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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白蚁灯光诱杀技术导则编制说明

1.立项背景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白蚁常在水利堤坝内部营筑巢穴、修建蚁道，极易造成渗漏

等险情，严重时甚至垮塌，是危及水利工程安全的重要隐患。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

来全国因白蚁危害而垮坝的水库数量多达 500 余座。根据水利部 2011 年组织对全国 20 个省

份水利工程白蚁危害状况普查结果，水库大坝与河道堤防的蚁害普遍存在。近年来，随着气

候变暖，白蚁的活动范围及危害程度呈加剧趋势，江苏、浙江、安徽等 18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现已发现大面积水利工程白蚁危害。因此，加强和规范白蚁防治工作已成为一项刻

不容缓、关系水利工程安危的重要工作。

长期以来，白蚁防治主要采用人工挖巢、毒土灌浆、烟剂熏杀、喷药灭杀和诱杀等方法，

其中有些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如人工挖巢会影响水坝整体结构，造成水土流失；喷药灭

杀会造成白蚁产生抗药性；毒土灌浆会造成水体污染，破坏生态等。

灯光诱杀技术是利用白蚁有翅成虫的趋光特性引诱其扑灯，从而达到杀灭土白蚁属和大

白蚁属的有翅成虫，控制白蚁扩散蔓延；该技术无毒无害、无污染，诱杀数量大，防治成本

低，具有高效、绿色、不产生抗性等特点，近年来被逐步运用于白蚁防治工作中。

1.1 任务来源

近年来，我国相继发布了一批水利工程白蚁防治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这些标准中仅

提及在白蚁分飞期减少坝区灯光或光诱法，但对灯光诱杀技术没有配套的标准。因此，水利

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万宁有害生物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根据小浪底水利枢纽和西霞院反调节水库白蚁防控项目的多年实践，结合我国水利

行业白蚁防治技术现状，2021 年 3 月向中国水利学会提出了《水利工程白蚁光波诱杀技术

规程》的立项申请。

1.2 工作过程

2021 年 3 月，向中国水利学会提出了《水利工程白蚁光波诱杀技术规程》的立项申请；

标准提案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项目组，完成了标准大纲编制。

2021 年 4 月，项目组完成标准初稿的编制，并报中国水利学会。

2021 年 5 月，经中国水利学会立项论证专家审查会评审，同意本标准立项。

2021 年 6 月，中国水利学会发布正式立项公告，建议标准名称为《水利工程白蚁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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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杀技术导则》。

2021 年 7 月，征集到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糯扎渡水电厂、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西农业大学为参编单位。

2021 年 10 月，形成了《水利工程白蚁灯光诱杀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并报中国

水利学会。

2.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2.1 落实安全生产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据广西省水利厅对 115 座大中型水库调查，90%以上遭白蚁危害；云南省对 10

个县 26 座大中型水库调查发现，除海拨 2000m 以上 2 座水库外，其余都存在白蚁危害，并

多数大坝出现了管涌险情；在江苏省淮河以南的 776 座水库中，遭受白蚁危害的 358 座，危

害率为 46%；安微省 40%以上的大中型水库有白蚁筑巢危害，造成结构隐患，其中 36%已达

到危害严重程度；浙江省宁波市遭受白蚁危害的水库占比过 67%，杭州市遭受白蚁危害的山

塘、水库占比过 60%；四川省和重庆市所属的 6200 座水库土坝，有白蚁危害的水库占比超

过 57%；湖南湘潭市堤坝白蚁危害率达 100%，其中严重的占 14%、较严重的占 50%、一般的

占 36%[1]。河南省 2017 年普查 2635 座水库，其中有蚁库 1376 座，达到重度危害 806 座，中

度危害 222 座，轻度危害 348 座，蚁害率 52.2%，危害程度在重度以上的水库占发生蚁情水

库的比例为 58.6%[2]。这充分说明，水利工程白蚁危害不可小觑。因此，选择环保高效的防

治技术，编制具有技术先进和可操作性的技术导则，是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是落实安全生

产的重要措施。

2.2 科学有效防治白蚁的必然要求

白蚁危害具有隐蔽性、普遍性、破坏性、长期性的特点，白蚁危害的传播途径主要通过

分飞、蔓延侵入和携带等方式。“假如一座新建堤坝或一座已彻底治理了白蚁的堤坝，只要

周边有一成年蚁巢有翅成虫可飞临坝体，按每年分飞 1000 对，其成活率为 0.1%—0.2%计，

到第 10 年堤坝内便有 10—20 巢白蚁；如果幼龄巢期为 10 周年，这样从第 11 年起就有第一

个繁殖周期入土的成熟蚁巢也成年参加分飞，到第 20 年堤坝内就有 75—260 巢，其中成年

蚁巢 12—26 巢，到第 30 年堤坝内累计为 460--2600 巢，其中成年巢为 88--314 巢[3]。因此，

白蚁有翅成虫分飞是白蚁传播蔓延发展种群的源头和主要途径。捕杀有翅成虫是白蚁防控的

主战场，而灯光诱杀技术是白蚁防控工作的利器。然而，我国的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没有很好

利用这个利器，长期以来仅局限于堤坝挖巢、毒土屏障、药物灌浆等防治手段，这种传统以

化学为主的白蚁防治方法，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减少白蚁的种群数量，却出现了治而不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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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止的现象；而且大量使用化学农药，有的甚至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风险药物防治白蚁，

给生态环境和人们健康造成潜在威胁；同时，坝体挖巢、药物灌浆还将影响坝体结构安全。

经多年的防控实践证明，运用灯光诱杀与其它技术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技术，充分发挥自

然因素的控制作用，最大程度的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有效控制白蚁危害，从而获得最佳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防治模式，是一种环保型白蚁防治新技术，具有节能低碳和环境友好

的本质特征。该技术已在黄河流域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和西霞院反调节水库，云南澜沧江流域

的糯扎渡水电站、苗尾水电站和景洪水电站，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平顶山段等工程成功应用。

2.3 完善行业标准体系的现实要求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批针对水利工程白蚁防治的技术规范，主要有《土石坝养护

修理规程 SL 210－2015》、《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规范 T/CHES 44—2020》、《江苏省堤

坝白蚁防治技术规程 DB32/T 1361-2009》、《湖北省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规程 DB42/T

768-2011》、《安徽省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规程 DB 34/T 2182—2014》、《四川省水库大

坝白蚁防治技术规程 DB51/T2532-2018》、《河南省堤坝白蚁防治技术规程 DB41/T 1761—2019》

和《广东省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术规范 DB44/T2282—2021》等。但这些标准中仅提及在白

蚁分飞期减少坝区灯光或光诱法，而对灯光诱杀技术没有配套的标准来指导实际应用。因此，

制订《水利工程白蚁灯光诱杀技术导则》，加快推广白蚁灯光诱杀技术应用，进一步完善水

利技术标准体系，很有必要。

3.国内外相关技术研究

3.1 白蚁的生物生态特性简介

白蚁是昆虫纲等翅目昆虫的统称，它具有昆虫的一般形态特征，身体分为头、胸、腹三

个部分。白蚁和其它昆虫一样都有不断循环的生活史，如蚕虫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

成虫四个阶段，这叫昆虫的变态，在昆虫学上叫完全变态。但白蚁生活史只有 3 个阶段（图

1）。白蚁的变态，由于缺少了蛹这个阶段，昆虫学上叫不完全变态。

图 1 白蚁的生活史

白蚁巢群中具有多种不同品级的个体，各品级白蚁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白蚁的品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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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繁殖蚁、兵蚁、工蚁和若蚁，繁殖蚁又有原始型繁殖蚁和补充型繁殖蚁之分。原始型繁殖

蚁是从母巢中分飞出来的长翅型繁殖蚁，后配对脱翅建立巢群，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土白蚁

和大白蚁属的白蚁建立新群体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原始型繁殖蚁配对繁殖。

图 2 土白蚁和大白蚁的有翅成虫

白蚁的生存繁衍、延续种族靠繁殖蚁（有翅成虫）来完成。土栖性白蚁巢龄达到 5—6

年时，巢内开始分化有翅成虫。一般每巢可产生 2000—9000 头，最多产 17000 头以上。Gay

和 Greaves 记述了一个含有 100 万个体的澳垅乳白蚁 Coptotemes lacteus（Frogg）的群体

每年内，在一年内能产生 66000 头以上的有翅成虫[4]。每年的繁殖季节，成千上万头带翅膀

的成虫从原群体蚁巢中迁飞出去，脱翅后的成虫雌雄个体结成配偶，一旦有适宜的地方就会

生存下来，创建新的群体，这就是又一代白蚁群体的开始。

这类白蚁的一个成熟的巢群个体数可达数百万头，并延续其几十年的生活史，其种群个

体数量的增长可以用呈几何级数出现来描述。

3.2 白蚁的分布与危害

白蚁遍布于除南极洲外的六大洲，其主要分布在以赤道为中心，南、北纬度 45°之间。

全世界已知白蚁种类有 3000 余种，据美国科学家的电脑模拟分析，全球白蚁资源数量人均

约占有 0.5 吨，而以白蚁的个体重量 1 克为计算，人类拥有的白蚁个体数人均约有 50 余万

只。

我国地处亚洲东部，跨东洋区和古北区两大动物地理区系，白蚁种类异常富庶，已知白

蚁有 4科 41 属 473 种。全国除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省（区）外，其它省（区）

都有其分布记录。其中，广西（130 种），云南省（125 种），广东（68 种），海南（现有

66 种），河南（19 种）辽宁、北京、山西等省、市分布白蚁种类较少。我国白蚁分布的北

界呈东北向西南方向倾斜，原最北的分布是在辽宁的丹东（北纬 40°）现扩至吉林公主岭

（北纬 48°）经辽宁沈阳（北纬 42°）北京北部（北纬 40°），至山西界休（北纬 37°）

陜西韩城（北纬 35°）甘肃文县（北纬 33°）至西藏墨脱（北纬 29°）一线为界，该界线

的东南部是我国白蚁的分布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A0%E4%BD%95%E7%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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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白蚁分布图

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破坏和侵占白蚁原有的栖息地,以及气候变暖，雨带北移，白蚁对人

类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影响日趋严重，危害已涉及水利工程、房屋建筑、文物古迹、农林作物、

桥梁隧道、市政建设等多个领域。

3.3 白蚁趋光性研究

昆虫能通过其视觉器官中的感光细胞对光波产生感应而做出相应的趋向反应。昆虫对光

的趋性有正、负两种，趋向光为正趋性，避开光为负趋性。据报道，昆虫对光的感应多偏于

电磁波光谱中央附近的短光波，波长为 253～700nm，相当于昆虫能识别光谱中的紫外光至

红外光内部分区域，还能看到人眼不能看到的短波光。昆虫对光的反应因种类而异，在不同

性别和发育阶段也有差异。在农业生产上，利用昆虫对特定波长的光波具有强烈趋向性的原

理，利用诱虫灯来捕杀害虫。

白蚁群体内的工蚁和兵蚁复眼退化或缺失，不能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光线，但白蚁的有翅

成虫具有发育完善的视觉器官。因此，白蚁的有翅成虫在分飞季节都具有强烈的趋光性，白

蚁的对光波波长的感应多集中于 300 nm～400 nm 范围内。

黑翅土白蚁成虫复眼各小眼晶锥直径约 12μm，视杆直径约 9μm，有翅成虫每个复眼小

眼数为 360 个左右。从形态学来说，昆虫复眼视力受复眼大小、空间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小眼数目是主要因素之一。黑翅土白蚁有翅成虫每个复眼的小眼数多于蛇莓跳甲（每个

复眼 150 个小眼），昆虫的小眼数目与其扩散范围有关，小眼数目越多，扩散范围越远。其

发达的视觉能力有助于其在自然界中扩散[1]。如蛇莓跳甲的扩散范围只有几米，黑翅土白蚁

的扩散范围可达 11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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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白蚁有翅成虫都有发育完善的单眼和复眼，和其它昆虫一样，对光具有强烈的

正反应——趋光性，但不同种类白蚁的有翅成虫分飞时间有较大差异。例如：海南土白

蚁的分群就在白天进行，黑翅土白蚁的分群常在傍晚进行，黄翅大白蚁在凌晨分群，云

南大白蚁、土垅大白蚁常在晚间分群等[5]。

3.4 国内外相关技术研究应用

曾报道有翅型白蚁偏好400-420nm的光[6]；张琳等报道有翅型家白蚁的趋光性研究，

对红、蓝、绿三种灯光色均有趋光性，其中对蓝色最为敏感[7]。国外和港台地区对白蚁趋

光性的研究有相关的报道，但未见实际应用案例和应用介绍以及相关应用技术标准。

我国水利工程白蚁防治中对利用白蚁有翅成虫的趋光特性，开展灯光诱杀技术已作过一

些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

20 世纪 60 年代，广东省清远市迎嘴水库曾用黑光灯诱杀白蚁有翅成虫，将黑光灯安装

于坝体上，导致大量有翅成虫分飞落于坝体，由于安装位置不当反而成为了“引狼入室”的

典型。[3]

1975 年 4 月 19 日至 6 月 10 日，湖北省某水利工程开展黑光灯灭蚁试验，沿水库坝脚

安装 9盏 20W 的黑光灯，灯与坝脚距离 15—20m，灯距 50—60m，主要诱杀坝上的有翅成虫；

另在距离第一排灯约 50—100m 处，依地形、地貌布置第二排安装 5盏 20W 的黑光灯，这排

灯是截杀从野外向第一排灯飞来的有翅成虫，并作为第一排的辅助灯，全部黑光灯都是统一

开关控制。试验结果表明，黑光灯诱杀有翅成虫效果显著，每年能坚持诱杀，对减少白蚁新

群体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个有效的预防方法[8]。

4.技术应用案例

白蚁灯光诱杀技术是指在有翅成虫分飞季节，利用其较强的趋光特性引诱其扑灯，并配

以高压电网产生的瞬时高压触杀或采用风力将其吹入或吸入储虫容器内，从而捕杀白蚁有翅

成虫。根据水利工程区域面积和现场情况，将白蚁诱捕灯有序排列安装在特定部位，形成连

续的光波屏障，阻挡有翅成虫飞向堤坝，从而降低有翅成虫分飞蔓延造成的风险。该技术可

以与其它技术相结合使用，能最大限度减少化学药品的用量，达到控制白蚁危害的目的。目

前国内主要成功应用案例如下：

4.1 小浪底水利枢纽和西霞院反调节水库

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集防洪、防凌、减淤、供水、灌溉、发电等 6大功

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黄河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水库总库容 126.5

亿 m3，大坝为壤土斜心墙堆石坝，全长 1667m、最大高度 160m、主坝底部最大宽度为 86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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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心墙宽 80m）；西霞院反调节水库是小浪底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位于小浪底坝址下

游 16 公里处，水库总库容 1.62 亿 m3，大坝总长 3122m，中间混凝土坝段长 513m、高 51.5m，

左右岸土工膜斜墙砂砾石坝段长 2609m、高 20.2m。

小浪底水利枢纽和西霞院反调节水库白蚁防控区总面积达到 338.25 万㎡，主要危害种

类为黑翅土白蚁。其防控实践中应用了灯光诱杀技术，共安装太阳能风力式白蚁诱捕灯 386

台，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治理期共计诱捕有翅成虫 11 万余头，大幅减少了有翅成虫飞向

工程核心区的数量，有效降低了有翅成虫配对建巢的几率；截止 2020 年底，防控区实现了

土栖白蚁基本清零的目标。

图 4 小浪底水利枢纽（左上）和西霞院反调节水库（右上）诱捕灯布置、安装及效果图

4.2 糯扎渡水电站

糯扎渡水电站位于澜沧江下游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和澜沧县交界处，是澜沧江下游水电

核心工程，水库总库容 237.03 亿 m3，总装机容量 585 万 KW，大坝为砾石土心墙堆石坝，最

大坝高 261.5m。

糯扎渡水电站白蚁防控区总面积达到 120.43 万㎡，2014 年对电站枢纽区进行白蚁危害

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蚁危害率为 53.6%，共发现有 2科 10 属 17 种白蚁，认定具有潜在危害的

有 9 种白蚁，分别为黑翅土白蚁、黄翅大白蚁、云南大白蚁、土垅大白蚁、云南土白蚁、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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颚土白蚁、细颚土白蚁、孟定地白蚁和版纳乳白蚁；2015 年开展白蚁综合防控工作，应用

了灯光诱杀技术，共安装太阳能电击式诱捕灯 81 台，2015 年至 2018 年四年治理期共捕获

有翅成虫近 63 万头，有效减少了有翅成虫向防控区域内分飞数量；截止 2018 年底工程核心

区白蚁危害率下降为 0，其它区白蚁危害率下降为 2.9%。

图 5 糯扎渡电站区域诱捕灯布置、安装及效果图

4.3 苗尾水电站

苗尾水电站位于澜沧江中上游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苗尾傈僳族自治乡苗尾村

附近，属大一型一等工程，水库总库容 6.6 亿 m3，总装机容量 140 万 KW，大坝为砾质土心

墙堆石坝，大坝全长 576.68m、最大坝高 139.8m。

苗尾水电站白蚁防控区总面积 82.77 万㎡，2008 年开展建设前期白蚁危害调查，共有

已掌握的 2 科 7 属 11 种白蚁，主要危害种类为黑翅土白蚁、黄翅大白蚁、土垅大白蚁和云

南大白蚁。2013 年在新建大坝白蚁预防工作中开始使用灯光诱杀技术，在大坝上下游两岸

共安装 220v 网电撞击风力式白蚁诱捕灯 50 台，有效阻止了有翅成虫飞向工程核心区；2017

年进入白蚁防治维护期，至今灯光诱杀技术仍发挥着主导作用；截止 2020 年底，工程核心

区域白蚁危害率为 0，其它区域白蚁危害率为 2.5%。

https://baike.so.com/doc/1076555-11392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7517-559304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163068-5393467.html
https://baike.so.com/doc/4051205-42493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051205-42493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18170-25191048.html
https://baike.so.com/doc/8925637-9252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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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苗尾电站白蚁诱捕灯布置、安装及效果图

4.4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平顶山段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缓解我国黄淮海平原

水资源严重短缺、优化配置水资源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输水干线全长 1432 公里，目前

中线一期工程多年平均年调水量 95 亿立方米；渠首设计流量 350 秒立方米，加大流量 420

秒立方米；工程主要采用新开明渠输水，渠道主要采用梯形断面，全断面进行混凝土衬砌。

2018 年工程管理单位选取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段（22.274km）和宝丰段（13.475km）

填方渠段开展白蚁治理试验项目，经调查白蚁危害种类为黑翅土白蚁，试验段防治面积约

89.33 万 m2。在试验项目中应用了灯光诱杀技术，在渠道左右岸防护林带共安装太阳能吸入

式诱捕灯 358 台，有效阻止了有翅成虫飞向工程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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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平顶山段白蚁诱捕灯布置、安装及效果图

5.导则制定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5.1 制定原则

编制《水利工程白蚁灯光诱杀技术导则》，坚持以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规范为指

导，体现了导则的先进性、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原则。

5.1.1 先进性的原则

根据白蚁有翅成虫趋光的生物特性，在摸清土栖性白蚁有翅成虫的分飞蔓延是水利工程

遭受白蚁危害的主要途径的基础上，结合白蚁有翅成虫感光性的波长范围研究成果，并总结

多年多项目的应用实践，以白蚁诱捕灯为主体，其它技术为辅助的灯光诱杀技术作为针对土

栖性和土木两栖性白蚁有翅成虫防控的主要手段，突出了先进性原则。

5.1.2 可操作性原则

本导则将灯光诱杀技术具体化，对诱捕灯要求、方案编制、安装施工、完工验收、运行

维护、效果分析等具体技术要求和实施程序进行了统一规定；附录对诱捕灯的种类和布置提

供了图例。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和西霞院反调节水库，糯扎渡水电站、苗尾水电站、南水北

调中线干渠平顶山段等 4 个工程的成功应用，具备了可操作性。

5.1.3 可持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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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导则中所及的产品、技术要求和程序，无论在水利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都可持续用

于白蚁防治工作，通过控制白蚁有翅成虫分飞繁殖的问题，降低防治区域内的种群密度，实

现控制蚁害的目标。

（2）本导则中所及的产品、技术，具有无毒、无害、不污染环境，诱杀数量大，防治效果

好，经济成本低，安装简单，节能低碳等特点，体现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

（3）本导则中所及的产品和技术，以确保堤坝安全运行为目标，坚持区域控制、综合治理

的理念，紧抓消灭白蚁有翅成虫的关键环节，可与现有的其他白蚁相关技术标准互为补充、

配合应用。

5.2 技术路线

在多个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白蚁防治项目中，通过在堤坝周边安装白蚁诱捕灯和白蚁监测

控制装置，构成以诱捕灯为主体的诱杀系统，并形成光波屏障，有效阻挡白蚁有翅成虫飞向

堤坝。根据对白蚁灯光诱杀技术现场应用效果的监测评价和经验总结，拟定了技术应用与实

际情况相符合的标准大纲，并经多次论证完善，将技术应用各个步骤的任务和要求予以细化

并形成章节内容，内容涵盖诱捕灯要求、方案编制、安装施工、完工验收、运行维护和效果

分析，力求通过本导则在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工作中的使用来规范灯光诱杀技术工作的开展，

使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和白蚁防治施工单位能够准确、系统地掌握和应用该技术。

6.条文说明

6.1 范围

本导则的定位是水利工程灯光诱杀白蚁有翅成虫新技术，作为现有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

术标准的补充。因此，它同样适用于已建、新建、改建、扩建水利工程白蚁的预防和治理。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仅例举了本导则中引用的规范性文件，简洁明了，符合标准编制的一般要求。

6.3 术语和定义

本章仅例举了本导则中实际引用并重复二次以上的专业语言、技术用语，简明扼要，符

合标准编制的一般要求。

6.4 基本要求

本章规定要求共 4 条，第 1、2 条要求，明确了使用灯光诱杀技术的遵循原则，应用方

式和目的要求；第 3 规定堤坝灯光的管控要求；第 4 条是对工程管理单位和白蚁防治施工单

位的要求。

这 4 条要求都是水利工程白蚁防控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历史教训的借鉴。例如：早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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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60 年代广东省清远市迎嘴水库曾尝试用黑光灯诱杀白蚁有翅成虫，但由于安装位置不

当反而成“引狼入室”的典型，从此灯光诱杀技术被打入“冷宫”。近年来，我们认真总结

了白蚁防治的经验教训，根据白蚁生物生态学特性，大胆使用灯光诱杀技术治理水利工程的

白蚁危害而获得成功，并总结出了一些管理规定，作为基本要求写入本导则。

6.5 诱捕灯要求

本章主要参照国家有关太阳能杀虫灯的产品和通用技术标准，并结合我们在水利工程白

蚁防治实践经验总结提炼而成。

6.6 方案编制

本章主要有蚁情调查和布置方案两部分组成，白蚁危害调查的方式、方法在行业其他标

准内已有明确规定，本导则简单引用了《建设工程白蚁危害评定标准》GB/T51253 中规定的

调查范围，并增加了针对工程建设期的工程坝址区和取土料场的调查。方案编制中对诱捕灯

在土石坝和堤防的选型和布置及水利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的应用，分别作了相应的规定。

6.7 安装施工

本章规定了安装施工的一般规定、到货验收、诱捕灯定位、诱捕灯基础、诱捕灯安装、

白蚁监测控制装置安装、运行调试及安全注意事项，这些内容均结合我们在水利工程白蚁防

治实践经验总结提炼而成。

6.8 完工验收

本章规定了完工验收的程序和完工验收应提交的资料，依据水利工程项目验收相关规定

编写。

6.9 运行维护

本章分为一般要求、运行要求、维护要求等，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实际需求出发，借

鉴了水利工程安全监测与维修养护的相关规定，并根据产品生产企业的使用说明，综合编制

而成。

6.10 效果分析

本章规定了灯光诱杀系统每年运行情况的总结内容，体现了持续控制的原则。

6.11 附录 A

本附录图解了白蚁诱捕灯的主要样式，便于灯具选型的参照。

6.12 附录 B

本附录规定了白蚁诱捕灯和白蚁监测控制装置的布置，便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白蚁防

治施工单位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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