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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蛛网式”诱捕器的制作与田间效果研究

朱鸿超，王文琪，王　哲，龙文聪

（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竹类病虫防控与资源开发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乐山　６１４０００）

摘　要：虫害是植物生长的重要限制因子之一，生态防控农林害虫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模仿蜘蛛网捕虫原理，
制作了“蛛网式”诱捕器，研究了其捕虫数量和虫种类、虫害上网时间和上网方式以及诱捕数量与网径的关系。结

果表明“蛛网式”诱捕器涂１ｍｍ的胶、网孔径为１ｃｍ×１ｃｍ，１ｄ之内捕获昆虫最多。通过调节网径大小可高效捕
获特定大小的昆虫，将 “蛛网式”诱捕器与昆虫引诱剂结合使用，可实现特定昆虫的定向高效诱捕。本研究制作的

“蛛网式”诱捕器操作简单，省时省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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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害是植物生长的重要限制因子之一，造成农
林生产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等现象，生态防控农林害

虫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生活中观察到当昆虫落到蜘蛛网上时几乎全部

被捕，蜘蛛网可以捕捉不同的害虫，那么能否模仿研

制一种带有粘力的类似蜘蛛网的捕虫器来保护植物

呢？早些年就有人制作和使用捕虫网［１］，杨瑶君等

研究表明长足大竹象通过触角感受化学信息，发明

了该虫的引诱剂和一种新型的长足大竹象诱捕

器［２～３］。根据蜘蛛网络的建模及其改进方法［４～７］，



本研究分析了蜘蛛网的主要结构，获得了蜘蛛网的

间隙大小，蜘蛛网的形态构成和捕食策略［８～１２］。有

关“蛛网式”林业生态捕虫网的研究报道目前尚不

多。

本项目通过试制蜘蛛网和田间效果试验，主要

研究了以下内容：（１）诱捕网的制作方法；（２）诱捕
网的捕虫数量与种类；（３）昆虫诱捕上网时间和上
网方式；（４）不同网孔径的捕虫效率，寻求“蛛网式”
诱捕器在田间的应用技术体系，为林业生物防治提

供参考的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材料
溶体胶来源于宝鸡市广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离型纸来源于昆山腾展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聚乙烯

细线及网来源于安徽海义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２　“蛛网式”诱捕器的制作
（１）梯度制网：定制孔径为 ０６ｃｍ、０８ｃｍ、１

ｃｍ、１２ｃｍ、１４ｃｍ大小的聚乙烯诱捕网。
（２）裁剪材料：使用双层离型纸，将离型纸平铺

裁剪成２２ｍ×１７ｍ大小的纸张，再将捕虫网裁剪
成２ｍ×１５ｍ大小的规格。

（３）固体融胶：使用１０００ｍｌ大烧杯乘取半杯
固体虫胶，电炉加热，加热温度为８０℃，加热时间为
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直到固体虫胶完全融化呈液态状。
然后将电炉温度调到２０℃，２０ｍｉｎ后关掉电炉，用
夹子将烧杯取到石棉网上冷却１０ｍｉｎ，待胶体微黄
后涂胶。

（４）虫网涂胶：将离型纸平铺在地上，用毛刷将
加热融化的虫胶均匀在网上涂胶，涂胶完成后将捕

虫网平铺在离型纸上，注意涂胶厚度，薄薄一层，大

概１ｍｍ即可。

　　（５）平铺盖纸：将另一张并未涂胶的离型纸盖
在第４步上，注意平铺。
１．３　诱捕对比试验

试验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８月在乐山市中区安谷
镇试验基地和乐山师范学院试验基地进行，诱捕时

间为一个月，将做好的网子挂在试验地，与未做处理

的网子（ＣＫ）进行诱捕效果对比。挂网时以诱捕网
为中心前后各为２５ｍ，左右各为２ｍ为挂网间距，
将网底部与地面接触作为水平基准，诱捕网上端两

角与中间系于绳线而后将绳线另一头系于固定直立

物体或者植株上。每天上午１０点记录１次上网昆
虫的科、目及对应数目，下午１６点再记录１次。捕
获时间和上网方式通过观察３０只虫子上网的时间、

方式和上网后的行为，并做好记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诱捕效果
田间诱捕试验结果如表 １，从表 １可知，在安

谷、乐山师院实验基地１个月平均诱捕数量最高达
到９０４８只，最低为５２７８只，对照最高为１０１只，
最低为８７４只；捕虫种类主要为直翅目、双翅目、鳞
翅目及半翅目，数量最多的达到２０个目，最低的６
种。与对照相比较，“蛛网式”诱捕器１个月内的诱
捕数量和种类均显著地高于对照，经ｔ测验，差异性
均达到１％的极显著水平。

表１ “蛛网式”诱捕器的诱捕数量和种类

地点 处理
平均诱捕数量

Ⅰ Ⅱ Ⅲ Ⅳ Ⅴ
珚Ｘ ｔ值 ｔ０．０１（８）

诱捕昆虫种类

数量 主要种类

安谷橘子树 ＣＫ ９４ ８４ ７９ １０６ ８９ ９０．４ ３３．８３ ３．３５５ ９ 直翅目

处理 ５４８ ４９８ ５０７ ５６２ ５２４ ５２７．８ １７ 双翅目

安谷玉米田 ＣＫ １０３ ９８ ８７ １１４ １０３ １０１ ７１．３９ ３．３５５ １０ 直翅目、磷翅目

处理 ９２８ ９０１ ８９５ ９２７ ８７３ ９０４．８ ２０ 双翅目、鳞翅目

乐师基地 ＣＫ ８６ ７９ ９３ ８２ ９７ ８７．４ ３５．１６ ３．３５５ ６ 鳞翅目

处理 ７２５ ６８９ ７１５ ６５８ ６３７ ６８４．８ １８ 双翅目、半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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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捕获时间和上网方式
试验观察到，早上７点左右陆续有昆虫开始爬

上捕虫网，昆虫上网后虫体还会爬动（害虫上网初

期约４０ｓ～１ｍｉｎ），挣扎向前爬动约２ｍｉｎ～５ｍｉｎ
后开始静止下来，慢慢地死亡。有此行为变化的原

因有二：一方面是害虫的脚部关节被捕虫网的小孔

勾住，导致身体关节无法支撑虫体完成移动，另一方

面虫胶将害虫身体牢牢的黏附在捕虫网上，致使其

无法移动。

２．３　黏胶涂抹厚度和方式
在实验的过程观察到，因为蚊蝇的身体体积小

而蝼蛄的身体体积大，在捕虫网上刷的涂胶厚度超

过１ｍｍ时，胶的粘力反而不够，导致蝼蛄上网后还
会逃跑，而蚊蝇会直接陷于虫胶之中，不利于捕虫网

的再次利用，在低于１ｍｍ的时候体积大的蝼蛄还
会因粘力不够而跑掉。多次试验表明，涂胶 １ｍｍ
时，蝼蛄既不会跑掉，蚊蝇也不会陷于虫胶之中，有

利于捕虫网的反复利用。

２．４　网孔口径规格与挂网率的关系
在试验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了网子的口径与

挂网率的关系：网子的口径过大，不易涂胶且黏虫的

效果不好，一是不能挂住虫的关节，二是即使关节落

在网子里，害虫会很简单的从网子里将关节挣脱出

来从而逃生；如果口径太小，虽然涂胶方便简单，但

虫的关节不会落入网中，使“蛛网式”诱捕器的效率

大大降低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在制作网的

过程中，严格分析网子的口径与挂网率的关系，在网

子口径大小梯度实验结果中发现，如表２所示，在网
子的口径１ｃｍ×１ｃｍ时，“蛛网式”诱捕器的效果最
佳，捕获的昆虫最多。

根据表２，设网径大小为Ｘ，捕虫的数量为Ｙ，将
数据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处理，获得 Ｙ与 Ｘ之间的函数关
系为一元二次方程：

Ｙ＝ －２８９．２８Ｘ２＋５５２．５７Ｘ－１４５．３４

表２ 网径与捕虫数量的关系

网径（ｃｍ） 捕虫数量（只）

０．６ ８６
０．８ ９２
１ １５３
１．２ ７４
１．４ ６９

３　讨论及结论

本文研究的“蛛网式”诱捕器的制作材料是可

降解的聚乙烯材料，将其编织成一定规格的网状结

构，其上涂抹生态捕虫胶，使其拥有蜘蛛网的特性，

运用了物理机械作用捕虫，形成了一勾二黏的作用

机制，收效迅速，效果可观。研究表明诱捕器在离型

纸上下面均涂１ｍｍ的胶、网孔径为１ｃｍ×１ｃｍ，１
天之内捕获昆虫最多。“蛛网式”诱捕器的挂网方

法因地制宜，主要是用绳线或者铁丝将网牵挂在其

他直立物体或者有牵拉力的植株上，若植株太矮，为

避免浪费可将多余部分剪掉，反之可增加。可根据

植物的高度、害虫种类定制诱捕网的规格。将诱捕

器挂在所要保护的作物间，操作简单，省时省力，真

正地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生态捕虫。又可在无电

无水地区开展害虫诱捕，可显著减少化学农药的使

用，保护生态环境。

“蛛网式”诱捕器采用物理机械作用捕虫，采用

材料无毒无害，可自然降解，生态环保，对天敌的食

物来源不会产生影响，既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减

轻环境和农林产品污染，延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保

护天敌生物；又可在无电无水地区开展害虫诱捕，拓

宽捕灭害虫的地域限制。但不免出现天敌低飞被捕

或者在诱捕网上取食导致与网勾连到一起。因此建

议在使用时做好监测，发现天敌被捕及时释放；二是

控制网高度，尤其是在飞禽类较多的地区，根据植株

高度制作网规格［１３～１５］。

本研究制作的“蛛网式”诱捕器模仿蜘蛛网原

理，在诱捕实践中成效显著，既可通过调节网径大小

以捕获特定大小的昆虫，亦可与不同的昆虫引诱剂

结合使用，实现特定昆虫的定向高效诱捕，在林业害

虫生态防治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常见的林

业植物如竹林、柑橘、茶树等都能发挥“蛛网式”诱

捕器的高效捕捉作用。但植物种类较多，我们需要

在长时间的应用中继续统计和分析其诱捕效果，进

而得到“蛛网式”诱捕器的在不同植物上的应用效

果数据。就目前应用的场地而言，橘树、茶树、竹林、

玉米田地等都有了比传统捕捉的更好的效果。随着

我们的不断完善，相信“蛛网式”诱捕器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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