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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委夜蛾［Athelis lepigone （M觟schler）］是 我

国夏玉米区一种新暴发性为害的害虫。 2005 年由董

志平等在河北省首次发现其为害玉米， 并由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武春生鉴定［1-2］。 近年来发生范围不

断扩大。 2011 年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

苏 6 省暴发，发生面积 200 万 hm2 以上。在玉米苗期

为害最重，可造成小苗萎蔫枯死，大苗倒伏［3］。 目前

防治以化学药剂为主，采用种子处理、喷雾、诱杀熏

蒸和灌药方式灭虫［4］。
昆虫性信息素是昆虫在性成熟后， 由特定腺体

合成并释放到体外， 借以影响同种特别是吸引异性

个体进行求偶交配活动的一类微量挥发性化学物

质。因其灵敏度高、选择性强、对天敌无害、不造成环

境污染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害虫的预测预报和防治，
其诱捕技术已成为一种新型的综合治理手段［5-6］。 为

探讨应用性诱剂防治二点委夜蛾的可行性， 笔者对

盛承发等研制的二点委夜蛾性诱芯的引诱效果及诱

捕器不同口径、颜色、设置高度对诱捕效果的影响进

行了初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二点委夜蛾性诱剂诱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提供，其载体为钟形绿色橡胶塞，长度 1.5 cm。 水

盆诱捕器选用绿色硬质再生塑料盆， 口径 25 cm 左

右，在盆沿下 1 cm 处对称钻两个排水孔。 将一细铁

丝自孔中穿过性诱芯橡胶塞的小头， 将橡胶塞固定

在盆中间。盆内注清水至排水孔下沿，加 1 勺洗衣粉

（浓度约 0.3%）或少量洗涤液，搅匀。 调节铁丝高度，
使诱芯底部高出水面 0.5～1.0 cm。
1.2 地点及时间

试验地点设在藁城的河北农科院粮油作物研究

所堤上试验站二点委夜蛾发生较重的玉米田。 试验

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8 日。 此时正处于

二点委夜蛾成虫盛发期的中后期。
1.3 方法

1.3.1 诱捕效果评价试验 将 3 根竹竿（或木棒）捆

成支架，安置在玉米田间沟渠或观察道上，水盆诱捕

器放在支架上面， 调节高度使诱芯高出玉米植株顶

端 20 cm，重复 4 次，诱捕器间距 15 m。
1.3.2 诱捕器不同口径、颜色、设置高度诱捕效果试

验 观察不同组合处理间的差异， 以期找出较好的

使用方法。此试验未设重复，而是通过每天调换诱捕

器位置，以每天的数据为重复进行统计。又由于不同

地块虫量不同，为尽可能保证田间虫量的一致性，采

取在 1 块玉米田中间进行 1 个处理试验， 以增强数

据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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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性诱芯对二点委夜蛾的田间诱捕效果

水盆诱捕器 日均

诱蛾量

（头/诱
捕器）

日最高

诱蛾量

（头/诱捕

器）

8 d 总诱

蛾量

（头/诱捕

器）

口径

（cm）

与玉米植株

顶端距离

（m）
颜色

35 0.25 绿 40.25 a 105 322
25 0.25 绿 24.63 b 57 197
15 0.25 绿 14.63 c 31 117
25 0.25 红 6.75 a 20 54
25 0.25 绿 8.75 a 19 70
25 0.25 蓝 6.38 a 14 51
25 0.25 绿 12.13 a 25 97
25 -0.25 绿 4.00 b 13 32
25 -0.75 绿 0.75 b 2 6

表 1 2011 年河北藁城水盆诱捕器不同口径、颜色

和高度的诱蛾量

注： 不同诱捕器口径、颜色、高度分别进行数据统计，不同字母表

示差异显著（p＜0.05）。

1） 不同高度。 选择诱芯高度高出玉米植株顶端

0.25 m、低于玉米植株顶端 0.25 m、低于玉米植株顶

端 0.75 m，分别记为 0.25 m、-0.25 m、-0.75 m。 每天

随机变换高度。
2） 不同颜色。 选择水盆的颜色为红色、蓝色和

绿色。 每天随机交换水盆。
3） 不同口径。 选择水盆的口径分别是 35 cm、

25 cm、15 cm。 每天随机交换水盆。
1.3.3 最佳使用方法组合的评价 按照上述方法筛

选出诱蛾效果较好的使用高度、水盆颜色和口径，再

进行组合，置于田间，每天随机交换位置，观察其诱

捕效果。
每日观察、 记录并清理各诱捕器中诱集到的二

点委夜蛾雄成虫。
2 结果与分析

2.1 性诱芯对二点委夜蛾的田间诱捕效果

由图 1 可以看出， 该性诱剂诱芯对二点委夜蛾

雄成虫有较强的诱集效果，10 d 4 个重复的总诱蛾

量达到 504 头，平均每盆每日诱蛾量为 12.6 头。7 月

31 日诱蛾量最高，平均每盆诱蛾 46.75 头，随后逐渐

减少，与田间成虫发生趋势相吻合。
2.2 诱捕器不同口径、颜色、设置高度诱蛾效果比

较

8 月 1～8 日对诱捕器不同口径、颜色、设置高度

的诱蛾效果进行了检测和评价。 具体组合及诱蛾效

果见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诱捕器不同口径、颜色、
设置高度的诱蛾量有显著差异。 在测试范围内，①
水盆诱捕器的口径越大，诱蛾量越大，35 cm 口径的

水盆诱捕器诱蛾量最大，日均诱蛾量达 40.25 头，日

最高诱蛾量可达 105 头，8 d 共诱蛾 322 头，25 cm

口径水盆诱蛾量次之，15 cm 口径水盆诱蛾量最少；
② 3 种颜色水盆差异不显著，但从数据显示，以绿

色水盆诱蛾效果较好，日均诱蛾量为 8.75 头，红色

和蓝色诱蛾量略少，日均诱蛾量分别为 6.75 和 6.38
头，最高日诱蛾量显示，红色和绿色都比蓝色诱蛾

效果好，前两者诱蛾量分别为 20 头和 19 头，后者

仅为 14 头；③当诱芯高出玉米植株顶端 0.25 m 时，
诱蛾量最大，达 12.13 头，日最高诱蛾量可达 25 头，
8 d 共诱蛾 97 头，诱芯低于玉米植株时效果普遍较

差，低于顶端 0.25 m 时，日均诱蛾量仅为 4 头，8 d
总诱蛾量 32 头，诱芯低于玉米植株顶端 0.75 m 时，
8 d 总诱蛾量仅 6 头。 经分析， 高出玉米植株顶端

25 cm 的诱捕效果比低于玉米植株顶端的都显著。
为了进一步验证诱捕器口径、颜色、放置高度对

诱虫效果的影响，在继续本试验的同时，于 8 月 3～8
日选择诱虫较好的 2 个处理进行再次组合， 对其效

果进行了检测和评价（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同

组合之间，诱蛾量有显著的差异。其中 35 cm 口径的

绿色水盆诱捕器， 放置高度高出玉米植株 0.25 cm
时，诱蛾效果最好，日均诱蛾量达 23.83 头，日最高

诱蛾量可达 65 头，8 d 的总诱蛾量为 143 头， 且诱

蛾效果稳定，每日诱蛾量均高于其他组合；将各组合

的诱蛾量分类综合再进行极差分析，可以得出，放置

高度高出玉米植株 0.25 m 的所有组合的诱蛾总量

最高为 410 头， 当高度低于玉米植株 0.25 m 时，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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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盆诱捕器 日均

诱蛾量

（头/诱
捕器）

日最高

诱蛾量

（头/诱捕

器）

8 d 总诱

蛾量

（头/诱捕

器）

口径

（cm）

与玉米植株

顶端距离

（m）
颜色

35 0.25 绿 23.83 a 65 143
35 -0.25 绿 9.00 d 21 54
25 0.25 绿 13.83 c 41 83
25 -0.25 绿 7.33 de 17 44
35 0.25 红 19.33 b 59 116
35 -0.25 红 8.50 d 17 51
25 0.25 红 11.33 de 43 68
25 -0.25 红 6.17 e 15 37

表 2 2011 年河北藁城诱捕器口径、颜色

和放置高度不同组合的诱蛾效果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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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 年河北藁城性诱芯和杀虫灯对

二点委夜蛾的诱蛾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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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

芯
日

诱
蛾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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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蛾总量迅速下降到 186 头， 两者差值为 224 头。 同

理，可得到口径大小组合之间的差值为 132 头，不同

颜色组合之间的差值为 52 头。 差值越大，说明该因

素对诱蛾效果影响越大。 由此可以确定水盆诱捕器

放置高度是影响诱捕效果的首要因素， 水盆口径次

之，水盆颜色影响相对较小。 在实际应用中，应确保

诱捕器的放置高度适当， 水盆口径和颜色可根据实

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2.3 性诱芯与杀虫灯对二点委夜蛾发生量监测效

果的比较

为了比较性诱芯和杀虫灯对二点委夜蛾成虫发

生量的监测效果， 笔者将 8 月 1 日至 8 月 8 日间所

有的水盆诱捕器的诱蛾量汇总， 与同一区域的杀虫

灯的诱蛾量数据一并绘制了二点委夜蛾发生量的变

化曲线（图 2）。 从图 2 中可见，8 月 1 日杀虫灯的诱

蛾量最高，达到 2 106 头，随后迅速下降，8 月 4 日

降至 108 头，5 日、6 日略有回升， 但并无较大的变

化；与杀虫灯不同，性诱芯的诱蛾量 8 月 1 日为 215
头，2 日下降到 105 头，3 日又突增到 319 头，随后逐

渐下降，这与 2.1 的结果不吻合。 由此看来，影响性

诱芯与杀虫灯诱蛾效果的因素可能各不相同， 得出

的结果也不尽一致，作为监测手段，可能需要根据各

自的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
3 讨论

1） 本研究结果表明， 试验所用的性诱芯对二

点委夜蛾雄成虫有较好的诱捕效果，有可能成为一

种无害化的防治新手段进行推广和应用。 诱捕器作

为“陷阱”，在实际应用中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诱

捕器的类型有很多，如三角式诱捕器、盆式诱捕器、
船式诱捕器、干式诱捕器等。 不同的诱捕器用于不

同的害虫，防治效果不同，与不同类型的诱芯搭配

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7-9］。本试验使用了传统的水盆

式诱捕器，有较好的效果，其他类型诱捕器是否更

好，或者改变诱芯类型加以配合是否还有更好的效

果，尚待进一步研究。
2） 本试验开始于 7 月底 8 月初，正值发蛾高峰

的中、后期，这是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此时的玉米

已经很高， 生长较快， 很有可能影响后期的试验结

果，而且这一代的成虫产卵不具有显著的为害性。目

前防治主要针对 6 月中旬的那一代成虫。 当时玉米

正在播种或出苗阶段， 因此本试验所显示的当诱芯

位置高出玉米植株顶端 0.25 m 时诱捕效果最好的

结果，能否适用于 6 月这一代成虫，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诱捕器的颜色一般都用绿色，本试验也证实绿色

的诱捕效果好于其他颜色。大口径的诱捕器，可减少

成虫逃逸，这比适用于棉铃虫、二化螟、梨小食心虫

等诱捕器的口径要大一些 ［10］，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和需要来确定诱杀盆的适宜口径。
3） 性诱剂和杀 虫 灯 常 作 为 害 虫 的 监 测 手 段。

2002 年，盛承发等比较了性诱剂和频振式杀虫灯在

棉铃虫成虫动态监测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在 1 代成

虫盛发的前期和中后期， 性诱盆相对于频振灯的诱

蛾量有先低后高的现象。 考虑经济性和可识别性等

因素， 作者认为在南疆监测棉铃虫成虫动态性诱盆

优于频振灯 ［11］。 本试验对此也进行了比较，结果表

明， 性诱剂和杀虫灯对二点委夜蛾成虫的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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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差异， 其原因可能与性诱剂和杀虫灯的诱

杀机理和影响因素的不同有关。 性诱剂诱蛾量在 8
月 3 日出现了一个杀虫灯下并没有的突增现象，这

是值得注意的。本试验监测的时间较短，其结果不能

完全代表整个世代发生动态情况， 因此需要进一步

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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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稻黑条矮缩 病 毒 （Southern rice black-
streaked dwarf virus，SRBSDV） 属 呼 肠 孤 病 毒 科

（Reoviridae）斐 济 病 毒 属（Fijivirus），是 为 害 水 稻 的

病毒新种，其引致的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经迁飞性

害 虫 白 背 飞 虱 作 介 体 进 行 远 距 离 传 播 。 该 病 于

2001 年在广东省阳西县首次发现，2009 年 在 我 国

南方稻区发病面积迅速增加， 并造成部分田块绝

收。 2010 年 7 月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局部地区

造成严重为害。 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东经 101°
47′～104°16′，北纬 22°26′～24°45′之间，南部与越南

接壤，国境线长 848 km，是稻飞虱从越南迁入我国

的前沿地。全州水稻常年种植面积 9 万～10 万 hm2，
以单季中稻为主，杂交稻占种植面积的 60%多。 稻

飞虱是红河州水稻上的主要害虫， 常年发生面积

2.3 万～3.3 万 hm2 次。 2007 年为有记录以来发生最

重的一年，发生面积达 9.46 万 hm2 次。 从多年灯下

和田间调查资料看，虫种以白背飞虱为主，占 95%
以上。 越南迁入虫源在本州繁殖后再迁飞，又成为

云南省中北部地区的迁入虫源之一。为了明确南方

水稻黑条矮缩病在本州的发生和分布情况，了解其

为害现状，为制定防治对策提供依据，确保本州水

稻生产安全，对了解该病在全省的扩展提供一定的

参考。 2011 年9 月，红河州植保站组织 13 市、县植

保站对本州已成熟水稻田进行了普查，并采集南方

水稻黑条矮缩病疑似病株和白背飞虱成虫送贵州

大学检验鉴定。

红 河州 南方 水稻 黑条矮 缩病 发 生 调 查初 报

谭涵月

（云南省红河州植检植保站，云南 蒙自 661100）

摘要：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是水稻上一种新发生病害，由迁飞性害虫白背飞虱为介体远距离传播。 红河州是稻飞虱

从越南迁入我国的前沿地。2011 年通过田间调查及实验室检测，初步明确了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在红河州的发生分

布及为害，旨在为今后制定防治对策提供依据，也为了解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在云南省甚至我国的发生情况提供一

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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