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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肤小蠢 Phl。。。: i。 :‘: : in e , , : i: S e h e d le 和罗汉肤小蠢 P
.

p 。r la r。: C h a p u is 隶属于鞘翅

目
,

小蠢科
,

海小蠢亚科
,

肤 小蠢属
,

是我国南方杉木林中常见的蛀干害虫
。

两蠢常伴随发

生
,

钻蛀林中杉株或伐倒木干部
,

在皮层形成纵横坑道 网
,

阻滞营养物质和水分的输送
,

使

之零星或成片枯萎死亡
。

蔡帮华先生等曾简单描绘了两蠢的外形图及形态 区 另11
,

并 指 出
:

“

Bl ac k m a n ( 19 3 2 ) 记载美困西部兽有过肤小蠢严重为 害 的事例
,

在我国 正 缺 少 详 细 观

察⋯ ⋯
,

这类小蠢对于帷木 为害较 告遍
,

成灾可能性 很 大
”〔‘工

。

笔者于 1 9 8 3一 ]9 85 年在安徽

省族德县和浙江省开化县 对 t于肤小蠢的蛀食
、

聚集和分散衍 为及其发
, l:-的环境进行了研究

,

现将结果整理如后
。

一
、

形 态 特 征

成虫 (图 1一 l ) {本长 3
.

0一 3
.

s m m
,

体深褐色或赤褐色
.

复眼
’

{李形
,

前缘 l}; 邓有似角状

!’‘1陷
,

1
1 ,
]l华、较浅

, 一丙复眼 Iljl 的距离较宽
。

触角锤 7: 部

长钾}状
,

兵 2 条斜向分隔线
,

!七3 节
,

具细毛
。

前胸

肯板略呈梯形
,

一

长略小 l’. 宽
,

、仁缘中央凸 出 尖 向 鞘

翅
。

背板
_

l二均匀地分布 着稠密的圆形 小刻点
,

并密被

炸 匕
, ,包自刻点中 自

,

贴伏于板面
_

卜
,

指向背中线
。

鞘翅 坡缘弧形
,

略隆起
,

卜而的锯齿大小均一
,

相题

紧密
;

4JJ 点均清晰狭牢
、

微陷
,

沟中刻点小而圆
。

沟

间部宽阔低平
,

京被细 仁
,

向后斜竖
。

鞘翅斜面
,

第

l
、

3 i’;.] 间部隆起
,

第 2 沟间那低平
,

沟间部上的颗

瘤叭尖桃状
,

第 1
、

3 沟间部各具 10 枚以
_ _

匕 第 2 沟

间部 6 一 7 枚
。

印(图 1 一 l ) 椭圆形
,

初产乳白色
、

半透明
。

近孵化时变成黄 白色
。

孵化时
,

透过卵膜能观察到一

对不断开闭的
:

角形红渴色
_

卜颖
。

一

长径 l
.

om m
,

短径

厂
一

沐

, 一

厂厂钾称户
‘

丫
厂

、 、 ’
、

. } /

协少
一

、

l妇 1 杉肤 小盆形 态

卵 2
.

幼虫 3
.

蛹 4
.

成虫

仁文 于1 9 8 7年 1 1月 2 0 日收到
。

·
承 泉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 究所股感芬先生鉴定衫肤小 . 举名

,

. 定燕先生鉴定金小蜂
、

广脚小蜂学名
,

一 井致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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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sm m
。

幼 虫 (图 1 一 2 ) 初孵幼虫体长 lm m
,

成熟幼虫体长约 s m m
。

取食幼虫体紫红色
,

老

熟幼 虫体黄白色
,
口器棕褐色

。

蛹 (图 1 一 3 ) 初为乳白色
,

接近羽化的蛹体黄褐色
,

复眼鲜红 色
。

长 约 3
.

sm m
,

宽

约1
.

s m m
。

腹末具一对刺突
。

二
、

生 物 学 特 性

(一 ) 生活史

据在安徽省族德县室内饲育和林间定株观察
,

杉肤小蠢在该地区为一年一代
。

按该蠢的生

活习性
,

可分为散居越冬和聚集为害两个时期
。

该蠢以成虫分散在杉木树干皮层内越冬
,

称为

散居期
,

翌年 3 月中旬至 4 月下旬
,

越冬成虫聚集林中衰弱木干部
,

母蠢经交配后
,

咬筑纵

坑并产卵
。

3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为卵期
, 4 月初至 6 月中旬为幼虫期

, 5 月上旬至 7 月下旬

为蛹期
。

5 月中旬出现第一代成虫
,

称为聚集为害期
。

7 月上旬第一代成虫陆续咬出
,

飞离

被害杉株
,

寻找林中适宜的健康杉株越冬
。

调查中偶而发现
,

迟至 1 1月22 日在安徽省族德县的

少许杉株和伐木上
,

仍有成熟幼虫和蛹
。

(二 ) 生活习性

l
。

聚集钻柱

成 虫 杉肤小蠢成虫主要为害 5 一15 年生的杉株
。

3 月中旬至 4 月下旬
,

成虫从林中分

散的杉株中
,

聚集危害健康杉株干部
。

雌蠢钻蛀1
。

8一3
.

Om m 的圆形蛀入孔
。

危害衰弱树伐

倒木时
,

孔外常附着黄褐色的蛀屑
。

钻蛀健康杉株
,

则导致树脂分泌并外溢
,

迫使成虫退出

蛀孔
,

转移它处
,

再次侵入
,

重复多次造成严重流脂
,

树木迅即衰弱
。

据在浙江省武义县的

调 查
,

受害杉株的平均流脂点多达 20 0一3 00 个
。

蛀入孔在植株中的垂直分布密度视高度不同而异
,

主要分布于杉株 3 m 以下部位
。

1 9 83

年 4 月在族德县解析一株高4
.

6 m
、

树径 7
。

3 c m 的被害杉株
。

从基部始
,

间 隔 l m 为一段
,

统

计其蛀入孔数
。

全树具蛀孔 18 7个
。

每段的蛀入 孔 密 度 分 别 为 工
: 3 2

.

1 %
、 l : 4 0

.

1 %
、

l
: 2 5

。

7 %
,
万

: 2
。

1 %
、

V : 0 0

雌蠢蛀入杉木皮层后
,

咬筑一个近圆形的交配室
,

在室内与雄蠢交配
,

然后沿木纤维排

列方向边筑母坑道边产卵
。

母坑道为单纵坑道 (见图 2 )
。

成虫聚集后期
,

被害杉木皮层内布

满母坑道
。

1 9 8 4年 4 月中旬在开化县林科所内伐取 5 株被害杉木
,

每株截取 l m 长的段木进

行测定
,

杉肤小蠢成虫蛀食杉木皮层面积的平均百分率为 6
.

7 (2
.

4一 1 1
.

4) %
。

成虫白天静伏不动
。

蛀食
、

交配活动多在夜间进行
,

交配呈背负式
,

一般在 19 一 21 时进

行
。

卵 交配后的雌蠢边筑坑道边向坑道两侧坑壁咬筑直径约0
.

8 (。
.

6一 1
.

l) m m 的圆 形 卵

室
,

一室一卵
。

产后即用蛀屑封住通向母 坑 道的室 口
。

据调查
,

雌蠢平均产卵量为 48 粒
。

观察 7 粒卵孵化
,

以上领破膜到初孵幼虫脱离卵膜
,

平均 6 小时40 分
,

最短 4 小时20 分
,

最

长 1 1小时13 分
。

据室内观察
,

卵历期 3 一 5 天
。

幼 虫 卵孵化后
,

初孵幼虫分别上下行钻蛀子坑道(图 2 )
。

初龄幼 虫蛀食坑道细
,

随着



1 8 8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1卷

齿魏明增加
,

坑道渐粗
。

据 3 个母坑道38 条完整子坑道的测定
,

始端宽约

0
.

2( 0
.

1一。
.

3) m m
,

终端宽 约 1
.

7 (1
.

0一 3
.

的m m
。

子坑道均分布于

紧靠木质部的皮层界面上
,

内充塞棕褐色蛀屑和粪粒
。

种 群 密 度高

时
,

树皮一剥 即落
。

据调查 7 个母坑道
,

每个母坑道具子坑谴
2 1 (10

一35 )条
。

少数幼虫钻蛀途中死亡
,

子坑道即断
,

因此从完整子二坑 道

百分率
,

可推断出幼 虫的自然死亡率
。

上述 7 个母坑道中幼 虫平均自

然死亡率为 6
.

4 %
。

上行子坑道与下行子坑道 的数目基本相同
,

而平

均长度短 s m m (详见表 1 )
。

幼虫老熟后
,

体 缩短
,

在子坑道终端斜

向木质部内筑一长5
.

5一 7
.

o r n们。,

宽 1
.

8一 2
.

lm m 的长圆形蛹室
,

近

子坑道处堵以黄白色的蛀屑
。

蛹 据室内解析杉肤小蠢的危害木
,

16 个母坑道396 头 幼 虫 的 观

察
,

化蛹率为91
.

8 % (7 6
.

9一1 00 % )
。

据室内 1 5头蛹的饲育观察
,

蛹历

期为8
。

9 ( 7 一1 0 )天
。

2
。

散居期

1 9 8 3年 5 月 13 日放德县始见子成蠢
。

羽化后子成鑫留于蛹室内
。

室内观察于 7 月 5 日始见子成蠢咬出
,

终见于 9 月 6 日
。

大多在自天

咬出
,

据84 头观察
,

上午咬出者仅占25 %
,

下午占75 %
。

林中成虫咬出后
,

飞往健康树
,

大多在枝下皮 层 内 筑 长 2
.

2一

5
.

lm m
、

宽 1
.

3一2
.

om m 的越冬穴
。

穴外无蛀屑和任何 流脂现象
。

成虫居于穴中
,

头部大多向上
,

少数向下或朝外
。

图 2 杉肤小 奋坑道

三
、

发生与生态的关系

(一 ) 发生生境

据调查杉肤小蠢严重发生区大多在海拔3 00 m 左右
、

6 一10 年生的人工纯杉林
,

林 下 具

放类‘小竹
、

大青
、

悬钩子等稀少杂灌木
。

林中临时堆放的杉木堆严重受蛀
,

杉木产区农家

裹 1 杉肤小班上
、

下行子坑道的傲目及平均长度
族德 1 9 8 3

子子 坑 道道 完整于坑坑 完整子坑坑 上 行 子 坑 道道

总总 致致 道 数数 道百分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 数 目目 百 分 率率 平均长度l)))
’

数 目目 百
‘

分 数数 平均长度””

(((((((((((%))) (e m ))))) (% ))) (e m )))

11111 3 555 3 222 9 1
.

444 1 666 4 5
。

777 1 6
。

999 1 999 5 4
.

333 17
.

111

22222 1 000 1 000 1 0 000 666 6 0
。

000 1 6
。

444 444 4 0
.

000 1 6
。

666

33333 1 000 1 OOO 1 0000 666 6 0
。

000 1 6
。

666 444 4 0
。

000 1 7
.

555

44444 1 777 1 777 1 0 000 1 111 6 4
,

777 1 5
.

000 666 3 5
.

3
...

1 5
。

888

55555 2 333 2 333 1 0 000 1 333 5 6
.

555 1 5
.

555 1 000 4 3
.

555 1 6
.

111

66666 3 666 3 222 8 8
。

999 1 555 4 1
。

777 1 4
。

666 2 111 5 8
.

333 1 5
.

999

77777 1 666 1 222 7 5
.

QQQ 1 000 6 2
。

555 1 2
。

555 666 3 7
。

555 1 2
。

555

平平 均均 2 111 1 9
。

444 9 3
。

666 1 111 5 5
。

999 1 5
。

444 1 000 4 4
。

111 1 5
。

999

i ) 系完整子坑道的平均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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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旁的零星杉株亦易受害
。

据 1 9 8 4年 4 月在开化县华埠林场调查3 20 株平均 树 高 5
.

1 (2
.

。一

9
.

4 )m
、

胸径 6
.

了(2
.

4一 1 1
.

6 )c m 的纯杉林
,

杉肤小蠢的株害率达 15
.

3 %
,

林缘重于林中
,

林中受害株往往呈簇状分布
。

(二 ) 发生与食主含水率的关系

杉肤小蠢的成虫聚集
、

子蠢生长发育均与寄主 的生理状态密切相关
。

1 9 8 4年 4 月
,

在开

化县华埠林场选取 6 株健康杉树
,

用嫁接刀分别在树千 1
.

sm 下的上
、

中和下三个位置
,

各取

5 x 3c m 的 三块树皮
,

人为引起树木衰弱
。

分二次统计每株杉树上的杉肤小蠢蛀入孔
,

并计

算出树皮的平均含水率
。

从表 2 可见
,

当树木含水率为 60
.

87 % 时
,

树上均未见杉肤小蠢蛀

入孔
,

含水率降低至55
.

95 %时
,

平均蛀入孔为 9
.

7 ( 6 一 1 3) 个
。

表 2 杉皮含水率与杉肤小 . 成虫蛀入孔 的关系

开化 1 9 8 4

取取 样 日 期期

444 月 1 4 日日 4 月 2 4 日日

平平均含水量 ( g ))) 平均含水率 (% ))) 蛀入孔数数 平均 含水量 ( g ))) 平均 含水率 (% ) l 蛀入孔数数

1
: 2

.

3 32 }

2 2 7 27 一

3 3 2 46

4 3
.

0 3压
一

5 一 1
.

9 47

0 2
.

1 77
} l

6 0
.

17 5

6 1
.

2 3 8

6 2
.

6 7 4

6 2
。

4 6 8

5 9
。

9 0 0

5 8
。

7 8 7

2 2 8 0

2
.

3 3 1

2
.

82 5

2
。

4 4 3

1
.

81 9

1
。

82 2

5 6
.

6 9 5

5 6
.

4 6 0

5 7
.

3 27

5 6
.

6 02

5 3
.

2 44

5 5
。

3 4 8

;:

::

2
,

5 7 7 6 0
。

8 7 4 2
.

2 5 4 5 5
.

9 4 6

(三 ) 发生与罗汉肤小 . 的关系

据观察
,

杉株遭杉肤
、

罗汉肤小蠢危害时
,

前者往往捷足先登
。

1 9 8 5年 5 月解析一株高

4
.

9 m
、

胸径 6
.

Icm 的被害木
,

具横坑 (罗汉肤小蠢 )86 个
,

纵坑 (杉肤小蠢 )41 个
。

前者主 要

聚集3一 4 m 处
,

占该蠢坑道数的 75
.

6 %
,

后者主要聚集于 2一3 m 处
,

占90
.

2 %
。

(四 ) 发生与天敌的关系

球抱白僵菌 B e a : 。。rf ba ssfa 牡a (B a is ) V u ill是子成蠢的主要寄生菌
。

6 月子成蠢陆 续

羽化
,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正是高温高湿季节
,

利于该菌的生长发育
。

寄生后
,

子成蠢全身发

白
,

死于蛹室内
。

金小蜂D fn o tisc “5 s p
.

和广肩小蜂E : : , to 功a s p
。

是该蠢的主要寄生蜂
。

据 1 9 5 5年室外调

查和室内饲育的初步观察
,

林间 3 月 26 日在上年的子坑道内发现 白色的金小蜂蛆
。

室内于 4

月 1 日始见蛹
。

蛹历期17 一21 天
。

4 月 16 日始见成蜂
,

年生活史不详
。

四
、

防 治 建 议

1
。

产地 灭虫 杉肤小蠢主要通过原木的调运传播
。

3 一 4 月
,

树千上附着黄褐 色粉 状

蛀屑或蛀孔外具白色流脂的新伐原木
,

喷洒 80 %敌敌畏乳油或75 %辛硫磷乳 油 8 0 0一 1 0。。倍

液
,

可基本杀灭皮层内聚集的成 虫
。



1 9 0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1 卷

2
.

饵木 引诱 杉肤小蠢严重发生 区
,

可于早春伐除生长衰弱的杉株
,

置于林 中
,

引 诱

杉肤小蠢和罗汉肤小蠢成虫聚集
,

然后用上述药剂或浸入水中或剥皮焚毁杉 皮
,

以 杀 灭 成

虫
。

3
.

保 护 天敌 金小蜂和广肩小蜂是该蠢的主要天敌
。

6 月上
、

中旬正是金小蜂成 虫 飞

离寄主
、

寻找新寄主的时间
,

此时林中应禁施农药 以利该蜂繁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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