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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饵料对白蚁的诱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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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得到引诱效果持久% 不易霉变的白蚁
789:);)'<

饵料! 比较了纯纤饵料% 松纤饵料% 桉纤饵料和松木块对

台湾乳白蚁
7"85"5+$9+4 ("$9"4&%#4

取食选择性的影响& 以虫螨腈为药剂! 比较了经室外埋设
+

个月和未经室外埋

设对不同饵剂药效的影响& 制成的纤维素装置埋设于园林绿地和房屋建筑周围
$

个月! 观察对白蚁的长期引诱效

果& 研究发现$ 台湾乳白蚁对纯纤饵料的取食量显著多于松木和松纤饵料"

:＜2,24

'! 与桉纤饵料无显著差异( 室

外埋设处理未影响虫螨腈对台湾乳白蚁的诱杀效果( 长期野外埋设! 纤维素装置未发生霉变! 对黄胸散白蚁
;+5-<!

#'-5+$9+4 ('&3-<+84

! 黑翅土白蚁
=>"%5"5+$9+4 ("$9"4&%#4

和黄翅大白蚁
?&<$"5+$9+4 @&$%+6-

等均有较好的引诱作用&

结果表明纤维素饵料对白蚁有较好的适口性! 存放时间较长! 对多种白蚁有较好的引诱作用! 适用于白蚁的长期

监测控制&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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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见白蚁
789:);)'<

主要有台湾乳白蚁
7"85"5+$9+4 ("$9"4&%#4

" 黄胸散白蚁
C+5-<#'-5+$9+4 ('&3-!

<+84

" 黑胸散白蚁
C+5-<#'-5+$9+4 <*-%+%4-4

" 黑翅土白蚁
=>"%5"5+$9+4 ("$9"4&%#4

" 截头堆砂白蚁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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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这些白蚁广泛分布于温带和热带" 以木质纤维素为食" 主要危害树木# 各类木

制品和纸张# 布匹等含纤维素的物质" 对园林植被# 建筑物和堤坝造成严重危害$

#

%

! 浙江地区雨水充

足" 气候温暖湿润" 非常适宜白蚁生存繁衍" 其中台湾乳白蚁# 黄胸散白蚁# 黑翅土白蚁# 黄翅大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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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对人类生活影响较大$

$

%

! 药剂防治作为传统的白蚁灭治方法" 因对环境影响较大"

近年来已逐渐转变为环境友好的监测控制技术& 使用药物也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氯丹和灭蚁灵转变为对

环境危害较小的拟除虫菊酯类和昆虫生长调节剂等药剂$

!!%

%

! 监测控制技术以食物诱集为前提" 通过投

放饵剂达到整巢灭治白蚁的目的& 该技术降低了药剂的使用量" 减少了药物的使用面积" 减轻对环境的

污染" 同时具有控制时间长# 针对性强的优点" 在白蚁防治中得到广泛应用$

%!"

%

! 监测控制技术所用饵

剂由引诱白蚁的饵料和有效灭治白蚁的药剂组成! 以白蚁喜食的木材'松木# 桉树皮等(# 纤维素粉# 小

米粉# 甘蔗等作为引诱剂" 可对白蚁产生较好的诱集作用$

&!'

%

! 在灭治药剂的选择上" 要求无明显的驱

避作用且在白蚁回避浓度以下" 同时要求药性缓慢" 药剂逐步传递到群体内" 从而灭治整个巢群! 常用

药剂有神经毒类如氟虫腈" 代谢抑制物类如氟虫胺和氟蚁腙" 几丁质合成抑制剂类如氟铃脲# 多氟脲

等& 不同药剂的灭治效果会因地域和白蚁种类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

#(

%

! 饵剂中添加氨基酸# 糖# 二

氧化碳# 木薯等可增加白蚁的喜食性" 加强药效 $

)*!*!

%

" 但在实际应用中" 饵剂可能会出现药效缓慢#

衰减# 易霉变# 被其他地下昆虫'如金环马陆
/0($","12& ,2-3((

(取食等问题" 同时饵剂的投放位点# 数

量# 大小和对饵剂的检查和更换时间也会影响诱杀效果$

+,*%

%

! 因此" 研制白蚁喜食而又持久耐用的饵料

和有效灭治白蚁的药剂是监测与诱杀白蚁的关键! 为得到引诱效果持久# 不易霉变# 使用方便的白蚁监

控饵料" 本研究比较了台湾乳白蚁对不同饵料的取食选择性" 为研制诱集效果好# 灭治药效强的新型白

蚁饵剂提供基础!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昆虫! 饵料制取与饵剂制备

供试昆虫台湾乳白蚁取自杭州市白蚁防治研究所白蚁养殖室" 松木饲养
& -

! 饵料主要成分为桉树

皮# 松木和纤维素" 饵剂是在饵料的基础上加入虫螨腈!

*.*.*

饵料制备 将桉树树皮# 松木烘干" 经流水式高速中药粉碎机'

/0"$(

" 温岭市林大机械有限公

司(粉碎后" 与纤维素粉'浙江中维药业有限公司(按
%

'木粉(

#%

'纤维素粉(

$'#*

的比例混合均匀" 加水

揉搓成直径约为
" 12

的球状" 置于
&3 %

烘箱中干燥
*" 4

后" 制成松纤饵料或桉纤饵料! 同时将纯纤

维素粉加水制成纯纤饵料! 饵料用封口袋保存" 待野外试验时取出" 压制成
5.( 12 & 5.( 12 & #.( 12

的块状!

#.#.6

饵剂制备 将纯度为
'%."7

的虫螨腈原粉'巴斯夫公司" 德国(用丙酮溶解" 按
#(( !8

)

8

!#添加到

纯纤饵料# 松纤饵料和桉纤饵料中" 配制成含虫螨腈的松纤饵剂# 桉纤饵剂和纯纤饵剂!

!"#

台湾乳白蚁对饵料的取食选择性测定

准备直径
#".( 12

" 深度
6.( 12

的圆形玻璃皿" 皿中铺
(." 12

厚的吸水蛭石! 准确称取松木块'对

照(# 纯纤饵料# 松纤饵料和桉纤饵料各
#.( 8

" 对称放入玻璃皿中& 在皿中间处放入
!((

头工蚁和
!(

头兵蚁! 盖上皿盖" 将玻璃皿置于黑暗条件# 温度'

65'#

(

%

的培养箱内!

#

周后检查" 将剩余饵料烘

干并称取质量" 计算出取食质量! 试验设重复
&

次)处理9)

!

!"$

不同纤维素饵剂对台湾乳白蚁的药效试验

).!.)

室内药效试验 试验装置'玻璃皿(同上" 准确称取纯纤饵料'对照(# 纯纤饵剂# 松纤饵剂和桉纤

饵剂各
).3 8

" 放入皿中& 放入
"3

头工蚁和
"

头兵蚁! 盖上皿盖" 将玻璃皿置于黑暗# 温度为'

$5')

(

%

的培养箱内
" :

! 重复
"

次)处理!#

!

#.!.6

室外埋设处理后药效试验 在杭州市白蚁防治研究所办公楼楼下的无遮挡草坪覆盖区挖坑" 尺寸

为
6".( 12 & #6.( 12 & #(.( 12

& 放入装有纯纤饵料'对照(# 纯纤饵剂# 松纤饵剂和桉纤饵剂的带孔长

方形塑料盒" 上盖后覆土! 埋设
#

个月后取出" 按
#.!.#

方法进行药效试验!

逐日记录工蚁个体死亡数" 计算死亡率与校正死亡率! 死亡率
$

'死虫数
;

供试虫数(

&)337

& 校正死

亡率
$

'处理死亡率
!

对照死亡率(

;

'

)33!

对照死亡率(

&)337

!

曹婷婷等* 纤维素饵料对白蚁的诱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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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剂类型
死亡率

&'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第
*

天

纯纤饵剂
+,%% ! !,)# - *(,+* ! ),%( - .),./ ! (,.! - +0,.% ! (,*) - +.,.% ! !,(. -

桉纤饵剂
*,!% ! 0,.! -1 )!,%0 ! ),%$ -1 *!,0! ! (,/( 1 $%,$% ! .,%! - +!,)% ! %,+$ -

松纤饵剂
(,!% ! %,$% 1 ($,!/ ! ),%/ 1 *0,0( ! !,+$ 1 $!,%% ! ),+$ - +.,$% ! (,!% -

说明!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

标准误" 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表
! !

种纤维素饵剂!埋设
"

个月后"对台湾乳白蚁的逐日累计校正死亡率

2-134 ( 56774894: ;679-3<9<4= 6> 9?744 8433@36=4 1-<9=

&

1@7<4: >67 6A4 ;6A9?

$

-B-<A=9 C67D47= 6> "# $%&'%()*+( 1E 86A9-89 96F<8<9E

"#$

纤维素装置的野外使用效果测定

选取园林绿地和房屋建筑为试验点% 将纯纤饵料放入带孔的塑料盒内做成纤维素装置' 在公园绿化

树木周围&

#

棵树木周围埋设
#

个饵料装置$和距离房屋建筑
#,% ;

处&饵料装置相距至少
*,% ;

$埋设装

置' 隔
#

个月打开装置观察' 对己取食完全或毁坏严重的饵料进行补充' 连续
$

个月观察并记录饵料被

取食情况和霉变情况%

"#%

数据处理

应用
GHI

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百分数进行反正弦平方根转换' 采用方差分析检验取食量和

死亡率(

#*

)

'

!＜%,%*

为差异显著%

!

结果与分析

&#"

台湾乳白蚁对饵料的取食选择性测定

试验
/ :

后' 测定台湾乳白蚁对松木块* 纯纤

饵料* 松纤饵料和桉纤饵料的取食选择性#表
#

$%

结果表明' 台湾乳白蚁对纯纤饵料的取食量显著多

于松纤饵料和松木块#

!＜%,%*

$' 与桉纤饵料相比

无显著差异#

!＞%,%*

$% 试验
/ :

中' 各处理饵料和

木块均未出现霉变' 且均未有白蚁死亡+ 与松木块

相比' 台湾乳白蚁更喜取食纯纤饵料%

&#&

不同纤维素饵剂对台湾乳白蚁的药效试验

将
(

种纤维素饵剂用于台湾乳白蚁的室内药效试验#表
!

$% 结果表明' 在第
#

天'

(

个饵剂造成的

白蚁死亡率均较小+ 第
!

天' 台湾乳白蚁取食桉纤饵剂后的死亡率显著大于松纤饵剂#

!＜%,%*

$+ 到第
(

天'

(

个饵剂下的白蚁均出现大量死亡#死亡率＞*%'

$' 其中取食纯纤饵剂的死亡率显著大于松纤饵剂

#

!＜%,%*

$+ 到第
*

天' 所有试验组白蚁死亡率均达到或接近
#%%'

%

对埋设
#

个月后的饵剂重复室内药效试验#表
(

$% 结果表明! 第
#

天'

(

个饵剂造成的的白蚁死亡

率均小于
#%'

' 第
(

天起'

(

个饵剂下的白蚁均出现大量死亡#死亡率＞*%'

$' 第
#"(

天' 台湾乳白蚁

取食纯纤饵剂后的死亡率显著大于松纤饵剂#

!＜%,%*

$+ 到第
*

天'

(

个饵剂下的白蚁死亡率均接近

#%%'

% 与未埋设的饵剂相比' 室外埋设
#

个月的饵剂对台湾乳白蚁同样有较好的灭治效果%

&#!

纤维素装置的野外使用效果测定

试验于
!%#*

年
(

月将纤维素装置埋于园林绿地和房屋建筑周边'

!%#*

年
#%

月取出' 期间定期观

察霉变情况* 对白蚁的引诱效果和非靶标生物的进入情况% 结果显示' 在园林绿地内埋设的
**

个纤维

表
"

台湾乳白蚁对
$

种饵料的取食量比较

2-134 # 2?4 86;J-7<=6A 6> 9?4 >66: 86A=@;J9<6A 6> "%,-%-.&'.(

$%&'%()*+( >44:<AB C<9? ) D<A:= 6> 1-<9=

饵料类型 取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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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纤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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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纤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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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纤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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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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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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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纤维素饵剂对台湾乳白蚁的逐日累计校正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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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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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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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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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素装置! 均观察到黑翅土白蚁和黄翅大白蚁的取食痕迹! 仅
#

处发现有金环马陆! 未发现其他非靶标生

物! 观察期间未发现有饵料霉变现象" 在房屋建筑周边埋设的
$$

个纤维素装置! 发现有
$

处被黄胸散

白蚁取食!

%

处被金环马陆取食! 未发现其他非靶标生物! 观察期间未发现有饵料霉变现象#

!

结论与讨论

在监测控制技术中! 饵料对于防治白蚁起到至关重要的监控作用! 为能得到在野外保持长时间引诱

效果! 不影响药剂发挥作用! 并且不易变质或失效的监控装置饵料! 本试验比较了纤维素$ 松木和桉树

皮作为饵料成分对引诱及灭治白蚁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 较之于松木! 台湾乳白蚁更喜食
!

种纤维素

饵料! 其中对纯纤饵料的取食量显著大于对松纤饵料的取食量&

!＜&'&"

'! 说明单一纤维素的饵料有更

好的适口性# 现国内的白蚁防治监控装置产品! 多以木材为饵料! 使用中需要大量的木材更换! 不利于

环保(

#"!#(

)

" 而纤维素大量存在于自然界中! 推广纤维素饵料可大大减少木材使用量! 更加低碳环保(

)*

)

#

药效试验发现!

!

种纤维素饵剂在经室外埋设处理
)

个月和未经室外埋设处理对台湾乳白蚁均产生了虽

然缓慢但是有效的灭治效果# 试验第
)

天白蚁死亡率较小! 到第
!

天出现大量死亡&死亡率＞"&+

'! 第

"

天白蚁的死亡率接近
#&&+

# 虫螨腈对白蚁有慢性毒性和非趋避性(

#,!$&

)

! 野外埋设处理并未影响到虫螨

腈的灭治效果! 与
-.//

等(

0

)和
1213

等(

$)

)效果一致#

!

种纤维素饵剂造成的台湾乳白蚁死亡率之间存

在差异! 可能与供试白蚁对饵料的取食量不同有关# 取食试验中! 台湾乳白蚁对纯纤饵料的取食量多于

桉纤饵料和松纤饵料! 因此能够摄入较多的药剂! 使得白蚁死亡率在前
! 4

的药效试验中表现出差异#

野外环境中! 地下监控装置内的饵料或饵剂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而发生霉变# 有研究表明% 添加质

量分数为
&'$&+

山梨酸钾或
&'&"+

苯甲酸钠可延迟饵料发生霉变的时间! 且不影响引诱效果(

*5$$

)

# 本研究

发现! 纤维素装置在野外环境
,

个月内未出现霉变! 说明在不添加防霉变材料的情况下纤维素装置仍能

长时间保证饵料的质量" 减少饵料的更换! 既增加了有效引诱时间! 又降低了经济成本# 另外! 监测控

制装置在使用时需要进行多次的检查! 一方面检查是否引诱到白蚁! 一方面确保饵料的完好# 由于白蚁

喜欢在黑暗隐蔽处活动! 频繁的检查会对白蚁起到驱赶作用! 减少白蚁的活动量! 而不易霉变的纤维素

可减少装置的检查次数! 增加白蚁的活动频率! 提高引诱效果(

$!

)

# 野外环境复杂不可控! 监控装置内或

许会引入非靶标生物(

*

)

# 试验中的多数纤维素装置引诱到黑翅土白蚁$ 黄翅大白蚁和黄胸散白蚁! 少数

装置内的金环马陆暂未发现对引诱白蚁产生影响! 但仍需对纤维素装置的野外使用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

综上所述! 纤维素作为白蚁饵料具有良好的适口性! 在地下长期使用不易霉变! 适合长期用于白蚁

的监测控制技术# 但该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受环境影响! 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 对如何充分发挥饵剂的灭

治效果! 减少非靶标生物的进入! 选择环境友好型的装置材料减少人为污染等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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