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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诱剂可用于诱集雄虫，干扰雌、雄虫交配从而抑制害虫种群，性诱剂的应用效果受诱捕器类型、悬挂高度等多

种因素影响。本研究比较了性诱捕器不同类型（桶型诱捕器 1、桶型诱捕器 2、黏胶型诱捕器）和不同悬挂高度（高于水稻

上部叶片 20 cm、50 cm、80 cm）对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雄虫的诱集效果，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诱捕器诱集到的二化螟

数量存在差异，整体来看桶型诱捕器 1＞桶型诱捕器 2＞黏胶型诱捕器，但是未达到显著水平（P=1.866，F=0.165）。不同

悬挂高度诱捕器诱集到的二化螟成虫数量存在显著差异（df=2,F=9.152，P=0.001；纽康诱芯 df=2, F=6.677，P=0.004），随着

诱捕器悬挂高度的增加，诱集到的二化螟成虫数量逐渐减少，其中以悬挂高度为 20 cm的处理诱集效果最好，不同高度

处理得到的二化螟动态曲线基本一致，说明诱捕器高度对监测二化螟成虫高峰期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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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rapping Type and Hanging Height on the Trapping Effect of Chi⁃
lo Suppress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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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sex pheromone can suppress the insect population by attracting male insects and disturbing mating
of insect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sex attractant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type of trap, hanging
height and so on. In this study, different types (barrel-type trap 1, barrel-type trap 2, and adhesive-type trap) and
suspension heights (20 cm, 50 cm, 80 cm above the upper leaf surface of rice) of sex traps were compared to trap the
male of Chilo suppressal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Chilo suppressalis
trapp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traps. As a whole, barrel-type trap 1 > barrel-type trap 2 > adhesive-type trap, but it
did not reach a significant level (P=1.866, F=0.16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adults of Chi⁃
lo suppressalis trapped by different hanging height traps (df=2, F=9.152，P=0.001；Newcon lure core df=2, F=6.677，
P=0.004). As the height of the trap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rapped adults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best suspen⁃
sion height of sex attractant lure on Chilo suppressalis in rice fields was 20 cm. The dynamic curves of Chilo sup⁃
pressalis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height treatmen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which shows that the height of trap has lit⁃
tle effect on monitoring the adult peak of Chilo suppressalis.
Key words：Chilo suppressalis; Sex pheromone trap; Trap type; Hanging height; Trapping effect

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俗称钻心虫、蛀秆

虫、白穗虫等，属于鳞翅目螟蛾科禾草螟属，是水

稻生产上最重要的常发性害虫，通过钻蛀稻茎为

害，可直接造成枯心和白穗。在灌浆期造成虫伤

株，可导致籽粒不饱满而引起产量和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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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钻蛀稻株吃空髓腔后会导致植株不抗倒伏，

从而引起更严重的间接损失 [1-4]。近年来，由于气

候、耕作制度等的变化及施药习惯等因素影响，

二化螟的发生规律出现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虫口

基数高，死亡率降低，发生期提前，蛾峰期增多等

新规律，导致了二化螟发生时间延长，虫量增多，

为害加重，防治难度加大 [5]。目前对水稻二化螟

的主要防治措施为喷杀虫单、三唑磷等化学农

药，在二化螟幼虫危害期，一般间隔 10 d连续喷

施 2次。由于化学农药的连年施用，有毒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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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食品和饲料的安全问题日益严重。

性诱捕器是通过性诱芯模拟雌性成虫释放的

性信息素，捕获前来“亲密赴会”的雄虫，减少雌

雄虫交配繁殖的机会，从而减少子代幼虫的发生

量，保护农作物免受虫害。具有性价比高，选择

性强，持效期长，诱捕量大等优点。随着绿色农

业的普遍实施及害虫可持续控制策略的推广，应

用性信息素诱杀成虫已成为二化螟综合治理的重

要措施之一 [6-10]。性诱捕器悬挂高度是影响诱捕

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昆虫飞行能力和植物外

部形态特征等不同，设置高度对诱捕效果的影响

亦各不相同 [11]，而诱捕器类型也会影响诱集效

果 [12-13]。本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和悬挂高度诱

捕器诱集的二化螟数量及监测峰值的差异，明确

诱捕器类型和悬挂高度对二化螟诱集效果的影

响，为诱捕器在害虫防治和监测中的合理使用提

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吉林省公主岭市南崴子镇刘大壕村水稻田。

1.2 试验材料

桶型诱捕器 1（图 1a），开口向下，性诱芯放置

在下端，引诱成虫向上通过网栅进入集虫桶中；

桶型诱捕器 2（图 1b），开口向上，性诱芯放置在顶

盖处，引诱成虫落入下方集虫桶中；黏胶型诱捕

器（图 1c），性诱芯放置在上方，通过诱芯将成虫

引诱过来后粘在黏虫板上。两种二化螟性诱芯，

分别购自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捷

四方）和宁波纽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纽康）。

1.3 试验方法

1.3.1 诱捕器类型对诱集二化螟成虫数量的影响

试验采用桶型诱捕器 1、桶型诱捕器 2和黏胶

型诱捕器进行，诱芯采用宁波纽康的二化螟性诱

芯，诱捕器下口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20 cm，每个处

理设置 4个诱捕器，于 6月 1日、6月 5日和 6月 8
日重复 3次，每次放置 3 d，3 d后计数诱捕器内二

化螟数量，比较不同类型诱捕器诱蛾量差异。

1.3.2 诱捕器悬挂高度对诱集二化螟成虫数量的

影响

试验采用桶型诱捕器 1进行，诱芯分别采用

中捷四方和纽康的二化螟性诱芯，试验在 6月进

行，设置诱捕器下口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20 cm、50
cm、80 cm三个高度，每个处理设置 4台诱捕器，

在不同时间段重复 3次，每次放置 3 d，3 d后计数

诱捕器内二化螟数量，比较不同诱捕器高度和诱

芯种类处理诱蛾量差异。

1.3.3 诱捕器悬挂高度对监测二化螟成虫高峰期

的影响

试验采用桶型诱捕器 1，宁波纽康二化螟性

诱芯进行，从越冬代化蛹情况调查发现二化螟蛹

开始设置诱捕器，设置诱捕器下口高于水稻上部

叶片 20 cm和 80 cm两个高度，每个处理设置 4台
诱捕器，每 3 d观察一次，计数诱捕器内二化螟数

量，比较不同诱捕器高度处理诱蛾量差异。

1.4 数据统计方法

采用 Excel 2007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利用

SPSS 17.0进行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捕器类型对诱集二化螟成虫数量的影响

不同类型诱捕器诱集到的二化螟数量存在差

异，6月 1日的诱集结果为黏胶型诱捕器>桶型诱

捕器 1>桶型诱捕器 2，6月 5日的诱集结果为桶型

诱捕器 2>桶型诱捕器 1=黏胶型诱捕器，6月 8日
的诱集结果为桶型诱捕器 1>桶型诱捕器 2>黏胶

型诱捕器，总体的诱集结果为桶型诱捕器 1>桶型

诱捕器 2>黏胶型诱捕器，但是未达到显著水平

（P=1.866，F=0.165）（表 1）。由此可以看出桶型

诱捕器的诱集效果比较稳定，而黏胶型诱捕器的

诱集效果会随着使用时间和次数的增加而变差，

主要原因是日晒、雨淋和黏胶表面附着物的增加

会降低黏胶的黏度。

2.2 诱捕器悬挂高度对诱集二化螟成虫数量的

影响

不同悬挂高度诱捕器诱集到的二化螟成虫数

量差异显著（中捷四方诱芯 df=2, F=9.152，P=
0.001；纽康诱芯 df=2, F=6.677，P=0.004），随着诱

捕器悬挂高度的增加，诱集到的二化螟成虫数量

逐渐减少，其中以悬挂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20 cm

 

 

a b c 

a：桶型诱捕器 1，b:桶型诱捕器 2, c:黏胶型诱捕器

图1 诱捕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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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诱集量最多，为 4.33头（中捷四方）和 4.17
头（纽康），悬挂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80 cm处理的

诱集量最少，为 0.69头（中捷四方）和 0.75头（纽

康），悬挂高度为 50 cm的处理和悬挂高度为 80
cm的处理诱集量之间差异不显著（表 2）。诱芯种

类对诱集到的二化螟成虫数量影响较小，未达到

显著水平（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20 cm: t=0.03, df=
25, P=0.977；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50 cm: t=0.062,
df=17, P=0.079；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80 cm: t=0.284,
df=17, P=0.787）。

2.3 诱捕器悬挂高度对监测二化螟成虫高峰期

的影响

从图 2得出，5月 23日为二化螟始见期，在 6
月 1日左右经历第一次小高峰，6月 8日左右为诱

蛾量高峰期，随后诱蛾量下降，到 7月 2日左右结

束。两种高度处理得到的诱蛾量动态曲线基本一

致，诱捕器悬挂高度对监测二化螟成虫高峰期影

响不大。

3 结论与讨论

性诱剂具有对环境友好、杀虫性专一的特点，

不易产生抗性，符合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的
策略。目前利用性诱剂对害虫进行监测、诱杀、

迷向已成为害虫综合防治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 [14]。实际工作发现，影响性诱剂应用效果的因

素很多，包括虫口密度、在田间的排列、悬挂高

度、气象因素、防治水平 (药剂种类及施用浓度)
等 [15]。本研究发现随着诱捕器悬挂高度的增加，

诱集二化螟数量减少，以悬挂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20 cm处理的诱集效果最好，诱集到的成虫数量

最多，但不同悬挂高度处理监测到的二化螟动态

曲线基本相同，说明在利用性诱剂诱杀成虫进行

二化螟防治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控制性诱捕器的悬

挂高度，以起到理想的防控效果；诱捕器悬挂高

度对二化螟发生高峰期的监测影响不大，但是可

能会影响二化螟发生始期和结束期的判断。

性诱剂的诱集效果还与性诱剂的生产厂家、

诱捕器的类型等具有密切的关系 [16]。本研究选用

目前国内常用的两种二化螟性诱芯和三种类型诱

捕器进行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厂家生产的性诱芯

在二化螟诱集效果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类型

诱捕器诱集到的二化螟成虫数量存在差异，但未

达到显著水平。随着使用时间延长，黏胶型诱捕

器的诱集效果明显下降，分析原因可能是日晒、

雨淋和表面附着物增加降低了黏胶的黏度，因此

不推荐使用黏胶型诱捕器。综上，在二化螟防控

和监测过程中宜选择桶型诱捕器，性诱捕器应悬

挂在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20 cm处。

参考文献：

[ 1 ] 肖海军，何海敏，薛芳森 .二化螟滞育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进

展[J].生物灾害科学，2012，35（1）：1-6.
[ 2 ] 杨光平，刘玉娣，侯茂林 .二化螟滞育幼虫的蛋白和核酸含

量以及保护酶活性的变化 [J].昆虫学报，2013，56（3）：251-
256.

[ 3 ] 鲁艳辉，赵燕燕，张发成，等 . 二化螟滞育生物钟蛋白

TIME-EA4基因的克隆及时空和温度诱导表达分析 [J].昆
虫学报，2016，59（4）：392-401.

表2 诱捕器不同悬挂高度诱集二化螟成虫数量

头 /台
处理

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20 cm
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50 cm
高于水稻上部叶片 80 cm
注：同一列不同字母表示不同高度间诱集量差异显著（P<
0.05），同一行不同字母表示不同诱芯间诱集量差异显著（P<
0.05）

中捷四方诱芯

4.33±0.93Aa
1.57±0.48Ba
0.69±0.28Ba

纽康诱芯

4.17±0.10Aa
1.83±0.45Ba
0.75±0.43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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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9 页）选育等方面，完善科研力量，增加资

金投入，解决高粱研发资金不足，提高同行和业

界对高粱的关注。

5.2.2 增加政策扶持扩大生产面积

像小麦、水稻、玉米等大宗作物一样，增加对

高粱补贴，提高种植户种植高粱的积极性，扩大

高粱播种面积，提高高粱产量，满足市场需要。

高粱主栽区都是在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虽然在

国家属小杂粮作物,但在有些区域也是举足轻重

的大作物,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所以应

大力培植家庭农场、合作社，扩大规模经营。巩

固优势区高粱种植面积，对优势产区在资金、技

术、政策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加农民收入。

6 粒用高粱产业重点解决的问题

解决粒用高粱产业发展的关键就是要从全产

业链入手，找准瓶颈问题，共同突破，各产业环节

有机结合，协同进步。首先，高粱品种的选育要

对标，品种特点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强专用型高

粱品种的选育。注重高粱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和种

子生产销售规范管理，推动高粱种业的健康发

展；第二，要进一步加强高粱产业加工利用环节，

在巩固高粱酿造业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高粱

饲料化利用和籽粒深加工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在

复合饲料生产、功能和有机食品加工、淀粉和酒

精等其他原料生产方面实现突破。高粱的综合利

用和加工是产业的出口，也是拓宽高粱产业渠

道、增加高粱销量、提高高粱经济附加值并稳定

高粱价格的关键；第三，争取国家对高粱产业的

重视。在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高粱担当

重要角色，相对于其他杂粮作物，高粱的市场需

求前景更加广阔，国家应该重视高粱种业和加工

业发展，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以保障种植业结

构调整的科学有序进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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