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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信息素预测棉铃虫发生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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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棉特虫( 硎 amigera)性信息寮诱蛾，预}剜下一代棉铃虫的卵高峰，幼虫孵化高峰，通过 田问调查印证 

是准确的，它比黑光玎诱蛾以及田间调查方法简便，省工省时．指导化学农药防治时间准确-经济效益明显 可为棉譬争虫 

发生期预测预报增添一种新的有效方法 

关t调：棉斡虫 ；性信息寮 ；预测预报；发生期 

The reliability in forecasting the cotton bollworm Helicoverpa 

armigera by using its sex pheromone 

YAN Yun Hua，WU De—M ing．CUI Jun—Rong (institute ofZ~logy，Acad*mla Sinica，Bm'jing 100080， 

Chins) 

Abstract：The peaks of egg山 ying and larva hatching of the cotton bollworm ·H eticoverpa armigera can be 

accurately predicted by using its synthetic sex pheromones in the cotton field for trapping the male moths． 

This method is better than others and has been shown as a new and effective mean for prediction of the oc 

ctJl-l~nce ot the cotton boll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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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错虫是世界性大害虫，主要危害棉花 、小麦 、玉米 、番茄等作物。分布于北纬 50 至南纬 50。的欧、亚、 

非、澳州各地 。国内各棉区均有分布和危害．北方棉区比南方棉区受害重。黄河流域棉 区危害严重 ，是常发 

生 区[--。自1990年至现在+北方棉区一直是该虫大暴发年份 前用于棉铃虫发生期预报的方法是期距预 

测、虫态预测 、幼虫所期预测和室 内饲养 ：+由于存在繁琐和不准确的缺点 ，再加上棉农打保险药的习惯t 

致使棉错虫抗药性不断增加。同时污染了环境 ．杀伤了天敌 ，破坏了生态平衡。因此 +急需开发和应用新技 

术、新方法+ 提高防治水平和经济效益+利于人民的健康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 ．本文对棉铃虫的测报 

进行了研究。据文献记载棉锋虫性 信息素的组成成分国外均有报道 ，但是各国报道的成分差异较大 。目 

前应用的棉锋虫性信息素成分 主要是两个 ，即 ：顺一iI-十六碳烯醛和顺 9十六碳烯醛。一般是 小橡胶 

塞为载体，载量为 2rag时，其诱蛾活性超过处女活雌蛾。1993年在山东省滨卅l市棉田。用棉铃虫性信息素 

诱蛾 ，预报幼虫孵化高峰和 田间调查的结果是槽吻合的，现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性信息素诱芯是 反口小橡皮塞 (北京顺义橡胶厂制 )为载体 ．内古 2mg的棉钟虫性信息 素成分 (顺一 

1卜十六碳烯醛和顺一9一十六碳烯醛的比倒为 97：3)，诱捕器为水 盆式(直径为 25cm)，诱捕器 内水应保持 8 

～ 9成横 。性信息素诱芯 用细铁丝或绳悬挂于诱捕器中央 并距水面约 lcm 水里加入少量的洗衣粉 ，以增 

加摄润性 ，防止掉入水里的雄蛾述逸 测报点放置 3个诱捕器同时诱测 ，井用 20瓦黑光灯 1盏诱蛾(此灯距 

性信息素诱捕器 200m以上)。诱捕器放在用木棍或竹竿做成的三角架上 ，此架高出棉株 20cm，井在试验地 

内呈三角彤或呈直线排列 ，阿距 50m 上 ，于 4月 25日安放于 田问，黑光灯同时开启 性信息素诱芯 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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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1次 ，诱测期 间诱芯不收回，昼夜放于 田间。每 日上午检查灯诱和性诱 的诱蛾数量 ．并作记录。同时．将 

诱捕到的蛾子从诱捕器内取 出埋于地下 。 

随验期间．每天或隔天检查卵量和幼虫量，用调查所得到的卵高峰和幼虫高峰 ，与上述两种方法推测 

的卵和幼虫孵化高峰期进行 比较 调查地为两块 ，每块为 3 3hm。，两地之间距离约为 200m；田间调壹采取 

5点取样 ．每点 2O株 ，共计 100株．定 点定株讽查 

2 性信息素用于预剥预报的结果和分斩 

利用棉锋虫性信息素进行发生期的预测预报 ，实际上是利用性信息素诱捕器每天的诱蛾量，计算出蛾 

高峰，然后根据当地当时卵的历期，加上一般的雌蛾产卵前期 (i～2d)．推算 出棉铃虫卵的盛孵期， 便在 

此期间用农药进行防治 ，实现既能步用农药．叉能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 。 

要 登 竺 ⋯H．arra igera怒 幼虫孵化高峰
，即 月 日。目前，施用化学农药适 (199；；， 田) 

期 的经验公式 为施药适期 一诱蛾高峰期+产卵前 Fi
g．2 T re]ations amo the m0u t of”apped一 

期(1～2d)+当地卵历期，这与运用性 信息索诱蛾 册。th e phero f c0tto oll (H
． 洲  盯  

高峰确定卵孵化盛期是 一致的。 an y b]ack ht． g ，1 r a 
． 

2 3 性信 息幕诱蛾量是否代表 田间成虫发生的调 (1993．Shand。ng Bjn h0ucö。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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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息素弓f诱的成虫均为雄蛾，诱蛾的数量是否可代表田间棉铃虫成虫发生情况，从图 2可以看出， 

性信息素诱蛾量、黑光灯诱蛾量与田间卵的发生量成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性信息素的诱蛾量及卵量 与田间 

棉铃虫发生是一致的，具有同步效应。同时通过性 信息素诱蛾可以得到 田间成虫的发生动态 ，因为诱蛾量 

与卵量的发生趋势同步 。这样不难看出，性信息素诱蛾真实地反应了田间成虫发生及卵量消长情况。 

3 结束语 

用棉铃 虫性信息素进行发生期 的测报 ，能准确预测幼虫孵化盛期 ， 便指导喷旆化学农药 的准确时 

间，从而选到少用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以往 ，测报通常采用黑光灯 、扬树枝把 

和田闻化蛹羽化进度调查的方法。实践经验证明，灯光诱蛾也方便，但诱蛾量明显低于性信息素，很难反应 

实际情况。同时需要一定的投资，又受电源的限制 ，非专业测报站很难实行。而且灯诱连同有益昆虫一起诱 

捕，不利于保护天敌。利用扬树枝把和田闻化蛹羽化进度进行短期测报，在指导化学农药防治上有一定的 

准确性。但是，工作量大 ，费工多。因为棉棒虫的卵一般是散产 ，而不是集中在棉花植抹的一两个部位。这 

样给田间调查带来一定困难，尤其是 7月份以后的棉株已大，更给卵的调查带来很大困难。因此，用性信息 

素诱蛾预报发生期，是一种准确灵敏、方法简单、经济易行的优越方法。 

另外，在图 1中显示出，性信息素诱蛾在越冬代和第二代蛾峰较小，第一代和第三代蛾峰较大，这可能 

是与当代棉错虫发生的数量有关 ]。同时，从图2也可 看出，棉铃虫卵的基数量很大，而其幼虫量井不很 

大。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卵的孵化率低和低龄幼虫成活率低所致 。 

性信息素应用于预测预报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如性信息紊的诱蛾情况受风、雨和在羽化期低温 

等气候因素的影响，有时在一个世代成虫发生期内 出现几个诱蛾高峰 ，不过总有一个较高的诱蛾高峰 ，同 

时再结台本地区历年发生期和气温情况，则能做出准确的预报。可以相信，性信息素的应用将在害虫的防 

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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