 距地面高度 1.8ｍ左右。每 1 ～ 2ｄ向盆内补充清

水至排水孔 , 或调整铁丝保持诱芯与水面的适当距离 ,

10ｄ左右换 1次清水和洗衣粉 , 大雨后及时补充洗衣

粉。整个试验期未换诱芯。

1.3　试验方法

试验设常规标准型诱芯和改进型诱芯 2个处理 , 每

个处理重复 4次 , 按方位旋转排列。处理间距为 5ｍ,

重复间距为 30ｍ。

2009年 6月 17日 ～ 8月 18日 , 每天调查盆内诱集

的梨小食心虫雄成虫数量 , 计数完毕后将盆内蛾全部捞

出。每天计数的诱蛾量实际主要为前 1ｄ傍晚的诱蛾量。

以 10ｄ为 1个单位进行时间分段 (末段为 13ｄ), 分别

计算每个时间段内诱芯 Ａ和诱芯Ｂ的每盆平均诱蛾量。

数据用 ＳＰＳＳ10.0做配对ｔ测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2类性诱芯的诱蛾量比较

在划分的 6个时间段中 , 诱芯Ｂ的每盆诱蛾数始终

高于诱芯 Ａ (表 1)。试验观察期内 , 诱芯 Ｂ平均诱蛾

112.8头 , 是诱芯 Ａ (平均 53.4头)的 2.11倍 , 差异

达显著水平 (ｄｆ=5, ｔ=3.822, Ｐ=0.012)。 6月 17日

～ 8月 18日逐日诱蛾量调查 , 单盆 1ｄ最大诱蛾数诱芯

Ｂ为 231头 (7月 21日 ), 远远高于诱芯 Ａ (65头 ,

7月 23日)。无论是平均诱蛾数还是单盆 1ｄ最大诱蛾

数 , 结果均表明 , 诱芯Ｂ的诱蛾效果存在较大优势。

表 1　桃园梨小食心虫 2类性诱芯的诱蛾数量　 (头 /盆)
Ｔａｂｌｅ1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ｏｔｈｓｔｒａｐｐ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ｅｘ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ｌｕｒｅｉｎｐｅａｃｈｏｒｃｈａｒｄ

日期 (月 -日) 诱芯Ａ 诱芯Ｂ

06-17 ～ 06-26 71.0 115.4

06-27 ～ 07-06 16.8 39.8

07-07 ～ 07-16 19.3 64.4

07-17 ～ 07-26 130.8 262.8

07-27 ～ 08-05 41.5 106.9

08-06 ～ 08-18 41.0 87.2

平均 53.4ａ 112.8ｂ

　　＊平均数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 , 表示差异显著 (Ｐ2 0.05)。

2.2　2类性诱芯的有效期比较

6月 17日 ～ 8月 18日试验期间未换诱芯 , 因此认

为 , 2类诱芯的田间有效期均为 63ｄ。试验停止时 , 仍

然可以诱到相当数量的成虫 , 而且未观察到诱芯的诱蛾

效果明显下降。 2009年在河北省饶阳县进行的另一试

验中 , 此类改进型 Ｂ诱芯的有效期在 103ｄ以上 (作者

通讯数据)。

3　结论与讨论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 , 国外就首先鉴定并合成了梨

小食心虫性诱剂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国内最早进

行合成 、 试验和应用示范 , 并积累了较多经验;近 5ａ

来在国家及中国科学院多个项目的支持和地方广泛协作

下 , 通过系统研究和不断改进 , 终于研制筛选出比较理

想和实用的高效诱剂类型
[ 8]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改进型

诱芯Ｂ的平均诱蛾量是常规型诱芯Ａ的 2倍以上 , 差异

达显著水平。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 , Ｂ类诱芯中有

1种诱芯每盆平均诱蛾量达 163.7头 , 是常规诱芯 Ａ的

3.06倍。 2009年在河北饶阳和安徽砀山进行的诱捕试

验中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制的梨小食心虫新型高

效诱芯的诱蛾量分别为 2个公司市售品的 3.52倍和

5.17倍 [ 7] , 与本试验结果较为接近。

本试验各重复的诱蛾数出现有规律的变化 , 其中重

复 2的诱蛾量最大。分析原因可能是 , 试验桃园为浅山

区 , 地势高低不同 , 重复 2的前方是大片坡下桃园 , 使

该重复实际上处于相对高位 , 而诱盆高度对诱蛾效果有

较大影响 , 较高位置的诱盆可以增加诱蛾量 , 这在顺平

县等山地果园安排试验时必须充分注意 , 悬挂诱盆时应

尽可能保持高度一致。值得指出的是 , 梨小成虫发生虽

然有世代重叠现象 , 但诱蛾量有明显的峰 、 谷 , 最大 、

最小诱蛾量的差别 , 单日可能达到几百倍 , 10日平均

5 ～ 10倍。这给统计测验差异显著性带来较大困难。因

此 , 此类试验的田间设计应注重对比排列 , 力求简明扼

要 , 避免复杂 , 同时要注意保持试验区内 、 外环境条件

的一致。

梨小食心虫成虫体小 、 寿命较短 、 活动范围较小 ,

雌雄基本上是 1次交配 , 只有少数害虫种类具备这些特

性 , 这是开展性诱剂诱捕防治的极好条件。高效性诱剂

诱蛾量多 、 持续时间长 , 利用其进行害虫防治可以减少

诱芯用量 , 更大作用在于大幅度减少用工和诱捕器成

本 , 还能在一定范围内集中诱杀梨小食心虫成虫 , 实际

应用价值明显 , 适宜在果园进行较大面积的示范推广。

致谢:乔运周 、 张海平 、 张宪成等同志参加试验和

调查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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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药后 10ｄ的防效

处理Ⅱ 、 处理Ⅳ、 处理 Ⅵ 、 处理 Ⅸ和处理Ⅺ的防效

较高 , 达 95%以上;处理 Ⅶ 、 处理 Ⅷ 、 处理 Ⅹ 防效次

之 , 防治效果均在 92%以上;处理 Ⅰ和处理 Ⅲ防效稍

低 , 防治效果在 85%以上;处理 Ⅴ防效最低 , 为

78.81%。其中 , 处理 Ⅴ除与处理 Ⅰ存在显著差异外 ,

与其它各处理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表 1　各处理的药后防治效果
Ｔａｂｌｅ1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ｏｎｒｉｃｅｐｌａｎｔｈｏｐｐｅｒ

处理编号
药后 3ｄ

虫量 (头 /百丛) 防效 (%)

药后 7ｄ

虫量 (头 /百丛) 防效 (%)

药后 10ｄ

虫量 (头 /百丛) 防效 (%)

Ⅰ 583.3 93.38ａｂｃＡＢＣ 1 961.0 79.90ｂｃＡＢ 2 300.0 85.38ｃＣＤ

Ⅱ 938.8 89.35ｃＢ 1 677.8 82.80ａｂＡＢ 1 033.5 96.72ａＡＢ

Ⅲ 305.5 96.53ａＡ 1 561.1 84.00ａｂＡＢ 1 750.0 88.88ｂｃＢＣ

Ⅳ 483.3 94.52ａｂＡＢ 1 522.2 84.40ａｂＡＢ 775.0 95.07ａＡＢ

Ⅴ 866.7 90.17ｃＢ 2 194.5 77.51ｂｃＡＢ 3 333.3 78.81ｄＤ

Ⅵ 588.8 93.32ａｂｃＡＢ 3 100.0 68.22ｃＢ 691.7 95.60ａＡＢ

Ⅶ 944.5 89.29ｃＢ 1 333.3 86.33ａｂＡ 1 191.7 92.43ａｂＡＢＣ

Ⅷ 933.3 89.41ｃＢ 1 494.5 84.68ａｂＡＢ 1 133.3 92.80ａｂＡＢＣ

Ⅸ 872.2 90.11ｂｃＡＢ 1 872.2 80.81ｂＡＢ 691.7 95.60ａＡＢ

Ⅹ 883.3 89.98ｂｃＡＢ 1 327.8 86.39ａｂＡ 1 141.7 92.74ａｂＡＢＣ

Ⅺ 861.1 90.23ｂｃＡＢ 494.5 94.93ａＡ 333.3 97.88ａＡ

ＣＫ 8 816.7 - 9 755.6 - 15 733.3 -

　　＊同列大 、 小写字母不同 , 分别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0.01和 0.05水平上差异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 试验的 11种药剂均对稻飞虱有

一定防效 , 但不同药剂的防治效果差异显著。其中 ,

10%烯啶虫胺 450ｍＬ+50%吡蚜酮 300ｇ/ｈｍ2 复配药剂

防治效果最好 , 且持效时间最长;25%扑虱灵 750ｇ+

40%毒死蜱 1 500ｍＬ/ｈｍ2
复配药剂速效性最优。

复配药剂是通过不同药剂混配而成 , 若是混配得

当 , 不但可以有效弥补单药剂使用的不足 , 而且还能提

高药剂的速效性和持效性 , 能够起到取长补短 , 发挥各

种药剂长处的作用
[ 5] 。研究结果显示 , 扑虱灵 +毒死蜱

复配和扑虱灵 +蓝锐复配 , 在速效性上优于单用扑虱灵

或蓝锐防治;在持效性方面也是如此 , 扑虱灵与其它药

剂混配后的防治效果高于单用扑虱灵的防治效果。但是

药剂混配不当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 例如扑虱灵 +速灭

威 、 吡蚜酮 +速灭威的速效性就低于单用扑虱灵或吡蚜

酮的防效。

试验表明 , 目前吡蚜酮和烯啶虫胺的复配药剂对稻

飞虱的防治还是非常有效的 , 但是如果大量持续地使

用 , 极易造成抗药性。因此 , 在实际生产当中推荐交替

使用或选择合适的复配药剂来避免或延迟抗药性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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