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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茶尺蠖性诱剂

一、成果概述

灰茶尺蠖性诱剂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树病虫害防控团队近年来研发的一项重要的茶树害虫绿色防控技术。团队针对我国茶园最主要的灰

茶尺蠖开展研究，鉴定其性信息素，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性诱剂产品与使用技术。目前灰茶尺蠖性诱剂生产与应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在我国南方17个主

要产茶省份均有大面积应用推广，2017-2020年共计推广10万亩。

二、知识产权情况

一种灰茶尺蛾雄虫性诱剂及含该性诱剂的诱芯制备方法（ZL201610251023.9）

三、技术原理

昆虫性信息素是昆虫间交流的信息物质。雄虫利用雌虫释放的性信息素寻找雌虫，进而达到交配的目的。灰茶尺蠖性诱剂通过模拟雌虫求偶气味，

引诱雄虫，结合诱捕器使用时，可大量消灭雄虫，使雌虫失去交配机会，进而达到防治下一代幼虫的目的。

四、创新点

灰茶尺蠖性诱剂具有灵敏度高、防治效果好、不污染环境、不杀伤天敌等特点。通过应用该技术可以大大降低农药的使用量，从而降低茶叶中的农

药残留。

五、主要技术指标

选择往年有害虫发生的茶园，最好在3月开始从越冬代开始进行持续诱杀。性诱剂诱捕器安装好后，固定于茶棚上面20-30厘米处，使用密度以2-4

个/亩为宜，适时更换粘板。

六、市场应用前景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倡导农药化肥的减量使用，以保障我国环境和食品的安全。茶叶是一种健康饮品，茶园少用或不用农药必将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茶园面积超过4500万亩，其中灰茶尺蠖是主要害虫，因此性诱剂作为相对最为成熟的绿色防控技术，必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

七、节本增效情况

灰茶尺蠖在全国茶区多地效果比对试验显示，陈宗懋院士团队研发的灰茶尺蠖诱芯引诱效果高于市面上其它诱芯产品4-264倍。灰茶尺蠖性诱剂诱杀

技术，从春季4月份开始至10月份结束，在每代成虫的羽化高峰期，可显著降低雄成虫虫口密度，降低雌蛾交配成功率。通过防治一代成虫，幼虫控制效

果为49.27%；防治两代成虫后幼虫控制效果可达67.16%。性诱剂使用茶园化学农药的减施率达到50%-100%。

八、适宜条件（领域、区域）

我国所有茶区有灰茶尺蠖发生的茶园。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罗宗秀

联系电话：0571-86653851，13857140645

电子邮箱：luozongxiu@tricaas.com

网站首页 所领导 本所概况 人才队伍 科学研究 成果转化 条件建设 研究生教育 党建园地 新闻中心

https://tri.caas.cn/english/index.htm
https://tri.caas.cn/lxwm/index.htm
http://www.caas.net.cn/
https://tri.caas.cn/index.htm
https://tri.caas.cn/jzfw/jbgk_jzfw/index.htm
https://tri.caas.cn/jzfw/tgcga/index.htm
https://tri.caas.cn/jzfw/tgcga/xcp/index.htm
https://tri.caas.cn/cms/web/search/index.jsp?siteID=79&aba=53
https://tri.caas.cn/cms/web/search/index.jsp?siteID=79&aba=53
https://tri.caas.cn/index.htm
https://tri.caas.cn/index.htm
https://tri.caas.cn/sld/xrld/index.htm
https://tri.caas.cn/bsgk/bsjj/index.htm
https://tri.caas.cn/rcdw/ys/index.htm
https://tri.caas.cn/kxyj/jbgk/index.htm
https://tri.caas.cn/jzfw/jbgk_jzfw/index.htm
https://tri.caas.cn/tjjs/sys/index.htm
https://tri.caas.cn/yjsjy/jbgk_yjsjy/index.htm
https://tri.caas.cn/djyd/dwhd/index.htm
https://tri.caas.cn/xwzx/gzjb/index.htm


『 打印』『 关闭』

灰茶尺蠖诱捕器

灰茶尺蠖诱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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