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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楝对星天牛的引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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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设置室内多树种混合引诱实验和林间引诱实验对苦楝
6+'-& &7+8&$&9*

引诱星天牛
:%";'";*"$& 9*-%+%3-3

成虫的效果进行了详细比较% 结果表明$ 苦楝对星天牛成虫具有较强的引诱作用! 并且数量较多的苦楝引诱效果

更为明显!

.66

株苦楝的诱虫率为
%7458:

! 而
86

株苦楝诱虫率仅为
5/48%:

% 在同一的环境下! 苦楝枝条的平均被

取食面积为
94.7 ;<

5

! 远大于黄山栾树
<"+'$+#4+$-& -%4+.$-("'-"'&

和木麻黄
=&3#&$-%& +>#-3+'-("'-&

% 实验结果以期为星

天牛防治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 图
8

表
5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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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鞘翅目
V)NDY@DAB

天牛科
VDAB<XP;*(BD

" 是在中国分布较广" 危害树

木种类较多的一种蛀干性害虫" 既蛀食大树" 也取食幼树" 切断树木输送养分和水分的通道" 导致树木

衰弱或死亡&

.

'

( 天牛对树木的危害选择性很强" 不同树种对天牛危害或忌避或抗或被喜食&

?$"

'

( 在对星天

牛行为和习性的观察研究工作中" 发现其成虫特别喜欢取食苦楝树皮作为补充营养" 而且成虫寿命一般

为
"6^86 (

&

8

'

( 苦楝
?+'-& &7+8&$&9*

为楝科
_DN*B;DBD

落叶乔木" 抗病虫能力强
S

其提取物具有广谱性的

杀虫作用&

9$."

'

( 根据这一特性" 笔者在林间对苦楝引诱星天牛成虫的效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试验" 并且

在此基础上" 设置室内多树种混合引诱实验" 通过将不同树种枝条和成虫放置在特定同一的环境下" 排

除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的干扰" 观察星天牛成虫的取食反应" 进一步验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实验结果以期为星天牛防治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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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苦楝植株林间引诱星天牛效果实验

#'('(

试验地点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沿海防护林! 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主栽树种包

括杨树
!"#$%$& )*'

! 刺槐
'"()*)+ #&,$-"+.+.)+

! 黄山栾树
/",%0,$1,0)+ )*1,20)3"%)"%+

! 水杉
4,1+&,5$")+

2%6#1"&10"(")-,&

! 柳树
7+%)8 )*'

! 黑松
9)*$& 1:$*(,02))

! 木麻黄
;+&$+0)*+ ,5$)&,1)3"%)+

! 桉树
<$.+%6#1$&

)*'

! 红树
4+*20"=, =,2,1+1)"*

等! 其中木麻黄和黄山栾树等星天牛危害较为严重"

#'#'!

林间引诱树的设置 林区内选择
$

块样地! 样地基本情况见表
#

! 分别在林缘和林内栽植
!

年生

苦楝! 苦楝为
!

年生! 平均胸径在
+,- ./

! 平均树高为
(,+ /

"

(

号样地和
!

号样地分别在林缘与林间栽

植
-"

株苦楝!

+

号林间栽植
(""

株苦楝!

$

号林间栽植
-"

株苦楝! 株间距和行间距分别为
-" ./

和

0" ./

"

表
!

样地基本情况

12345 ( 62)7. )789287:; :< )2/*47;= )785)

样地编号 样地基本情况

#

林缘! 由西向东依次为苦楝
4,%)+ +>,-+0+.:

! 龙柏
?$*)#,0$& .:)*,*&)&

#

>27?9@2

$! 黄山栾树! 木麻黄! 夹

竹桃
!:%"8 -0$@@"*-)

!

林间! 由西向东依次为龙柏! 黄山栾树! 苦楝! 木麻黄! 夹竹

+

林间! 由西向东依次为海滨木槿
A)()&.$& :+@+("

! 夹竹桃! 苦楝! 黄山栾树! 木麻黄

$

林间! 由西向东依次为海滨木槿! 黄山栾树! 木麻黄! 苦楝! 龙柏! 夹竹桃

('('+

林间调查方法 在星天牛羽化高峰期%

%

月&! 连续
+ A

对
$

块样地调查并捕杀成虫" 调查时间为

每天
%B+"!(CB+"

隔
( D

观察
(

次! 详细记录星天牛的取食' 交配' 停息等活动情况(

!"#

室内多树种混合引诱实验

('!'(

供试昆虫 在慈溪沿海防护林选择产卵孔数量较多的柳树枝条! 人工剖开共采集星天牛幼虫
+""

余头! 分别装入
(" /E

离心管中! 并放入少量柳树木屑作为星天牛幼虫的饲料! 带回实验室饲养)

('!'!

天牛饲养 由于星天牛羽化之后存活时间较短!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供试虫体以确保整体实验的顺

利进行! 需将带回的星天牛幼虫放置于不同条件下饲养! 使成虫羽化时间不同" 其中*

!""

头置于温度

!0 "

! 光照
(""F

! 湿度
$-F

! 时间持续
(% D

和温度
!" "

! 光照
"F

! 湿度
-"F

! 时间持续
0 D

的条

件下提前羽化状态+ 另
(""

头置于温度
!- "

! 光照
(""F

! 湿度
-"F

! 时间持续
($ D

和温度
(0 "

! 光

照
"F

! 湿度
-"F

! 时间持续
(" D

的条件下正常羽化状态)

('!'+

室内引诱试验方法 用白色记号笔分别在雌虫腹部和雄虫背部标注不同数字! 以此标记同期羽化

的星天牛成虫
-

对! 雌雄大小一致! 无畸形! 羽化出孔后饲养
C A

! 选择苦楝, 木麻黄' 黄山栾树的枝

条! 规格为长
!- ./

直径
! ./

的嫩枝! 分别放置于玻璃瓶内水培! 连同
-

对经过
!$ D

饥饿处理过的星

天牛雌雄成虫放入
("" ./ # C" ./ # -" ./

养虫笼内! 该养虫笼的
(!

条边是木质材料!

%

个面用铁网

封住) 养虫笼置于阴凉处! 隔
$0 D

更换
(

次新鲜枝条! 观察成虫取食选择! 测量取食面积! 每次更换

枝条后测量
(

次! 共重复测定
$

次)

试验数据分析采用的是
GHG

软件! 数据的
GHG

分析调用的是方差分析%

HIJKH

&过程和广义线性模

型%

LEM

&过程)

!

结果与分析

#"!

苦楝植株林间引诱星天牛效果实验

!'('(

不同时间诱虫效果 星天牛成虫多在白天活动! 夜晚静息) 苦楝作为引诱树种在不同时间诱集到

的星天牛成虫数见图
(

! 共捕获
CC

头! 引诱率达到
-"'++F

) 不同时间不同树种捕捉到的星天牛成虫数

量见图
!

! 共捕获星天牛成虫
(-+

头! 其中雌虫
("!

头! 雄虫
-(

头! 正在交尾的
0

对) 由数据统计可

看出* 星天牛集中活动的时间为
%B+"!((B+"

! 星天牛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进行交尾! 时间集中在
((B""!

(%B""

)

$+0



第
!"

卷第
!

期

图
"

不同时间苦楝诱虫结果

#$%&'( " )**'+,*$-% $-.(,*. '(.&/*. 01 !"#$% %&"'%(%)* $-

2$11('(-* *$3(.

图
4

不同时间各树种捕捉成虫结果

#$%&'( 5 6+7*&'( +2&/* '(.&/*. 01 2$11('(-* *'(( .7(,$(. 01

2$11('(-* *$3(.

58"85

不同位置诱虫效果
"

号样地和
5

号样地分别是在林缘与林间种植
9:

株苦楝! 诱集到的星天牛

成虫结果见图
!

! 样地各树种捕捉到的星天牛成虫结果见图
;

" 可知!

<

号样地诱集到的成虫数量是
5

号样地的
<

倍以上!

<

号诱虫率为
9:8::=

!

5

号诱虫率仅为
5>8>?=

"

图
!

不同位置苦楝诱虫结果

#$%&'( ! )**'+,*$-% $-.(,*. '(.&/*. 01 !"#$% %&"'%(%)* +*

2$11('(-* /0,+*$0-.

图
;

不同位置各树种捕捉成虫结果

#$%&'( ; 6+7*&'( +2&/* '(.&/*. 01 2$11('(-* *'(( .7(,$(. +*

2$11('(-* /0,+*$0-.

58<8!

不同数量苦楝诱虫效果
!

号样地种植苦楝的数量是
;

号样地的
5

倍! 诱集到的星天牛成虫结果

见图
9

"

!

号样地苦楝诱集成虫数量是
;

号样地的
?

倍!

!

号样地苦楝的诱虫率为
?@859=

! 而
;

号样地

诱虫率仅为
5A89?=

" 由此可见# 苦楝对星天牛的诱集效果与苦楝数量有直接关系! 建议种植适当数量

的苦楝作为隔离带对星天牛进行集中诱杀" 调查发现! 无论是黄山栾树还是木麻黄! 离苦楝树距离较近

的树种星天牛数量也相对较多! 分析可能是星天牛在苦楝上取食之后飞到其他树上继续为害" 建议在设

置诱饵树时! 应考虑风向并且在一定距离内应尽可能离受保护树种林分远一点! 以免成虫在苦楝上补充

营养后因未及时杀灭使其再飞到其他树种

上产卵危害"

!"!

室内多树种混合引诱实验

各树种枝条被取食面积的具体情况见

表
5

" 通过
;

次的取食面积测量! 可以发

现
B

星天牛成虫对苦楝枝条的取食量最大!

黄山栾树次之! 木麻黄最少" 苦楝枝条的

平均被取食面积是
>8<@ ,3

5

" 经方差分析!

得出各树枝星天牛的取食面积有显著性差

异$

+C<;8@5

!

,C:8::< ;

%&

图
9

不同数量苦楝诱虫结果

#$%&'( 9 )**'+,*$-% $-.(,*. '(.&/*. 01 2$11('(-* *'((. 01 !"#$% %&"'%(%)*

刘佳敏等# 苦楝对星天牛的引诱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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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星天牛对各树种枝条的取食面积比较

'()*+ ! ,++-./0 (1+(2 3/ 45+ 41++ )1(/65+2

样枝编号
取食面积

768

!

黄山栾树 木麻黄 苦楝

# 9:;! 9:;% <:!=

! $:;; 9:>! %:!!

9 9:?$ 9:&> %:=#

$ $:>9 $:=! %:<$

9

结论与讨论

在野外实验过程中发现!

?@&&

之前苦楝的引诱

效果较为明显!

#&@&&

之后天牛则一般选择生长较为

茂盛的黄山栾树和木麻黄进行取食! 分析原因可能与

树木的生长状况和气温有关" 苦楝为
!

年生植株! 平

均胸径只有
9A< 68

! 树冠顶端茂盛程度远不及树龄

较大的黄山栾树和木麻黄"

?@&&

之前当地气温基本在

!$ !

左右! 微风! 星天牛选择喜食树种而食! 这时

苗木的茂盛程度成为次要因素#

#&@&&

之后当地气温

上升至
9! !

! 阳光照射强烈! 星天牛则选择了茂盛的黄山栾树和木麻黄进行取食!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这时的星天牛一般隐藏在树叶下以躲避阳光! 较不易被发现"

苦楝对星天牛成虫具有较强的引诱作用! 最好栽植在林缘$ 林间未郁闭的宽阔道路和虫源树旁! 数

量较多的苦楝引诱效果则更为明显! 但苦楝作为星天牛喜食树种不宜过量种植! 如未及时灭杀成虫易造

成星天牛种群数量的增加! 因此要合理规划造林! 同时在星天牛羽化时及时对其成虫进行灭杀"

成虫在苦楝树上时! 一般较频繁地变换取食部位! 有研究表明星天牛成虫在苦楝树上取食$ 停歇及

交配时间一般超过
! 5

%

#<

&

! 这使得有足够的时间施药灭杀成虫! 星天牛成虫羽化后飞至苦楝树上补充营

养! 建议在苦楝上喷施农药! 使其爬触或取食时死亡"

室内多树种混合引诱试验得到的数据经方差分析得出的结果说明
@

星天牛成虫对于不同树种的取食

具有较为明显的选择偏好性! 苦楝被取食量明显大于黄山栾树和木麻黄的被取食量" 由标准差分析得到

的数据说明' 星天牛成虫分别对这
9

个不同树种枝条的取食量均处于平稳水平! 波动幅度不大" 这说明

星天牛成虫在不同的时间段对这
9

个不同树种枝条各自的取食量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通过进行室内多树种混合引诱实验发现在特定同一的环境下! 苦楝的被取食量远大于黄山栾树和木

麻黄! 进一步确定了苦楝对星天牛成虫具有较强的引诱作用! 这与野外调查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通过

野外的调查和室内的实验说明' 苦楝对星天牛的引诱效果十分明显! 能够引诱到绝大多数的星天牛成

虫! 并且成虫主要是以取食的形式对苦楝树皮造成破坏! 在苦楝植株上极少发现有星天牛产卵行为! 这

为集中喷药防治星天牛成虫提供理论依据! 并且这一结果对于沿海防护林栽植苦楝作为引诱树种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星天牛飞到苦楝树上取食! 应当是苦楝树上某些挥发性的化学物质使其感到食物的存在! 能够引起

星天牛远距离取食的苦楝挥发性化学物质到底是什么! 是否能够从苦楝树中分析出这些化学物质! 再人

工合成对星天牛进行诱杀!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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