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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笋 绒 茎 蝇 的 研 究

徐天森 吕若清

(中 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亚 热带林业研究所 ) (浙江省余杭县南山林场 )

摘 要

竹笋绒茎绳是毛竹笋根重要害虫
,

在浙江省一年 1 代
,

少数二年 l 代
,
以蛹越

冬
。

成出在 3 月份 日均气温达12 ℃ 以 上时羽 化
,
幼虫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为害

。

被

害笋根仅残留 1 0c m 余
,

失去吸收及支持作 用
,

增加竹笋退死率
,

成竹竹杆 尖利度大
,

_

比容 易倒伏
。

关键词 毛竹 , 竹笋绒茎蝇

毛竹竹秆高
、

枝叶茂
、

无直根
,

虽受大风吹袭而不倒
,

是竹秆基部10 余节密生竹根牵持

所致
。

竹根最长可达 1
.

5 m
,

粗平均6 m m
,

具吸收水肥营养及支持作用
。

毛竹在竹笋高 10c m

左右时
,

嫩根被竹笋绒茎蝇 (Ch夕liz a ba o b u sa e Y a n g e t W a n g ) J仅食为害
,

仅剩 1 0e m 余
,

中间蛀空
,

失去吸收及牵持作用
,

增加了竹笋的退死率
,

成竹后竹秆尖削度增大
,

利用率下

降
,

且容易倒伏
,

特别是垦复后的毛竹林
,

土壤疏松
,

倒伏更甚
,

损失很太
。

竹笋绒茎蝇属双翅 目
、

无瓣蝇类
、

茎蝇科
。

分布于江苏 (宜兴 )
、

上海 (佘山 )
、

浙江
、

福

建 (连江
、

福清 )
,

主要 为害毛竹
,

偶见为害红壳竹
、

篓竹
。

笔者于 1 9 61 年在浙江省安吉县初

次发现此虫
,

曾调查其危害程度
。

范滋德先生于 1 9 6 3年后曾两度代定学名为Ch川fza s p
. ,

因

范先生不研究此蝇科
,

且该蝇系隐蔽性害虫
,

当 ll,t 尚不为生产单位所重视
,

而未专加注意
。

7 。年代末
,

浙江省安吉
、

余杭等县该蝇为害加重
,

竹林倒伏竹株增多
,

笔者等于 1 9 8 1年起在

浙江省余杭县南山林场对该蝇进行研究
,

少仁请杨集昆先生鉴定学名
,

系一新种 〔’1
。

一
、

研 究 方 法

2 月下句起
,

从不同林地采回一定从的被害竹根
,

分别将带蛹竹根截成 30 m m
,

放于长

14 c m
、

直径 1
.

sc m 指管中
,

好管50 根
,

以脱脂棉塞口
。

另采大量被害竹根放于直径20 c m
、

高 IOc m 的饲养缸中
,

以带孔玻璃盖盖 口
。

3 月起每日 3 次记载室内温
、

湿度
,

定时观察 成

虫羽化时间及羽化数
。

在成虫羽 化高峰期
,

集中 3 天
,

在24 小时内观察成虫不同时间的羽化

本文于 1 9 吕8年 1 月 1 1 日收到
。

波范滋德先 生
、

杨热昆先生 鉴定竹 笋绒茎蝇学名
,

何没华先生鉴定夭 敌标本
,

浙江林学院 1 9 8 2年 毕业生 朱志 建
、

胡毅

敬同志乡加部分工作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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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况
。

在直径2 0c m
、

高 3 0c m 的饲养缸中
,

放入从竹林中取回的疏松泥层
,

厚sc m
,

土表放竹

笋片
,

取上述指管中羽化成虫移入
,

观察成虫取食
、

交尾活动
。

同时定期于竹林中每隔 2 小

时观察成虫交尾
、

产 卵活动
。

将野外观察到交尾成虫成对采回
,

放入准备好的上述 饲 养 缸

中
,

观察再次交尾
、

产卵情况
。

每天 10
、

20 时用软毛笔将所产的卵从饲养缸中取出
,

记载产卵数
。

将卵每10 粒放在笋片

上
,

放入上述大小指管中
,

以棉花塞口
,

每 6 小时观察 1 次
,

记 载卵孵化
、

幼虫取食情况
。

在野外隔 日随机选择竹笋 4 株
,

每株采根 1/ 4
,

统计被害率
,

将幼虫用浸渍液固定
,

最 后 用

10 % K O H 烧煮
,

取出 口钩用测微尺量其长度
,

求得幼虫龄数
。

气象资料由南山林场气象观

察场提供
。

一 彩
一

1 / 口 态

成 虫工’】

印 长椭圆形
,

长 。
.

8 6一0. 95 m m
,

宽。
。

24 一 o
.

27 m m
,

一端稍尖
,

乳白色
。

卵壳外有

鞘
,

长 0
.

9 0一。
.

98 m m
,

一端有颈状突起
,

鞘壳上有 10 余条隆起纵脊
,

乳黄色 (图 1 一 1 、

2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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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竹笋绒茎蝇

卵
、

卵鞘及破裂卵梢露 出卵
,

蛹及蛹壳
,
6

.

幼虫
。

幼 虫 初孵幼虫体长 0
.

75 一 o
.

90 m m
,

乳 白色
,
老熟幼虫 体 长 8

.

5一1 1
.

5 m m
,

淡

黄色
。

体12 节
,

头小
,

常缩入前胸
。

口钩黑

色
,

透过中胸隐隐可见
。

前胸背板有 1 对半

月形浅黑色骨片
、

下方为羽状气门
。

从中胸

后节间至第 4 腹节后节间背面
、

后胸后节间

至第 6 腹节后节间腹面
,

每节间 有 棕 黑 色

突
,

排列及排数不一
,

以便活动
。

末节末端

背面有
“
山

”

字形棕色斑
,

尾端截面黑色
,

尾

气门羊角形跷起
,

黑色( 图 1 一 6 )
。

蛹 体长 6
·

1一 7
。

sm m
,

初化乳白色
,

附肢紧贴于体上
。

越冬前为乳黄色
,

头顶有

囊状突起
,

附肢可游离
。

复眼
、

单眼橙红色
,
口器

、

触角
、

翅
、

足的跄节及部分毛浅黑色
。

蛹壳长6
。

4一 8
.

om m
,

浅棕黄色至红棕色
,

前端倾斜
、

截形
、

凹陷
,

有 5 一 6 个摺迹
,

黑色
,

截形边缘深黑色
。

腹面可见黑色的幼虫 口钩
。

茧上有 10 个节纹
,

可见幼虫节间突起痕迹
。

末

端黑色
,

有黑色羊角形突起 (图 1 一 4
、

5)
。

三
、

生物 学特 性

(一 ) 生 活 史

竹笋绒茎蝇在浙江省一年 1 代
,

在大
、

小年出笋分明的毛竹林内
,

有少数蛹滞育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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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年 1 代
。

以 蛹在被蛀的竹根中越冬
。

翌年 3 月下旬
、

4 月上旬羽化成虫
,

经半个月
,

在

4 月中旬交尾产卵
,

卵经 4 一 10 天孵化
,

4 月底卵终见
。

4 月 中旬初见幼虫
,

18 一 25 天幼虫

老熟
, 5 月中旬见蛹

,

5 月底幼虫终见
,

以蛹越冬(表 1 )
。

表 1 竹笋绒茎蚝年生活史 浙江余杭

次次次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 一1 222

上上上 l 中 下下 上 中 下下 上 中 下下 上 中 下下 上 中 下下 上 中 下下 上 中 下下

蛹蛹蛹 . . . . . . . . ... . . . 目日... . . . . . ... 匕. 鞠

一一
. . . . . . . . . . . . . ... 一

日. .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口口目. . ‘~~~ . . 匕. ~~~~~ 日自. . ...成成 虫虫虫虫虫 J 日. 卜~
---

一曰口口口口

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口口口口口

卯卯卯卯卯卯卯卯卯卯

幼幼虫虫虫虫虫虫虫虫虫

幼幼幼幼幼幼幼幼幼幼

(二 ) 生活习性

1
.

成虫羽化 3 月下旬当 日均气温上升到12 ℃以上
,

成虫开始羽化
,

雄成虫此雌成虫早

羽化 1一 2 天
。

羽化时
,

成虫头部额囊顶开蛹壳斜截面的盖后爬出
,

再借额囊膨大
、

收缩钻出

土面
,

初羽成虫钻行能力很强
,

蒙着纱布或棉花塞的指管亦能钻出
。

出土后
,

不断爬行
,

非常

敏捷
,

爬至竹杆 l m 高处停息
,

经50 分钟后
,

翅展开
,

额囊消失
,

用后足梳抹虫体
,

受惊时

只斜走向上爬行
,

不飞翔
。

成虫羽化时间及羽化期的长短与日均气温关系特别密切
。

从图 2 两年资料分析
, 1 9 81 年

共采蛹近3 0 0 0只
,

从羽化成虫66 3只看
, 3 月 20 日以后

,

日均气温达到 12 ℃
,

成虫开始羽化
。

但气温上升缓慢
,

在 15 ℃左右变化
,

成虫羽化高峰期长达 7 天
,

最高羽化率仅超过 20 %
。

3

月底气温下降
,

仅个别成虫羽化
, 4 月 l

、

6 日气温回升
,

成虫又羽化
,

这样断断续续延至 4

月 15 日
,

羽化期长达2 6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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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竹笋绒茎蝇成虫羽 化倩况

里: 二呈蚕鑫泥益~ ~
二, 巴 ,

,

一

二 1 0

1 , 5 1年
:

I 一 一 3 一 一 月宝 内 I] 平均气 酗
,

I 一 : 成虫总 于I f七曲线
.

1一 3 雄虫 羽 化曲线
,

I 一 4 雌虫 平l化曲线
。

玲 8 2年
:

n 一 1 3 一 4 月室 内 ! l 平均气退
,

n 一 : 成虫总 于!化 曲线
.

U 一 3 雄 虫羽 化 曲线
,
卫 一 ‘ 雌虫 羽化 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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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年共采蛹800 只
,

从羽化成虫258 只看
,

3月29 日前
,

日平均气温均在 10 ℃ 以下
,

成

虫未羽化
。

3 月 30 日日均气温上升到12
.

2 ℃
,

成虫开始羽化
。

但气温上 升 较 快
, 2一3天 后

日均气温高达 19 ℃
,

成虫羽化高峰也随之到来
,

仅羽化开始第 4 天
,

羽化 率 就达3 7
。

2 1%
。

此后气温下降
,

成虫已羽化 95 %
,

羽化高峰期仅 4 天
。

4 月 3 日后
,

日均气温虽然下降
,

但

仍保持在12 ℃以上
,

成虫仍陆续羽化
,

到 4 月 9 日结束
,

成虫羽化期仅12 天
。

在一天中
,

成虫羽化分布在 2一2 1 nJ
·

(北京时间
、

下同 )
,

其他 4 个小时未见 羽 化
。

从图

3 可见
,

羽化时间主要是2一9时
。

羽化开始
,

雌成虫羽化率高于雄成虫
,

到 7 时后雌成虫羽

化率逐渐低于雄成虫
,

雄成虫到 1 1时才低下来
,

而傍晚所羽化的主要是雄成虫
。

几
、

, 、‘ 一 、尧
.

~
二 一

_

飞
~

⋯
,
:乏泣扮男巴撰气月竺 竺~ 一 ~ , ~ ~ ~ 竺

2一 3

“
日 一。 一2 1一 之‘ 1 9 2 0一, 一 (时 ,

图 3 竹笋绒茎 蝇成虫 24 小时羽化情况

1
.

总 羽化情况
, 2

.

雌成虫羽化情 况
,

3
.

雄成虫羽化情况
。

成虫 雌 雄 比
: 1 9 8 1 年 为 0

.

3 3 : O
。

67 ;

1 9 8 2年为0
。

4 1 , 0
.

5 9
。

2
。

成虫活动 竹笋绒茎蝇成}虫均 在 白

天活动
,

以上午最甚
。

活动 时 进 行 补充营

养
、

飞迁
、

交尾及产卵等
。

竹笋绒茎蝇成虫

以取食竹笋汁液等作为补充 营 养
。

室 内饲

养
,

一星期不供给饲料
,

即大量死亡
,

经解

加�次必汉坏

剖
,

峨死的雌成虫腹内无卵
,

卵巢也未发育
。

成虫飞迁主 要是寻找寄主
,

因毛竹林出笋有大

小年之分
,

大年出笋
,

笋根被害
,

蛹在被害根中越冬
,

次年是小年
,

不出笋
,

成虫羽化后没有

寄主
,

需迁至大年竹林笋根中为害
,

第 3 年再飞回
。

成虫飞迁以雨后
‘

天睛为多
,

而且是短距

离连续飞行
。

故大小年毛竹林面积大
,

相隔较远的竹林
,

成虫飞去少
,

此虫为害较轻
,
反之

,

大小年交界的竹林受害重
,

花年 (均年)竹林每年出笋
,

为害更重
。

成虫夜晚在地面停息
,

随

气温变化停息地点也变化
。

如天睛气温高
,

成虫多停息地表落叶上
、

杂草丛中; 气温低停于

落叶下 ; 遇到冷空气
,

可爬行到土下 sc m 深处 隐 蔽
,

白 天也不飞出活动
。

据查气象资料
,

20 时
,

地下 sc m 比地面温度高 2一 7 ℃ ; 2 时要 高 1一 3℃
。

晴天
,

每天 16 一17 时 成虫即开始

下行隐蔽
。

3
.

成虫 交尾 成虫羽化后
,

最短需经 10 天补充营养后
,

可以交尾
。

.

交尾时间 多在 7 时

半至10 时
,

以 8 时 半 至 9 时 为 主
。

成虫交尾与竹林中温、 湿度关系较密切
,

在一定的温度

条件下
,

相对湿度75 一80 %交尾最多
,

如前一天落雨
,

第 2 天天晴
,

成虫最 活 跃
,

交 尾 最

多
,

曾在 1 0 x Zo m 的范围内
,

一次见到36 对成虫交尾
。

成虫交尾喜在竹林林缘
、

路边光线充

足的竹杆上进行
。

交尾时
,

雌雄成虫翅展开
,

重叠式
,

均静止不动
,

约 15 分钟后
,

雌成虫用

足将雄成虫推开
,

未见成虫有多次交尾现象
。

4
。

成虫产卵 成虫交尾后
,

雌成虫当 日下午即可以产卵
,

以第 2
、

3 天产卵量 最 多
,

占近80 %
。

产卵在整个白天可以进行
,

以14 一 16 时为多
。

产卵前
,

,

雌成虫在笋及笋基部四周

活动
。

有时 1 株笋上有 4一5头雌成虫环绕爬行
,

寻竹笋出土时胀开的土壤裂缝钻入
,

在土下

2一6c m 深的笋上
、

笋根上或离笋 sc m 范围的土上产卵
,

卵 散 产
,

偶 有 2 粒 卵粘连一起
。

经饲养发现
,

交尾后雌成虫产卵量的多少与寿命的长短
,

均与补充营养有关
。

供给成虫笋片

取食者
,

产卵期平均为4
.

5天
,

产卵量为 14 一57 粒
,

解剖死后成虫
,

平均产卵率为75
.

2 % ( 43

一10 0 % ) ; 不供给笋片者
,

成虫2一3天死亡
,

平均产卵量2
。

2粒
,

产卵率为7
.

2 %
。

5
.

幼 虫孵化 卵经 3一 10 天孵化
,

观察3 90 粒卵
,

以 5一7天孵化最多
,

占80 %
,

平均 5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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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孵化前
,

卵鞘被胀破裂
,

卵壳透明
,

可见幼虫的黑色口 钩
。

孵化时
,

幼虫用 口钩在卵端

穿束lJ一孔钻出
,

随之蠕动爬行
。

卵孵化
一

与湿度关系密切
,

野外笋根上的 卵 孵 化 率为95 %以

上
,

室内饲养缸内土层笋片上的卵
,

控制湿度困难
,

孵化率仅 49
。

7%
。

6
。

幼虫 为害 初孵幼虫爬行到笋根的尖 端 蛀入
,

少 数 从 嫩 根 侧 面 蛀入
,

蛀孔直径

O
。

sm m
、

光滑
。

幼虫先蛀食皮层
,

再向上蛀食
, 1 龄幼虫蛀道长 约 Ic m

。

2 龄 幼 虫后期可

以蛀食根髓
,

竹根停止生长
,

其蛀道祖 lm m
,

蛀道长平均 1 0c m
,

最长达 18 c m
。

3 龄幼虫

在笋根中可往返蛀食
,

蛀道增粗
,

达 l
.

sm m
,

竹 根被害部分腐烂
。

被害严重 的竹林
,

竹笋

根被害率很高
,

在竹林中随机选取毛竹40 根
,

每株取根20 个检查
,

结果株被害 率 10 0%
,

根

被害率71
.

3 %
。

竹根中有幼虫 1一4条
,

以 l 条 为主
,

占 7 5
.

0 % , 其他依 次分 别 为18
.

2 %
、

5
.

9 %
、

0
.

9 %
。

主要为害竹笋中层祖壮的根
,

上
、

下层较细的根为害较少
。

7
.

幼 虫龄数 竹笋绒茎蝇幼虫为 3 龄
,

各龄幼虫体长及 口钩长见表 2
。

为证实幼 虫龄

数
,

将初孵幼虫至老熟幼虫口 钩长度值绘成图 4 ,

可 以看出 3 个明显集中的高 峰
,

这 3 个

高峰也说明幼虫有 3 个龄数
。

衰 2 竹笋绒鉴姆幼虫体长与口钩长 (m m )

项
-

-

一
。 一

⋯
二

{
目 ,

! {

一
_

_

侧 定
_

数
_ _ _ _ 2 5

_ _ _ _ _ _

_
_

30 } _ _ 3 0 _ _ _

体 长 一 {
。 , 。 , 。 _

. , , 。 ,

一, r 卜 一 ~ ~ . } 0
.

7 8 79 一 1
.

2 1 2 1 一 1
.

6 3 6 4一 3
.

15 15 5
.

0一9
.

0
l 讨 定 值 !

. “ 。

七
口 。 。

: 孟
‘ 占

“ {
占 ’

一 :
, 。 .

了二
占。 几J

气
u

二
, J ’ ,

} ’ 一 ’ } ’
·

。27 9 !
2

·

2“8 一 了
·

2 6

侧 定 致 ‘ : ,

} 。: ‘ 。。

口 钩 长
酗 定 谊

0
.

1 8 19 一0
.

3 6 3 7

0
.

2 3 74

0
.

4 2 4 3一0
.

5 45 5

0
.

4 6 2 5

}

1

0
.

7 2 7 3一0
.

9 0 9 1

0
.

8 03 8

注
:

幼虫体长偏短
,

是用及演液幼业标本侧定
.

或
, /

、八 八
圳 / \ / 、

_

/ 、

写卜一气产~ 二一一, 一, 片一气‘节

图 4 竹笋绒茎蝇幼虫 口钩长度 分布位

侧徽尺格数
,

1 格 二 0
.

06 0 6 m m
。

8. 幼 虫脱皮及化蛹 各龄幼虫脱 皮 前

停止取食
,

在蛀道中停息
。

脱皮后
,
口钩留

在蛀道中
,

一天后
,

再进行取食
。

幼虫老熟

后
,

在蛀道终 端 蛀 食 蛹 室
,

蛹 室 长 10 一

15 m m
,

四 壁光滑
。

化蛹前
,

幼虫需调转身

体
,

头向下
,

身体缩短
,

头尾等粗
,

脱去最

后一次皮
,

蜕皮变成蛹壳
,

口 钩留在蛹壳内
。

蛹壳祖与蛀道直径相等
,

似紧镶于蛀道内
。

四
、

发生为害与环境关系

1
.

温
、

湿度关 系 成虫羽化需在日均气温 12 ℃ 以上
, 3 月份 12 ℃ 以上温度出现 的 早迟

及温度的高低幅度
,

决定成虫出现早迟及成虫羽化期的长短 , 成虫交尾及卵孵化均需要一定

i显度
,
以

_

L条件均影响当年该虫的为害程度
,

详见生物学特性
。

2
.

竹林 出笋关 系 花年出笋毛竹林
,

娜年均能出笋
,

该虫为害重
。

大
、

小年毛竹 林相



3 期 徐天森等
:

竹 笋绒茎蝇的研究 2 8 3

距较近
,

竹笋被害也重 , 大
、

小年毛竹林相距远
,

竹笋被害轻或不受害
。

3
.

地形
、

地势关 系 一般竹林上坡为害轻
,

中下坡为害重
,

在南山林场调 查
,

上 坡 竹

根被害率35
。

92 一4 5
.

3 0 % , 中
、

下坡竹根被害率分别为 54
.

26 一59
.

40 %
、 5 6

.

80 一96
.

40 %
。

土壤肥沃
、

疏松的竹林
,

竹根被害率7 4
.

6 0一9 6
.

4 0% ; 土壤瘦膺
、

板结的竹林
,

竹根被害率

52
。

40 一6 4
。

2 0 %
。

从单株竹分析
,

竹株上方竹根被害率为。一 2 5
.

0 %
,

平均 16
.

15 %
,

下方被

害率7 0
.

0一 5 3
.

3 %
,

平均为7 5
.

5 3 %
。

五
、

天 敌

竹笋绒茎蝇天敌较少
,

但对控制该蝇的虫 口起了重要作用
。

该蝇成虫羽化时或入土产卵时

常被蚂蚁
、

蜘蛛捕食
。

另有二种寄生蜂
,

其寄生率均很高
。

蝇茧蜂 (茧蜂科 B r ac o ni d ae 蝇茧 蜂亚科O pii n ae
、

蝇茧族OPi ini ) :
是该蝇的主要天敌

,

寄生

率7
·

8 9一 5 9
·

39 %
,

平均2 6
.

08 %
。

以幼虫越冬
,

当竹笋绒茎蝇成虫羽化时
,

该蜂少数成虫羽化
,

大多数在蝇蛹壳中滞育
,

下年再羽化
。

羽化的蜂随蝇飞迁到大年竹山
,

前一年滞育的蜂也羽

化
。

当蝇入土产卵时
,

蜂守在土面
,

蝇产卵完毕出土
,

峰随之入土产卵
,

当蝇幼虫孵化后
,

蜂也孵化寄生
。

锤角细蜂 (锤角细蜂科 D ia p r iid a e
、

锤角细蜂亚科 D ia Priia n e )
:

该蜂的寄生率为 1 2
.

1 8 %
。

该蜂比竹笋绒茎蝇成虫羽化为迟
,

当蝇卵孵化后
,

该蜂才入土产卵
,

寄生于该蝇幼虫
。

六
、

防 治 方 法

竹笋绒茎蝇防治应因地制宜
,

根据竹林管理
、

竹笋生长及天敌情况
,

确定防治方法
。

1
。

加强竹林管理
,

在竹笋出土后
,

立即在笋根四周加盖泥土
,

封密裂缝
,

使成虫 无法

入土产卵
。

2
.

喷药
,

对受害较重竹林
,

利用成虫羽化高峰集申
,

初羽成虫停在竹杆下部的习性
,

及时喷用80 %敌敌畏 1 0 0 0倍液
,

效果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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