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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迷向丝对梨园梨小食心虫的控制作用* 
唐文颖 1**  肖云丽 1***  孙淑建 2  于  凯 3  国  栋 1  于国合 1 

（1.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济南 250100；2. 烟台莱阳市植保站，烟台 265200；3. 烟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烟台 264100） 

摘  要  【目的】 迷向技术是当前防控梨小食心虫（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的主要绿色技术之一，

其防控效果取决于迷向丝产品质量及施用方法。为了探究该技术在防治梨小食心虫的田间控害效果，对几

种广泛使用的主流迷向丝产品进行了田间定量测定。【方法】 选取有代表性的诱尔、宁录生态、神绿植

保和澳福姆 4 种迷向丝产品，于 2020 年 7 月在烟台市莱阳市梨园按 40 根/667 m2 的密度悬挂，选择 2 种

诱捕器监测梨小食心虫种群动态，计算不同迷向丝的迷向率、蛀果/蛀梢率，同时比较 2 种诱捕器的诱捕

效果。【结果】 4 种迷向丝的迷向率均高于 80%，各处理区迷向丝产品的迷向效果（P>0.05）和蛀果/梢

率（P>0.05）差异不显著，蛀梢率均低于 3%，蛀果率均低于 2%。2 种监测诱捕器的诱捕结果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结论】 4 种主流迷向丝防控效果差异不大，均能达到理想的防治效果，因此在梨园

利用迷向法控制梨小食心虫是高效的绿色防控技术。 

关键词  梨小食心虫；迷向丝；防控效果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different sex-pheromone products to 
disrupt the mating of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 in a pear orchard 

TANG Wen-Ying1**  XIAO Yun-Li1***  SUN Shu-Jian2  YU Kai3  GUO Dong1  YU Guo-He1 

(1. Shando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Jinan 250100, China; 2. Plant Protection Station of Laiyang,  

Yantai 265200, China; 3. Yantai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Yantai 264100, China) 

Abstract  [Aim]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sex pheromone products for disrupting the mating of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 in a pear orchard. [Methods]  Four brands of mating disruption products; You’er, Ninglu Shengtai, 

Shenglv Zhibao and Aofumu, were tested in a pear orchard in Laiyang City in July, 2020. Pheromone dispensers were hung in pear 

trees at a density of 40 per 667 m2 and 2 kinds of traps were operat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addition, the ratio of damaged 

fruit and shoots were calculated as an indicator of effectiveness of control.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4 brands of mating disruption products tested; all were more than 80% effective and achieved fruit and shoot damage 

ratios of< 2% and 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4 brands of mating disruption 

products tested. All four products should therefore be effective for disrupting the mating of G. molesta damage in pear orchards. 

Key words  Grapholitha molesta (Busck); mating disruption products; control effect 

自 20 世纪昆虫性信息素被发现以来，以性

信息素为媒介的监测和防治手段在鳞翅目害虫

综合治理（Intergratedpest management，IPM）中

得到广泛应用（Audemard et al.，1992；周洪旭

等，2011；郭晓军等，2017；马涛等，2018），

如诱捕和迷向技术等。利用性信息素防治梨小食

心虫也逐渐在国内外得以实施（孟宪佐等，1983；

孟宪佐和汪宜蕙，1984；Stelinski et al.，2006）。

影响性信息素控制害虫效果的因素很多，如性诱

剂的含量和组分、载体材料、诱捕器的类型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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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设置方法（高度、密度）、气象因子（风力、

风向、降雨、光照等）等（封云涛等，2013）。

随着市场上梨小食心虫迷向丝产品日益增多，导

致迷向丝产品质量差异较大。为了摸清同类产品

的田间实际控害效果，本试验对市场主流产品进

行了定量化评测试验，为田间使用该项技术防控

梨小食心虫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供试果园位于农法自然（烟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梨树种植基地，莱阳市沐浴店镇大姚格庄

村（37.13°N，120.71°E），梨树品种为元真 1

号梨（新高），树龄 6 年，网架栽培，棕壤土，

酸碱度为 6.7，管理一致。 

1.2  试验材料 

1.2.1  梨小食心虫迷向丝  选择市场主流迷向

丝产品 4 种，分别为诱尔、宁录生态、神绿植保

和澳福姆。 

诱尔：265 mg 顺-8-十二碳烯乙酯·反-8-十

二碳烯乙酯·顺-8-十二碳烯醇/根，简称诱尔（北

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录生态：112 mg 顺-8-十二碳烯乙酯·反

-8-十二碳烯乙酯·顺-8-十二碳烯醇/根，简称宁

录生态，江苏宁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绿植保：200 mg 顺-8-十二碳烯乙酯·反-8-

十二碳烯乙酯·顺-8-十二碳烯醇/根，简称神绿

植保，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澳福姆：240 mg 顺-8-十二碳烯乙酯·反-8-

十二碳烯乙酯·顺-8-十二碳烯醇/根，简称澳福

姆，深圳百乐宝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2.2  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诱捕器  分别选择

宁录和纽康 2 种船型诱捕器，分别为江苏宁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后简称宁录、纽康诱捕器）。用于诱集梨

小食心虫以测定梨小迷向丝的防控效果。 

1.3  试验设计 

共设 4 种迷向丝产品和空白对照 5 个处理，

每个处理 3 次重复，共 15 个小区，平行排列。

每个处理 50 m×667 m 共 250 m×667 m。各处理

间留隔离行 500 m。每 667 m2 均匀悬挂 40 根迷

向丝。迷向丝悬挂在果园内的水平支撑网架上，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以不悬挂迷向丝为空白对

照，其他管理及操作同处理区。 

试验于 2020 年 7 月 11 日悬挂迷向丝，7 月

15 日悬挂诱捕器，7 月 22 日开始调查诱捕器内

梨小食心虫的数量。 

在每个处理设置宁录诱捕器和纽康诱捕器

各 2 个（图 2），4 个迷向丝处理区和对照区共

设置 20 个诱捕器，均匀悬挂于距地面 1.5 m 的

高度处。 
 

 
 

图 1  迷向丝悬挂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the suspension of mating  
disruption products 

 

 
 

图 2  处理区迷向丝和监测诱捕器示意图 

Fig. 2  Diagram of the treatment area of mating 
disruption products and monitor traps 

M：迷向丝；J：监测诱捕器；G：果树；AY：宁录诱捕

器；BY：纽康诱捕器。 

M: Mating disruption products; J: Monitor the trap;  
G: Fruit tree; AY: Monitoring traps produced in Ninglu;  

BY: Monitoring traps produced in Niu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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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梨小食心虫发生动态调查  从 7 月 22 日开

始，每7 d调查一次各诱捕器中梨小食心虫的数量，

调查结束后，用镊子把粘板上的虫体清理干净。 

1.3.2  蛀梢、蛀果率调查  从 7 月 22 日开始每

7 d 调查 1 次蛀梢率和蛀果率。每个处理区按照

棋盘式取样法选择 5 棵树，每棵树分为东、西、

南、北 4 个方位，每个方位调查 10 个当年新生

枝条，共调查 200 个枝条，并记录折梢数，以计

算蛀梢率。 

试验基地实行果实套袋（6 月 20 日套袋），

本研究选择在采收时（9 月 20 日）通过记录被

蛀果数，计算蛀果率。每小区按照棋盘式取样法

选择 5 棵树，每棵树分为东、西、南、北 4 个方

位，每个方位调查 10 个果实，共调查 200 个。 

迷向率（%）=（1﹣处理区诱蛾量/对照区诱

蛾量）×100， 

蛀果防效（%）=（1﹣处理区蛀果率/对照区

蛀果率）×100， 

蛀梢防效（%）=（1﹣处理区蛀梢率/对照区

蛀梢率）×100。 

1.4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及方差分

析（AVOVA），采用 Duncan’s 多重比较分析数 

据的差异显著性，并用 GraphPad Prism 8.4.0 软

件做截断式柱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迷向丝产品的诱捕量和迷向率 

2.1.1  宁录诱捕器的诱蛾量和迷向率  从图 3

中宁录诱捕器的诱蛾量可以看出，诱尔处理区的

诱蛾量始终为 0，宁录生态、绿神植保处理区诱

蛾量在 1-2 头，澳福姆处理区 8 月 19 日诱蛾量

最高，达到 4 头，但各处理区差异不显著

（P>0.05），处理区与对照区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由图 4 可知，澳福姆处理区迷向率

低于其它 3 个处理，在 8 月 19 日、8 月 28 日调

查时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诱尔处理区迷

向率除 8 月 13 日、8 月 19 日外均为 100%，迷

向率最低为 80%（澳福姆处理区），随着时间的

推移，除诱尔处理区外，宁录生态、绿神植保、

澳福姆处理区的迷向率都有下降。 

2.1.2  纽康诱捕器对梨小食心虫的诱蛾量和迷

向率  纽康诱捕器诱蛾量见图 5，诱尔处理区的

诱蛾量始终为 0，宁录生态、绿神植保、澳福姆

处理区诱蛾量在 2 头以下，澳福姆处理区 9 月 3

日诱蛾量最高，达到 1.7 头，但各处理区差异不 

 

 
 

图 3  不同迷向丝处理的诱蛾量（宁录诱捕器） 

Fig. 3  Moth trapping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Ninglu’s trap) 

柱上（折线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间诱蛾量差异显著（P0.05，Duncan’s 多重比较法）。下图同。 

Lowercase letters marked above bars or broken line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th attractors between  
treatments (P0.05, Duncan’s multiple comparison method).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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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处理的迷向率（宁录诱捕器） 

Fig. 4  Skew rate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Ninglu’s trap) 

 

 
 

图 5  不同处理的诱蛾量（纽康诱捕器） 

Fig. 5  Moth trapping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Niukang’s trap) 

 

 
 

图 6  不同处理的迷向率（纽康诱捕器） 

Fig. 6  Skew rate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Niukang’s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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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P>0.05），与对照区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由图 6 可知，前 3 次调查 4 个处理

区迷向率均为 100%，且前 6 次调查 4 个处理区

迷向率差异不显著（P>0.05），诱尔和宁录生态

处理区迷向率均在 98%以上，最后 1 次调查诱尔、

宁录生态处理区迷向率显著高于绿神植保、澳福

姆处理区。 

2.1.3  不同诱捕器诱捕效果比较  比较不同诱

捕器在各个处理区的诱蛾总量（图 7），宁录诱

捕器的诱蛾量最高达到 86 头，显著高于纽康诱

捕器（66 头）。 
 

 
 

图 7  不同诱捕器诱蛾量比较 

Fig. 7  Comparison of moth trapping by different traps 

2.2  不同处理区蛀梢、蛀果率比较 

由图 8 和图 9 可以看出，4 个处理区蛀梢、

蛀果率均显著低于对照区，但各产品间差异不显

著（P＞0.05）。其中诱尔处理区的蛀梢率和蛀

果率最低，分别为 0.84%和 0.67%。 

3  结论与讨论 

目前，对梨小食心虫性信息素的应用集中在

预测预报、诱杀和迷向干扰三个方面，以迷向干

扰应用的最为普遍（冉红凡等，2019）。迷向技

术能有效干扰梨小食心虫雄成虫对雌成虫位置

的识别，干扰其正常交尾，抑制梨小食心虫种群，

迅速降低虫口密度，防治梨小食心虫效果明显

（王荣辕，2020）。梨小食心虫迷向丝因具有高

效、无毒、不杀伤益虫、使用简便且省工省力等

优点，在生产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赵连吉等，

2003）。 

 
 

图 8  不同处理的蛀梢率及防治效果 

Fig. 8  Rate of top-breakage and control effect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图 9  不同处理蛀果率及防治效果（9 月 20 日） 

Fig. 9  Rate of fruit-boring and control effect in 
different treatments (20 September) 

A：诱尔；B：宁录生态；C：神绿植保；D：澳福姆； 

CK 代表空白对照。 

A: You'er; B: Ninglu Shengtai; C: Shenglv Zhibao; D: 
Aofumu; CK: Blank control. 

 
本研究结果表明，4 种迷向丝产品迷向效果

均高于 80%，蛀梢率在 2%左右，蛀果率在 1%

左右，能有效控制梨小食心虫为害。研究表明梨

小食心虫在山东省 1 年发生 4-5 代（翟浩等，

2019），第 1 代和第 2 代幼虫主要危害桃、李、

杏的新梢，第 3 代幼虫危害早熟梨品种。梨园一

般从 7 月中、下旬以后才危害梨果一直到采收期

（李玉奎等，2018；杜华等，2020）。所以本次

试验悬挂迷向丝时间为 7 月份，未影响控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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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时可避免前期成本的浪费，但是否在生产

中大面积推广应用则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2 种

监测诱捕器在诱蛾效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宁录

的诱捕效果更加明显。市场上迷向产品种类繁

多，迷向效果存在差异，本文所选的 4 种品牌的

迷向丝样品标注成分一样，但使用效果和持效性

存在差异，可能与有效成分含量、载体材料、生

产工艺、当地环境、使用技术等有关。性信息素

迷向技术对果园食心虫具有明显防控作用，是替

代化学农药的一项可靠技术，生产企业应严把质

量关；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净化市场；广

大果农要严格甄选，在大面积推广应用中选择质

量安全、迷向效果好的产品，更好地为绿色防控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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