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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银杏大蚕蛾在湖北一年发生一代
。

幼虫 5 龄 ; 4
、

5 龄幼虫有绿色型 和黑色型
。

幼虫

取食38 种植物
,

天敌有53 种
。

本文还叙述了该虫发生与环境的关系
。

防治试验表明
:

喷洒 2
.

5 %

浪氰菊醋 5 0 0 0 倍液
、

z 又 1 0 8

抱 子/ 。 l 白僵菌液
、

25 % 苏 脉一号 50 0 倍 液
、

1 x 10 日 PIB/ m l

D jN P V 虫尸液效果均很好
。

关健词 银杏大蚕蛾 , 生物学 , 防治技术

银杏大蚕蛾 (D ic tyoP lo ca jaP on 玄ca Moo re )属鳞翅目大蚕蛾科
,

危害核桃
、

漆树
、

枫杨
、

银杏
、

杨
、

桦
、

栋等20 科
、

30 属
、

38 种植物
。

主要分布于我国辽
、

冀
、

陕
、

鄂
、

桂
、

台等省和 日

本
。

近十年来
,

湖北省巴东
、

兴山
、

长阳
、

神农架
、

竹山
、

房县
、

竹溪
、

郧县
、

鄂西
、

丹江

口
、

通山
、

武汉等地都有不 同程度危害
,

尤 以竹溪县最严重
。

1 9 8 5年竹溪县发生31 万亩
,

严

重影响了群众生活和生产
。

同年郧阳地区核桃
、

漆树受损严重
,

当年产量分别 为 1 9 84 年 的

5 5
.

6 %和 87
.

0 %
。

为此
, 1 9 8 7 ~ 1 9 8 9年在竹溪县泉溪林区对银杏大蚕蛾进行系统研究

。

1 形态特征

成虫 体长雄 2 4~ 4 0 m m
,

雌 3 0~ 5 5 m m
,

翅展雄 1 0 6~ 1 3 0 m m
,

雌 1 1 1一 1 4 3 m m ;

触角雄羽毛状
,

雌双栉齿状
。

体翅灰褐色或橙黄色
,

前翅内横线紫褐色
,

外横线暗褐色
,

迂

后缘处两线相接近
,

中间有较宽的淡灰色区
,

中室端部有半月形透明斑
,

翅反面的透明斑戊

黑色眼珠形
,

周围有白色及暗褐色轮纹 , 后翅从基部到外横线间有较宽的紫红色区
,

内横线

及外横线紫褐色
,

中室端部有一大圆形眼斑
,

中间黑色
,

翅反面无眼珠形工‘一 3

l( 图 1一 1)
。

卵 圆柱形
,

灰褐色
,

长径 2
。

1~ 2
.

5 m m
,

短径 1
。

2 ~ 1
.

5 m m
,

一端有圆形黑斑
,

表面

有一层黑褐色胶质 (图卜2 )
。

幼虫 各龄虫特征见表 1 ,

图卜3
、

4
。

茧和蛹 茧长50 ~ 70 m m
,

宽25 ~ 30 m m
,

椭圆形网目状
。

第一天茧呈乳白色
,

第二无

黄褐色
,

以后渐为褐色
。

蛹黄褐色
,

雌蛹长 4 5~ 5 0 m m
,

雄蛹长 3 5~ 4 2 m m (图 1一 5 )
。

本文于 19 90年1 2月2 1 日收到
。

* 本文写作过程 中
,

得到中国林科院萧刚柔研究员 指导和审阅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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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幼 虫 各 虫 龄 主 要 特 征

虫龄 牛乒
体 长

【与 ,
一一

、

气I 皿t ‘t l l
气 门 与 体 毛 毛瘤颜色及刺毛 数

4 ~ 1 0

11 ~ 1 6

气门黄 自色
,

气门下线灰 白色

气门淡 黄绿色
,

气门下线淡绿色

黑黑

16 ~ 3 5 气门蓝 色
,

围气门黑色
,

气 门下线

黄绿色
,

体上出现 散生 白色长

毛瘤黑 色
,

有 6 根黑褐色短刺毛

毛瘤黑褐色
,

中央出现 1 ~ 2 根白

色长毛

毛痛黑褐色
,

上有黑色和黑褐色 二

种刺毛
,

后者比前者长 3 一 4 信

绿色型
:

气门上浅至腹
r

l
,

线二侧为淡绿色

t
(门上线至腹中

线二侧为黑色
,

1丰众 为淡绿 色

4 淤

绿色型
:

黑色型
,

3 5 ~ 5 5 气 门蓝色
,

围气门黑 色
,

体上

密生 自色长毛

黑 色型
:

毛瘤
_

L有 1 ~ 2 根黑色 长刺

毛
,

共余为 白色朝毛

毛瘤 上 有 3 ~ 5 根黑色长刺

毛
,

其余为揭色短刺毛

5 5 ~ 8 0 气 门蓝色
,

幽气门淡黄色
,

体
_

匕白色长毛琉短

!
1

1 4 龄

图 1 银杏大蚕峨形态示愈

成虫 (早) , 2
.

卵 , 3
.

幼 虫 (黑色型 ) , 4
.

幼 虫(绿色型 ) , 5
.

幼

2 生活史和生活习性

银杏大蚕蛾在湖北一年发生一代
,

其生活史见表 2
。

卵 于 6时4 0分~ 1 5时孵化
, 1 0一 1 2时最多

。

孵化期 2 ~ s 天
,

如遇天气突变
,

暂停 l ~

2 天
。

自然平均孵化率为 86
.

9 %
,

最高可达 9 7
。

8 %
。

幼虫 孵化幼虫于树皮缝隙间静伏约 10 ~ 24 h 后
,

常群集取食叶缘
。

3 龄开始分散取食
,

多在9~ 10 时和 16 ~ 19 时
。

采用室外套笼分龄伺养测定幼虫取食数量
,

结果看 出 1 一 2 龄 和

5 龄幼虫对树木危害最严重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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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银 杏 大 蚕 峨 年 生 活 史

\
月 1 2 3 ‘ 5 6 7 8 9 10 1 1 : 2

山 \ 端三1

谈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0 0 0 0 0 0 0 0 0 0 0

O 田由 e e 0 0 0 e 0 O O

△ △ △ △ △ △

,

触
蛹
触

卵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 :

裹 3

O 卵 , 一 幼虫 ,

O 蛹 , △ 成虫
。

银杏大蚕峨各龄幼虫取* 核挑叶教t

(1 9 9 8年 )

食叶幻职,jw(%幼虫

(龄 )

出现时 间

(月
·

日)

4
·

2 5 ~ 5
·

1 5

5
.

1 3 ~ 6
·

5

5
·

3 1 ~ 6
.

1 5

取食叶面积 小叶面积 取食折合
(e tn Z

/ 小 叶
(e m Z

/条 ) 片 ) (片 /条 )

比舀n�66,
�,臼1 ~ 2

3 ~ 4

5

1 0 0
.

色0

1 74 7 3

4 5 8
.

6 4

4
.

0 3

4 4
.

4 6

4 4
.

4 8

2 5
.

0

3
.

9

1 0
.

3

总计 7 3 4 心7 一 3 9
.

2 1 0 0
.

0

幼虫脱皮多在 24 一 4 时
,

在叶背面不食

不动约两天
,

脱皮约需 2
。

s h
,

刚脱皮的幼

虫连续翻动十余次
,

静伏 10 多小时后再上新

叶取食
。

4 龄末期幼虫
,

持续 2 一 3 天每天 13 ~

16 时下树到草丛
、

水边歇阴饮水
,

进入 5 龄

即终止
。

茧和蛹 大多数在低矮植物上结 茧 (表

4 )
。

结茧时间约从 18 时至 3时30 分
,

每结一茧约需 g h
。

预蛹历 n 一 17 天后化蛹
,

每个 蛹

重 2
。

1~ 7
。

7 9
。

成虫 雌蛹羽化集中在18 ~ 23 时
,

高峰

时为 19 一21 时 , 雄蛹羽化高峰是16 时~ 16 时

3 。分和22 时 ~ 22 时30 分
。

羽化率雌性室内达

9 3
.

2 %
,

林间为6 1
.

5 % ; 雄性室内外 均 为

10 0 %
。

羽化历期雌蛹林间42 天
,

室内71 天 ,

雄蛹室内外相差 19 天
。

19 8 8年林间羽化高峰

期出现在 9 月14 日和 9 月20 日
。

羽化后第三

天约 7 时开始交尾
,

历时约 12 h
。

产 卵 均

在白天
,

卵期 2 一 3 天
, 3 一 5 次产完

,

一

般 300 多粒
。

成虫羽化期在核桃林灯光诱蛾

表 4 银杏大蚕峨幼虫结茧空间部位与数皿

结茧空河部位与数址
结茧主要植物

离地面高度
(m )

结 茧 %
( 占1 4 5 0条

野腊梅
、

葛膝
、

胡秃

子
、

李
、

卫茅
、

金银花
、

艾篙

玉米
、

高粱
、

小麦
、

向 日葵
、

豌豆

核桃
、

漆
、

栋
、

枫杨
、

桑
、

构
、

四照花
、

杨
,

棕

祠

0
.

5 ~ 1

0
.

2 ~ 1
.

5

1
.

s ro 3

n s个
,

其中雄蛾占 8 8
.

7 %
,

雌蛾 占 n
.

3 %
,

一半以上都已产卵
。

晨 5 ~ 7 时诱到 的 蛾占

75 %
。

雄成虫每次飞行约 5 00 m
,

雌性 50 ~ 80 m
,

平均寿命雌蛾9
.

8天
,

最长 21 天
,

最 短 4

天 , 雄蛾7
.

5 天
,

最长 13 天
,

最短 4 天
。

检查 1 8 8 7个茧
,

雌雄性比为 1 , 1
.

10

3 发生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3
。

1 发育与温湿度关系

林间日均气温2 1
.

5 ℃时开始孵化
。

各虫态发育温
、

湿度条件见表 5
。

3
.

2 猖狠发生与温度和降水量的关 系

以竹溪县 1 9 8 5 年即猖撅发生年的成虫和卵发生期的月平均温度 ( 14
.

5 ~ 2 6
。

4 ℃ )和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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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7 8
.

2一 2 6 1
.

4 m m ) 作为最适范围
,

制成银杏大蚕蛾生物气候图
,

再分别以1 9 8 4年和

19 8 6~ 1 9 8 8年的作比较
,

从中分析出该虫的发生与温度和降水量的关系(见图 2 )
。

¹ 19 8 4年

的温度和降水量基本上都在成虫和卵发生期的最适范围内
,

给该虫繁殖提供了条件
,

为19 8 5年

的大发生起了增殖的准备
。

º 19 8 6 ~ 19 8 8年的组合均部分落入四边形内
,

说明这时期的温度和

降水量不完全是成虫和卵发生期的最适范围
,

甚至是限制因素
,

所以这三年没有连续大发生
。

» 19 8 8年与 19 8 6
、 19 8 7年相比

,

虫口密度呈

上升趋势
,

这三年 8 、 9 月的月均温差异不

大
,

仅 19 8 8年降水量高于前两年
。

故认为这

两 月的降水量是影响该虫发生的主导因子
。

裹 5 林间各虫态发, 的沮度和相对沮度

�口�一,n‘一,产一,,目一/‘�R�

31027023019015011070
。

230210]90

�日日)旧隧盘功叫

虫态
历期

( d )

温

平均

度 ( ℃ ) 相对漫度 (肠)

最 高 最低 平均 最 高 最低

户户
888

99999

/// \\\

,曰
26Q

丹 心d比JJ兮一心7
.

5

19
.

5

2 2
.

9

1 8
.

9

2 5
.

7 一 8

2 5
.

8 10
.

6

2 8
.

8 16
.

7

2 2
.

6 12
.

0

7 3
‘

1 1 0 0

6 9 4 98

7 8
、

3 9 6

8 0
.

3 9 6

1 50

1 10

,‘,曰,山,曰q‘一�八曰月,,‘. .J

卵

幼虫

蛹

成虫

0 14 1 8 2 2 26

3
.

3 发育与营养的关系 月平均温度 ( ℃ )

不同的营养食料对银杏大蚕蛾幼虫生长 图 : 银杏 大蚕峨 8 一10 月成 虫
、

卯发生期生物气候

发育影响很大
。

据林间观察
,

同期孵化的幼 虫进入 2 龄
,

生活在枫杨叶上的经 7 天
,

榆叶上的

要经12 夭
。

4 一 5 龄前 的幼 虫不食银杏叶
。

一直在漆树和核桃树上取食的 4 ~ 5 龄幼虫
,

黑色

型虫体的分别占 85 %和10 % , 在加杨上取食的
,

全部为绿色型
。

幼虫营养对后代繁殖关系密切
,

在被害 衰 ‘ 林分不同故. 程度与性比及

严重
、

中等和轻微的林分中(分 别 为树叶被

食10 0 %
、

50 %和 20 % )
,

该虫的性比
、

蛹

重和产卵量都有很大的不 同(表 6 )
。

蛹的重量和大小直接影响产卵量多少
,

据林间采集的4 93 个雌蛹产卵材料
,

蛹重与产

卵最的相关关系
,

经计算
:
相 关 系 数 几

, =

0
.

9 8 6
。

回归公式乡
= 一 7 2

。

9 3 + 8 7
。

8 6 x ,

以

( P 成 0
。

0 1 )
、

自由度 n 一 2 查表
: : 。

.

。: = O
。

7 0 8 ,

4 天 敌

产即t 关系

项 目 严 重 中 乍 轻 徽

调查茧数 (个 ) 2 7 4 2 4 7 11 5

雌 / 雄( 个 ) 1 1。/ 1 5 5 1 3 0 / 1 17 6 8/ ‘7

性 比 1
:

1
.

3 1
:

0
.

9 1
: 0

.

7

平均雌蛹! ( g ) 劝
.

1 心
.

3 4
.

‘

平均产卵t (粒 ) 2 9 6 3 0 5 3 50

相关极显著
。

银杏大蚕蛾天敌种类较多
,

初步发现了53 种(表 7 )
。

其中卵 的 天 敌 最 少
,

寄 生 率 仅

12
.

7 %
,

幼虫的最多
,

致死率达 8 6
.

5 % , 蛹的天敌 D jN PV 致 死 率最高
,

占蛹期死亡率 的

2 9
.

6 %
。

为了解银杏大蚕蛾种群数量变动基本特征
,

在 10 株标准树上系统观察了各虫期生存及死

亡数量和原因
,

结果见表 8
。

从表 8 得知
,

在一个世代中种群最后生存率仅为0
.

98 %
,

大部

被各种天敌或其它原因致死
。

可见
,

优良的自然环境对银杏大蚕蛾有重要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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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银杏大蚕妞夭敌种类及寄主虫态

天 敌 种 类 寄主虫态 天 故 种 类 寄生虫态

蛹蛹蛹蛹蛹

1
.

大 杜 鹃 C ‘c o lu s e a n o r u s L in n a e u s

2
.

蓝翅八色鸦 P “ia 6 r o e h , 。r a L
.

3
.

金 腰 燕 H fr 赵” d e d a ‘r fe a L
.

遨
.

白脸鹤钨 M
o 才o c ill口 a jba L

.

5
.

灰 鹤 鸽 M
.

e玄n e r e a T u n s ta ll

二 黄 鹤 鸽 M
.

jl
。。 e L

.

7
.

绿鹅咀鹤 S 夕i之ito s s e二ito u 夕u e s

Sw 盆n h o e

8
.

白 头 鹤 P g e 赵o n o tu s sfo e ”sfs

(G m e lin )

9
.

黑〔短脚〕鹤 H g夕: l’夕e fe s 杭。d a 夕a sc a -

rfe n s is (Mu lle r )

幼虫

幼虫

幼虫

幼虫
,

成 虫

幼虫

幼虫

幼虫

2 9
.

暗绿锈眼 鸟 Z o s te r o p s ia 夕。。‘e a

r

r e m m i n e k e t s e h le g e l

3 0
.

〔树〕麻雀 P a ss e r 优。” ta ” “s (L
.

)

3 1
.

山 麻 雀 P
.

r u tila 九s (T e m m i n ek )

3 2
.

家 麻 雀 P
.

d o m e s t‘c “s (L
.

)

3 3
.

金翅〔雀〕 C a rd “ elf s s fn ic 。 (L
.

)

幼虫
,

成虫

幼虫
,

成虫

幼虫
,

成虫

幼虫
,

成虫

幼虫

幼虫

幼虫

蛹蛹

‘任一�冉匕一才UOQ甘月,连月悦J�通�通�

1 0
.

棕背 白劳 L a ”‘9 5 s e h a e h L
.

1 1
.

黑枕黄鹉 o r i o l“5 e h‘n e o s fs L
.

1 2
.

黑 卷 尾 D fe r幼 r“s 拼a e r o e e r e a s

V i e llo t

1 3
.

灰 卷 尾 D
.

I e o e o p 人a e o s V
.

1盛
.

八 哥 A e r fd o t he r e s c r fs t a t e ll“ s

(L
.

)

1 5
.

红嘴蓝鹊 C i s s o e 心 t人r o r 人夕。e 人。

( B o d d a e r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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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药剂杀虫试验及防治意见

在室内毒力测定的基础士
,

选用几种药剂进行林间防治试验 (表 9 )
。

从表 9 可知
,

供试

药剂都有效果
,

以单用2
.

5 %澳氰菊醋5 0 00 倍液致死最快
,

第五天死亡率 100 %
。

白僵菌 夜

剂持续效果最长
,

杀虫效力从幼虫至蛹共1 04 天
? D jN PV 不论 单用或与白僵菌液混用效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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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银杏大 , 峨死亡情况系统润查 (1 9 8 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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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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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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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l ee 3 颐全 2 31 8 寄 生 蜂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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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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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J‘借,曰,山斤子

..

⋯
O口Rn己口U月,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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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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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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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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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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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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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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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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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 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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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类捕食

寄 生 蝇

自 皿 菌

病 毒

淹死
、

散失及其他

成 虫 2 0 早
:

古 = 1
:
1

.

1 平均每雌产 卵3 0 6
.

4拉

很好
,

喷药后第七天
,

死亡率均达 10 0 %
。

防治意见
:

¹ 药剂防治参照表 9 ; º 刮摘卵茧
。

当年 n 月至次年 4 月中旬
,

搜刮寄主植

物上卵块
, 8 月底至 9 月上旬

,

采摘茧蛹
,

减少第二年虫源 , » 保护天敌
。

用木盒或竹筒制

成简易保护器
,

使被刮摘的卵蛹中原有的寄生蜂
、

寄生蝇飞回林中
。

裹 9 几种药荆对银杏大蚕级防治试验效果

施药 日期
药 刘 名 称 施 药 浓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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