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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对云斑天牛有林间诱捕效果的植物源物质* 
张冬勇 1**  柳建定 2  王菊英 2  朱  宁 1  徐华潮 1  樊建庭 1*** 
（1. 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杭州 311300；2. 余姚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宁波 315400） 

摘  要  【目的】 为了探明对云斑天牛 Batocera horsfieldi (Hope)有效的引诱物质。【方法】 研究了云斑

天牛对白蜡树、山核桃、黄山栾树和野蔷薇 4种寄主植物的室内取食偏好性，采用动态顶空吸附法结合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分析了植物挥发物成分，然后利用触角电位-气相色谱联用技术（GC-EAD）

测定植物挥发物对云斑天牛触角的反应，最后对相关化合物进行了野外诱捕试验。【结果】 结果表明：云

斑天牛最喜欢取食的寄主植物是白蜡树，其次是黄山栾树和山核桃，野蔷薇没有取食；寄主植物挥发物成

分中，萜烯类和烷烃类等物质占主要成分，不同寄主植物的挥发物中多种成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壬醛引起

了云斑天牛显著的 GC-EAD 反应；最后，林间诱捕试验结果显示，顺-3-己烯醇和壬醛分别在林间诱捕到

了一定量的云斑天牛，并且都是雄虫，同时顺-3-己烯醇还诱捕到了星天牛 Anoplophora chinensis (Forster)。

【结论】 试验结果说明，顺-3-己烯醇和壬醛是两种对云斑天牛具有林间引诱效果的植物源物质，同时，

顺-3-己烯醇是云斑天牛和星天牛共享的植物源引诱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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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lant compound lures for trapping Batocera horsfieldi  
(Hope) in the field 

ZHANG Dong-Yong1**  LIU Jian-Ding2  WANG Ju-Ying2  ZHU Ning1 
XU Hua-Chao1  FAN Jian-Ting1*** 

(1. School of Forestry and Biotechnology,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2. Yuyao Forest Pest Control and Quarantine Station of Zhejiang, Ningbo 315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identify effective lures for trapping Batocera horsfieldi (Hope). [Methods]  The feeding 

preferences of B. horsfieldi adults on the host plants Carya cathayensis Sarg., Fraxinus chinensis Roxb.、Koelreuteria 

integrifoliola Merr. and Rosa multiflora Thunb, were studied. We used the adsorp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GC-MS to 

analyze host plant volatiles extracted from healthy branches of these plants, and GC-EAD to detect the antennal response of 

adult beetles to the extracted host plant volatiles. We then tes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ated compounds as lures for trapping B. 

horsfieldi in the field. [Results]  F. chinensis was the preferred host plant of B. horsfieldi, followed by K. integrifoliola and C. 

cathayensis; no insects fed on R. multiflora. The main components of host plant volatiles were terpenes and hydrocarbons, and 

volatil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host plants. Nonanal caused a significant GC-EAD reaction in B. horsfieldi. Field 

trapping showed that cis-3-hexenol and nonanal were effective in luring male B. horsfieldi into traps. Cis-3-hexenol also 

attracted Anoplophora chinensis beetles into traps. [Conclusion]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cis-3-hexenol and nonanal are two 

effective lures for trapping B. horsfieldi in the field. Cis-3-hexenol effectively lures both B. horsfieldi and A. chinensis into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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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斑天牛 Batocera horsfieldi（Hope）属鞘翅

目 Coleoptera天牛科 Cerambycidae，又名多斑白

条天牛，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农林业害虫。该虫

广泛分布于河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

北、湖南、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四川、云

南、河南等地，以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受灾最为严

重。云斑天牛个体大，世代周期长，寄主分布范

围广，可危害杨树、柳树、女贞、核桃、桑、麻

栎、二球悬铃木、油橄榄、泡桐、板栗等近百种

阔叶林木和果树（张执中，1999），在中国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 PRA 值为 2.04，属于高度危险性

林业有害生物（李建庆等，2009）。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2~3年发生一代，以幼虫

或成虫在蛀道和蛹室内越冬（嵇保中等，2002；

刁志娥和丁福波，2004）。其成虫为害寄主植物

新枝皮和嫩叶，幼虫蛀食枝干，造成花木生长势

衰退，凋谢乃至死亡。目前对云斑天牛的防治主

要还是利用物理和化学方法（杨德敏等，1999；

王四宝等，2003），生物防治也主要集中在寄主

天敌的研究（刘芳等，2004）。由于云斑天牛幼

虫隐蔽性较强，防治难度较大，现有的技术和方

法防治效果不理想，逐渐兴起的环保意识和食品

安全问题也对化学农药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探索绿色无公害的生态防控技术成为未来发

展的一种趋势。 

成虫是云斑天牛唯一有行为导向的虫态，其

行为导向是对嗜食寄主呈明显的趋性，这一趋性

的源动力在于满足生殖活动对营养的需要（严敖

金等，1997），能够引起天牛远距离行为反应的

关键物质主要是植物的挥发性有机物。植物挥发

性有机物是植物通过次生代谢途径合成的低沸

点、易挥发的小分子化合物，参与植食性昆虫行

为的调控（Takasu et al. , 2000；孔祥波等，2001）。

有研究表明，植物释放的特定的挥发性气味物质

能够对天牛起到引诱的作用（Ikeda et al. , 1980；

Du and Yan , 1994；Allison et al. , 2004）。 

Zhuge 等（2010）分析了美洲黑杨 Populus 
deltoides和野蔷薇 Rosa multiflora，发现 8种化

合物对云斑天牛的 EAG反应最强，分别是反-3-

己烯酯，3-蒈烯，1-戊烯-3-醇，3-戊醇，顺-2-

戊烯醇，己醛，反-2-己烯醛，反-2-己烯醇，并

且雌虫交配状态对 EAG 的反应没有显著影响。

Yang 等（2011）发现，在寄主植物挥发物中，

顺-3-己烯醇︰壬醛︰三氯乙烯︰β-月桂烯（Z︰

N︰T︰M）=57︰15︰17︰11 引起了云斑天牛

最强的 EAG 反应，Y 型嗅觉仪试验中，也显示

出更强的吸引作用。王保新（2014）在 EAG 和

行为反应试验中，（Z）-3-己烯-1-醇对未交配雌、

雄虫的 EAG反应最强，并且在 Y型嗅觉仪试验

中产生明显的引诱作用。  

目前，对于云斑天牛引诱剂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寄主植物挥发物成分分析和室内行为测试方

面，还未见林间诱捕效果的报道。本文主要是研

究云斑天牛喜欢取食的寄主植物，分析其中的有

效物质，从而为开发云斑天牛引诱剂，实现对云斑

天牛危害的生态控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试验所用云斑天牛成虫均采集于浙江省慈

溪市沿海防护林（东经 121°18′、北纬 30°20′，

平均海拔 2.2 m）的白蜡树，利用云斑天牛的假

死性进行人工捕捉。防护林为白蜡树、木麻黄、

柳树、黄山栾树、海滨木槿和无患子的混交林带，

林地地势较平坦，其中白蜡树受到云斑天牛严重

危害，平均树高约 10 m，平均胸径约 20 cm，林

冠郁闭度约为 0.5，林下无其它植被。在 5月初，

会陆续有云斑天牛成虫羽化出孔。 

1.2  供试植物 

山核桃 Carya cathayensis Sarg.、白蜡树

Fraxinus chinensis Roxb.、黄山栾树 Koelreuteria 
integrifoliola Merr.和野蔷薇 Rosa multiflora 
Thunb. 1年生枝条采自于浙江农林大学校园。 

1.3  室内取食试验 

取食试验在室内进行，温度为 25~28℃，光

周期为L︰D=14︰10。无选择取食试验，将 30 cm

长×0.5 cm直径的白蜡树、山核桃、黄山栾树和

野蔷薇的 1年生枝条各 2根分别放入不同的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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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虫笼（50 cm×40 cm×40 cm），每个养虫笼放入

饥饿 5 h且活性较好的 1对云斑天牛成虫（1雌

虫+1雄虫），重复 5次。选择性取食试验，将上

述 1 年生的 4 种枝条各 2 根放入同一个养虫笼

中，每个养虫笼放入饥饿 5 h的 2对云斑天牛成

虫（2雌虫+2雄虫），重复 5次。待取食 48 h后，

枝条上的取食刻痕用透明硫酸纸记录下来，然后

用坐标纸测量取食面积。 

1.4  挥发物的收集与分析 

采用动态顶空吸附法分别抽取山核桃、白蜡

树和黄山栾树的枝条的气体挥发物。用无色无味

的进口聚乙烯袋（Reynolds, Richmond, VA, 

USA）套裹枝条部位，空气通过含有 5 cm活性

炭的玻璃管（7 cm×1 cm ID）纯化后，进入含有

枝条的塑料袋。每个聚乙烯袋连着末端封有玻璃

棉且含有 0.5 cm Super-Q吸附剂的玻璃管（7 cm× 

0.5 cm ID）。然后玻璃管与QC-1S大气采样仪（北

京劳动保护研究所）的进气口相连接，含有活性

炭的玻璃管则与大气采样仪的出气口相连，采样

设备的所有部件通过硅胶管相连。气流计的流速

维持 1.5 L/min，采样时间为 5 h（10:00—15:00），

每个处理重复 5次。各个挥发物样品用含有以正

十二烷（150 μg/L）为内标的色谱纯正己烷    

（1 500 μL）溶剂洗脱，洗脱样品保存在零下﹣5℃

冰箱待用。 

采用 Agilent 7890A-5975C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分析挥发物。载气：高纯度氦气，流速 1 

mL/min，色谱柱为 HP-5MS，30 m (long)×0.25 mm 

(ID)×0.25 μm (film)。每次进样 2 μL，不分流进

样，升温程序：初始为 50℃，恒温 1 min，以 8

℃/min的速率升温到 250℃，保持 6 min，共运

行 32 min。溶剂延迟 3 min。离子源温度 230℃，

四级杆温度 150℃。检测器温度是 280℃，前进

样口温度是 220℃，电子轰击电压 70 eV，质量

扫描范围 30~500。样品中化合物成分的鉴定是

通过与 NIST质谱库的出峰时间对比完成，定量

分析通过内标正十二烷的峰面积计算。 

1.5  GC-EAD 测定 

GC-EAD 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

行。将活性较好的云斑天牛成虫的整根触角由基

部快速剪下，触角末梢切除少许，将触角横搭在

事先沾有导电胶的叉状电极的两端上，触角两端

浸没在导电胶内，最后将叉状电极插入 EAG 探

头中。取白蜡树枝条洗脱液 2 μL进样到气相色

谱中进行 GC-EAD 分析。试验用虫均为活体，

重复 5次，GC-EAD色谱图上的化合物的峰形和

保留时间进行对比，从而鉴定出对云斑天牛触角

有 EAD反应的物质。对照使用正己烷溶剂 2 μL

进行同样方法的测试。 

采用 Agilent 6890N-5973N气相色谱，色谱柱

为 HP-5MS，载气：高纯度氦气，流速 1 mL/min；

无分流进样，进样口温度 220℃，检测器温度

280℃。升温程序条件：初始温度为 50℃，保持

1 min，以8℃/min的速率上升到250℃，保持6 min，

共运行 32 min。氢火焰检测器。 

1.6  野外诱捕试验 

在浙江省慈溪市沿海防护林（东经 121°18′、

北纬 30°20′）开展云斑天牛的野外诱捕试验。

我们选取了前面试验中对云斑天牛有显著 GC- 

EAD反应的化合物和 Zhuge等（2010）报道的

对云斑天牛有强烈 EAG反应的几种化合物，进

行林间诱捕试验，试验方案见表 1。将供试化合

物分别滴加到过滤纤维载体（20 mm×10 mm）

上，然后通过聚乙烯缓释袋(10 cm×5 cm×120 μm)

进行释放。每个处理设置 5 个重复。对照采用

不添加任何化合物的缓释袋，同样设置 5 个重

复。将 BF-1型天牛诱捕器（杭州科森农化有限

公司）均挂于白蜡树林地通风良好的道路口，

其下端距离地面 1.5 m，缓释袋悬挂于诱捕器中

间的凹槽处。随机的挂放于林间，各诱捕器之

间间隔 30 m。该试验于 2015年 5月 13日开始，

6月 14日结束。每星期调查 1次，每次调查时

将第一个诱捕器的缓释袋调换到第 2 个诱捕器

上，第 2 个缓释袋调换到第 3 个诱捕器上，依

次类推，最后一个诱捕器的缓释袋换到第一个

诱捕器上，以减少不同地理位置对试验结果的

影响。详细记录每个诱捕器诱捕到的天牛种类、

雌雄和数量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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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云斑天牛成虫野外诱捕试验方案 
Table 1  The treatment employed in the trapping experiments for Batocera horsfieldi adult 

处理 
Treatment 

化合物 
Compound 

容量（mL）
Volume 

纯度（%）
Purity 

重复
Repeat

释放装置 
Release device 

挥发量（mg/d）
Volatile quantity

1 顺-3-己烯醇 cis-3-hexen-1-ol 5 98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17 

2 ZNTM 5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152  

3 壬醛 Nonanal 5 95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75  

4 3-蒈烯 3-carene 5 90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156  

5 反-2-己烯醛 trans-2-hexen-1-al 5 98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72  

6 反-2-己烯醇 trans-2-hexen-1-ol 5 96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19  

7 顺-2-戊烯醇 cis-2-penten-1-ol 5 95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22  

8 1-戊烯-3-醇 1-penten-3-ol 5 98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56 

9 3-戊醇 3-pentanol 5 98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40 

10 空白对照 CK   5 缓释袋 Slow release sachet  

表中所有化合物均采购于上海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ZNTM为顺-3-己烯醇︰壬醛︰三氯乙烯︰β-月桂烯=57︰15︰17︰11。 

The compounds in the table are bought from shanghai J&K Scientific Ltd; ZNTM was cis-3-hexen-1-ol︰Nonanal︰Trichloroethylene︰ 

β-myrcene=57︰15︰17︰11。 
 

1.7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SPSS16.0，不同寄

主的取食量之间的差异，不同寄主植物气体挥发

物成分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化合物野外诱捕量之

间的差异显著性通过方差（ANOVA）分析，采

用 Duncan’s多重比较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室内取食试验 

云斑天牛对 4 种寄主植物的室内取食结果

显示，云斑天牛对不同种寄主植物枝条存在显著

的取食偏好性。在无选择取食试验中，喜好顺序

为：白蜡树>山核桃>黄山栾树，野蔷薇取食量为

零，不同寄主植物间的取食量差异性显著（图 1）。

选择取食试验结果显示，云斑天牛只取食了白蜡

树枝条，其它的枝条没有被取食（图 2）。两个

取食试验都显示，白蜡树是云斑天牛最喜欢取食

的寄主植物。 

2.2  寄主植物气体挥发物成分分析 

由表 2可见，分离所得的气体挥发物成分分

析结果显示，白蜡树枝条主要气体挥发物检测到

14种，黄山栾树检测到 14种，山核桃检测到 18

种。这些挥发物成分中，萜烯类和烷烃类等物质 

占主要成分。不同寄主植物的气体挥发物中多种

成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顺-3-己烯醇只在

白蜡树中检测到；月桂烯、乙酸顺式-3-己烯酯、

柠檬烯和 α-法尼烯等物质只在山核桃中检测到，  

 

 
 

图 1  云斑天牛成虫对 4 种寄主枝条的无 

选择性取食试验 
Fig. 1  Non-selective feeding behaviors of Batocera 

horsfieldi adults on the four host plant twigs 

柱上标有不同字母代表云斑天牛在不同寄主间取 

食量差异显著。下图同。 

Histogram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that the feeding 
area of Batocera horsfieldi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same below. 



·860·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53卷 

 

 
 

图 2  云斑天牛成虫对 4 种寄主枝条的选择性取食行为 
Fig. 2  Selective feeding behaviors of Batocera 

horsfieldi adults on the four host plant twigs 

 
白蜡树和黄山栾树中没有检测到；十五烷只在黄 

山栾树中检测到；而十八烷在白蜡树和山核桃中检

测到；罗勒烯只在山核桃和黄山栾树中检测到。

莰烯在黄山栾树和山核桃中的含量显著高于白

蜡树，癸烷、对二氯苯、苯乙酮和十一烷在黄山

栾树中的含量显著高于白蜡树和山核桃，壬醛 

在白蜡树中的含量与山核桃和黄山栾树中的含

量没有显著差异，十三烷在山核桃中的含量显著

高于白蜡树和黄山栾树，而 a-蒎烯、癸醛、十四

烷、十六烷和十七烷在不同树种间没有显著差异。 

2.3  云斑天牛对白蜡树枝条气体挥发物的

GC-EAD 反应 

根据 5次重复实验的图谱，选择其中一个刺

激较为明显且具有重复反应的图谱，云斑天牛成

虫对白蜡树枝条挥发性物质的 GC-EAD 分析结

果显示，云斑天牛触角对壬醛具有显著的刺激反

应，保留时间 8.1 min。 

2.4  野外诱捕试验 

野外诱捕试验结果显示，顺-3-己烯醇对云斑 

 
表 2  云斑天牛 3 种寄主植物气体挥发物成分 

Table 2  Chemical components of volatiles from three host plants of Batocera horsfieldi（μg/L） 

化合物 Compound 白蜡树 F. chinensis 黄山栾树 K. integrifoliola 山核桃 C. cathayensis

顺-3-己烯醇 cis-3-hexen-1-ol 6.38±0.39a 0b 0b 

α-蒎烯 α-pinene 82.44±2.94a 74.68±5.62a 110.72±10.87a 

莰烯 Camphene 2.38±0.39b 6.64±0.23a 6.82±0.25a 

月桂烯 Myrcene 0b 0b 5.26±0.65a 

癸烷 Decane 10.48±0.53b 18.49±2.28a 6.00±1.00b 

乙酸顺式-3-己烯酯 cis-3-hexen-1-ol acetate 0b 0b 61.15±3.16a 

对二氯苯 1, 4-dichlorobenzene 29.50±2.41b 48.61±5.20a 25.31±5.11b 

柠檬烯 （-）-limonene 0b 0b 18.12±1.06a 

罗勒烯 Ocimene 0b 66.84±3.51a 58.61±1.70a 

苯乙酮 Acetophenone 19.09±0.60b 26.14±1.89a 16.94±1.36b 

十一烷 Undecane 39.21±2.26b 74.65±5.00a 46.33±5.06b 

壬醛 Nonanal 31.38±2.41ab 54.27±5.84a 17.86±3.93b 

癸醛 Decanal 15.89±2.25a 26.68±2.35a 11.25±2.87a 

十三烷 Tridecane 20.79±1.87b 20.83±1.69b 35.11±2.98a 

十四烷 Tetradecane 22.01±2.37a 14.30±2.68a 21.93±1.85a 

十五烷 Pentadecane 0b 4.42±0.24a 0b 

α-法尼烯 α-farnesene 0b 0b 5.09±0.84a 

十六烷 Hexadecane 35.60±4.43a 15.52±1.26a 33.42±1.91a 

十七烷 Heptadecane 16.98±3.32a 10.71±1.31a 18.21±1.27a 

十八烷 Octadecane 6.56±0.36a 0b 5.41±0.74a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mean ± SE），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Duncan’s多重比较）。 

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E, and those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0.05). 
 

 



4期 张冬勇等: 两种对云斑天牛有林间诱捕效果的植物源物质 ·861· 

 

 
 

图 3  云斑天牛对白蜡树枝条气体挥发物的 GC-EAD 反应图谱 
Fig. 3  The GC-EAD spectrum of Batocera horsfieldi reaction to volatiles of Fraxinus chinensis twigs 

 

 
 

图 4  不同化合物对云斑天牛和星天牛的野外诱捕结果 
Fig. 4  The trapping results of Batocera horsfieldi and Anoplophora chinensis to different compounds. 

 
天牛的平均诱捕量为每个诱捕器 3.5头，而壬醛

则为每个诱捕器 2.5头，而且全部是雄虫。另外，

顺-3-己烯醇和 ZNTM 配比混合物还诱捕到了星

天牛，平均诱捕量分别为 2.5头和 1.5头，并且

也全部都是雄虫。其它化合物和空白对照则没有

诱捕到任何天牛。 

3  结论与讨论 

用白蜡树、山核桃、黄山栾树和野蔷薇 4种

寄主植物对云斑天牛成虫的选择性取食试验和

无选择性取食试验，结果都表明，白蜡树是云斑

天牛最喜欢取食的树种，其次是黄山栾树和山核

桃，但是并不取食野蔷薇。高瑞桐和王宏乾

（1995）报道，野蔷薇为云斑天牛最喜欢取食的

树种，这一结论跟我们的试验结果有些出入，可

能是云斑天牛不同地理种群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与当地的寄主植物形成了不同的相互进化关系，

从而影响了天牛对寄主的选择偏好性。合理配置

诱饵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杨树天牛防控技术

（骆有庆和李建光，1999），因此我们建议，在

云斑天牛危害严重的山核桃林地套种白蜡树作

为引诱树，通过引诱云斑天牛成虫过来补充营

养，然后集中处理杀死，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山核

桃树被云斑天牛危害的压力。 

顺-3-己烯醇只在白蜡树中有检测到，但顺-3-

己烯醇在白蜡树中检测到的含量并不大，同时壬

醛在白蜡树、山核桃和黄山栾树中也都有分布，

白蜡树中壬醛的含量与其在山核桃和黄山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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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含量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云斑天牛对白蜡树

取食的偏好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关键的引诱成

分作用，有报道也认为植物体内的糖含量与云斑

天牛的取食量、寿命和雌虫产卵量呈密切的正相

关（高瑞桐和王宏乾，1995）。 

壬醛引起了云斑天牛显著的 GC-EAD反应，

并且在野外诱捕试验中，顺-3-己烯醇和壬醛都

对云斑天牛显示出一定的诱捕效果。王保新等

（2014）报道，顺-3-己烯醇在测试的 10种寄主

挥发物中，对云斑天牛显示出最强的 EAG 反应

和室内行为反应。并且顺-3-己烯醇和壬醛都是

Yang 等（2011）报道中引起云斑天牛最强 EAG

反应和行为反应的混合物成分之一。这些结果与

我们林间诱捕试验结果一致。然而，Zhuge 等

（2010）报道的引起云斑天牛显著 EAG 反应的

3-蒈烯等化合物在林间并没有诱捕到云斑天牛。

以上结果说明，顺-3-己烯醇和壬醛化合物是对

云斑天牛具有林间诱捕效果的植物源引诱物质。

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两种物质引诱到的云斑天

牛都是雄虫，没有诱捕到雌虫。这一现象可能是

植物源成分的一个共性，植物源成分对松墨天牛

的诱捕结果中，具有明显的偏雄现象，雄虫占到

诱捕总量的三分之二（樊建庭等，2013），而雄

性聚集性信息素对松墨天牛的诱捕结果中，雌虫

占大多数（Fan et al.，2007）。 

另外，顺-3-己烯醇和 ZNTM 配比混合物还

诱捕到了星天牛雄虫，在 ZNTM 配比混合物中

也含有顺-3-己烯醇这一成分，并且占混合物的

57%，这说明顺-3-己烯醇是对星天牛有效的一种

植物源物质。而且这些试验结果也证明，云斑天

牛和星天牛分享相同的植物源引诱成分物质顺

-3-己烯醇，这可能也跟这两种天牛具有共同的

寄主植物有关，比如杨树、柳树、核桃、梧桐等

（梁潇予等，2008；王保新等，2014）。 

ZNTM 混合物中同时含有顺-3-己烯醇和壬

醛两种化合物，然而却没有诱捕到云斑天牛，这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三氯乙烯和月桂烯两种

物质添加后，抑制了顺-3-己烯醇和壬醛的引诱

效果，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两种有效物质可能存在

某种配比才能对云斑天牛起到引诱效果。由于云

斑天牛是一种寄主范围非常广泛的昆虫，寻找到

有效的植物源成分就显得非常困难，而且需要解

决有效成分之间的最佳配比，最佳挥发量等问

题。另外，云斑天牛是否存在有效的昆虫性信息

素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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