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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螟虫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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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国内外对螟虫的研究成果，对甘蔗螟虫的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甘蔗螟虫的综合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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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 Saccharum officinarum L． )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糖料作物，每年以其为原料生产的蔗糖占全球食

糖总产的 76%以上。同时，它还是最有开发前景的能源作物，占燃料乙醇原料的 63． 8%［1］。我国是世界

第三大产糖国，我国的食糖自给率超过 92%，甘蔗种植区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的 13 个省区，种植面积

约 160 万 hm2，其中广西、云南、广东、海南 4 省的种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99%［2］。随着高产、高糖品种

一新台糖 22 号( ＲOC22) 的大面积种植，由于品种单一，甘蔗虫害日益严重，其中螟虫为害最普遍、最严

重。甘蔗螟虫 1 年可发生多代，世代重叠严重。各蔗区主要是条螟［Proceras venosatus ( Walker) ］、二点螟

( Chilo infuscatellus Snellen) 、大螟［Sesamia inferens ( Walker) ］、黄螟［Argyroploce schistaceana ( Snellen) ］和

红尾白螟( Tryporyza intacta Snellen) ［3 － 4］。甘蔗在整个生长期都会受到甘蔗螟虫不同程度的为害，苗期为

害会造成枯心苗，降低有效茎数，从而引起产量下降; 生长期为害会造成螟害茎、螟害节，不但风折率高、
产量降低，而且也会引起蔗糖分和压榨汁纯度降低。调查结果表明，甘蔗螟虫为害的甘蔗平均产量损失

10% ～25%［3］，严重时可达 40% ～60%，糖分降低率可达 0． 93% ～ 3． 5% ［5］。甘蔗螟虫除了对甘蔗造成

直接的钻蛀性为害外，其蛀孔还有可能引发赤腐病等侵染性病害，从而形成间接危害［6］，严重地影响蔗糖

产业的健康发展。化学杀虫剂是应用于防治甘蔗螟虫最早、最主要和有效的方法，目前，甘蔗螟虫的防治

仍主要依赖化学药剂。长期以来，由于生产上广泛、大量使用特丁硫磷、甲拌磷、辛硫磷、呋喃丹等( 现已

禁用) 高毒、高残留类药剂［7］，而且在施药时间、药剂种类和施用方法上掌握不当，从而导致螟虫天敌种群

不断减少，害虫抗药性逐年增强，同时对环境、生态造成巨大污染和破坏。如何有效防治甘蔗螟虫、减少

杀虫剂的使用量、降低环境污染，已成为甘蔗生产中的关键问题。“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一贯是防治虫

害、保护生态所提倡的有效策略，为全面了解甘蔗螟虫防治方法及其效果，笔者对国内外前期研究的成果

进行了简要归纳整理，并提出了甘蔗螟虫综合治理的策略，旨在为甘蔗生产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农业防治( agricultural control)

1． 1 加强田间管理 宿根蔗和新植蔗合理布局，播种时对耕地进行深耕深犁。尽量早植、早施肥，促使

蔗种早萌发、快发苗，减少苗期为害。早春间种绿肥，改变苗期小气候，利于天敌生存和繁殖。适时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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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除蔗壳、叶，以便使蔗行通风透光，及时清洁蔗田。收获时低留茬，集中烧毁蔗叶、裸露蔗头，以减少越

冬蛀茎蔗螟。
1． 2 间、套作或轮作 甘蔗可与玉米、马铃薯、西瓜、菠萝、花生、大豆等作物间、套作，不但能提高土壤利

用率，增加农户收入，而且还能有效地减轻甘蔗虫害的影响，有利于甘蔗的丰产丰收。据报道，采用蔗豆

套种技术栽培每公顷总收入比对照增长 33． 3%［8］。研究表明［9 － 10］，甘蔗与番茄和烟草进行套作后的枯

心率分别为 1． 6%和 2． 94%，而与油菜套作的枯心率能减少 34． 3%，均能显著降低螟虫为害。因此，可将

甘蔗与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进行水旱轮作，以减轻螟虫的为害。
1． 3 选育健康种苗 从高大粗壮植株中挑选无虫孔的健康蔗段做种，选取甘蔗叶狭窄，茎株直，含有纤

维较多，硬度较硬的经济品种作为抗虫品种。甘蔗中硅含量与其抗虫性成正相关，经过硅处理后甘蔗组

织硬度提高，可阻碍螟虫钻入蔗茎中，延长了螟虫幼虫在外部不良环境下的暴露时间，从而提高其幼虫的

死亡率［11］。另外，通 过 硅 处 理 过 的 感 虫 甘 蔗 品 种 的 茎 秆 受 害 率 和 螟 虫 发 生 量 分 别 降 到 24． 4% 和

19． 8%［12］。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国外已经出现多例成功转入抗虫性基因作物，国内 Bt 基因转抗虫棉的成功也

为甘蔗转基因抗虫植株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使转 Bt 基因甘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国与国外研究院已经合

作培育出一批抗螟虫害好、表达量高的甘蔗品系。但是我国转基因甘蔗的研究起步较晚，抗虫基因表达

量低，仍停留在室内试验阶段，而在大田实验的抗虫性甘蔗还需进行准确的鉴定，方能推广生产。

2 物理防治( physical prevention and cure)

2． 1 灯光诱杀 利用昆虫对光的趋性来防控害虫已有悠久的历史［13 － 14］。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曾逐

步采用白炽灯、黑光灯、高压汞灯、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害虫［15］，最后发展为太阳能杀虫灯、光控雨停电击害

虫诱杀灯、智能杀虫灯等［16］。相对其他防治方法，灯光诱杀害虫具有延缓害虫抗药性、不污染环境、针对

性强、对天敌影响小等优点。目前，灯光诱杀多种害虫，己广泛应用于粮、棉、果、蔬、茶等作物上［17 － 18］。
在甘蔗生产上，灯光诱杀害虫在预测预报上应用较多，而在实际生产上应用较少，目前，主要是采用黑光

灯和频振式杀虫灯［19］。杀虫灯是利用甘蔗螟虫对特定波长的光线有较强的趋光性特性，引诱甘蔗螟虫成

虫扑灯触碰频振高压电网，害虫被电击死后落入收集袋中，从而达到杀灭成虫、降低田间虫卵量、减少害

虫基数、控制害虫危害的目的。卢柳珊［20］报道，扶绥县植保植检站 2009—2012 年向农户发放近 1 000 盏

频振式杀虫灯，有效地降低了螟虫危害( 10% ) 。苏俊波等［19］报道，用夜光灯诱捕害虫，对多数甘蔗害虫

起到了较好的诱杀效果，整个生长周期内仅发现 7 株甘蔗被天牛和金龟子为害，螟虫为害率为 10． 5%，而

呋喃丹处理的蔗田螟虫为害率达 49． 0%。
2． 2 浸种处理 我国使用种子处理剂的历史较久，古代便有温汤泡种和药剂浸种，早在西汉年间的农书

《农胜之书》中就有记载。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始推广浸种、拌种技术用于地下害虫防治，保护种苗的

正常生长发育，并成功研制了克百威和多菌灵组成的第一个种衣剂产品，主要用于玉米、大豆、小麦、棉

花、水稻等作物上。浸种剂紧贴种子，药力集中，利用率高。浸种处理农药一般不易迅速向周边扩散，也

不受日晒雨淋和高温影响，故具有缓释作用，因而有效期长。采用浸种处理防治甘蔗螟虫的文献资料鲜

见报道，目 前 中 国 热 带 农 业 科 学 院 甘 蔗 研 究 中 心 已 自 主 配 制 一 种 甘 蔗 浸 种 剂 ( 专 利 申 请 号:

201210405635) ，其防治效果达 82． 7% ( 尚未发表) 。因此，结合甘蔗螟虫钻蛀性发生特点，在甘蔗种植期

将蔗种进行浸种处理可有效降低螟虫虫口密度。
2． 3 不育技术 不育技术是指通过某些手段让害虫丧失繁衍能力而减少虫害发生的一种方法。不育技

术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以辐射不育和化学不育 2 种方法应用较多。辐射不育是指用物理射线等对害虫

成虫或蛹进行照射，使其基因发生突变，从而导致不育。利用60Co 对甘蔗黄螟雄性后期蛹进行照射，雄蛾

的精子染色体发生了畸形，不育效果明显，卵孵化率仅为 0． 9%，对羽化后雄蛾的交配率无影响［6］。林进

添等［21］采用60Co 辐射甘蔗条螟蛹结果表明，条螟的最佳辐射不育期是第 5 级蛹期，剂量 ＞ 0． 35 KGY。化

学不育是用化学上的不育药剂来干扰或破坏害虫的生殖细胞，从而导致不育。另外，还可利用劣势或杂

交的遗传品种等使昆虫产生不育。不育技术运用于生产还需要大量的研究和田间试验［21 － 22］。原子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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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主要是用放射能直接杀灭害虫，或用放射能照射导致害虫不育等。
2． 4 人工处理 最原始、最简单的徒手捕捉或清除，以及近代物理最新成就的运用，可算是既古老而又

年轻的一类防治手段。人工捕杀虽具有费劳力、效率低、不彻底等缺点，但在综合防治措施下，少发生、不
集中发生的蔗田仍不失为较好的急救措施。螟虫卵孵化后幼虫一般群集心叶为害，被害的心叶称为花

叶，对螟虫始发期把花叶连同上面的幼虫割除，效果良好。在田间管理过程中，如遇到螟虫卵块可直接摘

除。由于一部分蔗螟会在蔗鞘、蔗叶上产卵或化蛹，所以应及时剥除蔗叶，以除去部分虫卵、幼虫和蛹，降

低虫口基数。根据螟虫发生期，有目的地剥叶，不仅使蔗田通风透光，减少虫害，而且还能促进甘蔗生长。

3 生物防治( biological control)

生物防治大致可以分为以虫治虫、以鸟治虫和以菌治虫三大类，是降低害虫种群密度的一种方法。
其最大优点是不污染环境，是农药等非生物防治病虫害方法所不及的。
3． 1 寄生蜂 国内外防治甘蔗螟虫的寄生蜂主要有: 赤眼蜂( Trichogramma sp． ) 、古巴蝇( Lixophaga di-
atraeae) 、螟黄足盘绒茧蜂( Cotesia flavipes Cameron) 、大螟拟丛毛寄蝇( Sturmiopsis inferens) 等。

早在 20 世纪初期，圭亚那、美国、秘鲁、波多黎等地曾采用赤眼蜂防治蔗螟，但都未能取得显著效

果［23］。1953 年，我国便开始研究赤眼蜂对蔗螟的防治，并取得了一定效果［24］，此后，国内各地陆续开展赤

眼蜂防治螟虫工作。赤眼蜂可有效减轻螟虫幼虫期对甘蔗造成的为害，是目前蔗区防治甘蔗螟虫的高效

措施之一［25 － 26］。赤眼蜂释放的数量可以根据当地往年螟虫的发生情况以及预测预报结果来决定。一般

情况下，在 4 月中旬前后枯心苗大量出现之前，放蜂 7 万 ～ 15 万只·hm －2，每代螟虫放蜂 2 次，约间隔 7
d，如果虫害发生较严重，可在螟虫盛发期放蜂 30 万只·hm －2。选择无风、无雨的傍晚放蜂较适宜，从蔗

田的上风地头开始放蜂，每公顷蔗田选 45 ～ 75 个放蜂点。利用寄生蜂防治螟虫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对

释放时间和天气状况要求较严格，因此，关于寄生蜂的田间释放技术还需加强。
古巴蝇是甘蔗螟虫的优势天敌之一，其成虫通过不断地在蔗田飞行，利用螟虫分泌的外激素来识别

寄主，主要寄生于二点螟、条螟、黄螟和大螟的幼虫。在古巴，每年释放到蔗区的古巴蝇有较高寄生率，能

显著降低螟害率［27］。印度也曾引进古巴蝇对甘蔗螟虫进行防治，不过没有取得预期效果［28］。我国广西

甘蔗研究所于 2005 年先后 3 次引进古巴蝇，并开展了室内研究［29］。邓展云等［30］采用古巴蝇成功防治田

间甘蔗螟虫，在不施用农药情况下仅释放古巴蝇，使蔗田枯心率和螟害节均控制在 5% 以下，超过赤眼蜂

的防治效果( 10%以下) 。我国古巴蝇田间寄生率为 20% ～40%，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另外，螟黄足盘绒茧蜂也是普遍推广和应用于蔗田螟虫防治中非常重要的生防技术。关于螟黄足盘

绒茧蜂，我国学者仅有生物学方面的初步研究，目前未见有关人工大量生产繁殖、田间释放利用等的报

道; 国外对此有大量的报道，牙买加在田间建立了螟黄足盘绒茧蜂种群［31］; 南非采用螟黄足盘绒茧蜂来防

治甘蔗螟虫，虫口密度降低 32% ～ 55%［32］; 泰国全国生物防治研究中心，每月可生产超过 18 余万头螟黄

足绒盘茧蜂，通过每月释放螟黄足盘绒茧蜂，成功地将甘蔗螟虫的虫口密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33］。
3． 2 捕食性天敌 红蚂蚁、蜘蛛等对甘蔗害虫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近年来，澳大利亚室内研究表明，

有 3 种捕食性蜘蛛对甘蔗二点螟幼虫和成虫具有显著的防治效果。蜘蛛可能是甘蔗螟虫的又一个重要

天敌，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高效的捕食及搜索能力。因此，在甘蔗螟虫的生物防治生产中，蜘蛛有取代寄

生性天敌及其他有益昆虫的潜能［34］。巴西科学家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可通过增加蚂蚁的密度来减少蔗螟

的密度［35］。另外，蠼螋也是一种非常有潜能的捕食性天敌，在甘蔗田间分布较广泛。广西崇左市扶绥县

使用人工养殖蠼螋防治甘蔗螟虫也取得了较好效果。
3． 3 病原微生物 利用昆虫病原微生物防治甘蔗螟虫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生防技术。主要有颗粒

体病毒、核型多角体病毒、Bt、微孢子虫、白僵菌、绿僵菌和昆虫病原线虫等。印度卡纳塔克邦曾研究了颗

粒体病毒与常规农药对甘蔗二点螟的防效试验［36］。EASWAＲAMOOＲTHY 等［37］研究了颗粒体病毒的用

量及纯度对甘蔗二点螟防治效果的影响。SIVASANKAＲAN 等［38］研究发现二点螟的低龄幼虫较易感染白

僵菌; ASHOK 和 TANDAN 研究结果表明，白僵菌和绿僵菌对台湾稻螟、二点螟和大螟的幼虫均具有很高

致病性［39］，国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40 － 41］。刘磊［42］大田试验验证了筛选的 3 种绿僵菌菌剂对甘蔗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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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的防治效果，与化学杀虫剂的防治效果基本相当，可以替代呋喃丹等杀虫剂进行甘蔗螟虫的防治使用。
目前研究比较广泛的 Bt 生物农药会使害虫逐步产生抗性，表现为死亡率升高、发育历期缩短、孵化率、羽
化率、交配率和产卵量降低等［41］。昆虫病原微生物防治甘蔗螟虫多数仍只处于室内研究阶段。
3． 4 性信息素 利用性信息素防治甘蔗害虫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应用于甘蔗螟虫迷向法、诱杀法和预

测预报。国外对性信息素防治甘蔗害虫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70 年代初期，我国的广州蔗

糖业研究所也开始对甘蔗螟虫性诱剂的研究。至今，己发现并合成了条螟、二点螟、红尾白螟、黄螟、大螟

和台湾稻螟等 6 种性引诱剂。
迷向法是在蔗叶层大量释放人工合成的性诱剂，使散发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使得雄蛾长期处于性

刺激状态下，导致其过度兴奋而疲劳，从而无法准确判断雌蛾所在的方位及距离，干扰它们正常的交尾行

为，进而达到减少交配次数，减少下一代幼虫发生量。试验及大面积示范表明，经迷向处理后，雌蛾交配

率降低约 80%，花叶率减少约 70%，枯梢死尾率比常规防治法减少约 50%。对黄螟的迷向防治试验结果

表明，迷向率 98． 1%，交配抑制率 58% ～74%，枯心率比对照区减少 45． 2% ～78． 6%，螟害节减少 52． 2% ～
76． 1%。对二点螟的迷向防治结果表明，迷向干扰率约为 96． 8% ［43］。性诱剂迷向法防治甘蔗条螟的技

术，也在很多蔗区得到推广。
诱杀法是在蔗田放置一定数量的性诱剂，引诱雄蛾前来交配，将雄蛾直接杀死在诱捕器中，从而减少

雄蛾的数量及降低雌蛾的交配率。通过诱杀大量雄蛾，使种群雌雄比例失调，造成大部分的雌蛾不能进

行交配而不育，田间螟虫的落卵量就会下降而达到防治目的。据文献记载［44］，曾在广西、四川、湖南、江西

等地用二点螟性诱剂防治的蔗地超过 5 000 hm2，枯心率控制在 5% 以下，效果高达 82． 48%，取得了与化

学防治相当甚至优于化学防治的效果。
采用性信息素诱蛾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作为虫情测报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已获得国内外普遍承认和

推广。性诱剂在甘蔗螟虫的预测预报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多年来，在广西、广
东等蔗区应用性诱剂进行螟虫发生期测报。研究结果表明，性诱剂诱蛾量比活雌蛾多 2 ～ 9 倍、比蓝光灯

多 2 ～ 5 倍，且灵敏度高，消长规律明显，诱蛾量消长与田间发生实际情况相符，可用于指导实际生产。

4 化学防治( chemical control)

4． 1 早期杀虫剂 20 世纪 60 年代，使用有机氯类 666、滴滴涕等防治二点螟和白螟，使用有机磷类

1605、敌百虫、甲六粉或乙六粉防治黄螟等［6］。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使用有机氯类杀虫脒，对甘蔗黄螟防

治效果最好，可达 97． 6%，对二点螟、条螟和白螟也有较好效果，防治二点螟幼虫效果达 88． 2%，枯心率控

制效果达 84． 6%，取代了硫脲类螟铃畏; 有机氮类杀螟丹，防治条螟效果达 97． 2% ～ 98． 7%，二点螟防治

效果达 78． 3% ～ 83． 0% ; 有机磷类杀螟松，防治苗期二点螟枯心效果达 80%，兼治多种虫害［6］。20 世纪

80 年代，有机磷类敌百虫、敌敌畏、甲胺磷等开始使用，沙蚕毒素类杀虫双、杀虫单也随之出现［6］。氨基甲

酸酯类呋喃丹使用最普遍，曾万秋报道［45］呋喃丹对黄螟、条螟、大螟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防效可达

85． 4% ～96． 9%。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首次合成有机磷类特丁硫磷，1993 年首次运用于甘蔗害虫防

治，试验结果显示，防治地下害虫效果为 80． 98% ～ 84． 42%［46］，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该药运用于甘蔗害

虫防治，效果较理想。
4． 2 现阶段杀虫剂 目前，甘蔗生产上的甘蔗螟虫防治杀虫剂主要有 w = 3． 6% 的杀虫双颗粒剂、w =
5%的蔗来茎颗粒剂、w = 10% 的毒死蜱颗粒剂、w = 8% 的毒死蜱·杀螟单颗粒剂、w = 70% 的锐胜、w =
40%的福戈、w = 5%的丁硫克百威、w = 25%的阿克泰、锐劲特等。w = 3． 6% 的杀虫双颗粒剂( 用量为 90
kg·hm －2 ) 和 w = 40%的福戈水分散粒剂( 用量为 0． 6 kg·hm －2 ) 对甘蔗螟虫有较好的防治效果，防效均

超过 60%［47］。w = 5%丁硫克百威颗粒剂的防效为 61． 68% ～ 74． 95%［48］。龚恒亮等［49］报道，新烟碱类

杀虫剂 SP003( 用量为 1． 2 kg·hm －2 ) 防治螟虫效果可达 83． 35% ～84． 07%。w = 5%的蔗来茎颗粒剂，每

公顷施用 75 kg 药后，60 d 内的药效达到 94． 2% ～96． 0%［50］。
新型杀虫剂 w = 20%的康宽悬浮剂、w = 30% 的度锐悬浮剂受到蔗农高度认可。度锐是先正达公司

2009 年研发的新产品，w = 30%度锐悬浮剂由 w = 10% 氯虫苯甲酰胺与 w = 20% 噻虫嗪混配而成。氯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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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酰胺是通过调节昆虫肌肉钙离子释放而造成肌肉异常收缩，导致昆虫瘫痪至死; 噻虫嗪是烟碱杀虫

剂，具有强胃毒、触杀活性和内吸传导性。度锐不同以往杀虫剂常规的施用方法，采用淋喷和灌根的方式

对作物幼苗施药。薛晶等［51］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度锐对甘蔗苗期螟虫防治效果达 70%以上; 梁阗等［52］报

道，度锐药后 45 ～ 75 d 防效均超过 85%，度锐悬浮剂( 用量为 600 mL·hm －2 ) 的防效分别为 97． 34% ～
73． 09%［48］。康宽是杜邦公司研制的新一代杀虫剂，主要成分为 w = 20% 的氯虫苯甲酰胺。康宽悬浮剂

( 用量为 225 mL·hm －2 ) 对甘蔗螟虫的防治效果为 83． 61% ～79． 11%［48］。
4． 3 施药方式 根据不同药剂类型并结合甘蔗生产农事时期，可采取沟施、喷雾、撒施、“拔—灌”等施药

方式。沟施一般在新植蔗或中耕培土时进行，撒施一般在收获后期田间管理或耕地、犁地时进行。沟施

或撒施时如为液体杀虫剂，则按用药剂量先用少量水稀释后与干细沙拌均匀，颗粒剂直接与干细沙拌均

匀［48］; 也可将颗粒剂按用药量与化肥混合均匀后施于蔗株基部，并及时覆土［47］。“拔—灌”处理一般在甘

蔗苗期进行，即“拔除”枯心苗，沿蔗苗芯“灌”下选用杀虫剂，杀虫剂按剂量稀释后装于手提喷壶。此法可

有效防治第一代螟虫幼虫，减少早期蔗田虫口密度，不但针对性强，而且省药省工。最常见和普遍的施药

方式是以喷雾方式施药，即将杀虫剂按剂量兑成药液喷洒于甘蔗叶面上。由于螟虫钻蛀蔗茎为害，较难

直接接触到药液，致使药效低、防效差。因此，建议喷雾防治螟虫时要把握螟卵孵化盛期，针对“花叶”株

喷施，做到心叶和叶梢上的药液充足、均匀。

5 小 结

长久以来，人们对甘蔗螟虫的防治采取了各种措施，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不同的防治

方法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农业防治见效慢、效果不显著，常常不被人们重视; 物理防治受地域条件

限制，较难大面积推广使用，甚至会增加劳动力成本; 生物防治见效慢、不彻底、成本高，有时对环境条件

要求较高; 化学防治杀伤天敌，但破坏生态，害虫易产生抗药性，尤其到了甘蔗生长后期，蔗株封行而造成

施药存在困难。各种防治措施既有优势，也存在着诸多不足，长期使用单一手段是不合理的，需联合配套

使用，综合运用各种防治手段和方法，方可把虫害的危害程度降低到经济阈值以下，确保甘蔗产业稳定、
健康、可持续发展。

研究方面，还应加大抗螟虫甘蔗品种的选育工作，增强甘蔗自身抵抗能力。在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

方面，还需要加大研究和田间试验，使其防治技术能普遍应用于田间。发展高效、低毒、环境友好的杀虫

剂是甘蔗害虫化学防治的关键; 缓释剂、可控制释放颗粒剂也是近期研究热点; 仿生农药是新农药开发的

主体，这方面国内外才刚刚起步。生物源农药特别是微生物源农药，如专化型 Bt 杀虫剂产品将是我们努

力实现的方向。国内外关于嗅觉刺激和视觉刺激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甘蔗螟虫寄主选择行为过程中的影

响研究鲜见报道，科学地将嗅觉和视觉信号协调联合运用于甘蔗螟虫防治方法中，将是甘蔗害虫防治工

作史上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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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Suran1，YANG Naibo2，YANG Benpeng1，XIONG Guoru1，

FENG Cuilian1，WANG Wenzhi1，ZHANG Shuzhen1

( 1． Institute of Tropical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 / Sugarcane Ｒesearch Center of Chi-

nese Academy of Tropical Agricultural Sciences / Key Laboratory of Biology and Genetic Ｒesources of Tropical Crops，Ministry of Agriculture，Haikou

571101，China; 2． College of Agriculture，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on controlling methods of sugarcane borers，including
agricultural control，physical control，biological control，chemical control and other aspects，and provides Inte-
grated pest management ( IPM) for controlling sugarcane borer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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