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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2～ 1993 年在牡丹江柴河林业局红皮云杉母树林和大兴安岭红皮云杉天然林对为害云

杉球果的云杉球果小卷蛾Cy d ia strobilella 进行了性外激素诱捕试验。该性外激素于 1991 年实验

合成, 共有 8 种成份组合不同的诱芯, 诱捕结果表明第 6 号诱芯 [ (100Λg Z8212: OH + 100Λg E82
12: OH + 100Λg Z8 E10212: OH )×60 ]效果最好。同时也用该性外激素对为害兴安落叶松球果的东

北小卷蛾C. illu tana d ahu ricolana 进行了诱捕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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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rom one f ield trapp ing test of Cyd ia s trobilella in He ilongj iang Prov ince, Ch ina öSUN J iang2
hua, et a l. ( In st itu te of Geography and R esou rce R esearch, A cadem ia Sin ica Beijing 100101,

Ch ina)

Abstract: F ield trapp ing tests of Cy d ia strobilella u sing its new ly developed pherom one w ith 8

fo rm u la t ion s w ere conducted in H eilongjiang P rovince in 1992 and 1993. T he resu lt show ed tha t

the fo rm u la t ion 6 [ (b lends of 100Λg Z8212: OH , 100Λg E8212: OH and 100Λg Z8 E10212: OH ) ×

60 ]trapped sign if ican t ly m o re m o th s than o ther fo rm u la t ion s d id. Bu t overa ll ca tches are no t sa t is2
facto ry con sidering the rela t ive h igh a t tack ra te of th is pest on Ko rean sp ruce cones , w h ich im 2
p lies tha t im p rovem en t m igh t be needed on do sages. T rapp ing test w as a lso a t tem p ted in a D ahu ri

la rch seed o rchard in 1993 fo r C. illu tana d ahu rico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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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杉球果小卷蛾近几年在东北林区大量为害云

杉球果, 已成为云杉球果的主要害虫之一。据 1993

年在大兴安岭和帽儿山等地的调查[ 1 ] , 在有些地区,

云杉球果被害率可达 95% , 平均为 30%。我国对云

杉球果害虫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生物学方面, 对于其

防治和预测预报基本没有报道。1992 和 1993 年, 在

黑龙江省柴河林业局和大兴安岭应用性外激素对云

杉球果小卷蛾进行了诱捕试验, 并探讨了存在的问

题及在害虫预测预报中应用的可能性。同是也应用

该性外激素对危害落叶松球果的东北小卷蛾进行了

诱捕尝试。

1　试验地概况

诱捕试验分别在牡丹江柴河林业局、大兴安岭

新林林业局和大兴安岭林管局实验基地进行。1992

～ 1993 年试验地选在柴河林业局 80～ 90 年的红皮

云杉母树林内。据调查, 该母树林受云杉球果小卷蛾

危害严重, 球果被害率平均为 20%～ 30% , 有些年

份可达 50%。1993 年试验地选在大兴安岭新林林业

局 40～ 80 年生的红皮云杉天然林内。1993 年是球

果丰年, 根据对当年和前一年球果危害情况的调查,

云杉球果小卷蛾危害率在 40% 左右。1993 年对东北

小卷蛾的诱捕试验, 选在大兴安岭林管局加格达奇

科研站兴安落叶松种子园进行。该种子园于 1974 年

选优嫁接建成。树高 4. 5～ 7. 0m , 面积为 16. 5hm 2,

1985 年开始结果, 1993 年为丰年。据报道, 该种子园

内有 20 种球果种实害虫危害, 但尚无有关东北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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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危害的报道。东北小卷蛾于 1988 年在内蒙古乌尔

旗汗林业局兴安落叶松球果内首次发现[ 2 ]。

2　材料与方法

性信息素诱芯由法国农科院澳尔良林业研究中

心A lain Roques 博士提供。该信息素诱芯尚处于试

验阶段, 本实验选用了 8 种化学成分组合略有差异

的性信息素诱芯 (见表 1)。这些诱芯是由 128 个未

交配过的雌性云杉球果小卷蛾腹部粗提物经气相色

谱、质谱分析后进行电生理反应试验, 比较、分析后

合成的, 主要成分为 Z282dodeceno l。1991 年, 在法

国、荷兰、瑞典进行初次林间诱捕试验, 效果良好。
表 1　云杉球果小卷蛾性信息素成分组成

性信息素
　　　　化学成分　　　　

Z8212: OH E8212: OH Z8E10212: A c Z8E10212: OH E8Z10212: A c 　E8 Z10212: OH E8E1
9221 100Λg 100Λg
9222 100Λg 100Λg 50Λg
9223 100Λg 100Λg 100Λg 100Λg 1
9224 100Λg 100Λg 100Λg 100Λg 100Λg 1
9225 100Λg 100Λg 100Λg 1
9226 100Λg 100Λg 100Λg
9227 100Λg 100Λg 100Λg
9228 100Λg 100Λg 1

　　诱捕器为西安狄寨昆虫诱捕器材厂生产的船形

诱捕器, 即菲洛康诱捕器 (Pherocone) , IC 型, 规格

为 280mm ×220mm。粘虫胶为辽宁锦州南山化工厂

出品。1993 年在大兴安岭进行的诱捕试验使用法国

产的瓶装自喷式粘虫胶。

在每一试验地设 8 个诱捕器, 各诱捕器间相隔

10m 左右。在云杉球果小卷蛾羽化前, 约 6 月初将诱

捕器挂出, 诱捕器悬挂在离地约 2m 高的树冠底部

边缘枝条上, 诱芯每 3 周换一次, 诱捕时间约 6 周。

自诱捕器挂出后每隔 3 天 (牡丹江) 或一周检查一

次, 将诱捕到的小蛾类按诱捕器号码分别记录, 并将

蛾子带回室内鉴定。

3　结果与讨论

结果见表 2。1992 年在柴河林业局进行的诱捕

试验, 从 6 月 14 日挂出到 7 月 14 日结束, 共诱到 34

个云杉球果小卷蛾, 6 号诱芯则诱到了 20 个, 明显

多于其它的诱芯。1993 年诱到 2 个, 分别为 1 号和 6

号诱芯。1993 年在新林林业局共诱到 30 个云杉球

果小卷蛾, 其中 6 号诱芯诱到了 10 个, 也明显地多

于其它诱芯。因此, 诱捕试验结果初步证明: 6 号诱

芯, 即 100Λg Z8212: OH , 100Λg E8212: OH 和

Z8E10212: OH 组合对云杉球果小卷蛾比较有吸引

性。这一结果与在欧洲进行的诱捕试验结果不甚一

致, 与在欧洲和法国进行的诱捕效果相比也不甚理

想。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由于云杉球果小卷蛾分布范

围广, 长期的地理隔离和生境差异, 形成了不同的地

理种群, 性信息素亦随之发生变化。本试验所用的性

信息素是欧共体球果害虫课题组根据分布在欧洲的

云杉球果小卷蛾分析合成的, 可能对中国东北种群

无诱引作用。二是就信息素本身来说, 在提取信息素

后进行电生理反应的实验过程中, 也未发现小卷蛾

有任何明显的反应。这导致产生了两种假设: a. 该种

小卷蛾可能需要来自于寄主植物的某种气味 (化学

气味分子)刺激而产生性信息素。而在室内实验过程

中, 缺少这种气味刺激。b. 这种小卷蛾本身体内产

生的性信息特别微量, 而供试虫数量小, 不足以用来

测试分析。我们已经将上述林间诱捕试验结果反馈

给法国和瑞典两国科学家, 以期对这种性信息素的

成分进行改进, 达到理想的野外诱捕效果。

东北小卷蛾首次于 1988 年在我国内蒙乌尔旗

汗林业局兴安落叶松球果内发现[ 2 ]。为害率在

1. 4%～ 36% , 幼虫取食球果与种子。在大兴安岭林

区尚未见报道。1993 年在加格达奇兴安落叶松种子

园内设了 8 个诱捕器。结果在 1、3、5 和 8 号诱捕器

上共诱到 5 个小卷蛾, 初步鉴定为东北小卷蛾。
表 2　云杉球果小卷蛾与东北小卷蛾性信息素林间诱捕结果

地点　　　　 时间 林型　　 诱捕虫种　
性信息素诱芯号诱虫数 (头)

9221 2 3 4 5 6 7 8
柴河林业局 1992. 6. 14～ 7. 14 红皮云杉母树林 云杉球果小卷蛾 2 0 2 2 8 20 0 0
柴河林业局 1993. 5. 26～ 6. 30 红皮云杉母树林 云杉球果小卷蛾 1 0 0 0 0 1 0 0
新林林业局 1993. 5. 30～ 7. 13 红皮云杉天然林 云杉球果小卷蛾 4 4 2 3 4 10 3 0
加格达奇落叶松种子园 1993. 5. 27～ 8. 5 兴安落叶松种子园 东北小卷蛾 2 0 1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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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4. 1　性信息素诱捕在云杉球果小卷蛾和东北小卷

蛾 2 种球果种实害虫的预测预报及防治中有着良好

的应用前景, 它不同于其它害虫的性信息素诱捕。因

种子园和母树林需要重点保护, 以便获取遗传性状

优良的种源, 同时又由于害虫生活习性的隐蔽性, 故

在一定面积范围内进行预测预报和防治是可行的,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云杉球果小卷蛾在东北一些林区对云杉球果为害

早有上升的趋势, 其分布也较广, 除黑龙江、内蒙古外,

在甘肃和青海山地原始和次生云杉内也为害云杉球

果, 性信息素诱捕可作为对该害虫的有效监测手段。

4. 2　该性信息素的林间诱捕效果目前在我国还不

十分理想, 但 1993 年在欧洲进行的诱捕试验表明,

改变某些化学组成成分的剂量则诱捕效果大为提

高。因此, 我们尚需进行大量的林间诱捕试验, 以便

找到诱捕效果良好的性信息素各组分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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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应用苏特灵B t 生物杀虫剂防治黄褐天幕毛虫M a lacosom a neustria , 筛选适宜的用药浓

度, 防治最佳虫龄和时间, 为大面积防治提供可靠依据。试验结果表明: 600～ 800 倍液, 1～ 2 龄幼虫

群集网幕中施药, 杀虫率 95. 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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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Sutel ing (a Bt in sectic ide)aga in stM a lacosom a neus tr ia öYAN G H ai2x iu, et a l. (Fo rest Pest

M anagem en t and Q uaran t ine Sta t ion of Beip iao,L iaon ing, Beip iao 122100, Ch ina)

Abstract: R esu lt of the experim en t show s tha t Su teling app lied a t the concen tra t ion s of 600～ 800

t im es can k ill over 95. 5% of M a lacosom a neustria la rvae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in sta rs. T hat p ro2
vides reliab le da ta fo r the la rge sca le con tro l.

Key words: Su teling (B t) ; M a lacosom a neustria; con tro l experim en t.

　　黄褐天幕毛虫在辽西地区主要危害山杏, 是突

发性害虫, 猖獗发生时, 将杏叶食尽, 造成山杏核绝

收, 严重影响山区农民的经济收入。北票市大黑山森

林公园有山杏林 2666hm 2, 正常年收获杏 18 万 kg,

产杏仁 8 万 kg, 经济收入 40 多万元。1999～ 2000 年

连续两年天幕毛虫严重发生, 山杏核绝收, 直接经济

损失 80 多万元, 为了消灭害虫, 保护生态环境, 增加

山区人民收入, 我们于 2000 年 5 月 12～ 18 日选用

无公害农药苏特灵B t 生物杀虫剂进行防治黄褐天

幕毛虫的试验,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山杏林在北票市大黑山森林公园梨树沟,

面积 12hm 2, 林龄 13 年, 平均树高 1. 7m。

1. 2　供试害虫是黄褐天幕毛虫幼虫 1～ 6 龄, 平均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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