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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螟性信息素诱芯田间防治玉米螟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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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诱捕器不同悬挂高度和颜色对玉米螟成虫诱捕效果研究，明确了诱捕器悬挂高度以 1.5～

2.0 m 诱捕效果较好，颜色对诱捕器的诱捕效果影响不大。同时，对安放不同密度玉米螟性信息素诱芯诱捕玉

米螟成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玉米螟性信息素诱芯可以诱捕玉米螟成虫，进行短期预报具有可行性。同

时，采用玉米螟性信息素诱芯可诱捕玉米螟成虫、使卵和幼虫减少，减轻危害。以每公顷 10 个诱芯较好，卵和

幼虫数量明显减少，比空白对照增产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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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compara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different hanging height of traps and different color

traps on capture of Asian Corn Borer. The result indicted that the more suitable hanging height of the traps were
1.5m～2.0m, and the trapping effects with five color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The sex pheromone traps were
placed in corn field with different dens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x pheromone could trap Asian Corn Borer,
and it was feasible applying sex pheromone in forecast. Meanwhile，it could reduce the number of larva and egg
of Asian Corn Borer. The density of 10 traps in 1 hectare was better than others, of which the yield was 8.61%
more than th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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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螟是吉林省玉米上最重要的害虫。一般

年份可使玉米受害减产 10%～30%，严重时受害

株率高达 90%以上 [1-2]。昆虫性信息素是昆虫之间

起化学通讯作用的化合物的统称，是昆虫进行交

流的化学分子语言 [3]。人们利用这种“语言”来防

治昆虫，就是广义生物防治的一种——性引诱防

治。利用性引诱剂来防治有害昆虫，具有专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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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安全有效、不伤害天敌等优点，对有害昆虫的

监测和控制发挥着重要作用 [3]。目前，利用玉米

螟性诱剂测报虫情和诱杀成虫已在我国部分地区

采用，但在防治上效果不够理想 [4]。因此为了测

试玉米螟性信息素对玉米螟的田间诱捕和防治效

果，进一步探索利用玉米螟性信息素进行玉米螟

测报和防治的可行性及方法，于 2012 年、2013 年

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进行了田间生测试

验，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试验诱芯为自行研制诱芯 3；采用船型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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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2 方法

试验于 2013 年 6 月 8 日至 7 月 19 日在公主岭

市朝阳坡镇大房身村进行，共计放置 42 d。为保

证诱捕效果，在 6 月末更换 1 次诱芯。选用直径

为 3 cm 左右不同高度竹竿作为支撑架。将诱芯

固定在诱捕器上，将支撑架另一端插入田间，诱

捕器距地面 1.70 m 左右。每 3 d 调查 1 次，记录

各诱捕器捕获雄性亚洲玉米螟成虫数量。

1.2.1 诱捕器不同悬挂高度诱捕效果试验

设 置 高 度 分 别 为 1.0 m、1.5 m、2.0 m 和 2.5
m 4 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3 次，面积 1 hm2。

1.2.2 不同颜色诱捕器诱捕效果试验

诱捕器颜色分别为红、白、黄、粉、绿 5 种颜

色，悬挂高度为 1.7 m。共设 5 个处理，每个处理

重复 3 次，面积 1.2 hm2。

1.2.3 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试验

试 验 分 3 个 处 理 和 一 个 对 照 。 每 个 处 理 1
hm2，共 4 hm2。各个处理区、对照区之间都相距

500 m 以上，玉米播期、密度、管理按当地栽培技

术进行。处理 1 设置 5 个诱捕器，每 0.2 hm2 放置

1 个。处理 2 设置 10 个诱捕器，每 0.1 hm2 放置 1
个。处理 3 设置 20 个诱捕器，每 0.05 hm2 放置 1
个。对照区不设置诱捕器。

1.2.3.1 成虫诱捕量调查

每个处理选择 3 个诱捕器，每 3 d 调查一次诱

捕到玉米螟成虫数量。同时计算总诱捕量。

1.2.3.2 卵块数量和幼虫数量调查

在 3 个处理区和对照区各选取 5 点，每点选择

10 株玉米分别于 6 月 25 日和 7 月 10 日调查玉米

螟卵块数量。

另在 3 个处理区和对照区各选取 5 点，每点选

择 10 株玉米于 8 月 10 日调查玉米螟幼虫数量。

1.2.4 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示范

试验方法如上，采用每公顷 10 个诱捕器，面

积 3 hm2 进行较大面积示范，在附近找一块相同

品种和相似地力地块做对照。7 月 10 日调查百株

卵块数，8 月 10 日调查幼虫数量，并在秋后测产。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捕器不同悬挂高度诱捕效果试验

诱捕器悬挂在不同高度对亚洲玉米螟的诱捕

效果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诱捕器悬挂在 1.5
m 和 2.0 m 诱蛾数量较多，日平均诱蛾量分别为

0.61 头和 0.83 头；悬挂在 2.5 m 诱蛾量较少；悬挂

在 1.0 m 处诱蛾量最少。经 DRMT 法测定，日均

诱蛾量和总诱蛾量除悬挂在 2.5 m 和 1.5 m 相比

较，差异不显著。其余各处理之间均差异显著。

诱捕器诱蛾量与悬挂高度有关可能与玉米螟

习性有关，也可能与诱芯性信息素扩散有关。

2.2 不同颜色诱捕器诱捕效果试验

不同颜色诱捕器诱捕结果见表 2。红色诱捕

器 日 平 均 诱 蛾 0.79 头 ，黄 色 诱 捕 器 日 平 均 诱 蛾

0.81 头，白色诱捕器日平均诱蛾 0.82 头，绿色诱捕

器 日 平 均 诱 蛾 0.79 头 ，粉 色 诱 捕 器 日 平 均 诱 蛾

0.76 头。经 DRMT 法测定，日均诱蛾量和总诱蛾

量均差异不显著。

2.3 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试验

2.3.1 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成虫诱捕量试验

不同处理诱捕亚洲玉米螟成虫数量结果见表3。

从表 3 可以看出，处理 1 的 5 个诱捕器 42 d 诱

表 1 诱捕器不同悬挂高度诱捕亚洲玉米螟雄蛾数量

悬挂高度（m）

2.5
2.0
1.5
1.0

注：表中数据为 3 次重复平均值，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日平均诱蛾量（头）

0.53b
0.83a
0.61b
0.42c

总诱蛾量（头）

22.3b
34.7a
25.7b
17.7c

表 2 诱捕器不同颜色诱捕亚洲玉米螟雄蛾数量

诱捕器颜色

红色

黄色

白色

绿色

粉色

日平均诱蛾量（头）

0.79a
0.81a
0.82a
0.79a
0.76a

总诱蛾量（头）

33.0a
34.0a
34.3a
33.3a
32.0a

表 3 不同处理诱捕亚洲玉米螟雄蛾数量

处理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对照

日平均诱

蛾量（头）

5.1
7.5
12.7
0

每个诱捕器日

平均诱蛾量（头）

1.0
0.75
0.64
0

总诱蛾量

（头）

213
315
5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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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亚洲玉米螟成虫 213 头，处理 2 为 315 头，处理 3
为 533 头。从总诱捕量来看，处理 3 成虫诱捕量最

高，其次是处理 2 和处理 1。日平均诱捕量取得了

和上面相似的结果。处理 3 成虫诱捕量最高，其

次是处理 2 和处理 1。

从单个诱捕器日平均诱捕玉米螟成虫数量来

看，取得了和上面结果相反的结果，处理 1 成虫诱

捕量最高，其次是处理 2 和处理 3。

2.3.2 卵块数量和幼虫数量调查

不同处理百株卵块量和百株幼虫数量见表

4。从 6 月 25 日和 7 月 10 日调查百株卵块量来看，

处理 3 数量最小，其次为处理 2 和处理 1。对照区

卵块量最大。从8月10日幼虫数量调查来看，处理

3幼虫数量最少，其次为处理2和处理1。

根据诱蛾量、卵块数和幼虫量的调查数据来

看，诱蛾量大，百株卵量就少，幼虫量也少。说明

可以利用玉米螟性信息素进行玉米螟防治。

2.4 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示范

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示范结果见表 5。

采用玉米螟性信息素可以诱捕到大量玉米螟成

表 4 不同处理亚洲玉米螟卵块和幼虫数量调查

处理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对照

百株卵块量

（个）

（6 月 25 日）

2
1
0
4

百株卵块量

（个）

（7 月 10 日）

2
2
1
5

百株幼虫量

（头）

（8 月 10 日）

31
28
20
58

表 5 不同处理亚洲玉米螟卵块和幼虫数量调查

处理

处理区

对照区

百株卵块量（个）

（7 月 10 日）

1.8
4.6

百株幼虫量（头）

（8 月 10 日）

29
61

测产结果（kg/hm2）

（10 月 3 日）

8842
8141

增产

（%）

8.61
—

虫，利用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可有效减少

玉米螟卵和幼虫，减少危害。经测产，处理区比

对照区增产 8.61%。

3 结 论

昆虫性信息素作为一种近期快速发展起来的

生物合理性农药，具有高度选择性和专一性，对

环境不会造成危害。玉米螟性信息素可以诱捕到

玉米螟成虫，因此，利用玉米螟性信息素进行短

期测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具有可行性，可

即 时 掌 握 田 间 动 态 ，提 供 准 确 时 间 指 导 大 田 防

治，减轻危害。根据诱蛾量的情况可以认为，诱

蛾量的多少，可以直接反映田间雌雄蛾的交配规

模和虫口密度，诱蛾 量越大，虫 口密 度 也越大。

至于诱蛾量多大为该代玉米螟发蛾高峰，需经过

多年田间诱芯进行诱蛾观察，得出多年数据，才

能制定相应指标，利用这些指标，以诱蛾量为参

数，预测未来玉米螟发生程度。

使用诱捕器可以减少玉米螟卵和幼虫数量，

从而减轻危害。可以利用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

米螟。通过诱捕器不同高度和颜色试验，不同高

度对玉米螟成虫诱捕量有很大影响，以 1.5～2.0
m 诱蛾效果较好，而诱捕器颜色对成虫诱捕量基

本没有影响。从不同诱捕器数量对玉米螟成虫、

卵和幼虫影响来看，数量越多，效果越好。结合

使用成本，建议以每公顷 10 个诱捕器为好。通过

玉米螟性信息素防治玉米螟示范结果来看，玉米

螟性信息素可有效减少玉米螟成虫数量，从而减

少卵和幼虫数量，减轻玉米螟的危害，和对照相

比增产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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