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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蒂虫的生物学和防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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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共 柿蒂虫在河北省遵化县一年发生 2 代
,

成虫分别发生于 5 月下旬~ 6 月中旬和 了月下旬

~ 8 月中旬
。

成虫夜间活动
,

有趋光性
。

卵多产于树冠上
、

中部
。

l
、

2 代幼虫分别于 6 月 上旬
、

8 月上旬开始蛀果
。

成虫发生盛期和幼虫蛀果盛期用20 % 灭扫利乳油或40 % 氛戊菊酸 乳 油 3 0 0 0

倍液喷雾防治
,

蛀果率降低4一 1 0倍
。

关位询 柿蒂虫 生物学 防治 柿子

柿蒂虫 (s ta thm o p o d a 二a s sin is sa M e y r ie k ) 又 名 柿 举 肢 蛾
,

俗名
“

柿烘
, ,

属鳞翅目

(L e p ido p te r a )举肢蛾科 (H e lio d in id a e )
,

是危害柿果的重要害虫
,

近年来在河北省柿区发

生严重
。

据 1 9 8 8年在遵化县鲁家峪乡调查
,

蛀果率达70 %以上
,

几乎造成绝收
。

为此于 1 9 8 8

~ 1 9 9 1年对柿蒂虫的生物学和防治进行了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次
。

1 材料与方法

(1) 林间设凳黑光灯
,

专人观察记载成虫的趋光性及其消长规律
。

(2) 室内外饲养
,

以观察柿蒂虫的生物学特性
。

林间罩纱笼
,

室内外设养虫笼及养虫箱
。

(3) 为了观察柿蒂虫的越冬场所和部位
,

将整株祖皮刮掉
,

同时用筛子将树 冠 下 的土

(1 ~ 3 c m )全筛过
,

然后分别统计其越冬部位和数量
。

(4) 直接在林间做药效试验
。

主要药剂有2 0 %灭扫利乳油 , 20 %和40 %佩戊菊醋乳油

(即速灭杀丁 ), 25 %对硫磷微胶囊剂
。

每种药剂设 3 种浓度
,

每一浓度重复 3 次(即 3 株树 ) ,
并设一个对照

。

(5 ) 根据柿树高大不易喷药的特点
,

改低压喷雾器为高压喷雾器 , 改地面喷药作业为树

上喷药作业(即在高压喷雾器上配置10 ~ 14 m 的长竹
,

一人将药管带到树冠上 喷 药 ) , 改 喷

枪远距离喷射为喷头喷雾
。

2 结果及分析

2
.

1 生物学特性

2
.

1
.

1 生活 史〔‘l 柿蒂虫在遵化县鲁家峪乡一年发生 2 代
,

以老熟幼虫在树皮缝中及 根 颈

1 9 9 2一 0 1一 27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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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l~ 3 c m 深的土中结茧越冬
。

越冬幼虫于 5 月上旬~ 6 月上旬化蛹
,

盛期为 5 月中旬
。

蛹期平均为 18
.

5 d
。

第二代(越冬代 )成虫于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羽化
,

羽化盛期 在 5 月 底
6 月初

。

第一代幼虫于 6 月上旬至 7 月下旬危害幼果
,

蛀果盛期在 6 月中
、

下旬
。

幼虫于 7

月上旬开始化蛹
, 7 月中旬为化蛹盛期

。

第一代成虫于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羽化
,

羽化盛期

在 7 月底
。

第二代幼虫蛀果期为 8 月上旬至 9 月底
,

盛期在 8 月下旬至 9 月初
。

幼虫老熟后

于 9 月中旬开始陆续脱果越冬(见表 1 )
。

衰 1 枯 猪 虫 生 活 史 (19 89 ~ 1 9 9 0年
一

鲁家峪 )

1~ 4 5 9 1 0~ 1 2

上中下

0 0 0

上中下 上中下 上 中下 上中下 上 中下

越冬代(第二代 )

上中下

O O

0 0 0

+

.

O

十 +

⋯
0 0 0

第 一 代

云

O

十 +

⋯
第 二 代

0 0 0 0 0

注:
e 越冬幼虫

,
O 缅

, + 成虫 ;
. 卵

, 一幼 虫
。

2
。

1
。

2 生活 习性

2 。 1
.

2
。

1 卵期 卵散产于树冠的上
、

中部
,

果柄与叶柄基部的缝隙间
。

卵期 6 ~ 7 d
。

2
。

1
.

2
.

2 幼虫期 幼虫孵化后
,

在果面及柿蒂处爬行24 h
,

然后从果柄或果蒂处蛀入幼果
,

蛀孔外堆有以丝连缀的虫粪
。

幼虫蛀食幼果后
,

幼果开始由绿变褐时
,

就转果危害
。

一头幼

虫一般危害2 ~ 3个幼果后
,

已接近老熟
,

开始化蛹
。

化蛹前老熟幼虫吐丝缠绕最后一个被害果

的果柄和柿蒂
,

因此
,

果实不易脱落
,

渐渐变成灰褐色
,

最后干缩悬挂于树上
,

待风雨吹打

后
,

同其它被害果一样
,

逐渐脱落
。

第一代幼虫多在柿蒂缝或柿果内以及主干
、

大枝权或根颈部

结茧化蛹
。

据统计在果内及果蒂处化蛹的约占50 % , 其余50 %在主干
、

大枝权及根颈处化蛹
。

第二代幼虫孵化后在果蒂下蛀入果内
,

食害果肉
,

蛀孔周围堆有虫粪
,

被害果提早变红
、

变软
、

脱落
,

柿农称之为
“

柿烘
” 。

一般一头幼虫能转果危害3 ~ 5个果实
,

造成大量落果
。

此

时
,

幼虫已老熟并开始陆续脱果化蛹
。

脱果时在柿蒂处咬一较大的圆形脱果孔
。

幼虫脱果后
,

2868
�U弓口p勺6

,‘
2
.1.1

爬到树皮裂缝内及根须部的土中结茧越冬
。

2
。

1
。

2
。

3 蛹期 据1朋9 ~ 1 9 9 1年观察记载
,

蛹期为1 8 ~ 1 9 d
。

2
。

1
。

2
。

4 成虫期 成虫多在下午 3 ~ 6 时羽

化
,

羽化后多在叶背停息
,
夜间活动

,

交尾
、

产

卵
。

交尾时间多在清晨 3~ 了时
,

每对蛾子交

尾长达 1 0 8 ~ 2 3 2 m in
,

平均约 为 1 6 6m i n
,

见表 2 。

裹 2 林苗虫交尾时间记旅

(19 8 9 ~ 1 9 9 1年
,

任家峪 )

雌
、

雄

(对 )

交尾时何

开始 结束

合 计

(瓜i n )

1 9 89
一
0 8

一
0 5

1 9 91
一
0 5

·
2 7

1 99 1
一
0 5

,
3 0

平 均

6 : 4 0

3 : 04

3 : 4 2

名: 2 8

6 : 5 6

6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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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有趋光性
,

经观察
,

其上灯 量为7 4
.

6 %
,

其余2 5
.

4 %的成虫绕灯转几圈便停 含于

叶背上(见表 3 )
。

从诱到的蛾子看
,

雄蛾较雌蛾趋光性强
,

分别占总诱蛾量的6 1
.

2 %及38
.

8 % (见表 4 )
。

蛾子上灯有两个高峰
,

分别在晚上10 时及凌晨 2 时左右
,

而以 2 时左右数狱址多
。

成虫
_

七灯时有起伏飞舞习性
。

衰 3 燕光灯诱峨一理寨 (尔峪 ) 裹 4 燕先灯诱到.
、

雄峨橄 .

(19 9 1一0 7 ~ 0 3 ,

价家峪 )

诱 蛾数盈(个 ) 占比率 (% )

地 点

峪峪北东

上 灯盈 诱捕 蛾最 上灯率 诱捕率
诱描时间 f沂 !

·

(个 ) (个 ) (写 ) (% )

1 9 3 1
一 0 8 一 0 3 4 8 1 5 6 介 7 6

.

2 2 3
.

8

1 9 9 1
一
0 8

一 0 5 2 3 8 ; 1 7 4
.

2 2 5
.

8

1 9 9 1
一 0 8

一

0 6 2 6 1 0 之6 7 2
.

2 2 7
,

8

合 计 9 7 3 3 1 30 一 一

平 J匀 忍2
.

3 1 1 4 3
.

芯 7 4
.

6 2 5
.

4

龙宝峪

旱 言 合训

2 6 4 5 7 1

2 0 2 1 4 1

6 16 2 2

总 1 1
‘

5 2 82

:
,

G
.

G

4 8
.

8

2 7
.

2

忿8
.

8

6 3
.

4

5 1
.

2

7 2
.

8

6 1
.

2

戊虫交尾后于当晚 8 时左右开始产卵
。

卵多产于树冠上部和中部的果柄和叶柄之间
,

一

卜

部较少
。

据被害果调查结果
,

树冠上部被害率平 均为70 %
, , p部 28

.

5 %
,

一

卜部 1
.

5 乡‘(见表

5 )
。

征雌虫
一

可产卵 12 ~ 63 粒
,

单产
。

据室内饲养观察
,

成虫寿命雄蛾 4 d 左右
,

雌蛾在未产

卵的清况下为 s d 左右
。

第一
、 一二代成虫羽化率平均为60

。

4 % (见表 6 )o

衰 5 柿. 虫危 . 神. 抽况 衰 0 成 虫 羽 化 率

(19 9 0一 0 8一 2 3 ,

方
、

峪 ) (19 8 9 ~ 1 9 9 1年
,

再家峪 )

调 查

株 号

平 均 14 5

上部 被 害
‘

卜部 彼害
一

l.’部 披 古
夕仁

,

书 率
(个 ) (% ) (个) (% ) (个) (,‘)

9 0 6 5
.

1 5 3 3 4
.

9 0 0

82 7 1
.

3 3 1 2 7
.

0 2 1
.

7

1 2 3 6 9
.

1 5 0 2 8
.

1 5 2
.

8

9 4 7 0
.

1 忍6 2 6
.

9 4 3
.

0

1 0 9 7 5 忍G 2 5 0 0

5 0 7 一 2 06 一 1 1 一

1 0 1 7 0
.

0 4 1 2 8
.

5 2 1
。

5

组 第 二 代 (冬 茧 ) 书
一

代(果实 )

冬茧 :1l l匕 死 亡 羽 化 虫果 别 化 死 亡 扔化
散 教 数 率 效 数 数 率
(个 ) (个 ) (个 ) (% ) (个 ) (个 ) (个 ) (% )

1 5 9 6 6 0
.

0 1 1 5 G 4 5
.

5

5 0 乏
.

1 1 6 6 8
.

0 1 3 9 G 6 0
.

0

] 5 7 8 4 6
.

7 1 0 7 3 70
.

0

仁犷计

平均

s n 5 0 ; O 一 二6 忿

2 6
.

了 16
.

7 1 0
.

0 6 2
.

5 ] 2
,

0

害、门一论肠阳讨巧协匕果个一巧1117忱H陀被
!夕

e-121711

7
.

0 5
.

0 5 8
.

3

影响成虫羽化原 因很多
,

最重要的条件是温度和湿度
,

其次是天敌和病原菌
。

最适宜的

温度平均为25 ℃左右
,

相对湿度为75 %左右
。

高湿 (阴雨天 )和低温(20 ℃以下 )不利于此 虫

发生
。

如 1 9 9 1年因春寒关系
,

羽化期往后推迟9 ~ 10 d
。

第二代成虫因春天气温不稳 定
, 羽

化不太集中
; 而第一代成虫处于高温高湿季节

,

羽化最集中(见图 1 )
。

2
.

2 防治试验

2
.

2
.

1 黑光灯 诱杀成虫 根据柿蒂虫有趋光性的特点
,

从1 9 9 0~ 1 9 9 1年起
,

在鲁家峪 乡 的

东峪及北峪的诱蛾情况看 (见图 1 )
,

1 9 9 1年诱蛾数量
:

越冬代为 5 9个 , 第一代为 1 12 个
。

而

1 9 9 0年诱蛾数量越冬代为27 3个
;
第一代为了04 个

。

1 9 9 1年诱蛾髯明显
一

日争了 4
.

6 ~ 6
。

3倍
。

可

知利用黑光灯诱杀柿蒂虫成虫可以大大降低虫口 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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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早春利皮 在 4 月以前
,

刮去枝干上的粗皮
,

然后把刮下来的皮深埋或 烧 掉 [zl
,

可

以消灭或直接杀死大部分越冬幼虫
。

从表 7 可知
,

每平方米可以刮掉4 1
.

8个茧
,

减轻了当年

的虫口基数
。

一

一 温度曲线
一

一 相对湿度曲线

—
日羽化量曲线

第 一 代成虫
表 了 人工刮皮防治效果

(1 9 9 0年
,

东峪 )

沁0c咤
‘,

越冬 代成虫 \

丫把
汀寸 树 号

8 0 ‘足

刮皮面积

(m Z )

虫 茧 数

(头 )

平 均

(头 / m
“)

片OJ厅口‘n
�

.

⋯
汽��‘.工,八目人
�几舀n口月兮哎口

�娜省份辱
八、、

八�八�3今乙
�令以胡汉霹二

八
、、

丫

广

勺
.八��

靴
,月”J。

5

衍耐汾
·

0
。

6 3 0

0
。

2 2 0

0
。

4 8 0

0
。

1 2 0

0
.

1 52 5 9
.

2

,工,1几J
月任5

八曰几�0心UL口d

-, 、、、枯

( ‘
,

沪

勺乍\

澡
矛

.

J
2 2
0 5

一

2 5嘴枷
一

05 。。拌
一

犯 0
7-2 棍50010

8
一
。

s0s
一

, 。

羽化日期 (月一日 )

1
.

6 0 2

0
.

忍2 0 4 1
.

8

�tJ苦n亡nQ甘甲.几」29一6
11

计均合平

图 1 柿蒂虫羽化与温湿度关 系哈19 9 0年 )

2
.

2
.

3 主干绑草把 于 6 月中旬和 8 月上旬开始在主干砧段绑草把
,

以诱集刚脱果化 蛹 或

越冬幼虫
,

分别于 7 月上
、

中旬和 n 月份解下草把
,

加以烧毁
。

1 9 9 1年 n 月 10 日随机调查了

18 株树
,

共诱集虫茧 65 个
,

平均 3
。

6个( 因调查株已经药剂防治 )
。

由此可知
,

绑草把可以诱杀

部分幼虫
。

2
.

2
.

4 药剂防 治 在一
、

二代成虫羽化及初孵幼虫蛀果
、

转果盛期喷药
。

重点喷树冠的上
、

中部
,

逐枝逐果地喷
,

着重喷柿蒂处
。

喷药后检查蛀果率和产量
,

效果较好( 见表 8 )
。

衰 8 林间葫翻防治林. 主试验效果 ( 1 99 0年
,

龙宝峪 )

量均平株单产稀 释 处 理
荆型产地 稀释荆

倍 数 株 数

2 0 %灭扫 2 0 0 0 又 3

利 乳 油 2 5 00 x 水 3

( 日 本 ) 3 0 0 0 x 3

4 0 %抓 戊 2 0 0 0 x 3

菊醋乳油 2 5 0 0 x 水 3

(江 苏 ) 3 0 0 0 x 3

2 5 %对 硫 5 D 0 x 3

磷微胶囊 SOO x 水 3

荆(安阳 ) 1 0 0 0 义 3

2 0 %抓戊 1 5 0 0 x 3

菊醋乳油 2 OO0 x 水 3

(江 苏 ) 2 5 0 0 x 3

对 照 水 3

检查果数

(个 )

虫果数

(个 )

虫 果 率

(% ) (k g )

1 0 5

1 0 5

1 0 5

2
.

8 6

1
.

9 0

2
。

8 6

1 0 5

1 0 5

1 0 5

3
.

8 0

2
.

8 6

3
.

8 0

1 0 5

1 0 5

1 0 5

3
.

8 0

1
.

9 0

3
.

8 0

1 0 5

1 0 5

1 0 5

4
.

9

4 8
.

3

6 0
.

0

6 5
.

7

5 1
.

7

5 2
。

3

5 8
.

3

6 3
.

0

5 6
.

7

4 1
.

6

3 8
.

3

4 1
.

7

1 3
。

O

每株树按东
、

南
、

西
、

北
、

上
、

中
、

下

七个方位
,

每个方位

随机查 5 个果实

用药时间 : 第一次

6月 5 日
,

第二次 6 月

13 日
,

第三 次 8 月 6

日
,

第四次 8月 1 3 日
,

第五次 10 月 6 日

检查时间: 7 月 2 3

日及1 0 月2 3 日

3,曰n舀

434

口“,翻J任

R九七,立7778

�

:

J,J,口」

1 0 5 2 5 2 3

从表 8 看出
, 3 种农药在常规浓度下

,

对柿蒂虫均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

虫果率降低4 ~ 1 0

倍 ;
单株产量明显上升( 由对照 区的13 k g 上升到 40 ~ 6 5 k g )

。

其中以20 %灭扫利乳油 3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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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 40 %抓戊菊酣乳油3 0 00 倍 ; 2 5 %对硫磷微胶续剂800 倍液效果最好
。

20 % 氛戊菊 醋 乳

油效果差些
,

可能是连年施用
,

产生抗性的结果
,

因而提高了有效成份
,

也同 时 提 高 了药

效
。

2
.

2. 5 防治效果 应用上述各项防治措施
,

在鲁家峪乡做了防治示范
,

经调查
,

单株产

量防治比未防治的树增产 10 0 kg 左右(见表
9 )

。

与此同时
,

在遵化县应用综合防治措施

进行了大面积推广应用
,

防治面 积 累 计 达

4 5 3 3
。

3hm 名 (3 4万株 )
,

增加产量达 1 9 0 4
。

1

万k g
,

受到柿农的欢迎
。

斑 9 枯子产一润全比较 ¹

( 19 9 0年 )

处 现 株 数
总 产 云

(k g )

平均单徐产 t

( k g )

防

未 防

2 8

30

3 石5 0

1 20 0

130
.

36

乙0
。

0 0

治治

¹ 润查 6 户柿农
,

其 中 2 户未作任何防治
。

3 结论

( 1) 柿蒂虫在遵化县一年发生 2 代
。

5 月下旬~ 6 月中旬
、

7 月下旬一 8 月中旬为成虫

发生期
。

6 月上旬~ 7 月中旬
、 8 月上旬~ 9 月中旬为 2 代幼虫发生期

。

( 2 ) 成虫夜间活动
,

有趋光性
,

雄虫趋光性更强
,

故用黑光灯可诱杀成虫
。

( 3 ) 卵多产于树冠上
、

中部
,

下部较少
。

上部大约占70 % , 中部约占28 % , 下部 约 占

2 %
。

( 4) 成虫羽化期
,

如遇温度在20 ℃以下和高湿 ( 阴雨天) ,

即不羽化和活动
。

天气晴 朗
,

平均气温在25 ℃左右
,

相对湿度在 75 %左右
,

成虫羽化率最高
,

活动最旺盛
。

( 5 ) 一
、

二代成虫发生盛期及幼虫蛀果
、

转果盛期用20 %灭扫利乳油3 0 0 0倍 或40 %氛

戊菊醋乳油3 0 0 0倍或25 %对硫磷徽胶囊熟9 0 0~ 1 00 0倍液防治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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