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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人体代谢化合物在陷阱诱捕法控制 
白纹伊蚊中的应用研究* 

吴  华**  戴建青***  陈大嵩  黄  鸿***  郑基焕 
（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东省动物保护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公共实验室，广州 510260） 

摘  要  【目的】 在野外评价乙酸、丙酸、辛酸、L-乳酸、1-辛烯-3-醇、乙酸乙酯、氨水和尿素 8 种人

体代谢化合物对白纹伊蚊 Aedes albopictus 雌蚊产卵引诱和成虫诱杀效果。【方法】 分别采用陷阱诱捕法诱

杀和诱蚊、诱卵器监测效果的方法。【结果】 供试的 8 种化合物中，白纹伊蚊在 1、10、100、1 000 µL/L
的乙酸、辛酸水溶液及浓度为 1、10、100、1 000、10 000 µL/L 的丙酸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产卵量均显著

高于对照，其中 100 µL/L 的乙酸、辛酸和丙酸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产卵量均最多，显著高于对照。而各

浓度的 L-乳酸、1-辛烯-3-醇、乙酸乙酯、氨水和尿素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产卵量与对照相比则差异不显

著。相同浓度（100 µL/L）的组合物（乙酸∶丙酸∶辛酸=1∶1∶1）对白纹伊蚊的平均累计诱蚊量和平均

累计产卵量均显著多于单组分乙酸、丙酸、辛酸和对照；说明乙酸、丙酸和辛酸组合物间具有协同增效作

用。经过 1 年放置诱蚊陷阱对白纹伊蚊进行诱捕试验表明，处理组在 1 年中蚊虫活动最活跃的月份，其诱

蚊密度指数和诱卵密度指数均显著降低；而对照组的诱蚊、诱卵指数差异不显著。处理前诱蚊、诱卵指数

较低的地方，处理后其诱蚊、诱卵指数在 5、6、10 月份更显示出极显著的效果。【结论】 连续利用陷阱

诱捕法可显著降低试验区的诱蚊密度指数和诱卵密度指数，尤其在诱蚊、诱卵指数低的地区。这一蚊虫控

制方法为白纹伊蚊持续有效控制提供技术支撑，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人体代谢化合物；蚊子防控；陷阱诱捕法；白纹伊蚊；增效 

Effectiveness of using of human metabolic compounds  
to trap Aedes albopictus 

WU Hua**  DAI Jian-Qing***  CHEN Da-Song  HUANG Hong***  ZHENG Ji-Huan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Guangdong Public Laboratory of Wild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stitute of Zoolog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 Guangzhou 51026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eight human metabolic compounds on the oviposition of female Aedes 

albopictus mosquito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as lures for trapping this species in the field. [Methods]  The mosquito traps 

and mosquito-ovitrap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attractiveness of the metabolic compounds tested and mosquito 

density, respectively. [Results]  Among the eight compounds tested, acet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octanoic acid were all 

significantly more attractive than the control. The mean accumulated egg number laid by Ae.albopictus in ovitraps baited with 

acetic acid (1, 10, 100, 1 000 µL/L), propionic acid (1, 10, 100, 1 000, 10 000 µL/L), and octoic acid (1, 10, 100, 1 000 µL/L), 

solutions were more than laid in ovitraps baited with the distilled water control. Among these treatments, ovitraps containing 

100 µL/L acet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octanoic acid water solution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egg numbers than those with 

distilled water．However, the mean accumulated egg number of traps bai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L-lactic acid, 

1-octene-3 alcohol, ethyl acetate, ammonia, and a urea water solu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o that of the dist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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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ontrol. The accumulated number of eggs laid, and the number of Ae.albopictus females attracted by a 1∶1∶1 ratio of 

acetic acid∶propionic acid∶octanoic acid at the same concentration (100 µL/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attracted 

to either acetic acid, propionic acid, octanoic acid, or distilled water alone. This demonstrates that acetic acid, propionic acid, 

and octanoic acid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Analysis of a year of trapping data indicate that the mosquito density index and 

number of eggs deposited in ovitra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most active month of the year during whic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mosquitoes trapped and the oviposition index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However, the mosquito oviposition index significantly declined in May, June and October, particularly at sites where it had 

been low before trapping began. [Conclusion]  Continuous trapping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mosquito density and egg 

density indices, and thes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areas with a low trapping indices. This method of mosquito control 

provides effective continuous control of Ae. albopictus and should be more widely used. 

Key words  human metabolic compounds; mosquito control; trap trapping; Aedes albopictus; synergism 

人工孳生地陷阱法是一种新型生物防制方

法。人工孳生地陷阱法是根据白纹伊蚊 Aedes 
albopictus 吸血后寻找的小型水体并在上面产卵

的特性，在野外环境中布放人工孳生地陷阱。在

布放之前将存在于附近的蚊虫孳生地彻底清除，

选择隐蔽、阴凉、蚊虫活动较多的角落放置人工

孳生地陷阱。人工孳生地陷阱中放入过夜脱氯自

来水，同时向水中加入苏云金芽孢杆菌以色列亚

种（Bti）缓释剂或者昆虫生长调节剂吡丙醚

（PPF）。当蚊虫停落于孳生地陷阱中产卵的时

候，水中的 Bti 或 PPF 沾染到蚊虫身体上，由于

白纹伊蚊具有跳跃产卵的特性，伊蚊身上的 Bti
或 PPF 会随着伊蚊进入下一个产卵地点，将 Bti
或 PPF 输送到更隐蔽的目标产卵栖息地（Kshitij 
et al.，2016；李晨颖和陈晓光，2018）。因此，

这种能够主动携带生物杀虫剂的方法能有效治

理隐蔽的孳生地。由于水中含有 Bti 或 PPF，雌

蚊在水中产卵之后，对幼虫具有很好的杀灭作

用。人工孳生地陷阱法可以放置于公园、学校、

机关事业单位、小区等开阔区域，操作简单，受

环境影响因素小，能够大幅度减少蚊虫密度，消

除隐蔽的蚊虫孳生地（徐仁权等，2010；Ali et al.，
2014；李晨颖和陈晓光，2018）。 

蚊虫的许多行为主要受宿主动物气味物质

的影响，如吸血、产卵和宿主搜寻等（Gibson and 
Torr，1999；Takken and Knols，1999）。虽然清

水能吸引产卵于水中的昆虫，如果向水中加入目

标昆虫产卵引诱剂，会增加孳生地陷阱诱虫效

果，提高陷阱的诱卵效率，达到更好地控制蚊虫

密度的目的（张令要和雷朝亮，2012）。因此，

寻找能够在野外环境引诱白纹伊蚊的引诱剂，是

提高诱蚊诱卵效率，控制蚊虫密度的关键。为了

开发高效的人工孳生地陷阱法防蚊技术，在参考

前人研究工作基础上，本文研究 8 种人体代谢

化合物（乙酸、丙酸、辛酸、L-乳酸、1-辛烯-3-
醇、乙酸乙酯、氨水、尿素）在野外对白纹伊蚊

雌蚊产卵引诱作用和成虫诱集效果，筛选出对成

蚊具有诱集和诱卵效果的化合物，为陷阱诱捕法

应用于生产实践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试剂 

乙酸，分析纯，广州市番禺力强化工厂；辛

酸，L-乳酸，分析纯，天津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乙酸乙酯，氨水，分析纯，广州化学试剂厂；1-
辛烯-3-醇，98%，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丙酸，99.5%，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尿素，99%，徐州淞誉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5%联苯菊酯悬浮剂，江苏功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诱蚊诱卵器购自广州市东南消毒杀虫有限

公司；陷阱：8 L 方形黑色塑料桶（高 26 cm，

上长：24 cm，上宽：16 cm，下长：20 cm，下

宽：13.5 cm。）购自市场。 

1.2  实验场所 

试验场所：以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院

作为试验场所。大院内路旁树木以红花羊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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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树、 芒果树、白玉兰、莲雾树，大叶榕树

为主，建筑物周围的绿化带则主要种植花叶合果

芋和翠芦莉，围墙外有鱼塘。 
防治场所：天胜村招待所，该招待所是中式

花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所内庭院树木以红

花羊蹄甲、美丽异木棉、水葡萄树、澳洲鸭脚木

为主，假山旁有连片小竹林和芭蕉，绿化带种植

有假芋和水鬼蕉。山顶招待所，环境和天胜村招

待所大同小异。 

1.3  化合物对白纹伊蚊行为选择的影响 

处理组：在 8 L 方形黑色塑料桶诱捕陷阱里

加入 3 L 的放置过夜脱氯自来水，形成小积水。

再加入 5%联苯菊酯悬浮剂 1 g，搅拌均匀。最后

加入供试试剂。各试剂与脱氯自来水混合稀释为

1、10、100、1 000、10 000 µL/L 的溶液，备用；

对照组：在 8 L 方形黑色塑料桶诱捕陷阱里加入

3 L 的过夜脱氯自来水，形成小积水。再加入 5%联

苯菊酯悬浮剂 1 g，搅拌均匀。不加入其它试剂。 
按照完全随机化区组设计，在选定的广东省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院试验现场，将准备好的诱

捕陷阱布放在阴凉隐蔽的场所，如树荫、花草、

灌木、竹林下或屋檐下的地面上。共分为 5 个

区组，每个区组内诱捕陷阱的间距大约为 20 m，

各区组之间的间距不小于 100 m。每天调查白纹

伊蚊诱捕数量。用 10 倍放大镜检查陷阱捕获蚊

虫及产卵情况，记录捕获的蚊虫种类、蚊虫数和

产卵数，捞去死蚊、红色泡沫片和树叶等杂物，

重新放置红色泡沫片，再将其放回原来位置。每

调查 6 次诱捕陷阱的位置重新随机变化 1 次。 
每个阶段的试验结束后，将不同日期同一配

方的 5 个诱捕陷阱分别对其诱捕量进行加和，计

算累计诱捕量；再除以该配方重复次数（N = 5），
计算平均累计诱捕量。 

1.4  野外环境下对白纹伊蚊的防治效果 

依据 1.3 试验结果，选择对白纹伊蚊具显著

引诱作用的乙酸、丙酸、辛酸的最佳浓度水溶液

进行混配后加入到诱蚊陷阱里。试验过程连续 2
年，采集防治前和防治后诱蚊密度指数和诱卵密

度指数。第一年选蚊虫活动活跃的 5 月、6 月、

7 月、9 月、10 月共 5 个月份，测定其防治前的

诱蚊密度指数和诱卵密度指数，然后从 11 月份

开始在山顶招待所和天胜村招待所常年放置诱

蚊陷阱，每隔 20 d 往陷阱里添加一次药剂和水，

确保陷阱维持积水状态。测定其第 2 年 5 月、6
月，7 月、9 月、10 月共 5 个月份防治后的诱蚊

密度指数和诱卵密度指数，以广东省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大院作为对照参考，对照区不放置诱蚊陷

阱。计算在野外环境下对白纹伊蚊防治效果。 
试验期间，采用诱蚊、诱卵器现场监测的方

法，在选定的试验现场，将准备好的诱蚊、诱卵

器布放在阴凉隐蔽的场所，如树荫、花草、灌木、

竹林下或屋檐下的地面上。两个诱蚊、诱卵器相

距约 20 m。在布放诱蚊、诱卵器 4 d 后，第 4 天

收集成蚊及蚊卵。于每月上、中、下旬收集成蚊

及蚊卵，并采用 10 倍放大镜检查、统计蚊虫种

类、蚊虫蚊卵阳性率，以测定当月的诱蚊、诱卵

密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林立丰等，2006；周

毅彬等，2008）： 

100%
蚊虫阳性的诱蚊器数

诱蚊指数=
回收的诱蚊器总数

， 

100%
蚊卵阳性的诱卵器数

诱卵指数=
回收的诱卵器总数

， 

100%
捕获的蚊虫总数

诱蚊密度指数=
蚊虫阳性的诱蚊器数

， 

100%
捕获的蚊卵指数

诱卵密度指数=
蚊卵阳性的诱卵器数

。 

1.5  统计分析 

试验 1.3 的诱蚊、诱卵数直接按平均累计诱

捕量统计，采用 DPS 数据处理系统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并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

比较（邓天福等，2009）。 
试验 1.4 的监测数据，利用 SPSS 11.0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对照与处理之间的差异显著性采

用 t-test 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白纹伊蚊对不同化合物的产卵选择 

在供试的 8 种化合物中，白纹伊蚊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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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000 µL/L 的乙酸、1、10、100、1 000 µL/L
的辛酸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产卵量均显著高于

对照（P < 0.05），其中 100 µL/L 的乙酸和 100 µL/L
的辛酸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产卵量最多，显著高

于对照（P < 0.05）。各浓度（1、10、100、1 000、
10 000 µL/L）的丙酸水溶液中平均累计产卵量均

显著高于对照（P < 0.05），其中 100 µL/L 的丙

酸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产卵量最多，显著于对照

（P < 0.05）。而各浓度的 L-乳酸、1-辛烯-3-醇、

乙酸乙酯、氨水和尿素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产卵

量与对照相比则差异不显著（P > 0.05）（表 1）。 

2.2  不同化合物对白纹伊蚊的引诱作用 

在供试的 8 种化合物中，白纹伊蚊在 100 µL/L
和 1 000 µL/L 的乙酸、1、10、100 µL/L 的辛酸

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诱蚊量均显著多于对照（P < 
0.05）；在 1、10、100、1 000、10 000 µL/L 的丙

酸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诱蚊量均显著多于对照

（P < 0.05），其中 100 µL/L 的丙酸水溶液中的

平均累计诱蚊量最多，显著于对照（P < 0.05）。
而各浓度的 L-乳酸、1-辛烯-3-醇、乙酸乙酯、

氨水和尿素水溶液中的平均累计诱蚊量与对照

相比则差异不显著（P > 0.05）（表 2）。 
 

表 1  白纹伊蚊对不同浓度化合物水溶液的平均累计产卵量 
Table 1  The accumulated eggs laid by Aedes albopictus females in water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s 

不同浓度（µL/L）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化合物 
Compounds 1 10 100 1 000 10 000 

对照（清水）
CK (distilled 

water) 
乙酸 Acetic acid 27.60±9.24b 35.20±12.36b 44.60±16.77a 30.00±7.81b 22.40±13.69c 18.00±8.60c

丙酸 Propionic acid 34.40±10.21b 42.80±15.99b 52.20±19.69a 38.40±14.77b 27.20±17.96c 17.00±9.77d

辛酸 Octanoic acid 44.40±19.19b 42.80±19.15b 63.60±19.09a 36.00±16.14b 20.80±14.94c 17.60±8.96c

L-乳酸 L-lactic acid 8.40±1.52a 14.00±9.27a 19.60±7.40a 14.60±1.52a 9.80±3.49a 10.80±2.28a

1-辛烯-3-醇 1-octene-3 alcohol 10.60±4.77a 17.80±7.16a 23.60±10.11a 25.20±8.07a 28.00±18.17a 11.40±2.79a

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 25.80±9.23a 21.80±9.09a 17.60±7.64a 13.00±5.29a 12.40±5.03a 16.40±6.11a

氨水 Ammonia 28.40±12.18a 22.80±9.86a 15.40±7.73a 13.40±3.78a 13.20±3.56a 18.60±8.59a

尿素 Urea 27.40±8.53a 22.40±8.93a 15.80±8.20a 12.40±5.13a 11.80±3.27a 17.20±8.29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量±标准差（n=5）；同行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uncan's 多重检验

法）。表 2，表 3 同。 
Values are the mean ± SD (n=5);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within same row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0.05 level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The same as table 2 and table 3. 

 
表 2  不同浓度化合物水溶液对白纹伊蚊的平均累计诱蚊量 

Table 2  The accumulated catches of Aedes albopictus females in water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s 

不同浓度（µL/L）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化合物 
Compounds 1 10 100 1 000 10 000 

对照（清水）
CK (distilled 

water) 
乙酸 Acetic acid 7.40±2.07b 7.60±1.95b 17.80±8.04a 16.20±7.19a 10.40±3.51b 6.00±1.58b 

丙酸 Propionic acid 5.40±1.67b 7.20±1.92b 9.80±2.95a 6.20±1.64b 6.00±2.00b 3.60±1.14c 

辛酸 Octanoic acid 11.80±1.30a 16.60±5.64a 21.60±4.39a 6.60±3.29b 4.40±1.52b 6.80±2.17b 

L-乳酸 L-lactic acid 4.80±1.30a 9.20±1.64a 7.60±2.88a 6.80±2.77a 5.20±1.64a 6.80±2.59a 

1-辛烯-3-醇 1-octene-3 alcohol 5.40±1.14a 7.80±3.56a 12.20±1.30a 14.40±3.78a 13.60±5.86a 9.80±3.90a 

乙酸乙酯 Ethyl acetate 10.20±5.17a 9.00±3.74a 8.00±3.32a 8.00±2.65a 6.40±2.61a 10.20±3.83a 

氨水 Ammonia 10.60±6.07a 9.60±3.85a 8.00±4.30a 7.80±3.27a 7.60±3.21a 9.60±1.19a 

尿素 Urea 6.60±3.05a 7.20±2.59a 5.20±2.39a 5.40±2.07a 4.80±2.17a 6.80±1.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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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化合物组合物对白纹伊蚊诱蚊、诱卵

效果比较 

综合考察化合物对白纹伊蚊诱卵（表 1）和

诱蚊（表 2）的效果，选出了 100 µL/L 乙酸、

100 µL/L 丙酸和 100 µL/L 辛酸为最佳浓度，再

按 1∶1∶1 混合，各化合物对白纹伊蚊的诱蚊、

诱卵效果见表 3。100 µL/L 的单组分乙酸、丙酸 
 

和辛酸对白纹伊蚊的平均累计诱蚊量和平均累

计产卵量均显著多于对照（P < 0.05），而相同浓

度（100 µL/L）的组合物（乙酸∶丙酸∶辛酸=1∶
1∶1）对白纹伊蚊的平均累计诱蚊量和平均累计

产卵量均显著多于单组分乙酸、丙酸、辛酸和对

照（P < 0.05）。说明组合物与单组分乙酸、丙酸

和辛酸具有协同增效作用。 

表 3  不同化合物对白纹伊蚊诱蚊、诱卵的效果比较 
Table 3  The accumulated eggs laid by Aedes albopictus females and accumulated catches of  

Aedes albopictus females in water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s 

化合物 
Compounds 

平均累计诱蚊量 
Accumulated catches of  
A. albopictus females 

平均累计产卵量 
Accumulated eggs laid by 

A. albopictus females 

100 µL/L 乙酸 100 µL/L Acetic acid 13.60±4.72b 56.20±24.04b 

100 µL/L 丙酸 100 µL/L Propionic acid 14.60±3.65b 67.20±22.75b 

100 µL/L 辛酸 100 µL/L Octanoic acid 20.40±9.45b 84.40±29.38b 

100 µL/L（乙酸∶丙酸∶辛酸=1∶1∶1） 100 µL/L 
(Acetic acid∶Propionic acid∶Octanoic acid=1∶1∶1) 

32.00±11.29a 118.00±37.23a 

对照（清水）CK (distilled water) 7.80±2.59c 26.80±12.58c 
 

2.4  不同地点利用陷阱诱捕法防治白纹伊蚊效

果的比较 

通过试验 2.3 筛选出来的最佳浓度（100 µL/L）
的组合物（乙酸∶丙酸∶辛酸=1∶1∶1），利用

陷阱诱捕装置对白纹伊蚊进行野外防治，结果见

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在一年中蚊虫活动最活

跃的月份，处理区山顶招待所和天胜村招待所的

诱蚊密度指数和诱卵密度指数均显著降低（P < 
0.05），而没有常年布放诱蚊陷阱的对照区，其

诱蚊、诱卵指数差异不显著（P > 0.05）。诱蚊、

诱卵指数较低的山顶招待所，经过 1 年的布放防

治，其诱蚊、诱卵指数在 5、6、10 月份更显示

出极显著的效果（P < 0.01）。说明利用陷阱诱捕

法结合其他防治措施，是可以对白纹伊蚊进行有

效控制的，而且在诱蚊、诱卵指数低的地方，效

果更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陷阱诱捕法在野外测定了 8 种

人体代谢化合物对白纹伊蚊的诱蚊活性和诱卵

活性。结果表明：不同供试化合物对白纹伊蚊的

诱蚊活性和诱卵活性存在差异。乙酸、丙酸和辛

酸对白纹伊蚊在野外环境下具有显著的诱蚊诱

卵活性。这与邓天福等（2009）室内试验和余静

等（2013）触角电生理测定的结果相同。在野外

环境中，本研究发现化合物浓度达到 100 µL/L
时诱集效果才最佳，这比报道的室内试验和触角

电生理测定的有效浓度都要高。这可能是因为在

野外环境下，蚊虫离化合物源较远，如果诱集溶

液中散发出的化合物浓度低于其侦测阈值，蚊虫

就难以侦测到，说明在野外条件下要达到室内类

似的引诱效果，需要试验化合物在溶液中具有更

高的浓度。王泽槐等（2010）及刘桂清等（2010）
对桔小实蝇 Bactrocera dorsalis（Hendel）引诱化

合物的研究发现，同种化合物在野外要达到与室

内试验相近的引诱效果，其浓度往往要高十倍或

百倍。 
L-乳酸和氨是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它们对

埃及伊蚊 Aedes aegypti、白纹伊蚊和冈比亚按蚊

Anopheles gambiae 等多种蚊虫具引诱活性（Bernier 
et al.，2000；Braks et al.，2001），忻伟隆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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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报道它们对白纹伊蚊可以引起触角电位变化。

但这 2 种物质在野外环境下是否具引诱活性至

今未见报道。本研究结果表明，L-乳酸和氨水在

各试验浓度下对白纹伊蚊均无明显的引诱活性，

这一结果与邓天福等（2009）报道一致。1-辛烯

-3-醇不仅是蘑菇挥发性香气成分，能引诱西花

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温娟等，2015），
还是牛呼气成分之一，在野外它能引诱多种嗜

动物血的蚊虫（Takken and Kline，1989），尿

素是人体的尿液主要成分之一。本研究结果显

示，这 2 种物质在野外环境下对白纹伊蚊均无

明显的引诱活性，但对致倦库蚊 Culex pipiens 
quinquefasciatus 具有显著的引诱效果（吴华等，

2019）。 
邓天福等（2009）报道乙酸乙酯溶液及 0.01-1 

mg/L 的 1-辛烯-3-醇溶液对白纹伊蚊表现出显著

的产卵引诱作用，但是在野外环境下，本研究将

乙酸乙酯和 1-辛烯-3-醇加到水中，发现其对白

纹伊蚊的诱捕效果并不理想。这可能与乙酸乙

酯、1-辛烯-3-醇不溶于水，导致其很快从水面上

蒸发有关。文献报道乙酸乙酯、1-辛烯-3-醇对白

纹伊蚊有显著效果的恰恰是用了乙醇溶解，然后

再加到水中，乙醇就起到了乳化作用（邓天福等，

2009；忻伟隆等，2015）。因此，建议在乙酸乙

酯、1-辛烯-3-醇里添加乳化剂，使其溶于水，以

达到最佳的引诱效果。 
本研究发现利用陷阱诱捕法防治白纹伊蚊，

在诱蚊、诱卵指数较低的山顶招待所的防治效果

较好。与戴建青等（2010）报道的利用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L.性信息素对小菜蛾种群进行

控制的结果相似，小菜蛾种群密度较低的情况

下，控制效应较高，可达 70%左右。说明在虫口密

度低的地方，利用诱捕法防治害虫效果更为理想。 
林立丰（2006）报道在广州地区连续 2 年布

放诱蚊、诱卵器 4 d 和 7 d 共诱集白纹伊蚊 284
头和 485 头，另外诱集到 2 头致倦库蚊，白纹伊

蚊分别占 99.3%和 99.6%。本研究试验期间无论

在试验场所捕获到的蚊虫还是在防治场所监测

到的蚊虫种类均为白纹伊蚊。实验区域野外蚊种

白纹伊蚊是优势种群。 

徐仁权等（2010）在居民区现场用吡丙醚

（Pyriproxyfen）处理白纹伊蚊孳生地的雨水井

和其他水体（即类似陷阱诱捕法），用叮刺法测

定成蚊密度。发现吡丙醚颗粒剂施用于现场蚊虫

孳生地后，蚊幼虫以及成蚊密度均有明显下降。

本研究通过常年在山顶招待所和天胜村招待所

布放蚊子陷阱，且陷阱里放置诱蚊剂，诱蚊效果

更佳。在一年中蚊虫活动最活跃的月份，均能有

效控制白纹伊蚊，大幅度降低了蚊虫密度。 
因此，利用陷阱诱捕法防治白纹伊蚊是可行

的，值得大力推广。而且陷阱诱捕法在蚊虫密度

低的地方效果更佳，再结合其他的防制措施，在

一定范围内如政府、研究所大院，学校、居民小

区等环境，常年布放诱蚊陷阱，可以达到理想的

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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