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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林业科学技术领域，主要用于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红火蚁（Solenopsis 

invicta Buren）的监测、驱避和防控。近年来，红火蚁广泛入侵我国林地草原生态系

统，对林业生产、居民健康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对林草地红火蚁的分布

规律和觅食行为等基础生物学还有许多未知，对这些环境中的红火蚁进行监测和防

治还存在较多技术难点。 

本成果围绕红火蚁的觅食行为和防治。理论上，预测了红火蚁在我国的扩散趋

势，阐明了红火蚁在林草生境中的分布特点和在树干垂直表面搬运食物的行为，发

现红火蚁高度适应树栖环境，揭示了红火蚁在我国林地草原生态系统快速扩散的机

制。首次明确了红火蚁利用工具辅助觅食（使用土壤颗粒打破液体张力、掩埋食物、

覆盖粘性表面）。阐明了红火蚁搬运土壤颗粒覆盖被驱避剂或杀虫剂处理的表面，使

得驱避剂和杀虫剂迅速失效的行为抗性机制，为筛选新型防治药剂和高效驱避剂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此基础上，发明的粘胶监测法利用了红火蚁特有的覆盖行为，具有操作简便、

专一性强、检出率高等优点，解决了传统监测方法（目视法、诱饵法、陷阱法）不适

用于林地环境、需要辨别和鉴定大量蚂蚁样品的局限。从上百种植物精油及其有效

成分中筛选出异丁香酚甲醚驱避剂，施用于土壤中可阻止红火蚁进入花盆达一个月

以上，有效避免红火蚁随花卉贸易和绿化植物移栽传播扩散。筛选了多种高效杀灭

红火蚁且对非靶标生物低毒的防治药剂，发明的茚虫威饵剂、触杀粉剂及其配套使

用方法（两步法）在全国红火蚁防治工作中获得了广泛使用。针对不同的气候条件和

林地环境研发了多种防治技术和施药设备，构建了林草生境红火蚁防治技术体系和

疫情管理规范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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