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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防控技术对重庆地区园林白蚁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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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园林白蚁防治效果,保障园林植物健康,分别采用喷粉、灌根、诱杀防治重

庆地区园林白蚁,并探讨不同防控技术的防效。结果表明:喷粉法可彻底灭治树干白蚁,

防效达96.67%以上,但对树皮危害白蚁防效较差;灌根法初期可有效趋避白蚁,后期白蚁

逐渐复发,其中毒死蜱、吡虫啉、联苯菊酯和氟虫腈防效均可达83.33%以上;诱杀法结果

显示,艾氏白蚁饵剂对园林白蚁诱集效果最优,药后142d被取食率可达86.67%,对白蚁

的防治效果可达93.33%。综上所述,喷粉法可有效防治树干白蚁;灌根可短期预防白蚁上

树危害;艾氏白蚁饵剂引诱效果较好,可防治地下隐蔽性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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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gardentermitecontrolandensurethehealthof
gardenplants,thisarticleconductedresearchonthecontroleffeltsofdifferentgardentermites
inChongqingusingthemethodssuchaspowderspraying,rootirrigation,andtrappingandkill-
ing.Theresultsshowedthatthepowdersprayingmethodcancompletelyeliminatetreetrunk
termites,withacontroleffectofover96.67%,butthecontroleffectonbarkdamagetermitesis
poor.Therootirrigationmethodcaneffectivelyrepelthetermitesintheearlyinfestation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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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mitesgraduallyrelapseinthelaterstage.Amongthechemicalsusedinrootirrigation,
thecontroleffectsofchlorpyrifos,imidacloprid,bifenthrinandfipronilcanallreachtoover
83.33%.TheresultsofthetrappingandkillingmethodshowedthattheEisenhowertermitebait
hadthebesttrappingeffectongardentermites142daysaftertreatment,withafeedingrateof
upto86.67%andacontroleffectofupto93.33%.Insummary,thepowdersprayingmethod
caneffectivelycontrolthetreetrunktermites.Rootirrigationcanpreventtermitestoinfestthe
treeintheshortterm.TheattractiveeffectofAishitermitebaitisgood,anditcanpreventand
controltheundergroundhiddentermites.
Keywords:powderspraying;rootirrigation;luringandkilling;gardentermites

  白蚁是世界性害虫之一,可危害园林树木、房屋建筑、水库堤坝等,全世界已知3000多种

白蚁,在全球范围每年可造成320多亿美元经济损失[1]。在城市中白蚁能取食危害300多种园

林植物[2],重庆地区以桉树、樟树、黄葛树、银杏等受害最为严重,主要危害品种为黑翅土白蚁

(OdontotermesformosanusShiraki)、台湾乳白蚁(CoptotermesformosanusShiraki)和黑胸散白

蚁(ReticulitermeschinensisSnyder)[3]。白蚁可在树干修筑泥路啃食树皮,破坏韧皮部,或在

主干基部筑巢,并蛀空树干,导致植物存在断折倒伏的隐患,威胁行人及车辆安全[4]。因此,

城市白蚁防控是园林植物管护的重要环节。现阶段白蚁防控仍以化学防控为主,药剂包括有机

磷、新烟碱、拟除虫菊酯等[5]。园林白蚁防控技术主要有喷粉灭治、灌根预防、饵剂诱杀

等[6-7]。喷粉是防治白蚁的常规方法,常用防治药剂有灭蚁灵、吡虫啉、阿维菌素、氟虫腈等,

其中,氟虫腈具有高效、低毒、安全的特点[8],是目前白蚁喷粉防控最主要的药剂之一[2]。灌

根是园林上常用的白蚁预防方法,其效果常与药剂持效期有关,实际应用防效报道较少[2]。饵

剂灭杀一直是地下白蚁防治的重点,其对白蚁的引诱效果主要受饵料的影响,常用的饵料包括

白蚁喜食的木材、纤维素和蔗糖、信息素等辅助剂[9]。目前市售的白蚁饵剂主要为诱杀箱和诱

杀包,饵料多为白蚁喜食木材,少部分为纤维素。不同饵剂对白蚁的诱集效果差别较大,研究

不同饵剂对园林白蚁的诱集及防治效果,对指导白蚁防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评估不同

喷粉、灌根、诱杀法对园林白蚁的防治效果,明确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及注意事项,可为园林白

蚁防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涉及材料主要包括:0.5%氟虫腈粉剂(江苏功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联苯菊酯水

乳剂(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5g/L氟虫腈乳油(拜耳(中国)有限公司)、5%氟

铃脲乳油(河北伊诺生化有限公司)、200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富美实(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东莞市瑞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0%毒死蜱乳油(浙江新农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白蚁诱杀包(广州包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白蚁诱杀箱①(深圳市卫华有害

生物防治有限公司)、白蚁诱杀箱②(东莞市铭捕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自制白蚁诱杀箱(木

材为松木并添加自制饵料)、艾氏白蚁饵剂(美国恩斯特克斯(EXTERRA)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喷粉防治法

调查重庆市北碚区、璧山区及铜梁区园林白蚁发生情况,按植物受害情况进行分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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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不同取食部位将白蚁危害分为树皮危害(树皮表面可见由下至上生成的泥道)和树干危害

(白蚁在树干内部取食)。树皮危害根据白蚁上树高度分为低于1m、1~2m及2m以上。共

设置4个处理,每处理重复3次,每次10株植物。将0.5%氟虫腈粉剂装入白蚁喷粉器内,按

照白蚁喷粉防治方法,对树皮危害白蚁轻微破坏泥道后喷粉,粉末均匀分散,间隔约20cm重

复上述操作。对于树干白蚁,在破坏泥被后进行充分喷施,使可见白蚁均接触药剂。整个试验

期间仅施药一次,后期间隔约1月调查白蚁复发情况,共调查4次,下文同。

1.2.2 灌根防治法

在重庆市北碚区选用10%联苯菊酯水乳剂120倍液、25g/L氟虫腈乳油250倍液、5%氟

铃脲乳油300倍液、200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250倍液、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00倍液、

40%毒死蜱乳油800倍液作为试验药剂,对树皮有白蚁活虫(人为清除泥道)或有明显危害痕迹

但暂无活虫的香樟行道树进行灌根处理,每株用药量为4L,设清水处理为空白对照。每个处

理设置3个重复,每个重复为10株树。

1.2.3 诱杀防治法

对植物明显受白蚁危害的广场及公园,选择白蚁诱杀包、白蚁诱杀箱①、白蚁诱杀箱②、

自制白蚁诱杀箱、艾氏白蚁饵剂进行诱杀防控。选择有白蚁危害的香樟,破坏部分泥道,在树

基部约5cm处挖浅坑放置白蚁诱杀包并覆土,每棵树不同方位放置3个位置,每个位置2包,

5株树为1个处理,重复3次。选择新的白蚁发生区,在距离植物1~2m处放置诱杀箱及饵

剂,分别随机放于每株树的4个不同方位,装置间隔4~6m,5株树为1个处理,重复3次。后

期进行检查,发现饵料取食完、发霉、腐烂进行补充和更换。

1.3 防控效果调查

采用喷粉法及灌根法防治白蚁时,其对园林植物的防治效果以防治前后被害株变化百分率

(%)计算[10]。诱杀法对白蚁的防治效果需先计算饵剂被食率,再计算防治效果[11]。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防效(%)=
药前被害株树-药后被害株数

药前被害株数 ×100% (1)

被食率(%)=
被取食饵剂数
投放饵剂数 ×100% (2)

防治效果(%)=
防治前白蚁危害率-防治后白蚁危害率

防治前白蚁危害率 ×100% (3)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SPSS18.0软件统计分析调查数据,以Duncan新复极

差法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喷粉防治法对不同危害部位园林白蚁的防控效果

0.5%氟虫腈粉剂对不同危害部位白蚁的防治结果如表1所示,初期因防治破坏了泥被及

泥道,白蚁受惊扰后逃离,短期未见继续上树危害,因此22~54d时白蚁发生情况较少,22d
时仅危害低于1m树皮,发现1处白蚁;54d时,树干白蚁防治后未见复发,而其余3个处理

白蚁复发2~3处,防效比较无明显差异。药后84d,树皮危害白蚁的防控复发情况逐渐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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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效最低为73.33%,树干白蚁未见复发,显著优于树皮危害防控处理。药后112d,树干白蚁

防控后1株复发,树皮白蚁防控后复发最高达13株,防效降低至56.67%。说明树干白蚁喷粉

防控效果明显优于树皮白蚁喷粉防效,这主要与树干白蚁活虫量大且群体较集中有关,喷粉时

白蚁活虫接触药剂较多,在巢群内传播速度快,可大量消灭白蚁,甚至直接摧毁白蚁巢群。

表1 喷粉防治法对不同危害部位园林白蚁的防控效果

危害部位 植株数/株

药后22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54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84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112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低于1m树皮 30 1 96.67a 3 90.00a 7 76.67a 13 56.67a

1~2m树皮 30 0 100.00a 3 90.00a 8 73.33a 11 63.33a

2m以上树皮 30 0 100.00a 2 93.33a 6 80.00a 10 66.67a

树干 30 0 100.00a 0 100.00a 0 100.00b 1 96.67b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不同药剂灌根防治园林白蚁的防控效果

采用不同药剂对白蚁进行灌根防治的防控效果如表2所示。灌根处理初期,与空白对照相

比,药后30d,各处理防效均未见白蚁复发,防效达100.00%,而空白对照处理7株植物有白

蚁复发;药后62d,25g/L氟虫腈乳油250倍液和200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250倍液处理

均有1株复发。灌根处理后期,药后100d时,各处理均可见白蚁复发危害,其中40%毒死蜱乳

油800倍液和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00倍液复发白蚁最少,均为2株,明显优于5%氟铃脲

乳油300倍液处理防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药后142d,40%毒死蜱乳油800倍液处理防效

最优,为90.00%,明显优于5%氟铃脲乳油300倍液和空白对照处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处理前会破坏白蚁泥道,空白对照142d时有10株复发白蚁,说明破坏白蚁泥道对减少白蚁

上树危害有一定作用。

表2 不同药剂灌根防治园林白蚁的防控效果

处理方法 植株数/株

药后30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62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100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142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1 30 0 100.00a 0 100.00a 3 90.00ab 5 83.33abc

2 30 0 100.00a 1 96.67a 3 90.00ab 5 83.33abc

3 30 0 100.00a 0 100.00a 7 76.67bc 9 70.00bc

4 30 0 100.00a 1 96.67a 5 83.33abc 7 76.67abc

5 30 0 100.00a 0 100.00a 2 93.33a 4 86.67ab

6 30 0 100.00a 0 100.00a 2 93.33a 3 90.00a

空白对照 30 7 76.67b 8 73.33b 8 73.33c 10 66.67c

  注:处理方法编号1~6分别为10%联苯菊酯水乳剂120倍液灌根、25g/L氟虫腈乳油250倍液灌根、5%氟铃脲乳油300倍

液灌根、200g/L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250倍液灌根、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100倍液灌根、40%毒死蜱乳油800倍液灌根;小写

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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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诱杀材料防治园林白蚁的防控效果

不同诱杀材料防治园林白蚁的取食率如表3所示。药后30d时,艾氏白蚁饵剂9个被取

食,被取食率达60.00%,市售白蚁诱杀箱②1个被取食,其余均未被取食;药后62d、药后

100d和药后142d,除白蚁诱杀包未见取食外,各诱杀箱均有被取食,艾氏白蚁饵剂取食率达

80.00%以上,明显优于其他处理,说明艾氏白蚁饵剂对白蚁的引诱效果最优。白蚁诱杀包则未

见白蚁取食,可能与诱杀包饵料较少有关。艾氏白蚁饵剂防治园林白蚁的防效如表4所示,诱

杀防控后随着时间延长,复发白蚁株数逐渐减少,药后100d时,防效达86.67%,药后142d
时防效达93.33%,而对照处理植物复发白蚁株数逐渐增多,说明艾氏白蚁饵剂诱杀防控对园

林白蚁具有优异防效。

表3 不同诱杀材料防治园林白蚁的被取食率

处理方法
饵剂
数/个

药后30d
被取食
数/个

被取食
率/%

药后62d
被取食
数/个

被取食
率/%

药后100d
被取食
数/个

被取食
率/%

药后142d
被取食
数/个

被取食
率/%

白蚁诱杀包 90 0 0.00a 0 0.00a 0 0.00a 0 0.00a

白蚁诱杀箱① 15 0 0.00a 1 6.67a 1 6.67a 2 13.33a

白蚁诱杀箱② 15 1 6.67a 1 6.67a 1 6.67a 1 6.67a

自制白蚁诱杀箱 15 0 0.00a 1 6.67a 2 13.33a 3 20.00a

艾氏白蚁饵剂 15 9 60.00b 12 80.00b 12 80.00b 13 86.67b

  注:小写字母不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4 不同诱杀材料防治园林白蚁的防效

处理方法
植株
数/株

药后30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62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100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药后142d
复发株
数/株

防效/
%

艾氏白蚁饵剂 15 7 53.33 6 60.00 2 86.67 1 93.33

空白对照 15 11 26.67 12 20.00 12 20.00 13 13.33

3 结论与讨论

白蚁是危害园林植物最主要的害虫之一[12],开展园林白蚁防控不仅可以保障植物健康,也

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13]。本研究通过筛选常用白蚁防控技术,选择喷粉、灌根及

诱杀法对不同白蚁危害情况进行防控。结果显示,喷粉法对树干白蚁防效优异,单次施药后多

数白蚁均不再复发,而树皮白蚁喷施后虽可见蚁道内有死亡白蚁,但杀虫效果有限,后期容易

复发。树干白蚁主要为台湾乳白蚁和黑胸散白蚁,多在树干基部筑巢,往往群体较小[14-15],喷

粉防治后药剂可通过白蚁相互舔舐的习性在群体快速传播。树皮危害白蚁多为黑翅土白蚁,常

筑巢在地下,且群体较大[16],喷粉后蚁道内虫体接触的药剂也较少,因此防效较差。不同灌根

法初期对白蚁均有较好的趋避作用,但随着时间延长,白蚁逐渐复发上树危害,这主要与药剂

持效期有关,因此灌根对短期预防白蚁有一定效果,长期还需结合其他措施对白蚁进行防治。
诱杀法结果表明,艾氏白蚁饵剂对园林白蚁诱集效果最优,药后62d、药后100d和药后142d
被取食率可达80%以上,且因饵剂内含药剂,可有效杀灭白蚁。艾氏白蚁饵剂价格昂贵,目前

推广使用成本较高,后期可借鉴艾氏白蚁饵剂特点,加强园林白蚁饵剂有效成分筛选研究,提

高地下巢白蚁诱集及防治效果,提升园林绿地管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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