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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凹缘菱纹叶蝉是枣疽病的一种重要媒介昆虫
。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部山区
,

该 虫一年

发生 4 代
。

从 9 月中旬到n 月上旬
,

第 4 代成虫大多数直接从枣树飞往油松和侧柏上越 冬
。

第 2

年 4 月中旬
,

越冬成虫从松
、

柏树飞往桑树和构树上繁殖 1 代
。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
,

第 1 代 成

虫飞到枣树上繁殖 3 代
。

在田间用几种农药防治
,

灭扫利(Met h ri n) 的效果最显著
。

关份词 凹缘菱纹叶蝉 ; 迁飞 , 防治措施

枣疯病是由类菌原体引起的枣树毁灭性病害
。

凹缘菱纹叶蝉(H ishi m 石洲5 s o llat us U hl er )

是我国枣区枣疯病自然传病的一种重要媒介昆虫和传染源 I’
, “]

。

为给枣疯病的综 合防治提供

依据
,

于1 9 8 6~ 1 9 8 9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山地枣园
,

对该虫的迁飞规律
、

年发生代数及

药剂防治进行了研究
。

迁飞规律及年发生代数的调查研究采用田间系统调查和室内短期饲养相结合的方法
。

田

间调查全年进行
,

每 7 天一次
,

每次随机调查10 株树
。

采用震落法
,

每株树取上
、

中
、

下 3

枝
,

每枝敲击 5 下为一网
,

统计
、

记载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凹缘菱纹叶蝉的迁飞规律

1
.

1 越冬虫态及越冬场所

经对从试区所采的菱纹叶蝉类的外生殖器的解剖确定
,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山地枣区凹缘

菱纹叶蝉和中华拟菱纹叶蝉(H东s丘玄二d丽, fd e s c从, 。: 5 15 A n u fr ie v )混合发生 ts
, 4 1

。

而 凹缘菱

纹叶蝉占 90 %以上
,

因而是该枣区的优势种
。

19 8 6~ 1 98 9年春
,

在枣园及其附近
,

调查了大枣
、

酸枣
、

榆
、

刺槐
、

桑
、

构
、

苹果
、

油

松
、

侧柏等10 多种针
、

阔叶树
,

只在油松和侧柏树上找到了凹缘菱纹叶蝉的成虫
。

在生长旺

盛
、

枝条茂密的树上
,

越冬成虫的数量就多
,

反之就少
。

3 月中旬以前
,

越冬成虫在当年生

松梢顶部的松针基部
,

头向松针鞘蛰伏不动
。

到 3 月中旬
,

天气渐暖
,

如遇惊扰
,

越冬成虫

可作小范围的抖空飞动
。

1
·

2 春季迁飞和乔迁寄主
1

.

2
.

1 飞 离松林的时间 1 9 87年 4 月1 8 日
,

在松林捕到 4 头成虫
, 4 月25 日l 头也未捕到

。

本文 子1 9 9。年1 2 月2 5 日收到
。

二
* 获鹿县南寨村王五星参加野外调查

,

85 级毕业生张云佐参加室内药效试脸
,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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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8年 4 月14 日捕到 3 头越冬成虫
, 4 月2 2

日未捕到
。

1 9 8 9 年春继 续调查
,

结 果 见 表

l
。

连续 3 年调查结果表明
,

越冬成虫在 4

月2 。日前后飞离松林
,

历时约半月
,

即从清

明到谷雨
,

和油松雄花期大致相对应
。

1
.

2
.

2 乔迁寄主 1 9 8 7年春季调查时发现
,

越冬成虫飞离松林后
,

大多数去向不明
。
1 9 8 8

年 5 月20 日在枣园附近的桑树上发现大量成

衰 1 凹缘. 故叶娜. 攀飞离松林的时间

(南寨
, 1 9 8 9 )

调查时间
(月

·

日)
网数 虫教 物 候 节 气

桃花盛花

油松雄花始花

济 明

油松雄花谢 谷 南

虫和部分老龄若虫
,

在构树和榆树上也有该虫活动
。

1 9 8 9年春
,

在桑树上观察了凹缘菱纹叶蝉

的发育情况
,

完成一代历时约 1 个月(见表 2 )
。

3 年调查结果证实
,

在石家庄市西郊山地枣

区
,

凹缘菱纹叶蝉第一代是在桑树或构树上完成的
,

然后成虫飞往枣林
。

桑树和构树是该虫春

季的乔迁寄主
。

衰 2 凹缘狡坟叶娜, 一代在绍材上的段, 愉况 (南寨
,

1 98 9年春季 )

观案 日期(月
·

日 )

虫 态 1 、

2 的若虫

5
·

3 5
·

1 0 5
·

1 4 5
·

20

3 、

4龄若虫 4
、

5 龄若虫 成虫羽化 成虫羽化盛期

1
。

3

1
.

3
。

迁入枣林的时间及其在枣树上完成的世代教

迁入枣林的时 间

在枣林中尚未捕到成虫
,

1 9 8 5年 6 )J 一日在枣林中发现有少数成虫活动
。

1 9 8 9年 5 月 2 0 日

6 月 3 日捕到 10 头成虫
、

15 头若虫
。

6 月中旬在桑
、

构树上很难找

到凹缘菱纹叶蝉
。

这表明
,

在 5 月底
、

6 月初凹缘菱纹叶蝉第一代成虫几乎全部飞往枣林
。

1
。

3
。

2 在枣林中完成的世代数 由于成虫的

寿命不同
,

飞入枣林的时间不同
,

因此
,

凹缘

菱纹叶蝉在枣林中的世代在后期发生重叠
,

6 ~ 1。月都有成虫活动
。

采用调查若虫虫口
,

结合室内短期饲养的方法可确定其在枣林中

的世代数
。

1 9 8 9年 5 ~ 9 月枣林中若虫虫口

变化调查结果见图 1
,

由图可以看出 3 个明

显的高峰
,

从而可以确定凹缘菱纹叶蝉在枣

林中最多能完成 3 个世代
。

第二代在 6 月中
、

下旬完成
,

第三代在 7 月中
、

下旬完成
,

世

代历期各约 l 个月
。

第四代在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完成
,

历期稍长一些
。

推四节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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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8 9年 5 ~ 9 月枣林中若虫虫 L1 变化

1
.

4 秋攀迁飞和年生活史

1 9 8 6年秋季在疯枣树上和松林中调查成虫虫口变化表明(表 3 )
,

凹缘菱纹叶蝉第四代成

虫自 9 月中
、

下旬开始
,

大多数直接 由枣林飞往油松林越冬
,

至10 月中
、

下旬基本结束
。

另

外
, 1 0 8 8

、

1% 9年都曾发现在桑树和构树上有少璧成虫活动
,

这部分成虫是否飞往松
、

柏树

上越冬有待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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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疚本材上和松林中虫口变化

(南寨
,

1 9 86年秋季 )

调查 日期
(月

·

日)

成虫致 (头)

调查 日期
(月

·

日 )

成虫数(头)

9
·

3 9
·

2 4 1 0
·

9 1 0
·

2 3 11
·

7

8 2 1 5 2 0 1 4 2

1 0
·

7 1 0
·

1 1 10
·

2 1

9
.

5 1 0 8 1 0 0

至此
,

凹缘菱纹叶蝉在石家庄西部山地

枣区的年生活史已基本调查清楚
,

以图 2 表

示
。

图 2 示凹缘菱纹叶蝉生活史

2 化学防治试验

2
.

1
·

室内药效试验

1 9 8 9年 5 月进行
,

试虫系采自田间的老龄若 虫及成虫
。

试验用农药的品种 和 浓 度 是
:

80 %敌敌畏乳油 2 0 。。倍液
、

50 % 甲胺磷乳油2 0 0 0倍液
、

40 %乐果乳油 2 0 00 倍液
。

手 持 喷

雾器喷雾
,

喷水做对照
。 3 次重复

。

24 h 校正死亡率均为 1 00 %
。

另外
,

还用 20 %灭扫利乳油做了浓度梯度试验
,

分别为5 。。。
、 6 0 0。

、

8 。。。和 10 0 00 倍

液
,

喷雾
,

重复 3 次
,

24 h 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 1 00 %

、 1 00 %
、 8 5

。

1 % 和 8 0
。

3 %
。

2
。

2 田间药效试验

在室内药效试验的基础上
,

1 9 8 9年 8 月在获鹿县南寨村疯枣树上进行田间药效试验
。

用

3 种农药
。

考虑到田间影响药效的因素复杂
,

所用农药的浓度比室内试验所用的 增 加 了 一

倍
,

背负式喷雾器喷雾
。

试验结果(表 4 )灭扫利的效果显著
,

可维持 7 天以上
。

表 4 不同农药防洽凹缘趁坟叶蛛田间药效试验 (南寨
,

1 9 8 9. 8
·

1 8)

农 药 种 类
试 验前

虫 口数

药 效 (虫口减退率 %)

4 d 7 d 1 4 d

几曰了U,自‘l口1.11112。% 灭扫利

4 。% 甲胺磷

80 %敌敌畏

稀 释

(倍)

5 0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

0 1 0 0
。

0 7 9
.

5

名4
.

5

7 6
.

8

1 0 0
.

0

8 3
。

0

7 5 8

8 0
.

5

7 5
。

0

注
:

喷药第二天有中甫
,

未做药效润查
。

3 小结与讨论

(1) 经过三年调查
,

明确了凹缘菱纹叶蝉在石家庄市西郊山地枣区的迁飞规律
,

越冬成

虫在春季离开松
、

柏树后先到桑
、

构树等乔迁寄主上繁殖一代
,

第一代成虫飞往枣林
,

在枣

林中最多繁殖 3 代
,

秋季成 虫飞往松
、

柏树上越冬
。

这给防治该虫提供了科学依据
。

(2) 田间防治凹缘菱纹叶蝉
,

灭扫利的效果最好
。

为了推迟该虫抗药性的发生
,

灭扫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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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 甲胺磷轮流使用
。

5 月中旬
,

在凹缘菱纹叶蝉进入枣林之前
,

应在桑
、

构树上进行第一

次防治
。

枣林中防治该虫的最佳时间为 6 月中旬
、

7 月中旬和 8 月下旬
。

可以结合防治枣树

其它害虫一起喷药
。

(3 ) 枣园附近不要栽植松
、

柏
、

桑
、

构等树
,

原有的应斟酌清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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