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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林间试验研究了用合成性信息素6反2反8>72"#>十二碳双烯>">醇6’72’"#>"!9(E8和6反2反8>72"#>十二碳双烯乙

酸酯6’72’"#>"!9$386!9<8诱捕法防治行道树害虫槐小卷蛾6FGHIJKLJMIJMNOPQR3S8的防治效果B诱捕区长 ?##TA宽

=#T2三角形粘胶诱捕器悬挂在距地面约 <T的国槐树侧枝上2诱捕器间距约 "?T2共悬挂 C!个诱捕器B对照区长 !?#T2
与诱捕区相距 =##TB防治效果用活雌蛾诱捕器A粘翅活雌蛾交配率以及国槐叶柄和果荚的受害率进行评价B槐小卷蛾一

年有<次成虫发生高峰期2雌雄性比接近"9"B在诱捕区内2越冬代A第一代和第二代成虫发生期间分别诱集到雄蛾 !!C7A

!"=:和 !<=!头B在 越 冬 代 和 第 二 代 成 虫 发 生 盛 期2诱 捕 区 内 活 雌 蛾 诱 捕 器 诱 捕 雄 蛾 的 数 量 比 对 照 区 明 显 减 少6UV

#W#"8B诱捕区内粘翅雌蛾的交配率比对照下降 7C1#XB在第一代A第二代和第三代幼虫为害盛末期2诱捕区内叶柄及果

荚被蛀率分别比对照降低 C<1?"XAC71=;X 和 ;<1=?X 6UV#1#"8B试验结果表明2用合成性信息素诱捕法防治槐小卷

蛾效果明显2前景广阔B
关键词9槐小卷蛾@性信息素@诱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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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 小 卷 蛾B_lmcaV‘abcabBJ#4+15<,,B鳞 翅 目O小 卷 叶 蛾 科,又 称 国 槐 叶 柄 小 蛾6是 为 害 国 槐 pqrsq‘a

tarqucvaw8,和龙爪槐Bp8tarqucvaw8$8rxuyz{a|!+(8,的一种重要害虫6在我国北京}天津}河南}河北}
陕 西}山西}甘肃等省市以及日本均 有 分 布~E6F!"槐 小 卷 蛾 一 年 发 生 F#T代6以 幼 虫 在 果 荚B主 要 越 冬 场

所,}树皮裂缝以及当年生小枝中越冬"在国槐生长季节其幼虫蛀食羽状复叶叶柄的基部}花穗穗轴以及果

荚"寄主受害后6复叶萎蔫下垂6遇风脱落6树冠出现秃枝6严重影响树木生长6降低城镇绿化效果~E6T6Q!"以

往防治槐小卷蛾主要依靠喷施化学农药6然而由于此种害虫一年发生多代6世代重叠6且幼虫孵化后 E)便

开始蛀入叶柄}枝条或果荚6使防治效果不佳~T!"此外6国槐主要栽植在城镇街道两旁和居民区6防治槐小

卷蛾的危害既要保护树木正常生长6又要保护环境和人民的健康"用性信息素防治槐小卷蛾所具有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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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无毒!专化性强!不伤害益虫!不污染环境等优点"#$使此矛盾得以解决%
槐 小卷蛾性信息素的主要成份为&反’反()*’+,)十二碳双烯)+)醇&-*’-+,)+./01(&2(和&反’反()*’

+,)十二碳双烯)乙酸酯&-*’-+,)+./34(&22("5’6$’田间诱蛾试验表明’以7/8为 ./9的比 例 制 成 的 槐

小卷蛾性信息素诱芯对槐小卷蛾雄蛾具有强烈的诱集活性"*$%作者于 +:::年在北京市中关村地区进行了

用性信息素诱捕法防治槐小卷蛾的试验’取得了良好效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性信息素!诱芯和诱捕器

;=;=; 性信息素和诱芯 槐小卷蛾性信息素两个成份 -*’-+,)+./01&2(和 -*’-+,)+./34&22(由本

课题组合成’2与 22的比例为 ./9%以天然橡胶为原料的小橡皮头作载体制成诱芯"*$’每粒诱芯含槐小卷

蛾性信息素 ,=.#>?%

;=;=@ 诱捕器 诱捕器由诱芯和捕虫器两部分组成%捕虫器由塑料瓦棱板围成’两端呈正三角形’三边及

棱长分别为 .,!.,!.,和 .#4>%捕虫器的底部内侧钉一块涂有粘虫胶的泡沫塑料薄板%诱芯由从上棱中间

垂下的细铁丝穿牢’距胶面约 +4>%

;=@ 虫源

春季 .A9月份’在槐小卷蛾幼虫尚未化蛹!国槐尚未发芽前’于田间采集有虫果荚%一部分果荚放入

养虫笼内于室内自然条件下饲养’直至幼虫化蛹和成虫羽化’以预测诱捕器挂出的时间B另一部分贮存在

+,CD恒温箱内’分批分期取出放入室内养虫笼内令其于自然条件下化蛹!羽化%每天早晨将刚刚羽化尚未

活动的雌雄蛾分别用指形管单头分装’并饲以 #E的蔗糖水溶液’备用%同时记录每天羽化的雌雄蛾数量%

;=F 种群监测

当 室内第一头成虫羽化的时候&+:::),#),#(’在田间悬挂 +,个性信息素诱捕器以监测槐小卷蛾的种

群动态’两个诱捕器之间相距 9,>%每两天检查一次各诱捕器的诱蛾数量’并及时更换粘胶板’.,G更换 +
次 诱 芯%以 平 均 每 天 每 个 诱 捕 器 的 捕 虫 量 为 纵 坐 标!时 间 为 横 坐 标’制 成 曲 线 图’以 表 示 从 春 季 到 秋 季

&+:::年(槐小卷蛾的种群动态和虫口密度"#$%

;=H 诱捕法防治槐小卷蛾试验

诱捕法防治试验在北京市中关村知春路两旁的国槐树上进行%诱捕区为 #,,>IJ,>%粘胶诱捕器悬挂

在距地面 9>以上的国槐树侧枝上’两个诱捕器之间相距约 +#>’共放置 5.个诱捕器%6A+,G检查 +次各

诱 捕 器 诱 捕 雄 蛾 的 数 量’并 及 时 更 换 粘 胶 板’.,G更 换 +次 诱 芯%对 照 区 为 .#,>IJ,>’与 处 理 区 相 距

J,,>%试验区国槐树树龄 6A*K’高 JA#>%试验自 +:::年 #月 ++日开始’+,月 +#日结束%

;=L 活雌蛾诱捕器诱捕雄蛾试验

在越冬代和第二代成虫发生期间’分别在诱捕区和对照区各悬挂 +,个处女活雌蛾诱捕器’相邻两个

诱捕器之间相距 +#>%每天检查各诱捕器诱蛾数量’并及时更换不具诱蛾能力的笼装活雌蛾&.A9G(%诱蛾

试验在越冬代和第二代成虫发生期间均进行 5G&越冬代M5月 J日至 5月 :日B第二代M*月 .J日至 *月 .:
日(%诱捕区雄蛾种群数量的减少率&E(由以下公式计算得出M

雄 蛾 种 群 减 少 率&E(N"&对照区平均诱蛾数量O处理区平均诱蛾数量(P对照区平均诱蛾数量$I

+,,E":$%

;=Q 田间交配率试验

在越冬代成虫发生盛期’分别于对照区和诱捕区各悬挂 +.个活雌蛾交配台’相邻两个交配台之间相

距约 +#>%每个交配台内装有 +头当天羽化的!粘有一段丝线的处女活雌蛾%每天 +#M,,放置粘翅活雌蛾’

.JR后取回’在体视显微镜下解剖观察其受精囊内有无精苞"+,’++$’据此计算田间雌蛾交配率%粘翅雌蛾交

配率试验连续进行 5G%

;=S 为害情况调查

在 第一代和第二代&主要为害叶柄(以及第三代&主要为害果荚(幼虫为害盛末期’分别在对照区和诱

捕区调查国槐受害情况%每 .A9株取样 +株’每 +株调查东!西!南!北!上 #个部位’每个部位调查 6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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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新梢或果簇!每株共调查 "#个$穗%新梢或果簇&对照区和诱捕区各调查 ’()*(株&叶柄和果荚根据

有无被害症状分为受害和未受害两种情况!据此!分别计算对照区和诱捕区叶柄或果荚的受害率!从而计

算防治效果&

+ 结果与分析

+,- 雌雄性比

室 内 饲 养 实 验 结 果 表 明!越 冬 代 雌 雄 蛾 的 性 比 约 为 ’.’$即/’’#01.’*234%&此 结 果 与 陈 合 明

等5’*6于 ’22’7’22*和 ’220年饲养的越冬代所获得的雌雄性比$"8累计获得雌蛾 *3*头7雄蛾 *9’头%结果

基本一致&

+,+ 种群动态

性信息素诱捕器种群监测结果表明!在北京!自 #月份至 ’(月份$’222年%!槐小卷蛾成虫共有 "次发

生 高峰&越冬代成虫 #月上旬开始羽化$’222:(#:(2%!越冬代7第一代和第二代成虫发生高峰期分别为/#
月下旬至 3月上旬79月上旬至下旬和 ;月下旬至 2月上旬!第二代成虫终见期为 ’(月中旬$图 ’%&陈合明

等5"6研究指出!槐小卷蛾越冬代成虫 #月下旬始见!3月上旬79月中旬及 ;月底至 2月初分别为越冬代7第

一代和第二代成虫发生高峰期!2月底为第二代成虫终见期&孟宪佐等5#6于 ’22"年和 ’220年用槐小卷蛾

性信息素活性成分$反!反%:;!’(:十二碳双烯:’:醇$<;!<’(:’*.=>%进行种群动态监测!发现其越冬代成

虫始见于 #月中下旬!#月底至 3月初79月中旬以及 ;月底至 2月初分别为越冬代7第一代和第二代成虫

发生高峰期&本试验以槐小卷蛾性信息素的两个主要活性成分配制成性信息素诱芯!提高了对槐小卷蛾种

群动态监测的敏感性!#月上旬便可监测到越冬代成虫的活动!’(月中旬尚能诱到少量成虫&

图 ’ 槐小卷蛾种群动态$’222年!北京%

?@A,’ BCDEF8G@CHIJH8K@LCMN,OPQRSQRK8FTKCGU

$VT@W@HA!XU@H8!’222%

+,Y 田间大量诱杀试验结果

在 性 信 息 素 诱 捕 区 内!3*个 诱 捕 器 在 越 冬 代7第 一

代 和 第 二 代 成 虫 发 生 期 间 分 别 累 计 诱 杀 槐 小 卷 蛾 雄 蛾

**3;7*’02和 *"0*头&

+,Z 活雌蛾诱捕器诱捕雄蛾试验结果

田间活雌蛾诱捕器诱捕雄蛾试验结果表明!在 越 冬

代和第二代槐小卷蛾成虫发生期间!诱捕区比对照区的

雄蛾种群数量分别减少 ;",99[ $O\*",(;#]Î\2%和

3’,’9[ $O\3,(*9]Î\2%$_‘(,(’!aBaa/独立样本

O测验%$表 ’%&bCTFCMc等5’"6以含有 (,(*#KF的十二碳乙

酸 酯$’*.dL%和 顺:’’:十 四 碳 烯 乙 酸 酯$e:’’:’0/dL%

$3(.0(%混合溶液的聚乙烯帽形诱芯的诱捕器对红带卷

蛾$fPghPiOQjkSQljmnOSkQkQ$o8FpTq%%进行诱杀试验时发现!性信息素诱捕器的诱捕能力至少为活雌蛾诱

捕器的 *倍&本试验表明!在越冬代和第二代成虫发生盛期的 3I内!每个活雌蛾诱捕器日平均诱捕雄蛾的

数量分别为 #,(头和 #,*头!而在此期间!种群监测区内的性信息素诱捕器的诱捕量分别为 ’(,3头和 ’(,

(头&由此说明!含有 <;!<’(:’*.=>和 <;!<’(:’*.dL$*."%的槐小卷蛾性信息素诱芯不仅可用于监

测其种群动态!而且可进行有效的诱杀防治&

+,r 田间交配率试验结果

田间粘翅活雌蛾交配率试验结果表明!在越冬代成虫盛发期间!诱捕区比对照区的槐小卷蛾雌蛾的交

配率降低 ;3,(([$表 *%&孟宪佐等5’06用每公顷 ’#个含顺:;:十二碳烯乙酸酯$e:;:’*.dL%和适量的反:;:
十 二碳烯乙酸酯$<:;:’*.dL%(,*KA的性信息素诱捕器对梨小食心虫进行大面积诱杀防治试验!结果表

明!诱捕区梨小食心虫雌蛾的交配率比化学防治区下降 90,*[);*,2[&s8cEI85’#6用合成性信息素对甘

薯小象甲进行诱捕防治!结果表明!在诱捕区无论是田间捕获的雌虫还是释放的系翅雌虫的交配率均明显

低于对照&以上试验均说明!用合成性信息素诱捕法防治害虫可以使种群中雄性个体数量减少!雌雄虫交

配几率下降!从而减少后代的虫口数量!达到控制害虫为害的目的5’36&

3;#’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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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槐小卷蛾活雌蛾诱捕器诱捕雄蛾试验结果

"#$%&! ’#()*&+,-.#%&/0123453467(8#9+$#6(&:;6(*
,7&%6<&<68=67-&.#%&.,(*

世代

>?@?ABCDE@

诱蛾量F诱捕器

GE0HBI?JKBLCMA?NFCABL
OP?B@QRST

诱捕区

PBJJCABLLD@U
对照区

VE@CAEI

下降率

OWT
SDXX?A?@K?

越冬代YZ?A[D@C?AD@U\0]Q 0̂_ ‘a0bQ\0_ c‘0dde

第二代 R?KE@N b̂0aQb0_ ‘a0]Q b̂0‘ _̂0̂de

e 表 示 诱 捕 区 和 对 照 区 之 间 在 fga0â 水 平 差 异 显 著

ORhRRi独 立 样 本 j测 验TÔ]]]年k北 京TRDU@DXDKB@C
l?C[??@HBJJCABLLD@UB@NKE@CAEILIECJBCfg a0â
ORhRRmn@N?L?@N?@CRBHLI?jo?JCTOp?DqD@UkVrD@Bk ]̂]]T

表 s 槐小卷蛾雌蛾田间交配率试验结果

"#$%&s t#(67=8#(&,-<68=67-&.#%&+/0123453467(*&
9%,(+

处理

oA?BCH?@C

雌蛾数量O头TGE0EXX?HBI?J

试验

o?JC?N
解剖

SDJJ?KC?N
已交配

PBC?N

交配率

OWT
PBCD@U
ABC?

诱捕区

PBJJCABLLD@U
_c u\ ^ 0̂cu

对照区

VE@CAEI
da u‘ d ‘̂0b̂

e 田 间 交 配 率 试 验 自 u月 ‘̂ 日 开 始 _月 u日 结 束Ô]]]
年k北京kTePBCD@UN?ZDK?JD@JCBII?NXAEHPBv‘̂ CEwM@?
uk̂]]]kp?DqD@UkVrD@B

图 b 诱捕区和对照区内槐小卷蛾幼虫为害

叶柄与果荚的比率OP?B@QRSTÔ]]]年k北

京T

xDU0b yBC?JEXlEA?NL?CDEI?JB@NJ??N

LENJEXz0j{|}~|}IBAZB?D@HBJJCABLLD@UB@N

KE@CAEILIECJOP?B@QRSTOp?DqD@UkVrD@Bk

]̂]]T

s!" 防治效果

田 间 为 害 情 况 调 查 结 果 表 明k在 第 一 代 和 第 二 代 幼 虫 为 害

盛 末 期k诱 捕 区 比 对 照 区 的 槐 小 卷 蛾 幼 虫 对 叶 柄 的 为 害 分 别 下

降 _‘!ûWOj#b̂0̂]b$N%#]T和 _c!\dWOj# ĉ0_â$N%# ]̂T$
在 第 三 代 幼 虫 为 害 盛 末 期k诱 捕 区 比 对 照 区 的 槐 小 卷 蛾 幼 虫 对

果 荚的为害下降 d‘!\uWOj# \̂0dca$N%#^̂T&以上结果说明k
用 槐 小 卷 蛾 性 信 息 素 诱 捕 法 控 制 槐 小 卷 蛾 的 为 害k在 各 代 均 获

得 了显著的防治效果Ofga0âkRhRRi独立样本 j测验TO图 bT&
这 与 孟 宪 佐 等’̂ak̂_(用 性 信 息 素 诱 捕 法 大 面 积 防 治 梨 小 食 心 虫

O){|*+,-~j+|.,-/}j|OpMJK0TT所获得的被害果率下降 ua!‘W1

db0cW2PBNJ?@等’̂d(用 诱 捕 法 连 续 ‘B防 治 苹 果 蠹 蛾

O3|}*/4{/}~|*,.,5/--|60T使 被 害 果 率 分 别 下 降 为 a!a‘W2

a!u‘W和 a!a_Wk明 显 低 于 其 防 治 指 标O7 ŴT的 试 验 结 果 一

致k此外与 oABHH?I等’̂c(用诱捕法控制红带卷蛾O809/-:j~5|5|
O;BI0?A0TT的 为 害k使 诱 捕 区<OVEr@xBAHT和 诱 捕 区=Oy?N

wBK0?CxBAHT的果实被害率在试验的 ‘B期 间 分 别 下 降 为 a!ub2

b!‘b2a!a]W和 a!̂\W2a!̂c2a!‘]Wk而 对 照 区 却 有 b̂!\和 c!uuW的 果 实 受 害 的 试 验 结 果 以 及 >Ml?A
等’̂](用诱捕法在当地 ]aW的棉田防治棉红铃虫Of-|j4/?{|@,}}4*~/--|ORBM@NTTk使棉铃受害率由原来的

\!̂cW下降为 !̂]aW的田间试验结果也基本一致&

A 讨论

用性信息素诱捕法对害虫进行防治k其原理是雄性成虫在两性相遇之前被人为地从种群当中去除而

使雌虫无法交配’̂c(&为了取得理想的防治效果k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iÔT比较低的虫口基数$ObT防治区

相对隔离’̂‘k̂uk̂dk̂ckba($O‘T雌雄性比接近 B̂^’̂ak̂‘kba($O\T雄蛾虽多次交配但 b\r之内只能交配 次̂k雌蛾为

单次交配’̂‘kba($OuT寄主单纯’̂c(&
陈合明等’̂b(以及本研究的室内饲养实验均表明k槐小卷蛾雌雄性比约为 B̂ k̂且雌雄蛾一生均只能

交配 次̂&因此当我们用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杀了大量的雄蛾后k使雌蛾交配的机会大大减少k从而使国槐

受害明显减轻&此外k国槐是林荫树k栽植在公路两旁k通常两条公路之间建筑物颇多k从而使不同街区的

林荫树之间相对隔离k因此已交配的槐小卷蛾雌蛾难以迁入&而且槐小卷蛾寄主单纯k只为害国槐及其变

型龙爪槐等’̂k‘k\(&研究结果表明k用合成性信息素诱捕法防治槐小卷蛾不仅切实可行k而且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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