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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纹 豹孟峨在福建省 一年一代
,
以 幼 六在树 干墓部蛀道 中越冬

,
幼 虫 19 龄

,

历

期 3 13 一 3 21 d
,

每树大多仅有一 条幼 虫和一个排粪孔
; 6 月中旬 为羽化 高 峰期

,

成虫具趋 光性 ; 7 月上
、

中旬为孵化 盛期
。

受害植物 已知20 种
, 以 木麻黄 为主

,

被

害株率最高达 82 %
。

可 选用湿地松
、

柠檬按为木麻黄的混 交树种 ; 杜绝带虫苗木造

林 ; 幼 虫蛀入期对排龚孔喷注 白僵菌
,

害虫元亡率86
.

7一 98
.

3 %
,
幼 虫未蛀入时对

嫩枝叶
口

贡决氛菊醋或氧化 乐果液剂
,

均可收到 良好的防治 效果
。

关键词 木麻黄 ; 多纹豹 蠢蛾

多纹豹蠢蛾是沿海防护林木麻黄的主要蛀干害虫
。

木麻黄被害后导致风折或枯死
,

国内

未见该虫的研究报道
。

1 9 8 2一 1 9 8 7年笔者在福建省惠安赤湖林场
,

长乐县文岑乡
、

莆田山星

林场设点
,

对该虫进行观察试验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分类地位
、

分布及寄主受害情况

多纹豹盘蛾(Z e u z e r a 二u ltitr ig a ta M o r e )属鳞翅 目L e pid o p te ra 豹盎蛾科Z e u z e rid a e [ ‘“
。

分布在福建省沿海木麻黄种植区
, 国外分布于印度

、

孟加拉 国
、

缅甸 12 ;
。

据调查
,

该虫除为害普通木麻黄外
,

还为害细枝木麻黄
、

粗枝木麻黄
、

黑荆树
、

南岭黄

檀
、

台湾相思
、

大叶相思
、

银桦
、

丝棉木
、

白玉兰
、

龙眼
、

荔枝
、

余甘
。

国外 资料记载 〔2 1为

害日本柳杉
、

芭蕉
、

梨树
、

栋树
、

植香
、

冬青和 万
a ho : ja : a p a “le :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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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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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虫以幼龄虫钻食木麻黄嫩梢小枝
,

使枝叶枯萎 ; 中老龄幼虫钻蛀主干
、

主根
,

使树木

新枝不长
,

树干畸形
,

重者引起风折或整株枯死
。

据沿海 8 个县市的调查
,

被此虫为害面积达2 00 0 h a , 5 年生木麻黄幼林被害率最 高可

达 82 %
,

当年有虫株率一般 15 %
。

长乐县的 5 块固定标准地1 9 8 4年被害株率 48 %
, 1 9 8 5年土

升到74 %
,

被害株率年扩展 26 %
,

致使这片林子衰败成为残林
。

据 1 9 8 5一 1 9 8 7年的固定标准

地调查
,

有虫株 2 年内平均高生长 比 健康 株 减 少6 4
.

7 %
,

冠 幅 减 少3 0
.

7 %
,

地 径 减少

5 6
。

l %
。

二
、

形 态 特 征

印 椭圆形
,

长径 o
.

s m m
,

短径。
。

6 m m
,

粉红色或黄白色
,

近孵化时黑 竭 色 (图 1 -

1 )
o

幼虫 老熟幼虫体长30 一80 m m
,

头宽4
。

5一7
.

O m m
,

体浅黄色或黄褐色(图 1 一 2 )
。

头

部浅褐色
,

上唇暗褐色
,

唇基约为头长的2 / 5
,

单眼区有褐色小斑
;
上领黑色

,

四 齿刻粗钝
,

前胸背板发达
,

后缘有一黑斑
,

生有四列锯齿状小刺和许多小颗粒
。

体节上各有黄褐色毛瘤
。

瘤上有灰 白色刚毛
。

胸足黄褐色 ; 腹足赤褐色
,

趾钩排列为多行环
。

臀板大部分硬化
,

上有一

大黑斑
。

蛹 雌蛹体长2 6一4 8 m m
,

宽 6 一1 0 m m , 雄蛹 体 长1 7一3 2 m m
,

宽 4 一6
.

s m m ; 长

筒形
,

赤褐色
。

头顶具一齿突
,

触角长度不超过中足的于处 (图 1 一 3 )
,

雄蛹触角基半部明显

鼓起
。

腹部各节有两行横行排列的小刺突
,

臀部颜 色较深
,

上有许多颗粒状小刺
。

成虫 雌虫体长25 一44 m ln
,

翅展4 0一70 m m
,

体灰白色
。

触角丝状
,

长 9 一10 m m
,

浅褐色
。

前翅翅面上散生有许多大小不等
、

比较规则的深蓝色斑点
,

前缘从肩角到顶角排列着

10 个蓝斑点
,

中室内斑点较稀疏
,

有些个体中

室有一块较大的
、

由几个斑点组成的蓝黑斑 ;

后翅灰白色
,

斑点稀少而 色 浅
,

有 翅 缓 g

根
。

胸部背面有三对蓝黑色椭圆形斑点
,

第

1 一 7 腹节各有八个蓝黑斑
,

第 8 节有三条

纵黑带 (图 i 二 4 )
。

雄虫体 长 1 6一 3 om m
,

翅展 30 一45 m m
,

触角基半部羽毛状
,

端部

丝状
,

长 5 一 6 m m (图 1 一 5 )
,

后翅 有 翅

缓 1 根
。

三
、

生 物 学特 性

(一 ) 研究方法

图 1 多纹 豹盘 峨形态

1
.

卵 , 2
,

幼虫 ; 3
.

蛹 ; 4
.

雌成虫 ; 5
.

雄成 虫

1
.

饲养 野外饲养 在林间不同 方 位

设 3 个 2
.

5 X 2
.

5 X 2
.

5m 尼龙 纱 做 的 养虫

室
,

内种有虫苗木 4 00 株
,

分别编号
。

每天

观察害虫活动情况
,

记载成虫羽化
、

交尾
、

产卵
、

寿命
、

卵孵化
、

初孵幼虫取食
、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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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每天 6
、

1 3
、

21 时记载温
、

湿度
。

室内饲养 ¹ 将刚孵化的幼虫移到健康苗木或嫩枝梢

上
,

并插入盛有清水的玻璃瓶内
, 10 一 15d 解 剖观察脱皮情况

,

并更换饲料
,

让 自然蛀入
。

头壳用 1 % m m 游标卡量其宽度
。

º 采野外有虫木置于养虫笼内
,

喷水保湿
,

饲养数量 多
,

观察内容同上
。

» 取新鲜木麻黄幼树锯屑于培养皿饲养幼虫
,

每 3 d 更换锯屑
。

将培养皿翻

转
,

可以观察幼虫取食
、

脱皮
、

化蛹生育活动情况
。

2 .

解剖 虫害木 5 一 7 月每 3 d
、

其它月每 15 d 解剖虫害树
,

记载幼虫
、

蛹的数量
,

蛹

室大小
,

蛀道长
、

宽及形状
,

排粪孔数和羽化孔大小形状及位置等
。

共定期鲜剖 27 48株和不

定期解剖30 0 0余株虫害树
。

(二 ) 生活史

多纹豹意蛾在福建省一年发生一代
,

以老龄幼虫于 12 月初在树干基部的蛀道内越冬
,

翌

年 2月下旬又重新蛀食
, 6 月上旬为化蛹盛期

,

蛹期20 d , 6 月中
、

下旬为羽化盛期
, 7 月

上
、

中旬为孵化盛期
,

卵期 l s d ,

幼虫期5 13一 32 1 d ( 表 1 )
。

表 1

, J 份

一

多纹豹 . 峨年生活史与木麻黄生长发育期

二 . 三 四

一 {
, :

一

见 十二
一l
⋯一l

谁口 }上
’

卜下} 上
‘

于
,

下

{0 0 e { 0 0 e

上中下

e O O

上 呼
J 一

下 上中下 上 中下 上中下 上 中下 上
l
幸

J
下 上 中

一

下 上
‘

J
J
下 } 上 中下

一⋯一们

一

.一

十
.
一⋯⋯

△△△

十 十

△△△

+ 十 +

△△△

+ + +

△△△

+ 十 +

O O e

刁‘麻黄生 一
长发育期 一

休 眠 期 ! 抽 梢 期 } 花 期 { 球 果

姆l 果 成 熟 休 眠期

虫态 符号
: ·

卵 一 幼虫 O 越 冬幼虫 △灿 + 成虫

(三 ) 生活习性

印 卵多产于树皮或旧虫道孔内
,

卵粒呈块状紧密排列
,

无菠盖物
。

在 日均温度25 ℃时
,

历时16 d ,
自然孵化率85 一96 %

。

19 8 3一 19 8 6年的试验
,

卵孵化盛期与成虫羽化高峰期有着

密切的直线相关
,

其直线回归方程为 夕= o . 7 98 x 一 6 . 52( x 为成虫羽化高 峰 期
, 刀为 卵 盛 孵

期 )
。

幼 虫 幼虫共19 龄 ( 各龄历期见表 2 )
。

初孵幼虫群集在 白色丝幕下取 f啊}J壳
, Z d 后各

自分散爬行
,

吐丝随风飘移
,

活动敏捷
,

约 20 一 60 m in 即可蛀入木麻黄小枝嫩梢 内
,

虫 道

0 . 8一 2 . O c m
一

民
,

被害部有白色粉末状木屑和粪便
。

40 d 后 以四龄幼虫转移到枝干 上
,

一般

从节疤处蛀入
; 十龄前幼虫有 多次转株转位的习性

,

十龄后幼虫很少转移
。

蛀入时
,

吐丝级

表皮碎屑结成虫苞
,

先盖住头部
,

后一边蛀入
,

一边扩大虫苞
,

直到全部蛀入
。

蛀入孔多分

布在离地面 Z m 以下的树干上 ( 表 3 ) ,

并以此孔为排粪孔
,

每株木麻黄树大多只有一条幼虫

和一个排粪孔
,

孔径2一7 m m
。

虫道内大部分畅通
,

很少有粪便堵塞
,

幼虫用臀足把粪便推

出孔外
,

孔 口 只有弹性的丝织物封闭
,

粪便从丝织物中间一裂缝中挤出后
,

裂缝随即闭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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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道长40 一1 50 c m
,

宽0
.

7一 1
.

s c m
。

在夏季
,

幼虫沿髓心向根部蛀食
,

可深入地 下 10 一20

c m 的主根中避暑
。

老龄幼虫在枯死树千中也能取食生存
,

但提前化蛹
。

中
、

老龄幼虫耐饥

能力超过40 d
。

表 2 各 龄 幼 虫 出 现 期

龄 期

}
1

{
2

}
3

1
,

{
5

{
6

⋯
7

1
8

}
9

簇严诸 }
6 月下”

{
7 “上”

}
7 中
一

下

{
7 月下”

{
8 , 上 ”

⋯
8 上一 中

⋯
8 月中旬

}
8 月下旬

{
9 月上旬

{
1 1

1
1 2

{
! 3

⋯
14

{
1 5

{
1 6

{
! 7

⋯
18

1
1 9

9
一

月万
,

⋯
1。

舟一{
1。

一⋯
1 1月

,

上·

⋯
1 1

一{
11 下

一⋯
1 2

⋯ }
12

一 {资
月下

: {
4

一
旬

注 : 采用成虫羽化盛期所产的卵块于室 内饲养所得
。

表 3 幼虫排粪孔在树千上垂直分布及数量

_ * 。
, } , 、、二 {

‘ 击 。 ⋯ 排 粪 孔 垂 直 分 布 { 每株 树排粪孔 数量

证点
一一

.

曰⋯
1

::: ⋯:⋯: ;⋯
1

:::⋯::
::⋯:⋯::⋯

l

:::⋯:: :⋯:⋯: :
蛹 老熟幼虫在化蛹前

,

咬透虫道边缘的木质部
,

在皮层上预筑一个直径 约 10 m m 近

圆形的羽化孔盖
,

孔盖边缘与树皮略为分离
,

在孔盖下方 3 m m 处幼虫另咬一小通气孔
,

在羽

化孔与通气孔之间以丝
、

屑将虫道堵断
,

在羽化孔上方 5 c m 处幼虫用丝和木屑封隔 虫 道
,

筑成蛹室
,

蛹室长30 一55 m m
。

羽化孔出现后 g d
,

幼虫不再取食
,

体缩短
,

再经 s d 脱最

后一次皮并化蛹
,

蛹头部朝下
,

体重1
.

0一 1
.

7 9
。

成虫 羽化时间为14 时一次日凌晨
,

以 16 一20 时最多
,

占95 %
。

羽化前
,

蛹体借助腹部

的刺列向羽化孔口蠕动
,

顶破蛹室丝网及羽化孔盖 ; 成虫羽化需 50 m in
,

刚羽化的成虫沿树

干向上缓慢爬行
,

约经 4 h 后即可飞翔
。

羽化后数小时即可交尾产卵
,

交尾一 般 在 21 时后

进行
,

持续 3 一 s h
,

不具多次交尾的习性
。

交尾后 0
.

s h 可产卵
,

喜欢把卵产在树皮 裂 缝

中
,

分 3 一 5 次产完 ; 产卵历期 2 一 3 d
,

每雌一生最多能产卵 2 1 08 粒
,

最少3 61 粒
,

平 均

7 00 粒
,

并有遗腹卵80 一 1 30 粒
。

未经交配的雌虫产卵不能孵化
。

据林间5 64 株试验树统计
, 1 9 8 5一1 9 8 6年 5一 6月羽化成虫564 头

,

雌雄性比 1 9 8 5年为 1
.

5 : 1

1 9 8 6年为 1
.

42
: 1 ,

雌虫寿命 4 一 g d
,

平均 6 d
,

雄虫 3 一s d
,

平均4 d
。

成虫白天静伏
,

傍晚开始活动
,

以20 时后最活跃
。

雄蛾有较强的趋光性
,

不仅黑光灯有明显诱虫作用
,

而且

4 0W 照明电灯及蜡烛光均能诱到
。

据52 夜的灯诱结果
,

雄蛾 扑灯 盛 期 在 21 时一23 时
,

占

8 3
.

7 %
,

风雨天及明月夜
,

成虫不扑灯
。

未经交配产卵的雌虫有一定的性诱能力
,

性引诱高

峰在2 1 : 3 0时一 2 2 : 3 0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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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虫羽化商峰期一年可出现 2 次
,

主高峰在 6 月中
、

下旬
,

次高峰在 5 月下旬 , 灯诱盛期

比林间养虫室内羽化盛期迟 3 一 4 d ;
雌蛾羽化高峰比雄蛾早 3 d

。

据林间养虫室观察
,

成

虫羽化盛期的温度为24 一30 ℃
,

相对湿度 为70 一87 % (图 2 )
。

仁
-

一
‘ ,

{

:i
“

一
‘ ’

一
_

“
;

⋯

⋯
/

一
‘

一

、一六
⋯

二、

一 _ -

:{
二

口
.

丫
v 丫
丫

v

一
/

又
平河

“ ” ”
州了片, 全’

“占’” 扮冲站冶油僻寸才节亡才杯沛

图 2 沮漫度与羽化率的关系

四
、

发生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对5 0块标准地调查结果
,

木麻黄10 年生林或郁闭度。
.

7以上或胸径 6 c m 以上不发生多纹

豹蠢蛾
。

3 一 6 年生的幼林有 虫株率平均3 7
.

3 %
,

10 年生的被害率为 0
.

2 % , 郁闭度0
.

5 以下

受害严承
,

郁闭度越小受害越重 , 胸径 2 c m 左右的植物最易受侵害
。

五
、

天 敌

分另l」对多纹豹蠢蛾的四个虫态进行调查观察
,

其天敌有黑蚂蚁
、

棕色小蚂蚁
、

广腹蝗螂

(H ie r o d u la p 二t ellife , a S e r v ille )
、

蜘蛛
、

寄生蝇
、

白僵菌 (B e a u v e r ia b a ssia 。。 V u ill)
、

细菌
、

大山鹊 (p ic a p ic a s e : ic o a G o u ld )
。

其中以蚂蚁数量最多
,

可捕食 害虫的各个虫态
,

捕食率

最高的达 95 % ; 其次是白僵菌
,

自然幼虫感染死亡率较高
。

六
、

防 治 试 验

(一 ) 混交树种选择

混交林具一定的抑制多纹豹蠢蛾成灾仆川
,

为了探讨混交树种抗虫能力
,

选用了适宜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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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种植的湿地松
、

黑松
、

马尾松
、

柠檬按
、

樟树
、

苦糠
、

银桦
、

木芙蓉
、

台湾相思
、

木麻黄

等 10 余种针
、

阔叶树
,

在室内外进行接种试验
,

结果表明
:

多纹豹蠢蛾对湿地松
、

黑松
、

马

尾松三种针叶树不啃食
,

不蛀入
,

对柠檬按
、

樟树
、

苦棘能蛀入取食一段时间
,

但生长发育

不良
,

不能完成生活史
。

其余 4 种则相反
。

(二 ) 加强苗木检痊及苗期防治

从外地购苗
,

必须检疫
,

不用虫害苗造林
。

1 9 8 5年惠安赤湖林场造林时
,

先在苗圃中把

有虫株连根拔除
,

以健康苗木造林 ; 在害虫繁殖后的当年秋季对试验林进行调查
,

虫株率仅

有 1 %
,

未经处理的对照区虫株率 19 %
。

在苗圃进行了应用 3 %吠喃丹不同剂量
、

不同方法

的防治试验
,

结果以深层法施用 2 0一30 9 / m
“

防治效果较好
, 2 个月后幼虫死亡率 42 %

。

(三) 白怪菌防洽

1
。

不 同方法
、

不 同农度的防 治效果测 定 1 9 8 4一1 9 8 6年先后进行了喷注
、

喷雾
、

注射
、

塞孔法
,

不同浓度 (5 x 10
8

一22 x 1 0丫m l) 菌液防治多纹豹蠢蛾幼虫效果测定
。

喷注法是用改

制后的背负式工农16 型喷注器
,

将菌液喷入排粪孔
;
喷雾法是用背负式喷雾器对准幼龄虫为

害的小枝或孔口 喷雾
; 注射法是用兽用针筒将菌液注射入排粪孔 ; 塞孔法是用棉球蘸菌液后

用镊子塞入虫孔
。

结果见表 4 。

表 4 不同方法
、

不同浓度 白公菌防治效果浦定

菌 液 浓 度 供试样树 试 验 结 果

施 药 方 法 供试虫龄 说 明

(含抱量 / m l) (株 )
总虫数 死虫数 活虫数 } 死亡率

{ (% )
校正死亡率

(% )

3 条幼虫失踪

1 条幼虫失踪

2 条幼虫失踪内b
.

n�几U八UnU�目n�n�O口
�.1j.人,止n.n.nU11nUn�八目9气1,山,工0on

�
4龄龄龄龄老老老老

喷注器喷注虫

孔

2 2 亿

1 5 亿

1 0 亿

5 亿

4 3

4 5

5 0

5 0

4 3

4 5

5 0

5 0

4 0

4 5

4 9

4 4

7 条幼虫失踪

8 条幼虫失踪

10 条幼虫失踪

4 条幼虫失踪

几舀,上一月任

n甘一匀sn�一O口

::

4 一纯
7

一
1

抱 子 粉

州列一洲州|||引川一川11 |
|引

喷雾器喷小枝

或虫孔

2 2 亿

1 5 亿

1 0 亿

5 亿

1 7

l4

29

17

4 8

4 5

3 9

6 3

:

:

3 5

2 8

2 2

4 9

1 9

2 4

2 4

1 6

龄龄龄龄幼幼幼幼

7 2

7 2

9 5

7 3

1 6

0

5

5

8 1

1 0 0

9 5

9 3

OU自马�UUOOU厅jn甘厅」

,土

龄龄龄龄老中老老O口,曰On八ODt了冉Ut‘

,1

兽用针筒注射

虫孔

2 2 亿

1 5 亿

1 0 亿

5 亿

棉 花 塞 孔 1 5 亿 老 龄

5 0

2 8

6 0

4 8 1 4
一

1 6 一 2 0

5 6 一 6

喷注法对照区

喷雾法对照区

注射法对照区

龄龄龄老幼老n�
�日八U亡目叮曰�七

对照 ( 不处理 )

A

B

根据表 4 测定结果
,

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计算各施药方法
、

各菌液浓度之间 效 果 差 异

( 表 5 )
。

表 5 结果可以看出
,

施药方法之间的防治效果差异极为显著
,

而菌液浓度间的杀虫效果

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准
。

再根据 t 值显著性检验和野外防治工效测定
,

以改制后的喷注器对排

粪孔喷注 5 x 10
8

一 1护 / m l的白僵菌水溶液
,

害虫平均死亡率 97
.

7 %
,

操作方便
,

与常规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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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筒注射法相比工效提高 1
.

5倍
。

喷雾法和塞孔法防治效果较差
,

不宜推广使用
。

衰 S 药 效 试 脸 方 整 分 析

变 因
’

〔! 山 度 平 方 和 值 } F 0
.

。 , F 0
.

0 1

施药方法 (Q
, )

菌液浓度 (Q Z )

机 误 (Q
, )

总 变 异 (Q )

2 27 00
.

4 9

1 55 1 3

1 69
.

3 8

2 3 0 25

1 1 3 50
.

2 5

51
.

7 1

28
.

2 3

4 0 2
.

0 6二

1
.

8 3

‘

:宝

注
:

二 代表效果差 异极为显著
。

2
.

大 区防 治 1 9 8 6年 4 一 6 月分别在惠安
、

莆田等县进行了大面积喷注白僵菌 (普通菌

粉 )水溶液防治多纹豹蠢蛾幼虫的工作
,

防治面积 2 46
.

67 h a ,

害虫死亡率 8 6
.

7一98
。

3 %
,

每

人每 日可防治0
.

53 h a ,

工本费仅为6
.

90 元 /hao

(四 ) 化学药荆防治

采用2
.

5 %澳氰菊醋
、

4 0 %氧化乐果
、

50 %马拉松乳剂
、

25 %敌马油剂
、

4 0 %乙 醚 甲胺

磷
、

磷化锌熏蒸毒签等化学药剂对幼虫进行喷雾
、

塞孔
、

涂孔
、

插孔防治
。

其中以嗅氰菊醋

3 0 0 0倍液和氧化乐果 30 0倍常规喷雾毒杀小枝叶上的初龄幼虫效果最好
,

校正死 亡 率97
.

1一
1 00 %

,

林间大区防治 33
.

3 3 h a ,

效 果达 8 2
.

8一95 %
。

春季 ( 4 一 5 月份)使用磷化锌熏蒸毒

签插孔
,

幼虫死亡率9 3
。

3 %
,

冬
、

夏
、

秋季节则无效
。

七
、

防 治 建 议

1
.

营造混交林
,

选取抗性树种是防治多纹豹蠢蛾的根本方法
,

可选用湿地松
、

柠 檬 柱

等作为与木麻黄的混交树种
。

加强抚育管理
,

促使幼林生长旺盛
,

提前郁闭
,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

保护蚂蚁类天敌
。

2
.

苗期防治比较集中
,

在起苗造林前
,

人工拔除有虫株
,

杜绝带虫上山造林
。

3
.

对已蛀入主干的幼虫
,

排粪孔分布在 Z m 以下的树干上
,

粪便 明显
,

虫态整齐
,

历期

时间长
,

防治时lll] 不受季节影响
,

可用喷注器对准排粪孔喷注 5 X 1 0s 一 1。。/ m l的 白僵 菌水

溶液
。

4
.

对尚未蛀入主干的初龄幼虫
,

用2
.

5%嗅氰菊醋 3 0 0 0倍液或 4 0 %氧化乐果3 00 倍 液 对

小枝叶被害处进行喷雾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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