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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跳姗一
一

广东林木害虫一新种

(竹节虫目
:

枝姗科)
.

陈树椿 何允恒

(北京林业大学 )

摘要

征图
。

关健润

本文记述在广东省英德县黎茹木上危害严重的一新虫种—英德跳姗
,

并附有 4 幅 特

竹节虫目; 枝蛛科 , 跳. 属, 英德跳蛛

1 98 9一 1 9 9 0年
,

我国广东省英德县黎茹木林内连续遭到竹节虫危害
,

危害面积达 5 万余

亩
,

为我国竹节虫大发生最大的一风经鉴定该虫属于跳婚属 Mi ca d ina R ed te n b a che r[ ’, 2 1,

系一新种
,

今报道于后
。

模式标本存放于北京林业大学昆虫标本室
。

文中所用 量 度 单 位为

n 飞垃
。

英位跳蜻M ic a d i, a 岁in g de : 5 15 新种(图 1 ~ 4 )

雄虫
:
体绿色

。

头较大
,

两侧近乎平行
,

明显宽于前胸
,

至后端收缩
,
额的端缘宽度长

于触角第 1 节
,

头顶至后头有 3 条纵沟
,

眼圆外突
,

长约为其后至头后缘的2 / 3
,

触 角 第 1

节长略大于宽
,

稍长于第 2 节
,

短于第 3 节
。

前胸背板长方形
,

中央有黑色宽纵纹
,

中纵沟

图 1 ~ 4 英德跳姗雄虫和雌虫特征
: 1

.

腹端 4 节背观 古
, 2

.

腹端 4 节侧观 舍
,

3
.

腹端 4 节背观早, 4
.

旗端 4 节侧观 早

本文于 19 9 0年11 月2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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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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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达后缘
,

横沟位于前方1 / 3处
,

中胸背板两侧几乎平行
,

向后渐宽
,

中胸长约为头
、

前胸之

和的 1
。

5倍
,

约与中足股节等长
,

表面有不规则颗粒突
,

有背中脊与侧脊
,

中脊中央具细沟
,

前翅鳞片状
,

长大于宽
,

中域前有钝形黑色隆起
,

前缘为黄色
,

后翅长
,

伸 达 第 6 腹 节 中

部
。

腹部明显长于头胸部之和
,

第 8 背板向上隆起
,

侧缘微弧状
,

并长于第 7 或 第 9 (二臀

节 )背板 ; 臀节斜向下后方
,

中脊不明显
,

后缘略凹入
,

侧缘波状
,

下生殖板膨大
,

稍 短 于

第 8 腹板
,

端圆
。

尾须明显
,

端部向内弯曲(图 1 , 2 )
。

3 对足中等长
,

前股节约与头
、

前胸
、

中胸之和等长
,

并长于胫节
,

中足股 节 短 于 前

胸
、

中胸之和
,

后足胫节长于胫节并与前足股节约等长
。

雌虫
:

体色与一般构造和雄虫相似
,

眼长约为其后至头后缘的1 / 2
,

触角第 1 节约 为 第

2 节的两倍
,

并短于第 3 节
。

后翅伸达腹部第 5 节中部
。

腹端部 3 节约等长
,

臀节后缘略内

凹
,

肛上板小
,

略钝
,

背中央具脊, 下生殖板端部角状
,

伸达第 8 腹板前缘
,

产卵器露于下

生殖板后面 ; 尾须直
,

伸向后方
,

明显超过肛上板 (图 3 , 4 )
。

前足股节短于前胸
、

中胸之

和
,

并长于胫节
,

中足股节短于中胸
,

后足股节短于前足股节
。

身体各部分量度如下
:

古 早 第 9 背板 (二 臀节 ) 1
.

6 1
.

8

体长 37 42 下生殖板 1
。

5 2
.

4

前胸背板 2. 2 2
.

5 前足股节 10
.

2 9
.

8

中胸背板 6
.

8 8
.

4 中足股节 7 6
.

8

腹部 20
。

4 22 后足股节 10
.

4 10
.

8

寄主
:
黎葫木 C a sta 九o p sis fiss a (o e r s t

.

) R e
hd

。
e t W ils

. 。

正模 古
,

配模 早
,

副模 1 名
, 1 早

,

广东省英德县
,

1 990
。

砚 ~ 孤
,

陈世兰采
。

本新种与 M万c a d东。a 5 0 , a : 1 Sh ir a k i 相似〔3 1 ,

但额的端缘宽于触角第 1 节的长度
,

第 8

背板侧缘近中部不呈波状
,

尾须端前无短齿
,

可与之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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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松
、

湿地松扦插繁殖成功

火炬松
、

湿地松扦插繁殖一直很困难
,

影响着两松优良无性系的直接利用
。

近年来
,

我

们从 2 ~ 5 年生母株上采穗条
,

以每处理用 100 ~ 4 00 根供试插穗
,

在全光照喷雾条件下
,

进

行了母株年龄
、

穗条质量
;
不同激素

、

不同浓度
、

不同方式处理插穗 ; 不同扦插时期 ; 不同

扦插基质等项内容的系列技术组合对比试验
,

其中最佳扦插技术组合
,

已获得理想效果
。

火炬松 (2 0 0根 )扦插生根率最高达 6 6
.

1 %
,

一般达 20
。

O % ~ 45
.

0 %
,

扦插 苗 生 根 1 ~

8 条
,

根长 7 ~ 16 c m
,

每厘米有须根。
。

4~ 1
。

2条 ; 湿地松 (1 5 0根 )扦插生根率最高达 76
。

7 %
,

一般 3 5
.

0 % ~ 5 0
.

0%
,

扦插苗生根 i ~ 5 条
,

根长 7 ~ 18 e m
,

每厘米有须根0
.

5 ~ 1
.

4条
。

以上结果说明
:
火炬松

、

湿地松扦插生根难的间题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

该两种松的有性

育种
、

无性繁殖利用可望实现
。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陈孝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