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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诱剂监测及防治小菜蛾研究初报

杨明文１，李文芳１，韦丽莉１，徐家菊１，胡英敏２，杨子林１，谌爱东３

（１．临沧市植保植检站，云南 临沧 ６７７０００；２．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街道办事处，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５；
３．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环境资源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５）

摘要：２００９年１～８月，利用性诱剂对临沧市临翔区蔬菜小菜蛾进行了监测及防治研究。结果表明，性诱剂监
测与测报灯监测相比，性诱剂监测更为灵敏，诱捕效果更好。小菜蛾发生高峰期在３月中下旬。性诱剂对小
菜蛾防治效果可达６０％～７０％，随作用时间的延长控制效果愈加显著 （Ｐ＜００５）。利用性诱剂可持续、有效
地控制田间小菜蛾种群数量，减少农药的使用，具有经济、安全、高效的特点。性诱剂在小菜蛾的监测及防

治上的应用前景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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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小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ｌａ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已在全球范围成为十字花科作物上最具有破坏力的

昆虫，全世界年均用于防治其为害的费用高达１亿
美元［１］。小菜蛾属鳞翅目，菜蛾科，别名菜蛾、吊

丝虫，该虫食性专一，以十字花科蔬菜为主，化学

农药的长期大量使用，使得其对多种化学农药产生

抗性，药剂选择范围较窄，是当前生产上化学杀虫

剂防治困难的典型害虫之一［２－４］。生产上通常采用

提高施药浓度、增加施药次数、使用高毒农药等方

法，一方面大量杀伤天敌，较大程度地弱化天敌的

控制作用，造成了害虫再猖獗；另一方面导致蔬菜

中农药残留严重超标，影响食品安全［５－７］。为有效

控制小菜蛾的为害，作者进行了性诱剂监测及防治

小菜蛾试验示范研究。

性诱剂是一种灵敏度高、无毒、不杀伤天敌、

不污染环境的无公害昆虫信息素，国内外都非常重

视发展和应用这项技术［８－９］。该技术是利用昆虫为

引诱同种异性以完成交配所产生的化学信息素，进

行群集诱捕的一种防治技术，该技术亦可应用于昆

虫发生动态监测［８－１０］。大田采用 “迷向法”，即在

一定范围内，通过设置性诱剂诱芯 （诱捕器），诱

捕杀灭目标昆虫，干扰昆虫正常交配活动，降低雌

蛾的生殖能力 （有效落卵量），减少子代幼虫发生

量。此项技术对环境、对人体没有任何污染，并能

减少农药使用量，甚至在一些害虫防治中，可以达

到完全不使用农药［８－１２］。近年来，化学信息素正

与天敌昆虫、微生物制剂和植物源杀虫剂一起，逐

步成为害虫综合防治的基本技术之一［５，１３－１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诱芯

诱芯为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毛

细管 （Ｃ）型诱芯。
１１２　诱捕器

监测所用诱捕器为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的水盆型诱捕器；防治试验所用诱捕器用

空矿泉水瓶制作。

１１３　虫情测报灯
为河南佳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ＡⅡ型

虫情测报灯。

１２　时间及地点

１２１　监测时间及地点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０日～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１日。临翔

区忙畔社区青华村蔬菜地，面积１５ｈｍ２，冬春季
（１～４月）主要以甘蓝、白菜、叶芥、花椰菜等十
字花科蔬菜为主，夏秋季 （５～８月）以辣椒、茄
子、豆类、瓜类等为主，少量种植十字花科蔬菜。

１２２　性诱剂防治试验示范时间及地点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临翔

区忙畔社区青华村蔬菜地，面积１５ｈｍ２，主要以
甘蓝、白菜、叶芥、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为主。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监测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放置２个水盆型小菜蛾
性诱剂诱捕器，两诱捕器间相隔５０ｍ左右，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３０日～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进行逐日观察记
数诱捕数量，６～８月每隔３ｄ记录１次诱虫量。
将性诱及灯诱结果以３ｄ为一个统计单位，分别
计算出日平均单盆诱蛾量及日平均灯诱蛾量。

１３２　防治
在该蔬菜种植片的中心区域，按棋盘式排列，

以１３ｍ×１３ｍ（４个／６６６７ｍ２）的规格放置小菜
蛾性诱剂 （诱捕器为空矿泉水瓶制作而成），共

放置３６个 （６行 ×６个）诱捕器，诱捕器高出作
物２０ｃｍ左右。周边蔬菜地为常规化学防治对照
区。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放置诱捕器，每７天１次，
分别于性诱剂防治处理区和对照区，随机选取４
块处于生长中期 （开盘 ～结球初）的甘蓝，每块
对角线５点取样，每点取５株，调查有虫株数及
虫量，计算虫口增长率及防效；同时，分别在外

层、中层、内层各选定４个诱捕器，每３天１次，
调查不同方位诱捕器的诱虫量，计算虫口增长率

（以２月１３日诱蛾量为初始虫量）。
１３３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ＤＰＳ软件对各方位诱捕器虫口增长率进
行方差分析和 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显著性差异
比较［１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性诱剂与佳多测报灯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１～８月中旬期间，小菜蛾的发生

可分为４个阶段：第１阶段 （１月上旬至２月中
旬）为保持期，此阶段田间十字花科蔬菜较多，

气温较低，小菜蛾呈现出在较低水平下小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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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特点；第２阶段 （２月下旬至３月中下旬）
为上升期，此阶段田间食源条件较好，随气温回

升，小菜蛾快速上升，３月１６日至３月１８日达
最高峰值，日均诱蛾达２８８头／盆；第３阶段 （４
月上旬至５月下旬）为衰退期，此阶段田间食源
条件前期较好，后期逐渐减少，气温的进一步提

高不利于小菜蛾的发生，发生量逐渐减少；第４
阶段 （６月上旬至８月中旬）为偶见期，此阶段
田间寄主作物较少，气温较高，雨水较多，不利

于小菜蛾的发生，诱捕器内偶见小菜蛾，量很少。

虫情测报灯监测结果：逐渐减少，６月１０日终见
（图１）。由此可见，２００９年 １～８月间，小菜蛾
成虫发生高峰期为３月中下旬。同时，据性诱与
灯诱的结果看，性诱的捕获量更大，诱蛾量曲线

峰次、峰型更典型。３月初始见，以后随气温回
升诱蛾量逐渐上升，与性诱结果相似，至３月中
旬达最高峰值，此后说明在小菜蛾的监测上，性

诱剂监测比灯诱监测的灵敏度更强。

２２　性诱剂防治小菜蛾试验示范
表１可见，２月１０日放置性诱剂后，在以

后的２月１７日，２月２４日，３月３日，３月１０
日，３月１７日，３月２４日的６个星期内，有虫
株 相 对 防 效 分 别 为 ２６３２％，５９０９％，
５６２５％，４１９４％，１３０４％，６１５４％，虫口
（幼 虫 及 蛹） 相 对 防 效 分 别 为 ４６４３％，

７１３２％， ７４２５％， ４５００％， ２７５９％，
７２６３％。３月１７日，防效偏低，原因是调查
前２～３ｄ，对照区普遍进行过一次化学防治，
但７ｄ后有虫株防效及虫口防效又分别上升到
６１５４％和７２６３％。由此可见，利用性诱剂可
有效控制小菜蛾的发生危害，减少农药使用，

控制效果稳定持久。

表１　性诱剂对小菜蛾控制效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ｅｘ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ｂａｃｋｍｏｔｈ

调查日期

（ｍｍ－ｄｄ）

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ｅ

　　　　　　　　对照区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　　　　　　　　 　　　　　　　试验处理区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ｒｅａ　　　　　　

调查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有虫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虫数 （幼虫，

蛹）

ｐｅ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ｓ

（ｌａｒｖａ，ｐｕｐａ）

虫口增长

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

调查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有虫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ｉｎｆｅｓｔ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虫数 （幼虫，

蛹）

ｐｅ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ｓ

（ｌａｒｖａ，ｐｕｐａ）

虫口增

长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

株防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虫口防治

效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

０２－１０ １００ ８ ９ － １００ ８ １２ － － －

０２－１７ １００ １９ ４２ ３６６６７ １００ １４ ３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６３２ ４６４３

０２－２４ １００ ２２ ３４ ２７７７８ １００ ９ １３ ８３３ ５９０９ ７１３２

０３－０３ １００ ３２ ６７ ６４４４４ １００ １４ ２３ ９１６７ ５６２５ ７４２５

０３－１０ １００ ３１ ４５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８ ３３ １７５００ ４１９４ ４５００

０３－１７ １００ ２３ ２９ ２２２２２ １００ ２０ ２８ １３３３３ １３０４ ２７５９

０３－２４ １００ ５２ ６３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２３ ９１６７ ６１５４ ７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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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所示，外层、中层、内层诱捕器初始
（２月 １３日）平均诱蛾量相差不大，分别为
９７５，７７５，９头，随着时间推移，诱蛾曲线走
势及峰型基本相似，但外层诱捕器由于有外部虫

源的不断迁入，其诱蛾量及虫口增长率明显高于

中层及内层诱捕器。到４月２日，外层诱捕器的
虫口增长率仍然保持在 ２２８０％ ±８６０％，而中

层及内层诱捕器的虫口增长率仅分别为４２％ ±
５２２％、１８２％ ±４９０％。其间，内层诱捕器的
诱蛾量及虫口增长率在中前期曾一度超过外层诱

捕器，可能是在处理前田间虫口基数 （卵、低龄

幼虫）较大的原因所致。由此说明，由于性诱剂

对小菜蛾雄蛾的诱杀，使雌蛾正常交配概率降低，

卵量减少，使种群繁殖受到明显的控制。

　　同样的，由表２可见，前期，不同方位诱捕
器诱蛾量增长率间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处理
后第 ２４天 （３月 ６日）中层的诱蛾量增长率
１０４６％±１０５７％，明显低于外层的 ４０７６％ ±
２９２２％和内层的 ４０８６％ ±１８９３％，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但内层与外层的差异尚不显著 （Ｐ＞
００５）；第３３天 （３月１５日）以后中层及内层的
诱蛾量增长率显著低于外层的诱蛾量增长率 （Ｐ
＜００５），中层与内层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
００５）；第４８天 （３月３０日）以后中层及内层的
诱蛾量增长率与外层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中层与内层之间差异不显著 （Ｐ＞
００５）。即随放置时间的延长，外层诱捕器诱蛾
量增长率与中层、内层诱捕器诱蛾量增长率的

差异显著性增加 （Ｐ＜００５）。也就是说，２４
～３３ｄ后外层与中层和内层的诱捕器虫口增长
率之间差异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４８ｄ后
达极显著水平，这在时间上与小菜蛾完成一个

世代需２０～３０ｄ的要求相吻合，即在第一子代
期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在第二子代期达
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１）。这进一步验证了性
诱剂防治小菜蛾可有效降低田间子代幼虫密

度［８］，减少农药使用 （一茬蔬菜少用 ２～３
次），防效稳定、持久，具经济、安全、高效

的特点。由此可见，性诱剂对小菜蛾的控制效

果随使用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３　讨论

本文一方面对性诱剂监测与灯诱监测结果对

比分析，性诱的捕获量更大，诱蛾量曲线峰次、

峰型更典型，监测的灵敏度更强，且不受电源、

相应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在对小菜蛾的虫情监测

上具有较好地推广应用前景；另一方面，田间防

治试验研究表明，由于性诱剂对小菜蛾雄蛾显著

的诱杀作用，性比发生了变化，使其种群繁殖能

力下降，对小菜蛾种群起到较好的控制作用。可

将性诱剂的应用纳入小菜蛾监测及控制技术体系

之中。

但在应用性诱剂防治小菜蛾时要注意以下两

点：一是尽可能连片使用，二是要在做好虫情监

测的前提下，即小菜蛾发生即将进入上升阶段时

使用。此外，在田间卵量较大时，性诱剂的控制

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需与其它配套措施

并用［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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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性诱剂防治田小菜蛾试验虫口增长率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ａｍｏｎｄｂａｃｋｍ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ｕｓｉｎｇｓｅｘ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

诱捕器方位

ｔｒａ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平均虫口增长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ｍｏｔｈ（ｍｅａｎ±ＳＤ）

２月１６日

ｔｈｅ１６ｔｈＦｅｂ

２月１９日

ｔｈｅ１９ｔｈＦｅｂ

２月２２日

ｔｈｅ２２ｎｄＦｅｂ

２月２５日

ｔｈｅ２５ｔｈＦｅｂ

２月２８日

ｔｈｅ２８ｔｈＦｅｂ

３月３日

ｔｈｅ３ｒｄＭａｒ

３月６日

Ｔｈｅ６ｔｈＭａｒ

３月９日

ｔｈｅ９ｔｈＭａｒ

外层ｏｕｔｅｒ ８８８±１４８７ａＡ ６３９±９２３ａＡ ２１５２±２３０８ａｂＡ ２６４５±２２０９ａＡ １８９３±１６６３ａＡ ７４４５±４０４ａＡ ４０７６±２９２２ａＡ ５０２２±３１７８ａＡ

中层ｍｉｄｄｌｅ －５３３±３１１ａＡ －１７２±４３７ａＡ －６４±１６０９ｂＡ ５３０±１００９ａＡ １６１８±１９７７ａＡ ５８７５±１４４３ａＡ １０４６±１０５７ｂＡ １７８０±１９０８ｂＡ

内层ｉｎｎｅｒ ７９１±１１９１ａＡ ６１０±１０７６ａＡ ２８１０±２６４５ａＡ ３９１２±２８２３ａＡ ４０６１±３７２８ａＡ １７６４±１９７９ａＡ ４０８６±１８９３ａＡ ３７１８±２８５０ａｂＡ

诱捕器方位

ｔｒａ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平均虫口增长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ｍｏｔｈ（ｍｅａｎ±ＳＤ）

３月１２日

ｔＴｈｅ１２ｔｈＭａｒ

３月１５日

ｔｈｅ１５ｔｈＭａｒ

３月１８日

ｔｈｅ１８ｔｈＭａｒ

３月２１日

ｔｈｅ２１ｓｔＭａｒ

３月２４日

ｔｈｅ２４ｔｈＭａｒ

３月２７日

ｔｈｅ２７ｔｈＭａｒ

３月３０日

ｔｈｅ３０ｔｈＭａｒ

４月２日

ｔｈｅ２ｎｄＡｐｒ

外层ｏｕｔｅｒ ３０６５±２００７ａＡ ４１２５±２０９１ａＡ ５１５３±１６８３ａＡ ３６８６±１９９７ａＡ ３５０３±１９５０ａＡ ２９５２±１４９８ａＡ ３７２０±１７９８ａＡ ２２８０±８６０ａＡ

中层ｍｉｄｄｌｅ １１５５±１６５５ｂＡ １１８５±１４８０ｂＡ ２１５９±２３５１ｂＡ １４１３±１７３５ｂＡ ７２２±６８５ｂＡ ５０１±８０９ｂＡ ５００±８２８ｂＢ ４２±５２２ｂＢ

内层ｉｎｎｅｒ ２９８３±２２７２ａＡ ２８６７±１２４１ｂＡ ３６６７±１３５９ｂＡ ２１１１±１４０４ｂＡ １６２６±１０６２ｂＡ １３４２±１２３２ｂＡ １４４２５±８７０ｂＢ １８２±４９０ｂＢ

　　注：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方位诱捕器间差异显著性 （小写字母为Ｐ＜００５时的差异；大写字母为Ｐ＜００１时的差异）。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ｏｔｈ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ｐｓ（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ｖｅ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ｖｅｒ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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