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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市林木保护站、辽宁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河南省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佳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旭东、柴守权、闫国增、肖艳、王平、赵树英、周玉江、胡加付、王玉玲、赵铁良、

董振辉、于治军、潘彦平、赵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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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虫灯林间使用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诱虫灯使用设备准备、林间使用、管理与维护、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中诱虫灯的使用，防治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４６８９．１—２００９　植物保护机械　虫情测报灯

ＧＢ／Ｔ２４６８９．２—２００９　植物保护机械　频振式杀虫灯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监测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

适时调查了解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内，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动态，包括种类、种群数量、分布区

域和发生危害以及成灾情况，为趋势预报提供基础数据的生产活动。

３．２

诱虫灯　狋狉犪狆犾犪犿狆

能发出一定光波波长（主要为紫外线）并诱捕昆虫成虫的灯具装置，通常用于具有趋光性森林昆虫

的监测。

４　设备准备

４．１　支架和基座

４．１．１　支架式

设置在支架上的诱虫灯，需准备支架。其直杆长３ｍ，直径≥１０ｃｍ；横木一端安装长５０ｃｍ～７０ｃｍ

的直角三角型横头，一端带挂钩。横木上安装２个电瓷头（接电线用）。

４．１．２　固定基座式

直接设置在地面上的诱虫灯，应平整１ｍ×１ｍ的坚实土地面或水泥地面。

４．２　基本设备

诱虫灯具、电线（铜芯线径≥１．０ｍｍ、铝芯线径≥２．５ｍｍ）、闸刀式开关。无电源的地方还应配备

发电机（５００Ｗ～１０００Ｗ）、电瓶（１２Ｖ，１００Ａ·ｈ以上），以及备用手电（应急灯）、油桶（１０Ｌ～２０Ｌ）等。

诱虫灯具规格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６８９．１—２００９和ＧＢ／Ｔ２４６８９．２—２００９的有关规定。

４．３　电源

４．３．１　交流电

动力电或发电机发出的电，均应用变压器将电压转为适合诱虫灯的电压，电压波动范围应限制在

２２０×（１±０．０５）Ｖ之内。电源与诱虫灯应安装１个闸刀式开关，用于隔离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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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直流电

电瓶（电池）容量应保证诱虫灯工作３ｄ～５ｄ（每天最少工作４ｈ）。

４．３．３　太阳能和风力发电

太阳能板安装应朝太阳光照较强的方向，太阳能、风力发电电量应能满足诱虫灯的正常用电需要。

４．４　捕虫工具

若需制作昆虫标本，诱虫前还应准备捕虫网、幕布、毒瓶、毒管、钢刷和毛刷。幕布为２ｍ×３ｍ白

色布。毒瓶和毒管（乙酸乙酯等）外壁由塑料特制而成，瓶内放入长纸条，瓶口密闭。

５　野外使用

５．１　设置

５．１．１　诱捕点选择

５．１．１．１　诱虫灯的放置地点应尽量选择在远离公路和灯源、人为干扰少、林相典型且行走方便（有电源

为最好）的林地。诱虫灯林间设置密度以灯光相互之间不影响（一般为间隔１ｋｍ以上）为好。用于防

治上可加大密度。

５．１．１．２　地势相对平坦、分布面积大的林地，宜在距林缘５０ｍ～１００ｍ的林地外或在林内中间的空地

处设立诱捕点；地势复杂、坡度大的林地，宜在山下坡相对位置较高处设立诱捕点。

５．１．１．３　视野较差的林地内部，诱虫灯的有效诱捕距离为５０ｍ～３００ｍ（与虫种、灯管功率、林分状况、

月相和天气状况有关）；视野开阔的林地，有效诱捕距离会有增加。

５．１．１．４　诱捕点可用ＧＰＳ定位。诱虫灯设置情况记录表参见附录Ａ。

５．１．２　设置时间

根据各地目标昆虫成虫羽化期而定，宜在羽化前５ｄ～１０ｄ内布置。

５．１．３　设置方法

在选定的诱捕点处清理平整出的地面（３ｍ×３ｍ～３０ｍ×３０ｍ），按照不同诱虫灯的使用说明组装

诱虫灯。固定式应将诱虫灯固定在地面；支架式应将支架埋入土中１ｍ左右，保持支架稳定，诱虫灯挂

置在支架距地面１．７ｍ±０．３ｍ处。可根据目标昆虫的大小，调整电网的间隙距离。集虫袋安放在设

定位置，定期取回。

５．２　使用灯具

不同波长诱集的昆虫种类有差异。应根据监测昆虫种类，选择一定波长的灯管。

５．３　诱捕

５．３．１　开灯时间

每天太阳落山后３０ｍｉｎ（天黑）开灯，太阳出山前３０ｍｉｎ（拂晓）关灯。具体可根据当地诱捕目标昆

虫确定开关灯时间，如２０：００～２４：００。

５．３．２　诱捕时段

南方诱捕时段为２月１日至１１月３０日，北方诱捕时段为４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具体可按当地历

年目标昆虫的羽化期和当年的气候条件，或者冬季和春季的调查结果推断其羽化始末期，调整诱捕

时段。

针对单一虫种的诱捕可在每一世代成虫始见前３ｄ～５ｄ开始、终末后３ｄ～５ｄ结束。

５．３．３　昆虫收集方法

５．３．３．１　将目标昆虫诱捕到集虫袋中，以防逃脱。

５．３．３．２　采用红外线烘干系统的灯具，直接将诱集到的活虫烘干致死。

５．３．３．３　收集需鉴定或制作昆虫标本的，可在距诱虫灯３ｍ～５ｍ处挂置幕布，现场用捕虫网和毒瓶、

毒管在幕布上捕捉活虫。

５．３．３．４　在灯管下放盛水并加杀虫剂的水盆，杀死落入水盆的目标昆虫。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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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５　诱虫期间发现诱虫灯周围虫口密度较大时，应及时在１０ｍ～３０ｍ范围采取除治措施，避免

产生新的虫源地。

６　观察与记录

６．１　从设置诱虫灯的当天开始，每天或隔天观察并记录１次诱捕结果，汇总后确定目标昆虫世代数及

每世代发生高峰期。目标昆虫发生期调查可１ｄ～３ｄ调查１次，发生量调查可３ｄ～５ｄ（或７ｄ）调查

１次。

６．２　诱捕到的昆虫数量、天气变化和诱虫灯的挪动、损坏、更新情况应详细记录（记录表参见附录Ｂ）。

６．３　目标昆虫应及时编号、记录、鉴定。

７　管理与维护

７．１　诱虫灯使用之前，应对灯体本身和附属电力设备进行检修。每天开灯前应检查系统是否漏电，并

设专人管理和维护。

７．２　灯管、灯具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新。

７．３　太阳能板面应经常用绒布清理，以保持清洁和最佳充电状态。

７．４　每次观察后，应将诱虫灯清理干净。

８　安全要求

８．１　诱虫灯应安装总路闸刀和支路闸刀，保证灯的正常使用和维修安全，检修时应切断电源。

８．２　电源线应采用耐高压的绝缘电线，架设应离地面２．５ｍ以上，杜绝直接从高压线路取电。用铜线

和铝线互接的，应注意防止受潮氧化。所有接线口应用绝缘胶布严密包扎。避免漏电，并注意防火。

８．３　雷雨天气时，应确保设备安全，安装一定避雷装置。

８．４　诱虫灯设置点周围，应用明显警告标识和文字说明，禁止闲人靠近。

８．５　毒瓶和毒管保管应设专人、专柜（最好保险柜），严防盗用、丢失。使用时注意安全，一旦破碎，立即

覆土深埋。

９　预测预报

诱虫灯观察记录诱捕的森林害虫成虫数据与林分内幼虫虫口密度、有虫株率对比，可用于森林害虫

的发生期、发生量和发生范围监测调查和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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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诱虫灯设置情况记录表

名称： 省 市 县 代码：

乡镇（林场）名称： 代码：

村名： 林班号： 小班号：

诱虫灯编号：

地理坐标：经度 纬度 海拔高度（ｍ）：

林分类型：

主要树种： 林分面积（ｈｍ２）： 单位株数： （株／ｈｍ２）

树龄（ａ）： 郁闭度：

胸径（ｃｍ）： 树高（ｍ）：

同期发生主要有害生物种类：

有虫株率（％）： 虫口密度（头／株）：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１．省、县、乡镇（林场）、村（小班）代码为０１～９９，均由本单位的上一级单位统一编码，编后保持不变。

２．诱虫灯编号：００１～９９９，以县为单位统一编码，编后保持不变。

３．该表统计周围林分的虫情，在主要有害生物每１代发生危害时调查１次，每灯只填一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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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诱捕记录表

表犅．１　单灯诱捕记录表

诱虫灯编号：

昆虫种类
诱虫数量（头）

合计 雌 雄
备　　注

总计

记录人： 记录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１．将每个诱虫灯诱集的昆虫按种类（或大类）数量填表。不能确定种类的编号填入。

２．备注记载主要危害树种，以及天气、灯具变动等异常情况。

表犅．２　单一虫种灯诱记录表

诱虫灯编号： 虫种：

诱虫日期
诱虫数量（头）

合计 雌 雄
备　　注

总天数

记录人： 记录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１．将每个诱虫灯诱集的昆虫按单一种类（如松毛虫）数量填表。

２．备注记载天气、灯具变动等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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