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864665.2

(22)申请日 2021.04.25

(73)专利权人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龙

洞

(72)发明人 魏丹　黄华毅　丁晓纲　魏玉晗　

黄焕华　杨海燕　扈丽丽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颜希文　管莹

(51)Int.Cl.

A01M 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蚁类诱捕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防护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蚁类诱捕装置，其包括：第一壳体，其内部设

有第一腔室，第一壳体的外周壁上开设有多个与

第一腔室连通的通孔；第二壳体，其与第一壳体

的一侧连接，第二壳体的内部设有与第一腔室相

连通的第二腔室，第二腔室内存放有诱捕剂；导

通封堵机构，其能够使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之间

导通或封堵；诱捕剂能够将蚁类如白蚁引诱前

来，白蚁先后经通孔、第一腔室而爬进第二腔室

内，导通封堵机构随即对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之

间进行封堵，将白蚁围堵于第二腔室内，从而完

成对白蚁的诱捕；本实用新型能够对白蚁进行诱

捕，便于对白蚁进行灭杀或将诱捕的白蚁用作科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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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壳体，其内部设有第一腔室，所述第一壳体的外周壁上开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腔

室连通的通孔；

第二壳体，其与所述第一壳体的一侧连接，所述第二壳体的内部设有与所述第一腔室

相连通的第二腔室，所述第二腔室内存放有诱捕剂；

导通封堵机构，其能够使所述第一腔室和所述第二腔室之间导通或封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通封堵机构包括挡板和滑

块，所述挡板设于所述第一腔室和所述第二腔室之间，所述挡板上开设有进蚁口，所述滑块

滑动设于所述挡板上，并所述滑块滑动能够导通或封堵所述进蚁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丝杆和

螺母，所述丝杆转动设于所述第二壳体内，所述螺母套设于所述丝杆的外周，所述滑块安装

于所述螺母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驱动电

机，所述驱动电机安装于所述第二壳体的内侧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所述丝杆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电动气

缸，所述电动气缸安装于所述第二壳体的内侧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所述滑块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5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检测

控制单元，所述检测控制单元设于所述第二腔室内用于检测蚁类诱捕情况，所述检测控制

单元与所述驱动电机或所述电动气缸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上开设有多个通气口，

所述第一腔室、所述通气口、所述第二腔室依次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壳体内设有用于承装诱

捕剂的承装盘。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壳体远离所述第一壳体

的一侧还设有侧盖。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蚁类诱捕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壳体与所述第二壳体

之间为卡扣连接或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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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蚁类诱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园林防护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蚁类诱捕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白蚁是一种多形态、群居性而又有严格分工的昆虫，通常会在树木茎部或根部群

居，以啃食树木而造成树木死亡；因此，在园林防护领域，尤其需要对白蚁进行诱捕灭杀，防

止其啃食绿化树木；现有技术中灭杀白蚁的方式是通过白蚁活动的痕迹来寻找白蚁巢穴，

对巢穴喷洒药粉来实现灭杀白蚁，此种方式存在灭杀白蚁的效果不佳、喷洒药粉剂量不好

控制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出一种能够对白蚁进行诱捕的装置，以便于对诱捕的白

蚁进行灭杀或用于科学研究。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蚁类诱捕装置，其包括：第一壳体，其

内部设有第一腔室，所述第一壳体的外周壁上开设有多个与所述第一腔室连通的通孔；第

二壳体，其与所述第一壳体的一侧连接，所述第二壳体的内部设有与所述第一腔室相连通

的第二腔室，所述第二腔室内存放有诱捕剂；导通封堵机构，其能够使所述第一腔室和所述

第二腔室之间导通或封堵。

[0005]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导通封堵机构包括挡板和滑块，所述挡板设于所述第一腔室

和所述第二腔室之间，所述挡板上开设有进蚁口，所述滑块滑动设于所述挡板上，并所述滑

块滑动能够导通或封堵所述进蚁口。

[000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丝杆和螺母，所述丝杆转动设于所述第

二壳体内，所述螺母套设于所述丝杆的外周，所述滑块安装于所述螺母上。

[0007]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安装于所述第

二壳体的内侧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所述丝杆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电动气缸，所述电动气缸安装于所述第

二壳体的内侧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所述滑块连接。

[000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导通封堵机构还包括检测控制单元，所述检测控制单元设于

所述第二腔室内用于检测蚁类诱捕情况，所述检测控制单元与所述驱动电机或所述电动气

缸电连接。

[001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挡板上开设有多个通气口，所述第一腔室、所述通气口、所述

第二腔室依次连通。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二壳体内设有用于承装诱捕剂的承装盘。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二壳体远离所述第一壳体的一侧还设有侧盖。

[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第一壳体与所述第二壳体之间为卡扣连接或螺纹连接。

[0014]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蚁类诱捕装置，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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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第一壳体内设有第一腔室、外周壁开设有多个通孔，第二壳体内设有第二腔室，通

孔、第一腔室、第二腔室依次连通，通孔也与外界连通，导通封堵机构能够对第一腔室和第

二腔室之间进行导通或者封堵，第二腔室内存放有诱捕剂，进行诱捕蚁类时，导通封堵机构

先使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保持导通，诱捕剂能够将蚁类如白蚁引诱前来，白蚁先后经通孔、

第一腔室而爬进第二腔室内，导通封堵机构再对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之间进行封堵，将白

蚁围堵于第二腔室内，从而实现对白蚁的诱捕；本实用新型能够对白蚁进行诱捕，便于对白

蚁进行灭杀或将诱捕的白蚁用作科学研究。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蚁类诱捕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蚁类诱捕装置第一壳体和第二壳体的安装示意

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蚁类诱捕装置的内部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蚁类诱捕装置另一实施例的内部示意图；

[0020] 图中，1、第一壳体；11、第一腔室；12、通孔；2、第二壳体；21、第二腔室；22、承装盘；

23、侧盖；3、导通封堵机构；31、挡板；311、进蚁口；312、通气口；32、滑块；33、丝杆；34、螺母；

35、驱动电机；36、电动气缸；37、检测控制单元；38、导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

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2]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中采用术语“第一”、“第二”等

来描述各种信息，但这些信息不应限于这些术语，这些术语仅用来将同一类型的信息彼此

区分开。例如，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范围的情况下，“第一”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二”信息，

类似的，“第二”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一”信息。

[0023] 如图1‑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优选实施例的一种蚁类诱捕装置，其包括：第

一壳体1，其内部设有第一腔室11，第一壳体1的外周壁上开设有多个与第一腔室11连通的

通孔12，通孔12均匀分布在第一壳体1的外周；第二壳体2，其与第一壳体1的一侧连接，第二

壳体2的内部设有与第一腔室11相连通的第二腔室21，第二腔室21内存放有诱捕剂；导通封

堵机构3，其能够使第一腔室11和第二腔室21之间导通或封堵。

[0024]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第一壳体1内设有第一腔室11、外周壁开设有多个通孔12，第

二壳体2内设有第二腔室21，通孔12、第一腔室11、第二腔室21依次连通，通孔12也与外界连

通，导通封堵机构3能够使第一腔室11和第二腔室21之间导通或者封堵，第二腔室21内存放

有诱捕剂，进行诱捕蚁类时，导通封堵机构3先使第一腔室11和第二腔室21之间保持导通，

诱捕剂能够将蚁类如白蚁引诱前来，白蚁先后经通孔12、第一腔室11而爬进第二腔室21内，

随即导通封堵机构3使第一腔室11和第二腔室21之间封堵，以将白蚁围堵于第二腔室21内，

从而完成对白蚁的诱捕；本实用新型能够对白蚁进行诱捕，便于对白蚁进行灭杀或将诱捕

的白蚁用作科学研究。

[0025] 本实施例优选地，导通封堵机构3包括挡板31和滑块32，挡板31设于第一腔室1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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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腔室21之间，挡板31上开设有进蚁口311，通孔12、第一腔室11、进蚁口311及第二腔室

21依次连通，白蚁可先后经通孔12、第一腔室11、进蚁口311而进入第二腔室21内；滑块32能

够滑动，当滑块32滑动以远离进蚁口311时，即可使得进蚁口311与第一腔室11及第二腔室

21之间导通，此时白蚁能够沿着进蚁口311爬进第二腔室21内；当滑块32滑动以封盖进蚁口

311时，进蚁口311与第一腔室11及第二腔室21之间封堵，白蚁被围堵于第二腔室21内，而无

法从进蚁口311出来。

[0026] 进一步地，导通封堵机构3还包括丝杆33和螺母34，丝杆33转动设于第二壳体2内，

螺母34套设于丝杆33的外周，滑块32安装于螺母34上；导通封堵机构3还包括驱动电机35，

驱动电机35安装于第二壳体2的内侧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丝杆33连接，驱动电机35能够驱

动丝杆33转动，带动螺母34移动，进而带动滑块32滑动，从而使得滑块32滑动能够封盖进蚁

口311，或者远离进蚁口311而使进蚁口311、第一腔室11、第二腔室21之间导通。

[0027] 本实施例另一实施例还可优选电动气缸36来驱动滑块32滑动，电动气缸36安装于

第二壳体2的内侧壁且其动力输出端与滑块32连接，电动气缸36驱动滑块32沿着导杆38滑

动，导杆38用于防止滑环32的滑动发生偏移；但具体设计还需结合生产实际，以便达到最佳

效果。

[0028] 本实施例中，导通封堵机构3还包括检测控制单元37，检测控制单元37设于第二腔

室21内用于检测第二腔室21内的蚁类诱捕情况，检测控制单元37与驱动电机35或电动气缸

36电连接，当检测控制单元37检测到白蚁进入第二腔室21内时，便控制驱动电机35或者电

动气缸36启动，从而驱动滑块32滑动，将进蚁口311封堵。

[0029] 本实施例在挡板31上开设有多个通气口312，第一腔室11、通气口312、第二腔室21

依次连通，在滑块32将进蚁口311封盖时，空气可通过通气口312在第一腔室11和第二腔室

21之间进行流通，防止白蚁被困在第二腔室21内，因缺乏空气而死亡。

[0030] 第二壳体2内设有用于承装诱捕剂的承装盘22，本实施例中的诱捕剂可以是松木、

香樟树皮、精油等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第二壳体2远离第一壳体1的一侧还设有侧盖23，本实

施例中第二壳体2与第一壳体1的底部连接，相应地，侧盖23便设于第二壳体2的底部，承装

盘22安装于侧盖23上，将侧盖23打开，方便将承装盘22取出，从而方便添加诱捕剂或对诱捕

的白蚁进行处理。

[0031] 本实施例中，第一壳体1与第二壳体2之间为卡扣连接或螺纹连接，第一壳体1和第

二壳体2能够快速组装、以便用于实践诱捕，或快速拆卸、方便对第一壳体1或第二壳体2内

的部件进行维修。

[0032] 本实施例可部分埋设于土内，也可安装于树木茎部，第一壳体1与第二壳体2的材

质均采用钢材质，如不锈钢，使得本实施例更加地耐久实用，将本实施例埋设于土内或者安

装于树木茎部均不会生锈。

[003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为：

[0034] 进行诱捕蚁类时，导通封堵机构3中的滑块32先打开进蚁口311，使第一腔室11和

第二腔室21保持导通，诱捕剂能够将蚁类如白蚁引诱前来，白蚁先后经通孔12、第一腔室

11、进蚁口311而爬进第二腔室21内，检测控制单元37检测到白蚁进入第二腔室21内，随即

控制驱动电机35或电动气缸36启动，以驱动滑块32滑动、对进蚁口311进行封盖，将第一腔

室11和第二腔室21之间封堵，从而将白蚁围堵于第二腔室21内，即实现对白蚁的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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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综上，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蚁类诱捕装置，其有益效果在于：

[0036] 第一壳体内设有第一腔室、外周壁开设有多个通孔，第二壳体内设有第二腔室，通

孔、第一腔室、第二腔室依次连通，通孔也与外界连通，导通封堵机构能够使第一腔室和第

二腔室之间导通或者封堵，第二腔室内存放有诱捕剂，进行诱捕蚁类时，导通封堵机构先使

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保持导通，诱捕剂能够将蚁类如白蚁引诱前来，白蚁先后经通孔、第一

腔室而爬进第二腔室内，导通封堵机构随即对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之间进行封堵，将白蚁

围堵于第二腔室内，从而完成对白蚁的诱捕；本实用新型能够对白蚁进行诱捕，便于对白蚁

进行灭杀或将诱捕的白蚁用作科学研究。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这些改

进和替换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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