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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解决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迷向丝和迷向管在田间防治使用时悬挂数量多&

人工费时等问题!并实现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在整个防治区域均匀释放% (方法)!采用相分离法制备获得了稳

定的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并参考/农药田间使用准则0进行了田间应用技术研究% (结果)!在 ’ 月下旬至 1 月

下旬!使用两次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后!$&# :2’’1N" 和 "## :2’’1N" 处理区的平均蛀果率分别为 #0$1h和
#0$%h!对照处理的平均蛀果率为 $01&h!而未施药果园的平均蛀果率为 &0#(h% 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 $&# :2

’’1N" 和 "## :2’’1N" 处理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显著好于对照处理和未施药处理% (结论)!相分离法可制

备稳定的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 ’ 月下旬至 1 月下旬!使用两次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 $&# ["## :2’’1N" 对梨小

食心虫成虫进行防治!可获得良好的迷向和防治效果!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的成功制备对于生产无公害和有机水

果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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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小食心虫 G*+/"(,#2"+ 3(,%&2+ "SF5=̂#简称
(梨小)!又名桃折心虫% 属鳞翅目卷叶蛾科!是我
国北方果树的重要害虫!除为害桃树外!还为害
梨&李&杏&苹果&樱桃&山楂&木瓜等 "周洪旭等!

"#$$’H>3>MG‘<9M4:F8W%2+,7! "#$%#% 近年来!由于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果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导
致了梨小食心虫的大面积发生!不仅影响果实的
品质和产量!同时也给果农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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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胡增丽和李海芳!"#$##% 目前对梨小食心虫
的防治仍然以化学防治为主!传统化学药剂的频
繁使用!一方面增加了梨小食心虫的抗药性!另一
方面对果品和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性信息素防治害虫是国家大力提倡的绿色防
控技术"孟宪佐!"###’范仁俊等!"#$##!由于其具
有高效&专一&环保等优点!已在农业和林业的病
虫害防治上得到了广泛应用"王永模等!"##’’孙
俊铭等!"##)’李霞等!"#$#’康总江等!"#$"#% 目
前国内对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防治的研究工作主
要集中在利用迷向丝&迷向管&诱捕器等方式 "王
安柱等!"#$#’李丽莉等!"#$"’赵志国等!"#$"’周
超华等!"#$%#对梨小食心虫的应用防治效果方
面!对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新剂型开发应用的研
究相对较少!为了实现在整个防治区多点均匀释
放!解决迷向丝&迷向管悬挂数量多&人工费时等
问题!笔者开发了一种迷向液剂新剂型并进一步

研究了其在田间的应用效果!为果园防治梨小食
心虫提供了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B:;供试材料

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乙酸乙酯溶液"北京中
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梨小食心虫诱芯"北
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磁力搅拌器"金
坛鑫鑫实验仪器有限公司#!高速内切式分散器
"宁波新芝生物有限公司#!生物显微镜"日本奥林
巴斯#!乙酸乙酯溶液!乙基纤维素!聚乙烯醇!明
胶"以上试剂均为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水盆"市售#%

试验地点$山西省原平市神山村酥梨园%

:BA;实验原理
:BAB:;迷向原理!见图 $%

图 :;迷向原理
=3*>:;!"#($3-’3(0#)+,&13-* 23%$/(13)-

:BABA;迷向率和防治效果的测定;
迷向率"h# q
对照区平均诱蛾数 W处理区平均诱蛾数

对照区平均诱蛾数
X$##!

防治效果"h# q

对照区蛀果率 W处理区蛀果率

对照区蛀果率
X$##%

:B<;实验方法
:B<B:;迷向液剂的制备;参考徐妍等""##*#!分
别量"称#取一定量的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乙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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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溶液和乙基纤维素溶于 "# NC的乙酸乙酯中!
待乙基纤维素完全溶解后!加入到 "## NC含有一
定质量分数的聚乙烯醇和明胶的水溶液中!在高
速内切式分散器作用下制得初乳液!将初乳液置
于磁力搅拌器上持续搅拌!在显微镜下观察直至
乳液液滴粒径大小不再发生变化为止!然后向所
得的溶液中加入乳化分散剂配制成易于喷雾使用
的迷向液剂%
:B<BA;迷向液剂的田间药效试验;参考/农药田
间使用准则0进行了田间药效试验!试验地点设在
山西原平市神山村酥梨园!树势整齐!试验共设 %
个处理组和 $ 个对照组"常规防治#!分别是 "##&
$&#&$## :2’’1N" 及对照% 每个处理重复 % 次!共
$" 个小区% 在每个处理组及对照组均匀设置 % 个
监测水盆"内含梨小诱芯#!离地约 $0& N! ’ 月 ""
日开始喷施迷向液剂!’ 月 "& 日记录数据! * 月
$" 日试验结束% 在成熟期分别选放有监测水盆的
果园进行蛀果调查!同时调查在 1 月中旬后未有
施药果园的蛀果率%

:BG;调查方法

:BGB:;诱蛾量调查;每 % 9 调查记录 $ 次水盆型
诱捕器内梨小食心虫的诱捕量!每次检查后将诱
集到的蛾子清除!记录迷向处理和对照果园诱捕
器内梨小食心虫的诱捕量%
:BGBA;虫果率调查;结合采收!采取 & 点取样!
每株树按东&南&西&北&中 & 个方位调查!共查 ’##
个果实!重复 ( 次!调查记载梨小食心虫为害的虫
果数%

A;结果与分析
AB:;不同处理对梨小食心虫的迷向效果

从图 " 可以看出!使用迷向处理后!处理区的
诱蛾量比对照区的诱蛾量明显减少!特别是在 1
月 ") 日至 ) 月 "( 日左右时间段!对照区的诱蛾量
明显高于处理区的诱蛾量!说明使用迷向喷雾对
梨小食心虫起到了迷向的作用% 而在 1 月 ") 日
之前和 ) 月 "( 日之后!处理区的诱蛾量和对照区
的诱蛾量差异不明显!可能与梨小食心虫迷向液
剂的释放性能有关%

图 A;平均每个水盆每日诱捕量图
=3*>A;65#$&*#-/,7#$)+,)1"3-& 1$&(#&’"2&9

ABA;迷向处理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效果
从表 $ 可以看出!第 $ 次使用迷向液剂后!

$##&$&# 和 "## :2’’1N" 处理区的平均蛀果率分
别为 #0*"h&#0"&h和 #0$1h!低于对照区和未施
药果园% 表 " 可以看出!对梨树进行第 " 次喷雾
处理后!迷向喷雾处理区的蛀果率较第 $ 次都有

所下降!均显著低于对照和未进行施药的果园!说
明迷向喷雾 " 个处理对梨小食心虫的防治起到了
很好的效果!两个迷向喷雾处理的效果优于化学
药剂和未施药果园!而第 $ 次和第 " 次使用药剂
后!$&# 和 "## :2’’1N" 处理区的蛀果率差异不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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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第 : 次使用药剂后蛀果率调查表
!&70#:;!"#3-5#%13*&13)-)-$&1#%)+3-+#%1#2+$/31%&+1#$1$#&1#2431"3-%#’13’32#%+)$+3$%113,#

处理
aM8>@N86@

调查总果数
a<@>A<O

46R85@4:>@89 OMF4@5

蛀果数
a<@>A<O46O85@89

OMF4@5

蛀果率
‘>@85<O46O85@89

OMF4@5"h#

平均蛀果率
IR8M>:8M>@85<O

46O85@89 OMF4@5"h#

$## :2’’1N" ’## ’ $,## #,*" V

’## & #,)%

’## 1 $,$1

’## ( #,’1

$&# :2’’1N" ’## " #,%% #,"& >

’## " #,%%

’## $ #,$1

’## $ #,$1

"## :2’’1N" ’## $ #,$1 #,$1 >

’## " #,%%

’## $ #,$1

’## # #

对照 Q<6@M<A ’## $& ",&# ",#( =

未施药果园 ’## "’ (,%% (,’% 9

Z8>M<M=;>M9 ’## ") (,’1

F6@M8>@89 T4@; ’## %# &,##

4658=@4=4985 ’## "1 (,&#

注$ 表中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u#0#&#"-F6=>6+5多重检验法#% 下表同%

->@>T4@; 94OO8M86@5N>AAA8@@8M54694=>@854:64O4=>6@94OO8M86=8"? u#0#&!-F6=>6+5NFA@4?A8M>6:8@85@#,a;85>N8V8A<T,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笔者所制备的梨小食心虫迷
向液剂对梨小食心虫成虫均有良好的迷向和防治
效果!利用性信息素防治梨小食心虫具有无残留&
不污染环境!保护天敌等优点"陈汉杰等!$**)’何
亮等!"##*#!但是近年来开展的关于梨小食心虫
性信息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迷向丝&诱捕器的应
用方面"高芬等!$***’张利军等!"#$#’赵利鼎等!
"#$##!迷向丝&迷向管悬挂数量多!人工费时!利
用迷向液剂喷雾可以大大减轻劳动强度!节约时

间%
本实验中! 第 $ 次使用迷向液剂后! $##

:2’’1N"处理区& $&# :2’’1N" 处理区和 "## :2
’’1N" 处理区的平均蛀果率与对照区平均蛀果率
差异显著!表现出了蛀果率随处理剂量增加而降
低的现象% 而第 " 次使用迷向液剂后平均蛀果率
较第 $ 次施药后都有所下降!与未施药果园相比!
蛀果率显著降低% 利用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迷向
液剂防治果园梨小食心虫不但为生产无公害!有
机水果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大大降低了果园劳
动强度%



’ 期 高!越等$梨小食心虫迷向液剂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1! *

表 A;第 A 次使用药剂后蛀果率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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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aM8>@N86@

调查总果数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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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果数
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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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果率
‘>@85<O

46O85@89 OMF4@5"h#

平均蛀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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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1

’## # #

对照 ’## $$ $,)% $,1&=

Q<6@M<A ’## * $,&#

’## $( ",%%

’## ) $,%%

未施药果园
Z8>M<M=;>M9 F6@M8>@89

T4@; 4658=@4=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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