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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引诱剂诱捕松蟹天牛等甲虫的研究
‘

张连芹 宋世洒 黄焕华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

关. 词 松墨天牛 引诱剂 诱捕器

松墨天牛(万。: 。ch 翻
: : al te : 。tus H o p e )是马尾松

、

湿地松
、

黑松及 日本赤松的主要蛀

千害虫
,

也是台湾五针松
、

北美短叶松
、

日本冷杉
、

欧洲云杉
、

柳杉等主要蛀干害虫之一
。

该

虫在我国分布于西藏以东
、

河北以南
,

东至台湾
、

南至广东 , 国外分布于 日本
、

朝鲜
、

越南
、

老挝 “l
。

近 10 年来
,

我国广东
、

广西
、

湖南
、

江西
、

安徽等省(区)多处发生天牛危害
,

不仅

使松树致死和松香减产
,

且 又是特大毁灭性病害—松材线虫病原〔B
“, sa p肠len ch“s x , loP h

-

‘lu s (S te in e r e t B uh r e r ) N ie k le〕的主要传播媒介
。

该病害 已在我国南 京
、

深 圳 等 地大

面积发生
。

深圳于 1 9 8 8一07 首次发现该病害
,

危害面积现 已达 1
.

5 万 hm
Z ,

可见该病害发展

异常迅速
,

急需寻求防治和监测方法
。

为此
,

我们在深圳市水库林场利用自配的引诱剂进行

诱捕松墨天牛等甲虫的研究
,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l) 引诱剂自行配制
,

主要成分为单菇碳氢化合物与55 % 乙醇混合液【’]
。

(2 ) 诱捕器为漏斗型
,

用马 口铁皮制成(图 1 )
。

诱捕器上部为伞形盖
,

盖底 直 径 为 55

c m ,
下部为一漏斗

,

漏斗上口直径 45 c m
,

下口直径12 c m
,

漏斗颈长 13 c m
,

漏 斗 壁 与平

面成45
“

夹角
,

伞形盖和漏斗之间用50 c m x 25 c m 两块垂直的挡虫板相联接
。

诱芯套固定在

两块挡虫板之 间
,

套底略高于漏斗上口
。

诱芯套为光滑的回柱体
,

柱 体 直 径 12 c m
,

高 18

c m
,

套壁布满直径 O
。

5 c m 的圈孔
,

便于诱药挥发
。

上部有一中In1 稍隆起的盖
,

套 底 共用 4

条相垂直的细铁丝拉成网状托住诱芯
。

(3) 诱芯是用两个空的易拉罐
,

分别剪去上部 1/ 3 ,

以一个罐底盖住另一个罐的口
,

两罐

相连处用胶布固定
,

再用一个空的易拉罐
,

剪下上部 1/ 4作诱芯上罐的盖
。

在盖顶及两罐四周

分别开一个直径 0
.

6 c m 圆形孔
,

供诱药挥发用
。

(4 ) 集虫袋为一光滑较为坚固的塑料袋
。

(5) 1 号引诱剂用代用品配制〔3 ]
。

1
.

2 试脸方法

(l) 诱捕器设在山 顶空气较流通处
,

两个诱 捕器之间的距离 为 55 m [ Z J
。

用 一 根 直径

19 9 1一 1 0一 24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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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 c m 左 右的松木棍两端分别扎在两株树干

上
,

把诱捕器挂在木棍中间
,

诱捕器下端离地

面约 1
.

3 m
。

集虫袋口套在漏斗颈上
,

并用绳

扎紧
,

袋里装上清水
。

为防大风把 诱 捕 器 摇

落
,

需用塑料绳或细铁丝将诱捕器加以固定
。

(2 ) 第一批试验在诱芯里先放上纸巾
,

第

二批试验在诱芯里先放上脱脂棉
,

再加入配好

的诱液 120 m l
,

盖 好盖子
,

放进诱芯盒内
。

(3) 试验时间
:
第一批试验时间为 1 9 91 ‘

0 4一26 至07
一。3

,

在进行诱捕试验的同时
,

还利

用 1 号引诱剂在诱捕器周围及其附近一带对天

牛进行引诱试验
,

共 20 株诱木
,

施 药量 8 ~

1 2 m l/ 株
,

施药浓度为 1 : 3
,

施药时在 每 株

诱木基部离地面30 ~ 50 c m 处用柴刀在三个方

向各砍 3~ 4刀
,

用兽医注射器把诱药注入刀 口

内
。

第二批诱捕时间为 19 9 1一0 7吐5至0 8 ~
26

。

本

次试验除用自配引诱剂之外
,

还设清水及 日产
“ 水 F 口 夕 ”

引诱剂分别作对照
, 水 片 口 夕为 日

吊钩

伞形罩

挡虫板

二橇

诱芯套

漏斗

塑料袋

尸尸J 口口口

气
、 一
‘““

州州州州州

巨巨巨

卜

一
卜

一1

Z 几

图 1 诱捕器示意图

(图 内数字单位均为 c m )

本井筒屋化学产业株式会社生产
。

自配引诱剂于。8
一0 2加过一次新药

。

本次试验面积约2 h m
Z 。

表 1 引诱荆诱捕和引诱松且天牛的效果

(深划11水库林场
,

19 9 1 )

观察 日期

(月一 日 )

自配引诱剂诱捕天牛数 (条 )

舍 合计

1 号引诱剂
诱 来天牛咬
刻槽数 (个)

9心自76
,IQ�7

.
1,叼�a勺‘
J阻,pl毖

226

2 试验结果

2. 1 上半年试验

从表 1 可看出
: ¹ 最早诱捕到 的松 墨

天牛是雄的
,

在诱捕初期 的 19 9 1一。5一06 以

前
,

雄的比例达7 1
。

4% ,

符合林间雄天牛先

羽化的规律川 ; º 5 月 6 日才开始 发现雄

天牛咬刻槽
,

但在 5 月 2 日已诱到雌天牛
,

说明诱捕到的天牛不单是产卵期的雌天牛
,

而补充营养期的雌天牛也可以诱捕到
。

在以

后的观察期中同样可以看到
,

当诱捕到雌天

牛的数量明显增加之后的 3 一 4 d ,

林间天

牛咬刻槽数迅速增加
,

因而可以进一步说明

补充营养期的雌天牛可以大量诱捕到
,

充分

显示出在松材线虫疫区利用诱捕器诱捕松墨

0 4一0 3

05一0 2

05一0 6

0 5一0 8

0 5一12

0 5一13

0 5一15

0 5一22

C6一0 5

0 7一 0 3

累 计

0

0

1 9

天牛的现实意义
, » 1号引诱剂有较强的引诱作用

,

显著
。

2. 2 下半年试验

注 : 对照未诱捕到天牛
。

因诱捕 器被破坏
, 06 一05 和

。7一。3均未诱 捕到天牛
。

引诱期约 2 个月
,

第 1 个月引诱作用最

从表 2 可见
,

自配引诱剂和日产引诱剂在19 9 1年7月15日至8月26 日期间都可以诱捕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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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和象鼻虫
。

自配引诱剂每个诱捕器平均诱捕松墨天牛 9 条
,

赤梗天牛〔A沃。Pa lus 训i面101

(G a h a n )〕3
.

5条
,

松大象〔H y p o s ip
a lu s g fg a u : (L in n a e u s )〕4 条

,

松 白 星 象 〔肋2’1 a无d shi: o

Pa 打二l:’s (V os s )〕2 6
。

5条
,

而日产的示 F 口 夕 弓I诱剂诱捕松墨天牛等上述甲虫的数量分别为

7 条
、

1 条
、

1 条
、

2 条
。

自配引诱剂比日产引诱剂的诱捕量分别提高0
.

29
、

2
.

5
、

3 及 1
.

2倍
。

8 一0 2 以 后 日产引诱剂未再加新药
,

所以再没有诱捕到天牛
,

只是诱到少量的松大象及松白

星象
。

自配引诱剂在 8月 2日加了一次新药
,

所以仍然诱到较多的松墨天牛
、

赤梗天牛
、

松大

象及松白星象
。

3 讨论

¹ 引诱剂能够大量诱捕松材线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

松墨天牛
,

可减少该病害的传播

和蔓延
,

因而引诱 剂可作为该病害 综合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 º 也可作为松材线虫病的监

测手段
,

对该病害进行预测预报
,

有利于控制病害的蔓延 , » 利用引诱剂诱捕可作为对松墨

天牛
、

赤梗天牛
、

松大象
、

松白星象等甲虫的生物学
、

生态学及生理学等研究的重要手段之

一 ; ¼ 在非松材线虫病疫区使用
,

可使林间天牛虫口基数大为降低
,

即使此病侵入
,

也不致

于大量迅速蔓延 , ½ 在非松材线虫 病疫区发生松墨天牛的林 间使用
,

可以显著降低松木被

害致死率
,

直接起 到保护松林的作用 ; ¾ 自配引诱剂 配制方法简便
,

国产原料:极为丰富
,

价格低廉
,

有利于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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