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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粮堆表层害虫活动和发展规律初探
齐艳梅１，伍　２，３，汪中明２，李燕羽２，张振军２，潘德蓉４，

何　睿５，张　涛２，３，田　琳２，贺培欢２，曹　阳２，江亚杰１，董　震１

（１．河南工业大学 粮油食品学院，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粮食储藏安全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２．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粮食储运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３．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４．南宁市储备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沙井粮库，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３１；
５．广东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库，广东 湛江　５２４０４３）

摘　要：害虫种群动态及发生发展规律监测对储粮害虫的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粘虫板及
取样筛检法监测了广东省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和广西省沙井粮库四月份主要储粮害虫的活动

和发展规律。结果表明：两库主要储粮害虫种类存在差异，南宁沙井粮库主要储粮害虫为嗜虫书虱

和锈赤扁谷盗，湛江北站粮库主要为长角扁谷盗和小眼书虱；４月份期间，两库区已有大量书虱和
扁谷盗发生，其中书虱种群数量呈直线上升；书虱类害虫的日活动规律与粮仓内的温湿度相关；不

同储粮害虫在仓内的分布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仓房中高发位点不同，南宁沙井粮库３０号仓房
中，嗜虫书虱高发位点为西南仓角、西南排风扇、西南窗和东北仓角，锈赤扁谷盗高发位点为仓中

北，东北仓角，仓中心；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４号仓小眼书虱高发位点为东北扇和东南扇，长角
扁谷盗高发位点为入门检查点、东南扇，东南角，中南、西南角、西北角。研究结果表明，４月份是我
国两广地区储粮害虫生长繁殖的起始时期，是粮库进行害虫防治的关键月份。在检测和防治的过

程，需要确定害虫的主要种类，根据不同害虫的活动规律，掌握和调整害虫监测时间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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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ｒｅｄｇｒａｉｎｄｅｐｏｔｓ．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ｓｅｎｔｏｍｏｐｈｉｌａ（Ｅｎｄｅｒｌｅｉｎ）ａｎｄ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ｓｔｅｓ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ｓ（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ｓｅｅｍｅｄｔｏ
ｂ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ｙｐｅｓｔｓａｔＮａｎｎｉｎｇＳｈａｊｉｎｇｇｒａｉｎｄｅｐｏ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ｓｔｅｓｐｕｓｉｌｌｕｓ（Ｓｃｈ?ｎｈｅｒｒ）ａｎｄ
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ｓｐａｅｔａ（Ｐｓｏｃｏｐｏｔｅｒａ：Ｌｉｐｏｓｃｅｌｉｄｉｄａｅ）ａｔ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ｎｏｒｔ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ｏｔ；ｄｕｒｉｎｇＡｐｒｉｌ，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ａｎ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ｂｏｏｋｌｉｃｅａｎｄＬａｅｍｏｐｈｌｏｅｉｄａｅａｔ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ｉｎｄｅｐｏ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
ｂｏｏｋｌｉｃｅｈａｄｒｏｓｅｑｕｉｃｋｌｙ；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ａｂｉｔｈａｄｔｈ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ａｒｎ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ｏｒｅｄｇｒａｉｎｐｅｓｔｓａｔ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
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ｈｉｇｈ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ｗｅ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ａｒｎ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ｙｃｌｏｓ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ｐｅ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ｏｒｅｄ
ｇｒａｉｎｐｅｓ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ｄＧｕａｎｇｘｉｉｎＡｐｒｉ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ｔｗａ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ｅ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ｓ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ｔｉｃｋｙｃｏｌｏｒｅｄｃａｒｄ；ｓｔｏｒｅｄｇｒａｉｎｉｎｓｅｃｔ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ｈｙｔｈｍ；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在储粮害虫防治中，害虫种群动态监测及虫口

密度检查是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通过及时对储粮

害虫发生发展规律的检测监测，可以及时掌握储粮

害虫发生的种类、密度、分布、危害状况等，从而预测

害虫的发展趋势，避免不必要的防治和没有及时进

行必要的治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为防治决策提

供科学的依据［１］。

储粮害虫的生长发育与环境有密切关系，且储

粮害虫为变温动物，只有在有效积温内才能生长发

育，所以温度的变化制约着储粮害虫的发生发

展［２］。广东、广西两省地处我国高温储粮区［３］。全

年平均温度１０℃以上，长夏无冬，降水多，相对湿度

８０％左右，是我国最“湿、热”的地区，因此，虫害问

题严重，损失大，害虫抗药性强，药剂残留污染风险

高，储粮难度大［４］。在该地区，每年 ４月份全年气

温开始上升，平均温度达２０℃以上，开始满足储粮

害虫的发育起点温度，害虫开始滋生。对这一阶段

的害虫发生发展规律进行调查研究，对于储粮害虫

的综合治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目前害虫检测技术主要是以传统的筛检法为

主，该方法存在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检查害虫

存在一定偶然性等不足。诱集检测法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克服传统筛检的一些缺点，并且具有方便、快

捷、环保、易于实现自动化等特点，引起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关注。因此，本实验采用广泛应用于农、林业

害虫监测防治的粘虫板诱捕技术，在两广地区的南

宁沙井粮库及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整个４月份

期间，对粮仓内害虫的种类、数量、分布、种群动态进

行监测，并分析有关因素对害虫种群变动的影响，预

测害虫发生、发展的趋势，以期向仓储管理者提供防

治建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试验仓房
广西南宁沙井粮库：３０、３１、３２号高大平房仓，

长２６．７ｍ，宽１９．７ｍ，储存的粮食为早籼稻谷（早杂

优谷），２０１３年９月入库。单仓储粮１２５０ｔ，粮食水

分１２．８％，出糙率 ７５．２％，杂质 １％，常规散装储

藏，２０１３年９月进行熏蒸。自然发生的害虫主要为

书虱、扁谷盗、米象、谷蠹等。

广东湛江北站粮库：４、６、２１号高大平房仓，长

５０ｍ，宽 ２０ｍ，粮堆高度 ４．８ｍ。储存的粮食为

２０１３年８月入库的早籼稻谷。单仓储粮３０００ｔ，粮

食水分１０．５％，常规散装储藏，２０１３年９月进行熏

蒸。自然发生的害虫为书虱、扁谷盗、米象、谷蠹等。

１．１．２　实验材料
黄色粘虫板：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规

格为２０×２５ｃｍ２；维萨拉 ＶＡＩＳＡＬＡＨＭ３４高精度温

湿度表：芬兰 ＶＡＩＳＡＬＡ公司；选筛（孔径 Φ１．５和

２．５ｍｍ的标准分选筛）。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采样点的设置
参照粮油储藏技术规范害虫监测点位置，选择

仓房四角位置、仓房排风扇位置、仓窗位置、入粮仓

检查门位置以及仓房中间位置等害虫高发位点作为

害虫监测点。实仓内诱捕器布点位置如图１。

１．２．２　实仓内书虱日活动规律观察
选择南宁的３２号仓，湛江的 ４号仓为实验仓

房，在其仓门、北仓角、北仓扇、北仓窗４个点摆放黏

胶板，每两个小时更换并检查记录黏胶板上诱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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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仓内黏胶板、取样筛检布点图

图中△ 代表仓房四角，代表房门点，☆代表排风扇点，○

代表仓窗点，代表进入检查门点，代表中间点。

的书虱量，观察书虱日活动节律。

１．２．３　害虫动态发展规律的比较
从４月份的第一周开始，选取每周周一作为固

定诱集取样日，采用黏胶板诱集２４ｈ，分别在各试验

仓房按１．２．１所示的分布点进行布板，２４ｈ后统计

各布点位置的黏胶板害虫种类和数量，同时在黏胶

板附近（０．５ｍ内）取样筛检并记录筛检害虫种类和

数量，并采用维萨拉 ＶＡＩＳＡＬＡＨＭ３４高精度温湿度

表在粮面上方１０ｃｍ内测定温度和湿度。

１．３　昆虫鉴定方法
将待鉴定的害虫样品用解剖针挑入培养皿中，

在双目体视显微镜下形态观察，利用检索表将各害

虫分类鉴定至科，进而至种。部分难以通过形态鉴

定区分开来的近缘种，采用显微镜下解剖生殖器或

外生殖器附骨片的方法进行种类鉴定［２－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粮仓内书虱日活动规律

南宁沙井粮库３２号仓房书虱为嗜虫书虱，湛江

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４号仓房书虱为小眼书虱。

南宁沙井粮库２４ｈ内，温、湿度随时间变化范

围为２７．５～２９．３℃，湿度范围为６８．９～７３．０％（图

２）。在１２～２２点期间，仓温呈总体下降趋势，从２２

点以后开始回升；而湿度在此期间也呈总体下降趋

势，除了１０点为一个异常高点外，其下降趋势延续

到１４点；而所诱集的嗜虫书虱的数量在１２点 ～１０

点期间呈总体减少的趋势，至２４点数量减至全天最

少，并远远低于大多数时间段所诱书虱的数量。仓

内温度从２４点以后开始回升，湿度较温度晚４个小

时回升，而所诱集书虱的数量从 １４点开始逐渐增

加。由此，可以由黏胶板在不同时间段诱集到的书

虱数量来推测其活动规律，仓房内嗜虫书虱的活动

频率与温湿度呈一定的相关性，随着仓房内的温湿

度从凌晨开始降低，害虫的活动频率也逐渐减少；在

２４点，书虱活动进入一个相对平静期。之后，随着

温湿度的整体回升，害虫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晚

１８点至２点是一个相对活动高峰期。

图２　沙井粮库３２号仓房温、湿度与诱集嗜虫书虱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４号仓房２４ｈ内，温
度随时间变化差异性显著，范围为２７．３～２９．３℃，
湿度随时间变化差异性不显著，范围为７４．４０％ ～
７９．２７％。图３的趋势线表明，诱捕到的小眼书虱的
数量增减与温度的升降具有较近似的变化趋势。但

２４点不是一天的最低温，而诱集到的小眼书虱的数
量却和南宁沙井库里的嗜虫书虱一样，出现了一个

全天最低的数量，表明可能还存在除了温湿度以外

的因素影响着书虱的活动节律，比如其自身的日活

动节律［５］。虽然该粮库全天湿度差异不显著，２点
左右有异常的高点，但１０点之后的书虱数量与湿度
的升降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小眼书虱的活动高峰

期出现在１４点。
从南宁沙井和湛江北站库２４ｈ内调查的嗜虫

书虱和小眼书虱的活动规律来看，温度和湿度对书

虱的活动频率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即书虱在温湿度

的一定范围内随温度、湿度逐渐升高而活动频繁程

度加大，昆虫为变温动物，靠体内新陈代谢提供的运

动能量受随温度变化而随后变化，故嗜虫书虱的活

动频繁度受温度的影响程度更大，稍滞后于温度的

变化。可能还存在其它因素影响书虱的活动节律。

图３　湛江４号仓房温、湿度与诱集小眼书虱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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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稻谷粮堆表层的储粮害虫发生规律
在每周的固定时间内，将黏胶板在仓内放置

２４ｈ，统计诱捕害虫总数，实验时间从４月７日 ～５
月５日。南宁沙井库和湛江北站库的统计结果如表
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沙井库粘虫板监测害虫每周数量变化

检测

时间

粮温

／℃
仓温

／℃
仓湿

／％

害虫数量

嗜虫书

虱／万头
锈赤扁

谷盗／头
麦蛾

／头
米象

／头

４．８ １８ ２６．１ ７８ ４．６４／０．４２５ ５２／６９ １／０ ０／０

４．１５ １８ ２５．８ ７８ ６．６／１．８３ ３５５／５３ ０／０ １／１

４．２２ １８ ２６．２ ７９ １５／０．１８ ２２２／７ ０／０ １／０

４．２９ １８ ２６ ７８ ３０．１５／０．２８ ８７／１７ １／０ ０／０

　　注：表中所有数据均为实验仓房内布置黏胶板上１天内诱集到
的害虫总数，“／”左侧为黏胶板诱捕到的害虫数量，右侧为取样筛检
法检测到的害虫数量。下表同。

表２　北站库粘虫板监测害虫每周数量变化

检测

时间

粮温

／℃
仓温

／℃
仓湿

／％

害虫数量

小眼书

虱／万头
长角扁

谷盗／头
米象

／头
赤拟

谷盗／头
谷蠹

／头

４．５ ２０．２５２５．１ ７８ １２３／１．２ １２７／１７７ ０／０ １／１ ０／０

４．１１１９．３６ ２５ ７８．３ １２３／０．５ ３９２／５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４．１８２０．０３２５．２ ７８ １１３／０．７ ３８９／６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５．２ １９．４３２４．９ ８０．６ １８９／１．４ ３３１／２３ １／１ ０／０ ３２／０

广西南宁和广东湛江两地粮库的主要害虫种类

有明显差异，４月份在南宁沙井粮库共诱捕到４种

储粮害虫，其中绝对优势种群为嗜虫书虱，其次是锈

赤扁谷盗，仅有极少量的米象和麦蛾。而湛江北站

粮库中，共诱捕到６种储粮害虫，绝对优势种群为小

眼书虱，其次是长角扁谷盗，除了少量的米象和麦蛾

外，还有少量的谷蠹和赤拟谷盗。

根据两个粮库的优势害虫种群，南宁沙井粮库

的嗜虫书虱和湛江北站的小眼书虱的数量统计来

看，从整个４月份的月初到月末，其数量均呈明显上

升趋势。从仓内监测的粮温和仓温仓湿来看，南宁

沙井粮库的仓湿稳定仓温呈上升趋势，湛江北站粮

库的仓温稳定仓湿有所上升，而粮温均没有明显变

化，因此，书虱在粮仓内的增殖发展与整个的大气温

湿度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锈赤扁谷盗是南宁沙井库数量占第二的害虫，

它从第二周出现明显的数量骤增，而之后的几周，却

不呈上升趋势。可能锈赤扁谷盗在粮仓内的增殖发

展规律不同于书虱的直线增长，而是以一个阶段一

个阶段的阶梯的方式增长，根据崔晋波通过对高大

平房仓内，全年书虱、锈赤扁谷盗的种群动态变化研

究，也发现书虱一旦有少量发生，且温度适宜，其增

长速度非常快，而锈赤扁谷盗增长较缓慢，温度对书

虱的影响很大，对锈赤扁谷盗的影响相对较小［６］。

湛江北站粮库的长角扁谷盗同样在４月份的数量没

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其规律与锈赤扁谷盗相似。

将诱集的数量与筛检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

当害虫基数大的时候，两种方法的结果呈明显正

相关，而当虫口密度基数较低的时候，常常筛检不

出害虫，比如非优势种群的麦蛾、米象、谷蠹、赤拟

谷盗等。

２．３　粮库内主要害虫在仓内的分布规律

南宁沙井粮库内共诱集到４种储粮害虫，其中

最为优势种为嗜虫书虱，占总数的９９．９％，次要种

群是锈赤扁谷盗。仓内共布置了包括仓房的大门、

入仓检查门、仓窗、仓角以及中间点位置等１５个采

集点，分别统计各采集的害虫数量，进行统计分析，

并将同一仓内不同的位置的仓角、仓中、仓窗、仓扇

合并求均值，如图４所示。

图４　南宁沙井粮库３０号仓房不同检测点嗜虫书虱的检测数量

南宁３０号仓房中，嗜虫书虱高发位点为西南仓

角、西南排风扇、西南窗和东北仓角。除了东北仓角

外，其它诱集害虫数量较多的采集点都在西南方向，

这可能与地磁场有关。进仓大门点也诱集到了５万

多头书虱，提示书虱可能从仓外进入粮仓。而对于

整体的仓角、仓窗、排风扇、仓中的位置来说，书虱高

发量依次为仓窗 ＞仓角 ＞排风扇 ＞仓中，３个仓窗

位点中，仅西南仓窗出现异常的高数量，仓窗部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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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有一定的相关，而据报道嗜虫书虱可能存在一

定的避光性［７］，因此，西南窗部位可能存在局部的

高温高湿的可能；仓角部位书虱的整体数量偏高，可

能由于位置偏僻，光线更暗，较多书虱分布于此可能

与其避光性相关；排风扇与通风相关，能降低风扇附

近粮食一定的的温湿度，依据２．１中的实验结果，其

数量相对偏低；与仓角相对应的仓中，嗜虫书虱分布

数量最少。

锈赤扁谷盗是沙井粮库第二优势种群，它在仓

内的高发位点为仓中北，东北仓角，仓中中心。仓房

北部诱集到的锈赤扁谷盗数量整体较仓房南部多，

这可能与地磁场有关［８－１０］。而整体仓角、仓窗、排

风扇、仓中锈赤扁谷盗高发量依次为仓中 ＞仓角 ＞

仓窗＞排风扇，仓中和仓角总体比仓窗和排风扇的

数量多，由于该害虫在粮堆的分布也同样受温度和

湿度分布的影响［１１］，说明由于仓窗和排风扇的通风

效果，降低了这些位点的温湿度，从而减少了害虫在

这些位置的生长繁殖。入仓大门点也检测到了１７

头扁谷盗，说明锈赤扁谷盗存在从仓外进入粮仓的

可能。

图５　南宁沙井粮库３０号仓房不同检测点锈赤扁谷盗检测数量

湛江北站粮库中最优势种群为小眼书虱，小眼

书虱高发位点为东北扇和东南扇。该库内仅有两个

排风扇，而排风扇诱集到的小眼书虱的数量远远高

于其它布点的数量，仓扇附近部位应该通风要稍强

于其它部位，而调查期间，湛江一直处于多雨季节，

空气湿度较高，仓扇附近的部位可能受到仓外更潮

湿的空气的影响，湿度更高，所以更附合书虱喜湿的

特性。与南宁库的嗜虫书虱相同，小眼书虱在仓中

的分布数量也是最少的。另外，整个偏东方向的采

集点的数量要多于偏西方向采集点，可能与小眼书

虱对地磁的反应有关。

图６　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４号仓房

不同检测点小眼书虱检测数量

图７　湛江北站国家粮食储备库４号仓房

不同检测点长角扁谷盗检测数量

长角扁谷盗是湛江北站粮库第二优势种群，在

仓内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数量较多的位点有入门

检查点、东南扇，东南角，中南、西南角、西北角。整

体仓角、仓窗、排风扇、仓中书虱高发量依次为仓角

＞排风扇＞仓中＞仓窗，但位点间的害虫数量差异

不显著，可能是长角扁谷盗对环境的差异不是特别

敏感，由于仓内的温湿度等条件因素的差异较小，而

呈现均匀分布的现象。

３　讨论与结论

我国两广地区虽地处高温高湿储粮区，气候适

宜多种储粮害虫发生发展，由于所调查的两个粮库，

均在上一年９月份进行了熏蒸，所以３月份的筛检

尚未发现大量害虫的发生，进入４月份以后，温度为

２５℃左右，相对湿度为７５％左右，已经有大量害虫

发生，主要害虫种类分别是书虱类和扁谷盗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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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虱已经大量发生，单个规格为２０×２５ｃｍ２的黄色

黏胶板２４ｈ能够采集到数万头。从四月初至五月

初，害虫的数据呈直线上升。扁谷盗类害虫３月份

筛检尚未发现，但从４月份开始发生。与书虱的增

长趋势不同，整个４月份其数量在一定的数值范围

内波动，并未呈直线上升趋势。本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两广地区，由于其月平均温度达到２０℃以上，粮

库害虫达到能够生长发育的有效积温，开始繁殖增

长，且随着平均温度的上升，书虱的数量呈直线增

长。因此，该地区４月份是粮库进行害虫防治的关

键月份，提示各粮库管理员需要加强虫情检测，并采

取相应的防治手段，从而最及时、有效的降低害虫对

粮食的危害。

对广西沙井粮库和广东北站粮库内的害虫进行

分类和鉴定，发现这两个地区的主要仓储害虫的种

类各异。广西的主要害虫分别是嗜虫书虱和锈赤扁

谷盗，而广东地区的主要害虫分别是小眼书虱和长

角扁谷盗。而不同害虫的分布、活动规律等生态学

习性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土耳其扁谷盗虽然习

性与长角扁谷盗、锈赤扁谷盗差异不大，但其适应的

温度范围为１７．５～５℃，较长角扁谷盗１８～３８℃、

锈赤扁谷盗２０～４０℃低，不耐高温，故并未在两广

地区发现其发生［１２］。通过对书虱类害虫的日活动

规律的研究，发现书虱的活动频率与粮仓内的温湿

度相关，但两种书虱均在中午 １２点出现相对平静

期。可能由于两个粮库内的温湿度环境的差异，两

种书虱的活动高峰期并不相同。调查结果提示，在

储粮害虫的检测过程中，首先要确定该地区害虫的

主要种类，专仓专检，其次根据不同害虫的活动规

律，掌握和调整对害虫监测的时间，比如，对于嗜虫

书虱，扦样或诱集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其相对活动高

峰期，晚１８∶００至次日凌晨２∶００。

本研究采用黏胶板对害虫进行诱集，发现黏胶

板诱捕器比取样筛检法先检测到了米象、麦蛾、谷

蠹、赤拟谷盗的发生，同时监测了书虱和扁谷盗两种

高发性、高抗性储粮害虫在实验仓房中的高发位点，

为实验仓房的粮情监测、虫害防治等都提供了很好

的依据。且实验过程中发现取样筛检法不仅劳动强

度大、工作效率低，而且受到客观因素限制有很多，

例如筛样人和筛子的质量等。黏胶板诱捕法用法简

单方便，在实验过程中能够诱集到数以万计的书虱。

近几年书虱也已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新威胁［１３］，是

当前粮食储藏中急待解决的生产实际问题［１４］，黏胶

板在本研究中对书虱的良好的诱捕效果可以考虑做

为一种物理防治方法，为书虱的防治提供新的绿色

有效手段。

由于嗜虫书虱和小眼书虱均具有明显的避光

性［７］，所以黏胶板诱集书虱的原理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可能与书虱喜欢水分较大的环境有关，因为黏胶

板上胶水引起湿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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