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甜菜夜蛾（Laphygma exigua）属鳞翅目夜蛾科，又

名夜盗蛾、菜褐夜蛾、玉米夜蛾、贪夜蛾，是一种间隙性

发生的暴食性害虫，食性杂，寄主范围广，国内已知的

寄主植物达78种，全国各地均有分布[1]。近年来，该虫

在夏、秋蔬菜作物上发生危害严重，局部地区大发生，

严重影响蔬菜产量和品质[2]。目前防治甜菜夜蛾主要

依靠化学药剂，而甜菜夜蛾已对氯氰菊酯、毒死蜱、灭

多威等已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3]。昆虫性信息素或称

性外激素，是由同种昆虫的某一性别个体的特殊分泌

器官分泌于体外，且能被同种异性个体的感受器所接

受，并引起异性个体产生一定的行为反应或生理效应

(觅偶、定向求偶、交配等)的微量化学物质，以性信息

素技术监测和防治甜菜夜蛾具有专一性强、无公害保

护天敌、害虫不易产生抗性等优点，人工合成的昆虫性

信息素或类似的化学物质又叫害虫性引诱剂，一般简

称性诱剂[4-6]。目前甜菜夜蛾性诱剂用于测报和防治的

研究已有不少报道[7-8]，但尚缺乏相应的配套田间应用

技术。为此，笔者开展了不同诱芯诱捕效率、诱捕器悬

挂高度及气象因子对诱捕效率影响等应用技术研究，

以期进一步完善甜菜夜蛾性诱剂田间应用技术。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诱捕器

试验采用自主研制的甜菜夜蛾专用诱捕器，圆柱

形，柱体白色，中空，高 245 mm，横切面直径 106 mm；

在柱体中部的体壁上有4对均匀分布的蓝色锥形诱虫

孔。锥状诱虫孔外端口为正方形（14 mm×14 mm），开

口于柱体外表面；内端呈星状开口，长径为 10 mm，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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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宜；设置在上风口位置的诱捕器诱集量最大，其拟合程度可达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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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5 mm，开口于柱体内，两端口间的长度为12.5 mm。

柱体下端有转接口，可与不同类型容器相联接，作为接

虫器。该试验采用容量为 2 L 的废旧可乐瓶为接虫

器。

1.2 试验方法

1.2.1 不同诱芯的诱蛾效果比较

1)供试诱芯。诱芯A：为硅橡胶塞型，由云南中科

生物产业有限公司生产，提供；

诱芯 B：为硅橡胶塞型，由美国 MSTR Technolo-

gies Inc. 生产，提供；

诱芯 C：为硅橡胶塞型，由美国 MSTR Technolo-

gies Inc. 生产，提供（两种组分、二枚合用）。

诱芯D：为毛细管型，由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提供；

诱芯E：为橡皮管型，由慈溪永进冷冻食品有限公

司从台湾引进。

2)试验设计。试验于2006年7月13日—8月4日

在长安镇长郊村蔬菜基地进行，试验区植株长势较均

匀，日常管理基本一致。试验设诱芯A、诱芯B、诱芯

C、诱芯D和诱芯E等5个处理，每处理3次重复，共15

个处理，各处理随机区组排列。每只甜菜夜蛾专用诱

捕器除诱芯E安装诱芯 2枚（二种组分）外，其余均安

装诱芯1枚。各诱捕器的间距30 m以上；在每日上午

8:00—9:00，检查各接虫器中的甜菜夜蛾雄蛾数量，并

分别记载；检查完毕后，清洗各接虫器，加入适量的清

水后重新安装在专用诱捕器柱体下端（昼夜不收回）。

1.2.2 不同悬挂高度的诱蛾效果比较 试验于 2006年

10月15日—11月22日在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嘉兴

华康公司大白菜生产基地中进行，试验区植株长势较

均匀，日常管理基本一致。试验设诱捕器的诱虫孔离

地 50 cm、100 cm和 150 cm等 3个处理，5次重复。每

只甜菜夜蛾专用诱捕器安装诱芯1枚，并在接虫器中装

适量清水。同一处理中的5次重复设置的诱捕器呈十

字形排列，各诱捕器的间距为30 m；不同处理的诱捕器

间呈直线排列，间距为50 m。在每日上午 8:00—9:00，

检查各接虫器中的甜菜夜蛾雄蛾数量，并分别记载；检

查完毕后，清洗各接虫器，加入适量的清水后重新安装

在专用诱捕器柱体下端（昼夜不收回）。

1.2.3 风向对诱捕效果的影响 试验于2006年10月17

日—11月 22日在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嘉兴华康公

司大白菜生产基地中进行，诱捕器采用十字形排列，设

东、南、西、北、中等5个处理，重复3次。组内诱捕器间

隔30 m，区组间诱捕器间隔50 m。逐日记载各处理甜

菜夜蛾诱集量。气象数据采用海宁市气象局资料。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诱芯的诱蛾效果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采用不同诱芯诱集甜菜夜蛾，其

诱集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累计单瓶诱集效果以诱芯

C（美国产、二枚合用）为最好。方差分析表明，诱芯C

和其余诱芯（A、B、D、E）相比均达到显著性差异，未达

极显著性差异。诱芯A、诱芯B、诱芯D和诱芯E之间

没有显著性差异。

标有不同字母者表示异显著(P≤0.05，Ducan，s新复极差法测验)。

图1 不同诱芯单瓶累计诱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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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诱芯日均（3瓶平均）逐日诱捕量见图2，诱芯

A前期诱集效果较好，但后期效果较差。诱芯C虽然

前期不是最好，但总的诱集量及后期的诱集效果均为

最佳，说明其性信息素释放较稳定且持效期较长，因而

从总体上讲，诱芯C对甜菜夜蛾的诱集效果为最好。

2.2 不同悬挂高度的诱蛾效果比较

由图3可知，当悬挂高度为50 cm时，诱捕效果为

最佳，其次为100 cm，150 cm诱集量最低，总体趋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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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悬挂高度诱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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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夜蛾诱集量随着悬挂高度的升高而呈下降，但方

差分析表明，在试验的不同悬挂高度之间，其诱集效

果无显著性差异。

2.3 风向对诱捕效果的影响

不同方位诱捕器日均诱捕量、夜间最多风向等情

况详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在同一天中，设置在不

同方位的诱捕器，其诱捕数量差距很大。总体来看，

在试验期间，和夜间最多风向平行直线设置的诱捕

器，其诱集量显著高于和夜间最多风向垂直直线设置

诱捕器的诱集量。在试验的37天内，平行方向单瓶累

计诱集量为 1438 头，垂直方向单瓶累计诱集量为

1212.6 头，平行方向的诱集量是水平方向诱集量的

1.19倍。在对甜菜夜蛾日均诱集量、风向等因子进行

综合分析后还发现，诱集量最大的诱捕器是和最多风

向来向位置（上风口位置）的诱捕器（说明南、中、北或

东、中、西 3个诱捕器的诱捕区域重叠）。在试验观察

的 37天中，有 21天完全拟合；9天为“次多值”；2天为

“中间值”；4天为“次低值”，只有1日为最低日，其拟合

标有不同字母者表示异显著(P≤0.05，Ducan，s新复极差法测验)

图2 不同诱芯日均单瓶诱集量

表1 不同位置诱捕器逐日平均诱捕数量与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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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位置日均诱集量/头

东

0.00

1.33

1.00

9.67

10.33

15.00

13.67

4.67

6.00

南

0.67

5.00

2.67

6.67

10.67

26.33

19.33

14.33

15.67

西

0.67

3.33

3.00

3.67

21.33

28.00

47.67

15.33

16.00

北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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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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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为 56.76%，如要加上“次多值”的 9天，其拟合程

度可达 81.08%。上述情况表明此试验中诱捕器的排

列间距离在甜菜夜蛾性诱剂的有效诱捕范围之内，并

可推断甜菜夜蛾性诱剂的有效诱捕半径至少在 30 m

以上（诱捕器的设置间距为30 m）。

3 小结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甜菜夜蛾性诱剂的诱集效果以由

美国MSTR Technologies Inc. 生产的硅橡胶塞型诱芯

（两种组份、二枚合用）为最佳（见图 1）。据董双林等

报道，中国甜菜夜蛾雌蛾性信息素腹体中含有 4种组

份，分别是Z9，E12-14:Ac、Z9-14:OH、Z9-14:Ac和Z9，

E12-14:OH[9]。甜菜夜蛾诱集效果的差异，主要与不同

诱芯其性信息素组份、配比、田间的释放速率等不同

而异。

田间试验表明，甜菜夜蛾的诱集效果还与诱捕器

的悬挂高度不同而存在较大差距，研究结果表明甜菜

夜蛾诱捕器的悬挂高度以50 cm为最佳。这和张昌杰

等[10]研究认为甜菜夜蛾在棉田花中最适悬挂高度为

100 cm左右有较大差距，这可能与试验田块的作物高

度有关，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不同方位诱捕器的甜菜夜蛾诱集量有很大差异，

结果表明上风口位置诱捕器的诱集量为最大，其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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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夜间风向是指夜间19时至次日早上7时的风向。设带偏南风向分量的风为偏南风、设带偏北风向分量的风为偏北风,其余为东风或西风。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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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可达81.08%。因此，田间设置诱捕器时需考虑一

定时期内的主导风向，以提高田间诱捕效率。

信LL息通田L田地3333素组分及其比例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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