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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颜色粘虫板及性诱捕器对枣园绿盲蝽的诱集效果

王 辉，方彤晖，薛宏贵，王新谱*

（宁夏大学农学院，银川 750021）

摘 要：【目的】观察不同颜色粘虫板与性诱捕器对枣园绿盲蝽的诱集效果。【方法】于 2017年 6月下旬至 10月上旬使

用 4种不同颜色粘虫板对枣园内不同样地不同方位的绿盲蝽进行诱集，并使用性信息素诱捕器调查绿盲蝽的时间动

态变化。【结果】绿色和黄色粘虫板诱集效果最好，蓝色次之，黑色最差；全年中 6月下旬、10月上旬诱虫量最多，7月下

旬与 8月诱虫量最少；枣树样地中间位置的绿盲蝽种群数量多于边缘。【结论】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粘虫板颜色（p <

0.000 1）、悬挂方位（p < 0.000 1）、悬挂样地（p = 0.004 3）对绿盲蝽诱虫效果有极显著影响，且粘虫板的颜色与悬挂方

位间具有极显著交互作用（p < 0.000 1），悬挂样地、方位与粘虫板颜色间无显著交互作用（p = 0.071 2）。研究结果表

明了粘虫板对枣园绿盲蝽有明显的防治效果，为实际生产中枣园绿盲蝽的综合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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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p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color sticky cards and sex pheromone traps

on Apolygus lucorum in jujube orch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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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Apolygus lucorum Meyer-Dür (Hemiptera: Miridae ) is the main pest of cotton in

the past, but it has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other crops in recent years.‘Lingwu Jujube’is an excellent

fresh- eating jujub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Ningxia. With the annual increase of cultivation area

and the change of modern management mode, the damage area caused by A. lucorum is gradually ex-

panding, and the damage degree is increasing rapidly. At present, chemical control is the main measure

to control A. lucorum in jujube orchard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its population by chemical control

alone because of its strong diffusivity, serious overlap of generations and quick action.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adopt other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s an effective physical

means of pest control and population monitoring, sticky card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simplicity, friend-

ly environment and high efficiency. At present,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greenhouses to control

aphids, whiteflies, thrips and other pests. Insect sex pheromone trap is us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ynthetic sex pheromone to attract the opposite sex insect.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pecificity,

high sensitivity and no harm to natural enemies. Recently, most of the studies on the trapping of A. luco-

rum by sticky cards mainly focus on cotton, grape, corn, sunflower and other economic crops. And stud-

ies on jujube orchards have not been reported.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damage caused by A. lucorum in Ningxia, to evaluate the trapping effect

of four-color sticky cards on orientation and field blocks of A. lucorum in jujube orchards, and to pro-

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of A. lucorum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Methods】

Four types of sticky cards with different colors (green, yellow, blue, black) were compared i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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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盲蝽 Apolygus lucorum Meyer-Dür，属半翅目

Hemiptera、盲蝽科Miridae，该害虫是棉田的重要害

虫，刺吸危害棉花的叶片、现蕾、花和棉铃[1]，除了危

害棉花外，近年来多有绿盲蝽危害枣树、桃树、葡萄

等果树的报道 [2-4] 。枣树幼叶被绿盲蝽危害后会出

现许多针刺状红褐色小点，后形成不规则的孔洞或

焦枯，幼果被害后果面出现黑色坏死斑，果肉组织坏

死[5]，严重影响枣农经济效益。

灵武长枣为宁夏地方特色的优良鲜食枣品，其

栽培历史悠久，果实个大、果肉酥嫩多汁，有“活维生

素丸”的美誉。随着灵武枣树种植面积的逐年增加

和现代化管理模式的改变，绿盲蝽在种植区的危害

面积逐年扩大，危害程度逐年加重。目前，针对枣园

绿盲蝽的防治措施主要还是化学防治，但由于绿盲

蝽扩散性强，世代重叠严重，且行动敏捷，因此单一

的化学防治难以控制其种群数量，且易造成“3R问

题”，所以探索其他绿色防控技术措施显得尤为重

要。

性引诱剂诱捕器是利用人工合成某一性别性诱

剂来吸引异性的原理，具有专一性强、灵敏度高，且

不伤天敌等特点，已大量推广于害虫监测和诱捕技

术中[6]。粘虫板诱集诱杀作为一种简单、环保、高效

的物理防控方法已成为对害虫种群数量预测预报的

有效手段[7-8]，目前已经大量应用于温室防治蚜虫、粉

虱、潜叶蝇、蓟马等害虫，其原理是利用不同种类的

昆虫对不同颜色有不同的敏感波谱范围，即对昆虫

颜色适应或对颜色的趋性 [9]，引诱害虫并将其粘着

在粘板上或将其杀死。目前，针对粘虫板对绿盲蝽

direction (east, south, west, north and central) and different field (block A and B) of jujube orchards dur-

ing late June to early October in 2017. There were three replications for each color treatment, and a total

of 120 sticky cards were hung in two sample plots. The sticky cards were arranged randomly on the

branches of jujube trees with sparse leaves. The sticky cards were hung 2-2.5 m above ground and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cards was 6 m apart, and the trapped insects were checked once in every 3 days

and the sticky cards were replaced once in 10 days. The sex pheromone trap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A. lucorum. Seventy-five sex pheromone traps were evenly suspended on

a chessboard in 1 hm2 jujube field. Sex traps were suspended on the branches of jujube trees with sparse

leaves. The height of the traps was 2-2.5 m. The traps were investigated every 3 days and the collecting

insect barrels were replaced every 10 days.【Results】The trapped insect numbers on green and yellow

sticky cards in plot A (F=19.62, p = 0.0005) and plot B (F=19.62, p = 0.000 5) were higher than that on

blue and black card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een and yellow cards. The

yellow (F=4.97, p = 0.018 2) and green (F=9.19, p = 0.002 2) cards attracted more insects than blue and

black ones in any direction. The variation trend of the number of trapped insects by sticky cards and sex

pheromone trap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The most numbers of A. lucorum were trapped in the late June

and early October, and only a few were trapped in late July and August. The number of insects trapped

in the central area was more than that at the edge of the field.【Conclusion】Multi-way ANOVA analysis

showed that trapped numbers of A. lucorum we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different color (p <

0.000 1), direction (p < 0.000 1) and field (p = 0.004 3),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r and direction of sticky card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field and color and

direction. The sticky cards and sex pheromone traps were simple, environment- friendly and efficient

tools for controlling A. lucorum, which were worthy to apply widely.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poi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trol of A. lucorum in jujube orchards. Early summer and early au-

tumn in Ningxia region are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A. lucorum to damage jujube orchards. Green and yel-

low are the best color boards for controlling A. lucorum. When sticky cards are used, it is necessary to

arrange the appropriate color, reasonable density, and suitable time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field vegeta-

tion, microclimate and surrounding non-crop habitat.

Key words: Jujube orchard; Sticky card; Apolygus lucorum; Trapp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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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集诱杀的研究集中在棉花[10-11]、葡萄[12-13]、玉米、向

日葵[14]等经济作物中，枣园上的研究未见报道。此

外，单因素处理对绿盲蝽诱集效果已有报道，如粘虫

板使用不同颜色、不同方位、不同高度、不同时期

等[11,13,15]，但综合全面的有关粘虫板诱杀效果的研究

较少，因此本研究系统性地集合了粘虫板诱集的多

个影响因素来探讨其在枣园上的诱集效果。

本研究通过不同颜色粘虫板及性诱捕器对枣园

绿盲蝽诱集效果的调查，探讨了绿盲蝽为害枣园的

时间变化规律，分析了不同颜色、不同方位、不同样

地粘虫板及其交互作用对绿盲蝽的诱虫效果，筛选

出了粘虫板防治枣园绿盲蝽时的颜色、方位、样地的

最佳设置组合，为实际生产中枣园绿盲蝽的综合防

治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样地

试验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南约 27 km

处的狼皮子梁林场（37°54′-37°55′ N，106°23′-106°

25′ E），为灵武市沿山长枣产业带中关键的种植

区，枣园总面积约为 35 hm2，树高 2~2.5 m，树龄 8

a，种植模式为“3×2”式种植，南北走向，管理细

致。粘虫板试验地选取其中两块有代表性的试验

样地，分别为试验地 A 和试验地 B，各约 0.7 hm2，

两块试验地相距 500 m，种植及管理情况一致，区

别在于试验地 B 于每月下旬进行 1 次人工割草。

图 1 示意为其中一块样地，试验地中部有宽约 2 m

的引灌水渠，北部有宽约 8 m 的灌丛乔木林，西部

有宽约 3 m 的杂草带，另外四周有不同宽度的小

路，枣园样地内部主要杂草为虎尾草 Chloris virga-

ta，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猪毛菜 Salsolacollina 等，

周边有少量新疆杨 Populus alba L.var. pyramidalis

及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试验期间不使用任何化

学农药。

图中不同颜色“⚪”代表各颜色粘虫板（黄蓝绿黑），“＋”代表枣树样地区域。

Different color sticky cards represented by“⚪”，jujube area are represented by“＋”.

图 1 样地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tra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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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试材料

供试枣树品种为‘灵武长枣’。

彩色粘虫板分别为黄、蓝、绿、黑 4种颜色，规格

为 25 cm×30 cm，正反面带有淡黄色或淡白色的粘

稠胶体，单面胶厚度为 0.03~0.05 mm，无异味，无异

物，购自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性信息素诱捕器为配合引诱剂诱芯使用的桶型

诱捕器，由顶盖、悬挂诱芯吊柄、支撑柱、漏斗桶、集

虫桶组成，集虫桶内放置肥皂水或清水，直径约 20

cm，高 40 cm。昆虫信息素诱芯为一种新型绿色生

物防控产品，通过持久缓慢释放模拟雌性昆虫求偶

的信息素吸引雄性昆虫的产品，所有产品均购买自

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试验方法

粘虫板试验：于 2017年 6月下旬至 10月上旬在

选取的 2块试验地按东、南、西、北、中 5个不同方位

设置悬挂“黄、蓝、绿、黑”4种不同颜色的粘虫板，布

局如图 1所示，每个方位每种颜色粘虫板 3个重复，

共计 60张粘虫板，2块样地共计 120张粘虫板。粘

虫板悬挂时依次随机排列于叶片稀疏的枣树枝条

上，挂板高度为 2~2.5 m，南北部挂板方向面向南北，

东西部挂板方向面向东西，每 2块粘虫板间隔 6 m，

每 3 d调查一次并记录粘虫板上的绿盲蝽成虫和若

虫数量，并及时刮除粘虫板上的虫体，每 10 d更换 1

次粘虫板。

性诱捕器试验：将 75个性诱剂诱捕器棋盘式均

匀悬挂在长 400 m，宽 25 m，共计 1 hm2 的枣树地

中。悬挂时选择叶片稀疏的枣树枝条上，悬挂高度

为 2~2.5 m，每 3 d调查 1次集虫桶中的绿盲蝽成虫

和若虫数量，并及时清理桶中虫体，每 10 d更换 1次

集虫桶中的肥皂水，每2月更换1次诱捕器诱芯。

1.4 数据处理

应用Excel 2007和SAS 8.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利用 LSD 最小显著极差法进行不同处理间的显著

性检验，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不同因素间的交互作

用对粘虫板诱虫效果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颜色粘虫板的诱集效果

通过对 2块不同试验地的调查发现，4种颜色粘

虫板对绿盲蝽的诱集效果不同，在试验地 A 中，绿

色、黄色和蓝色粘虫板诱集虫量较多，分别达 468

头、455头和 327头，且相互之间差异不显著，但与黑

色粘虫板相比差异显著；在试验地B中，绿色和黄色

粘虫板诱虫效果较好，且相互之间差异不显著，分别

达 420头和 452头，但与蓝色和黑色粘虫板相比差异

显著，黑色粘虫板诱虫量在两块样地中均最少（表

1）。

表 1 不同颜色粘虫板对绿盲蝽的诱集效果

Table 1 Trapping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color sticky cards on Apolygus lucorum

试验地 Sample plot

试验地A Sample plot A

试验地B Sample plot B

全年虫量The number of insect in a year

黄 Yellow

455.00±51.51 a

452.00±91.43 a

蓝 Blue

327.00±44.44 a

262.67±21.03 b

绿 Green

468.67±134.44 a

420.33±61.37 a

黑 Black

50.67±17.21 b

40.33±13.05 c

注：试验地 A：F=19.62，p = 0.000 5；试验地 B：F=33.37，p < 0.000 1。

Note：Sample plot A：F=19.62，p = 0.000 5；Sample plot B：F=33.37，p < 0.000 1.

从不同颜色粘虫板对绿盲蝽诱集效果的时间变

化图（图 2）分析可得，试验地A绿色粘虫板在 6月下

旬、8月上旬、9月下旬、10月上旬诱虫效果最好，试

验地B绿色粘虫板在 7月下旬、8月上旬、10月上旬

诱集虫量最大，除此之外两块样地其余时间内皆是

黄色粘虫板诱虫效果最好。

综上，绿色和黄色粘虫板对绿盲蝽的诱集效果

最好，蓝色次之，黑色最差，因此枣园绿盲蝽更倾向

于绿色和黄色。

2.2 不同月份各粘虫板及诱捕器的诱集效果

不同月份各粘虫板对枣园绿盲蝽的诱集效果不

同，但 4 种颜色粘虫板诱集趋势变化基本一致（图

2），其中，两块样地均为 6月下旬、10月上旬诱虫量

最多，7月上旬、9月诱虫量较多，7月下旬与 8月诱

虫量最少，即时间变化图均表现为“两端多，中间少”

的变化趋势。这与绿盲蝽在枣树地的发生规律及枣

树生长期有关。5、6月份为成虫出现高峰期，主要

危害幼芽、嫩叶、枣花；7、8月份枣树幼果进入速长

期，且正直盛夏、食物丰富，因此绿盲蝽若虫转移至

杂草为害，成虫扩散至其他作物为害，分布分散；9

月至 10月中旬成虫回迁至枣园并产卵于枣树，因此

危害加重。另外，两块样地比较而言，试验地B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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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地 A个别月份诱虫量变化较为显著，如 7、8下旬

诱虫量极少，9月下旬诱虫量也较少，究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试验地B分别于 7、8、9月下旬人工除草的原

因。

通过对 1 hm2（15 个重复），75 个诱捕器的虫量

统计表明，不同月份性诱剂诱捕器对枣园绿盲蝽的

诱集效果不同（图 3），每 666.7 m2虫量在 26只（9月

上）至 98只（6月下）之间，其变化趋势与粘虫板诱虫

量表征基本相同，也表现出“两端多，中间少”的变化

趋势，其中，6月下旬、10月上旬诱虫量显著高于其

他时间段，7月下、8月上、9月上诱虫量显著低于其

他时间（F=89.42，p < 0.000 1），另外，8月下显著高

于两侧时间段的原因可能与诱芯（性信息素）的替换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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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颜色粘虫板对枣园绿盲蝽诱集效果的时间变化

Fig. 2 The time variation trend for trapping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color sticky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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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The time variation trend for trapping effects of the pheromone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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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方位各粘虫板的诱集效果

枣园不同方位设置的不同颜色粘虫板诱集效果

不同（图 4），绿色和黄色粘虫板在不同方位诱虫量

差异显著，黑色在不同方位诱虫量差异不显著。其

中，绿色粘虫板在枣园中部诱虫量显著多于其他方

位（F=4.97，p = 0.018 2），且其他方位间无显著差异；

黄色粘虫板在中部诱虫量显著多于其他方位（F=

9.19, p = 0.002 2），在北部显著少于其他方位，在东、

南、西部居中且相互间差异不显著；蓝色粘虫板在南

部诱虫量显著多于北部，与其他方位无显著差异。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在枣园生境中，绿色和黄

色粘虫板诱集绿盲蝽效果最好，且悬挂于枣园中间

位置的绿色和黄色粘虫板诱虫数量均显著多于其

他位置，由此推断样地中部的绿盲蝽种群数量较

大，这可能与样地所处的环境有关，样地北边有少

量灌丛与乔木，西边为约 6 m 宽的水泥路，南边和

东边为约 4 m宽的小路，中间部分为每月引水灌溉

1次的水渠，因此只有中间部位有良好且无人干扰

的生存环境。

2.4 粘虫板样地、颜色、方位间的交互效应对绿盲

蝽诱集效果的影响

对粘虫板颜色、分布方位和分布样地 3种因素

造成诱虫效果的影响因子进行 3因素不同水平的方

差分析（表 2）。结果表明，不同颜色、不同方位和不

同样地对绿盲蝽诱集效果主效应均极显著（F=

28.52，p < 0.000 1），在二维互作中，方位×颜色互作

主效应极显著，说明当粘虫板颜色和方位都使用恰

当时，对绿盲蝽的诱集效果最好，而样地×方位、样

地×颜色互作主效应不显著，在三维互作中，方位×

样地×颜色互作主效应不显著，因此不能认为不同

样地与粘虫板颜色、分布方位的交互作用对绿盲蝽

的诱集效果有影响。

3 讨 论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和黄色粘虫板的诱集效

果最好，绿盲蝽倾向于绿色粘虫板可能与枣园及枣

园植被环境有关，枣树叶片、果实及枣园草本植物均

为绿色 [13]，倾向于黄色粘虫板可能是由于绿盲蝽成

虫活动时间集中在傍晚，而傍晚时分对于黄色趋性

更为敏感。此外，本研究结果与刘平等 [16]、王丽丽

等[13]、宋海燕等[11]一致，与梁启富等[17]不一致，这与寄

主或栖息地环境有关，有研究表明美国牧草盲蝽

Lygus pratensis在桃园中对粉红色趋性显著强于其

他颜色[18]，而在紫花苜蓿田中更多趋向于绿色、蓝色

和黄色[19]；西花蓟马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对甘蓝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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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粘虫板颜色、方位与样地的交互效应分析

Table 2 The factorial analysis of sticky cards color，

direction and field

来源Source

方位Direction

样地Sample plot

颜色Color

方位×样地Direction×Sample plot

方位×颜色Direction×Color

样地×颜色Sample plot×Color

方位×样地×颜色

Direction×Sample plot×Color

df

4

1

3

4

12

3

12

F

17.92

8.65

317.14

1.65

3.90

2.03

1.75

P

<0.000 1

0.004 3

<0.000 1

0.170 1

0.000 1

0.116 8

0.071 2

黄 Yellow

绿 Green

蓝 Blue

黑 Black

图中相同颜色条柱上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p < 0.05 水平差异显著。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t the top of the same color bar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 < 0.05 level.

图 4 不同方位各颜色粘虫板对枣园绿盲蝽的诱集效果

Fig. 4 Trapping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direction on Apolygus lucorum

不同方位 Different sites

东East 南South 西West 北North 中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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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莴苣叶片颜色的选择趋性显著大于茄子和大

蒜[20]。

不同颜色、不同方位、不同样地对绿盲蝽诱集效

果均极显著，颜色对诱集效果的影响主要与绿盲蝽

对不同颜色趋性有关；样地对诱集效果的影响与样

地内地表植物生物量、植被类型及绿盲蝽的扩散有

关，如本次研究中试验地B较试验地A有更少的植

物生物量；方位对诱集效果的影响与不同方位间栖

息地的生境有关，如本研究中枣园中部诱虫量显著

多于其他方位，这与梁启富等[17]、Blackmer等[19]的研

究结果不同，但结论相同，可能由于本研究中部存在

引灌水渠且中部杂草人为干扰程度较轻，为绿盲蝽

提供了较好的栖息环境。

绿盲蝽性信息素作为绿盲蝽靶标引诱剂，特异

性强，专一性高，因此可以准确的监测和评估虫害的

发生规律 [6]，本研究中应用性诱捕器的调查结果与

粘虫板的调查结果相互吻合，继而可以佐证粘虫板

对枣园绿盲蝽诱集效果的变化趋势。两块样地不同

颜色粘虫板与诱捕器的诱集结果均表明 6月下旬、

10月上旬诱虫量最多，其他时间较少，这也与王丽

丽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绿盲蝽对枣树的危害程度

与其在枣树地的发生规律有关[13,21]，即枣树受害的敏

感生育期与绿盲蝽的危害爆发期相吻合，绿盲蝽第

1、2 代危害正值枣树幼芽、嫩叶、花蕾的发育关键

期，第 5代危害与枣果的成熟期相吻合，因此危害严

重，第 3、4代正值枣果速长期，且食源丰富，因此危

害较轻。此外，越冬卵的虫源基数与适宜绿盲蝽为

害的环境条件如温度、降雨等也是影响绿盲蝽为害

的重要因素[22]。另外，样地A的调查结果表明，6月

下旬、8月上旬、9月下旬、10月上旬的绿色粘虫板诱

集效果较好，其他时间为黄色与蓝色诱集效果好，是

否可认为每年不同为害时期，即绿盲蝽不同世代对

不同颜色诱虫板的趋性不同，还需要通过多年份、多

样地的诱集数据来评价粘虫板对绿盲蝽的诱集效

果。

通过对粘虫板颜色、方位与样地的析因分析可

知，方位与颜色互作效应极显著，可认为粘虫板不同

方位与颜色间或不同颜色与方位间的交互作用对绿

盲蝽诱集效果有显著影响。不同方位各颜色粘虫板

的诱集表明，绿色与黑色粘虫板南北部诱虫量差异

不显著，黄色与蓝色粘虫板南北部诱虫量差异显著，

北部显著少于南部，可能原因是北部的灌丛乔木混

交林作为农业景观田间尺度上的非作物生境建

设 [23]，对绿盲蝽取食和繁衍的生存条件起到了较好

的抑制作用，因此在实际生产中本林场可在南部较

多的使用黄色和蓝色粘虫板，在北部较多的使用绿

色粘虫板。此外，样地与方位、颜色间无显著互作效

应，因此在实际操作悬挂粘虫板时可暂不考虑样地

对诱虫量的影响。

此外，粘虫板的布置密度对于绿盲蝽的诱集效

果影响显著 [24]，如何设置最佳密度的粘虫板诱集到

最可能多的虫量，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探究，从而明

确粘虫板悬挂密度、经济成本、诱集虫量之间的关

系。最后，研究还发现性信息素诱捕器对于天敌的

保护作用明显高于粘虫板，粘虫板诱集过程中诱集

到了大量天敌昆虫，如寄生蜂，食蚜蝇、草蛉等，这些

天敌昆虫在枣园中具体生态位尚不明确，如何在诱

集过程中保护天敌有待深入研究。

4 结 论

粘虫板、性诱捕器为近年来绿色、环保、高效的

物理防控方法，值得大面积推广使用。在实际生产

中针对枣园绿盲蝽的防治应注意以下几点：宁夏地

区初夏与初秋为绿盲蝽危害枣园的关键时期；绿色、

黄色粘虫板为防控绿盲蝽的最佳色板；利用粘虫板

防控时需根据田间植被类型，小气候及周边非作物

生境建设，布置恰当颜色、合理密度、适当时长的粘

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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