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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翅小斑螟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治
*

林庆源 蔡国贵 林际朗 戴沿海

摘要 黑翅小斑螟是危害黑荆树最严重的食叶害虫之一
。

该虫在福建省华安一年发 生 6 代
,

林间世代重叠
,

以幼虫在黑荆树或地被物上吐丝结薄茧越冬
,

翌年 3 月下旬越冬幼虫陆续化蛹
。

幼虫 5 龄
,

吐丝级叶结巢危害
,

劝虫厉期16 ~ 24 d ,

越冬幼虫历期1 17 ~ 1 48 d
。

蛹 期 8 ~ 巧 d
。

成虫具趋光性
,

卵产于黑荆树嫩枝叶或旧虫巢上
,

每雌平均产卵 103 粒
。

大发生时用 甲胺磷
、

氧

化乐果800 ~ 1 00 。倍液
,

氛戊菊酷2 00 0倍液
,

漠氰菊酿4 。。。倍液喷洒 3 ~ 5 龄幼虫或结 合 抚 育

人工摘除虫巢集中烧毁
,

防治效果均可达 90 % 以上
。

关钮词 黑翅小斑螟
、

生物学特性
、

防治
、

黑荆树

黑荆树是速生
、

丰产的经济用材树种
,

树皮含单宁量高达46 %以上
,

是世界上优质的凝

缩类拷胶原料
。

1 9 5 5年以来
,

当年新造的幼树 遭 受 黑翅 小 斑 螟 (Olig o chr o a a t, iou a m ella

Ha m p so n )的猖撅危害
。

被害幼树布满虫巢
,

枝叶枯黄凋落
,

重者导致幼树枯死
,

状如火烧
,

对黑荆树生产构成很大威胁
,

是生产上亚待解决的问题
,

但迄今国内外尚未见到该虫报道
。

为了有效地控 制 其 危 害
, 1 9 8 8 ~ 1 9 9 1年作者在福建华安对该虫进行了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1 形态特征

成虫 雌虫体长9
。

4 0 ~ 1 3
.

2 2 m m
,

翅展1 9
。

1 1一2 4
。

3 8 m m ; 雄虫体长5
.

8 0 ~ i i
.

8 4 m m
,

翅展1 8
。

4 0~ 2 3
。

4 0 m m
。

体被黑褐色和金黄色毛片
,

头深褐色
,

复眼黑褐 色
,

眼 面 粗
。

触

角丝状
,

胸部背面黄褐色
,

被金黄色鳞片
。

前翅狭长
,

被黑色和黄褐色相间的鳞片
,

内线
、

外线隐约呈波状
,

亚缘线与外线之间中部有一小灰斑
,

内线与中线之间靠近肘脉基部有一灰

褐色斑
,

翅基部
、

前缘及缘毛均为黑褐色
。

后翅近三角形
,

被黄白色长毛
,

前缘及外缘有一淡

褐色带
,

缘毛金黄色
。

胸足腿节内侧金黄色
,

外侧黑褐色
。

腹部背面各有两个黑色斑纹
。

肛

毛簇乳白色
。

雄虫头部后缘有一梯形金黄色斑
,

中足胫节内侧金黄色
,

外侧黑色
,

可区别雌

虫(图 1 一 1 )
。

卯 长椭圆形
,

长径 O
。

74 一 O
。

78 m m
,

短径 0
。

44 ~ O
。

48 m m
,

初产绿色
,

孵化前黑褐色
,

卵壳表面有许多排列整齐的小颗粒(图 1 一 2 )
。

1 9 92一0 1一2 2收稿
。

林庆源高级工程师
,

蔡 国贵
,

林际朗 (福建省林业厅森林病 虫防治站 福州 3 5 0 0 0 3 ) , 戴沿海 (福建省漳州市林业局)
。

* 承 中科院动物所宋士美先生鉴定学名
, 研究工作得到华安黑荆林场的 大力支持

;
邹秀文

、

林延东同志参加 部分防愉

试验
,

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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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翅小斑螟形态

1
.

成虫 . 2
.

卯, 3
.

幼虫 , 4
.

蛹

幼虫 老 熟 幼 虫 体 长 18
。

08 ~ 2 5
。

5 4

m m
,

体黄绿色
,

头
、

前胸背板浅黄褐 色
,

胸
、

腹部淡绿色 , 气门椭圆形
,

背线
、

气门

线
、

腹线浅褐色
,

亚腹线淡绿色
,

趾钩环状

双序 (图l一 3 )
。

幼虫 5 龄
,

各龄特征见表 1
。

幼 体长9
.

5 4一 1 2
.

3 4 m m
,

宽 2
.

9 8一

3
.

44 m m
,

初化蛹头
、

胸部绿色
,

腹末乳白

色
.

后蛹为储褐色
,

复眼深褐色
,

臀棘 6 根
,

端部弯成小钩状(图1 一4 )
。

2 分布与危害

黑翅小斑螟属鳞翅目螟蛾科
,

分布于福

建省华安
、

漳浦
、

平和
、

长泰等县
。

该虫以

幼 虫吐丝结巢取食幼树嫩梢
、

羽叶
。 1 9 8 8一

1 9 9 1年
,

上述各县的黑荆树幼树严重受害
,

成

灾面积达 1 0 0 0h m
2 ,

虫株率达9 2 %一 9 5 %
,

每株有虫巢数10 个
,

最多达84 个
,

被害株枝

叶枯黄凋落
。

受害后的黑荆树生长严重受阻
,

甚至整株枯死
。

衰 1 一翅小斑妞各. 幼虫体长
、

头宽和形态特征

龄别 体 长 (m m ) 头 宽 (m m ) 形 态 特 征

2
.

0 2 ~ 2
.

6 4(2
.

5 0 )

4
.

0 4 ~ 7
.

4 6 (6
.

4 6 )

8
.

0 4 ~ 1 2
.

42 (1 0
.

3 8 )

1 2
.

1 2 ~ 1 5
.

44 (1 3
.

9 7 )

1 6
.

0 8 ~ 2 2
.

3 8 (1 9
.

0 9 )

0
.

2 6 ~ 0
.

3 6 (0
.

3 2 )

0
.

5 2 ~ 0
.

7 6 (0
.

6 4 )

0
.

7 8一1
.

1 0 (0
.

9 1 )

1
.

05 ~ 1
.

5 2 (1
.

3 3 )

1
.

8 0 ~ 2
.

0 2 (1
.

吕7 )

头
、

前脚背板 黑色
,

体乳自色

头揭色
,

前 脚背板深揭色
,

体绿色

头浅揭色
,

体嵌绿色
,

白刚毛明显

头
、

前脚背板黄揭色
,

体黄绿色

头
、

前脚育板 浅黄揭色
,

体黄绿色
,

背面稍带粉红色

注 . 括号内致字为平均值
。

3 生物学特性〔
‘,23

3
.

1 生活史

黑翅小斑螟在福建华安一年发生 6 代
,

林间世代重叠
,

以幼虫在黑荆树上或地被物上吐

丝结薄茧越冬
,

翌年 3 月下旬越冬幼虫陆续化蛹
,

第一代幼虫 4 月下旬开始孵化
,

5 月上旬

为孵化盛期 ; 以后各代始孵化期及盛期分别为
: 6 月上旬

、 6 月中旬
, 7 月上旬

、

7 月中旬 ,

8 月上旬
、

8 月中旬
; 9 月中旬

、

9 月下旬 , 10 月下旬
、

n 月中旬
。

老熟幼虫12 月上旬开始

越冬
。

室内饲养的年生活史及各虫态历期见表 2 、 3
。

3
.

2 生活习性

3
.

2
.

1 印期 卵经 4 一 g d 开始孵化
,

孵化多在下午至午夜进行
,

孵化率9 5
.

1% ~ 99
.

6 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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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黑 翅 小 斑 奴 生 活 史 (福建华安)

1 2 1 ~ 2

月 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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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冬代 (一 一 一 )

△ △ △ △

+ 十 十

第一代

△ △

十 十

第二代

△ △

+ 十

第三代

△ △

十 +

第四代

△ △
+ 十

第五代

△ △ △

+ + +

第六代

一 (一 一 )

注
: ‘ . ”

示卵
, ‘ 一 ’

示幼虫
, ‘

(一 )
”

示越冬幼虫
, “

△
”

示蛹
, 口 + ’

示 成虫
。

表 3 黑 翅 小 斑 奴 各 虫 态 历 期 (单位
:

d
,

福建华安 )

卵 幼 虫 蛹 成 虫

世 代

——— _
幅度 平均 幅 度 平 均 幅 度 平 均 幅 度 平 均

6 ~ 8

5 ~ 6

4 ee 6

4 re 6

5 ~ 6

7 ~ 9

6 6 1 2 0 ~ 2 4

1 7 rv 2 1

1 6 ~ 19

1 6 ~ 2 1

2 0 ~ 2 4

1 1 7 ro 1 4 8

2 2
.

2 4

1 8
.

9 2

1 7
。

5 8

1 8
.

2 8

2 2
。

5 2

12 3
。

9 2

1 0 ~ 1 4

9 ~ 1 2

8 ~ 1 2

9 ~ 1 3

1 0 ro 1 5

1 6 ~ 2 6

1 1
.

5 8 s ew s

5 ~ 8

5 ~ 9

6 ro g

7 ro l l

6 tw s

6
.

6 0

6 2 5

6
.

8

6 9 4

8
.

1 6

6
.

5 8

九O�11只�3 28
n朽n匕,上污了

..

⋯
09
几UZ
t了目工

, .‘月1
,1内‘nt才

口任1孟
‘通,上
Z
t了八6

..

⋯
一�一blbU曰行了

‘123456

平均为 9 7
.

2 %
。

3
。

2
。

2 幼虫期

龄与龄期
:
幼虫 5 龄

,

各龄幼虫历期见表 4
。

活动与取食
: 幼虫孵化后 1 ~ Z h 开始取食

,

初孵幼虫多啃食嫩叶
,

常将羽叶吃成缺刻
,

并开始吐丝卷嫩叶为巢
。

幼龄虫遇惊扰即吐丝下垂
,

随风迁移 ; 3 龄后幼虫常吐丝将枝叶卷

在一起成
“

筒状巢
” ,

幼虫潜伏其中并从虫巢两端进出取食羽叶
,

虫巢内充满虫粪
、

丝和枝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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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燕翅小斑姐各幼幼虫历翔 (单位
:

d )

1 龄 2 龄
世代

———
4 龄 5 龄

幅度 平均 幅度 平均 粗度 平均 幅度 平均 幅度 平 均

,翻n�斑0SJ兮,臼月�内‘亡口J, ,几月,

⋯⋯
766686

O曰

2
.
L68

n月
习
,目�趁

;:
32224 ee 6

3 ee 6

3 ro s

3 ~ 5

4 ~ 6

sto g

Z ee 4

2 ~ 4

2 ~ 3

2 ~ 3

3 ~ 4

4 ~ 8

3 ~ 4

2 ~ 4

2 ~ 3

2 ~ 4

2 ~ 4

4 ~ 8

3 ee s

2 ~ 通

Z ee 3

2 ~ 5

3 ee s

6 ~ 里0

3
.

6 8

吕
.

0 4

7 ~ 9

5 ~ 9

see s

5 ~ 8

7~ 1 0

9 1ee l l 6

6,臼月,6�bs
�几6
月叹一�,‘3232236

.�
6几
1
0
拍0U.‘16

nJ‘怪�且匆‘

;
.

⋯
322231�

六O,曰2
�b习召

�,二O甘O臼n‘月q
433
jq,二23

日峨56

老熟幼虫虫道长约 50 m m
,

幼虫稍遇惊扰迅速缩回巢内
,

个别弹跳落地逃跑
。

幼虫多向上转

移缀叶结成新巢
。

一个巢 内同时有幼龄虫和高龄虫
,

少则 4 ~ 5 条
,

多者10 多条
。

老熟幼虫

的虫巢内
,

一般只有虫 l 条
。

幼虫一般早晚取食频繁
,

老龄虫取食一片鳞叶只需 36 ~ 43 5
。

脱皮
:
幼虫脱皮前静伏不动

,

停食数小时至 l d
。

整个脱皮过程历时 6 ~ n m in
。

刚脱

皮的幼虫头部和腹末为淡绿色
,

以后头部变为黑褐色
。

脱皮后约 l h 左右开始取食
。

3
.

2
.

3 蛹期 幼虫老熟后
,

在巢内或附近的枝叶上咬碎叶片吐丝结茧
。

茧为椭圆 形
,

表 面

常粘有粪粒
、

叶片或细土粒
。

化蛹前幼虫体缩短弯曲
,

体色渐变为淡绿色 ; 预蛹期约 Z d
,

化蛹历时1 1~ 1 7 m in
。

化蛹多在 1 5~ 2 2时
。

3
。

2
.

4 成六期 羽代与活动
:

成虫羽化一般在 19 ~ 24 时
,

羽化高峰期在 21 ~ 22 时
。

羽 化 时

成虫用头顶破蛹壳
,

从茧的一端咬破一小孔钻出
。

出茧的成虫善爬行
,

7 一 10 m in 翅完全展

开后
,

双翅竖立体上下不断摆动
,

约35 m in
,

翅放在身体两侧并盖住腹部
。

白天成虫多栖息在

黑荆树枝叶或地被物上
,

只用一对后足攀附枝叶
,

前
、

中足紧贴在胸部
,

状如鸟类停息
。

成虫

具趋光性
,

夜晚20 ~ 22 时活动频繁
。

据室 内个体和群体饲养统计
,

第 l ~ 6 代羽化率分别为

8 8
。

7 %
、

8 3
。

5 %
、

8 6
。

4 %
、

8 8
。

1写
、

9 0
.

4 %和 8 0
。

5 %
。

交配与产卵
: 羽化后的成 虫当晚即可交尾或第 2 一 3 d 晚上交尾

。

交尾前雌虫腹部向上

翘起与胸部近垂直
,

腹部弯向雄虫腹末
,

交尾呈
“

一
”

字形
。

据室内观察31 对成虫
,

交尾时间

多在2 1时 3 0分至次日 5 时
,

交尾历时 1 h 1 3 m i n ~ 3 h Zo m in ,

最长达s h
。

交尾后第二天

晚上开始产卵
,

卵多产在离地面 1
·

s m 以下的嫩枝叶或生长较衰弱的幼树上或旧 虫巢上
,

一般

3 ~ 7 粒排成行或几行
。

每雌平均产卵 1 03 粒
,

最多 1 76 粒
,

最少 31 粒
。

据第三代羽 化的 2 46

只成虫统计
,

雌性比为 0
.

4 8
。

4 发生与环境的关系

黑翅小斑螟多危害幼树
,

以当年营造的黑荆树幼树发生严重
,

且以生长衰弱的幼树受害

尤为严重
,

而 2 年生以上幼林一般零星发生
,

受害轻
。

据1 9 8 9~ 1 9 91 年作者在华安
、

平和和

长泰县黑荆林场的调查结果表明
,

当年生幼树发生受害严重
,

平均有虫株率达92
.

6 %
,

平均

每株有虫巢数为2 0
.

7个
,

而 2 年生以上林分平均有虫株率为2 1
。

6 %
,

平均每株虫巢数 1
.

8个
。

阳坡林分比阴坡林分发生严重
, 1 9 8 9年作者在华安县黑荆林场前宅工 区调查发现

,

坡向东南

的 3 个小班较西北坡的 2 个小班发生严重
,

前者平均有虫株率为9 8
.

7 %
,

平均虫巢数2 3
。

5个
,

后者平均有虫株率为6 1
.

3 %
,

平均 虫巢数为9
。

2个
,
低海拔林分比高海拔林分发生严重

,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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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附近的林分发生比较严重
,

如1 9 9 1年华安黑荆场场部后山 2 个小班有虫株率达 1 00 %
,

平均

每株虫巢为 12
.

8个
。

黑翅小斑螟幼虫如遇低温死亡率较高
,

尤其是越冬幼虫遇倒春寒
,

死亡

率达3 8
。

9 %
; 湿度过大

,

常造成 1 ~ 2 龄幼虫死亡
。

5 天敌

犯O龙忿名S

日匕
.

r 习 1月JJ 口 r Z夕毛 匀有翎“
了

曰,I 玛 护田 二曰
.

, 盆六戈尸砚昌 尹J
.
砚月J

‘
p犷布 仆切 / 、 只人 , 勺幼 J 凡 7夕刁】m 「专 f二‘2 、 目人

’

门 力, g 马、 、

“
‘ “

‘

协 份J. .

Fa llo u )和轮刺猎蜷(Se印n fa ho , , 玄d a Sra l) ; 寄生性天敌有松毛虫绒茧蜂 〔Ap
a n te lo s

据室内饲养观察和林间调查 黑翅小斑螟的天敌
,

幼虫期捕食性夭敌有镯敌 (A l

ma 比i-

o rd in a r iu s (R a tz eb u Z g )」
。

蛹期有姬蜂和小蜂各 1 种 (学名待定 )
。

据室内统计
,

蛹期寄生率

为1 0
。

4 % ~ 1 9
。

5 %
。

6 防治试验

6
。

1 室内试验

从野外剪取带有 3 一 5 龄幼虫的黑荆树枝条
,

统计各处理的幼虫头数(不撕破虫巢 )
,

然

后用医用喷雾器将药液喷洒虫巢
,

以喷湿欲滴为度
,

对照只喷清水
,

各处理重复三次
。

喷药

后 12
、

2 4
、

48
、

72 h
,

分别统计幼虫死亡情况
。

试验结果表明
,

72 h 幼虫校正死亡 率为
:

5 0 % 甲胺磷和40 %氧化乐果80 0一 1 0 00 倍液
、

20 %氰戊菊醋1 0 00 一 2 00 。倍液
、

2
.

5 %嗅氰菊

醋 3 0 00 ~ 4 0 0 0倍液以及澳氰菊醋与甲胺磷 (或氧化乐果 )l : 1混合液2 00 0一 3 00 0倍液效 果均

达 90
.

2 %一 10 0 % , 40 %水胺硫磷 80 。~ 1 0 0 0倍液效果为 7 3
。

5 %
。

说明除水胺硫磷效果不够理

想外
,

其余 4 种药剂对黑翅小斑螟幼虫都有较好的毒杀效果
。

‘
.

2 林间防治试验

林间防治选用 4 种药剂配以不同浓度的药液
,

用机动喷雾器进行喷雾
。

每处理选取 10 株

样树
,

防治前检查各样树的虫口数
,

防治后24
、

48 h 分别检查防治效果
,

对照 区不作任何处

理
。

试验结果见表 5
。

从表 5 可看出
,

用2
。

5肠嗅氰菊醋
、

20 %氰戊菊醋
、

50 % 甲胺磷
、

40 %

氧化乐果或澳氰菊醋 (氰戊菊醋 )与甲胺磷的混合液进行林间喷雾防治
,

对黑翅小斑螟的防抬

效果平均可达90 %以上
。

尤其是该虫大发生时
,

选用上述药剂防治
,

可有效地控制黑翅小斑

螟的猖撅危害
,

特别是危害较为严重的第三
、

四代
,

一

作为一个应急措施 是必 要 的
。

1 9 8 9~

1 9 9 。年
,

长泰县
、

平和县
、

华安县黑荆林场分别应用甲胺磷
、

嗅氰菊醋等药剂进行林间大面

表5 不同药荆对黑翅小斑奴 3 ~ 5 龄幼虫林间鑫杀效果 (福建华安 )

药 剂
稀释倍数 总虫数

(倍) (头 ) 死亡数《头 ) 死亡率(% ) 死亡数(头 ) 死亡率 (% )

校正死
亡 率
(% )

名9
.

7

9 2
.

5

9 4
.

4

9 4
.

4

0 6
.

6

, 3
.

3

⋯⋯
294463

�书�O曰O目O口O公O口
052587

�邢叮‘

5
�“暇d�匀

目l

735559

⋯⋯
�廿1二八�J任一�,二899995O”通

�”.亡Jt了介7
即‘5n55

,二

O�1上尸合
�
l几甘1上

588
.166

.上

4 0%氧化乐果

5。% 甲胺磷

2 0% 氛戊菊醋

2
.

5% 浪截菊醋

澳佩菊酮 + 甲胺磷 1
,
l

氛戊菊酸 + 甲胺磷 1 :
1

s00
0 0 0

2 0 0 0

4 0 0 0

3 0 0 0

2 0 0 0

对 照 6 4 0 0 1 1
.

5 6

一
. . . . . . . . 勺. 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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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防治
,

面积达4 0 0 hm
“ ,

据统计
,

平均防治效果达93 %
。

由于 山地取水不便
,

药剂防治是有一定困难的
,

因此
,

我们亦进行了白疆菌室内毒效测

定和林间小面积防治试验
,

幼虫感病死亡率为 6 1
。

5 %
,

建议在霉雨季节
,

对第一
、

二代幼虫

可喷撒白疆菌菌粉或放粉炮进行防治
,

每公顷用菌粉7
。

5 k g 或粉炮30 个
。

据黑荆树基 地 经

营管理要求
,

针对林分虫害发生情况
,

华安县黑荆林场连续 2 年结合林地除草抚育
,

采取人

工摘除虫巢
,

集中烧毁或深埋
,

防治面积达5 00 hm
Z ,

也取得显著的效果
。

总之
,

根据 几 年

来的研究试验
,

我们认为对黑翅小斑螟的防治应结合本地实际
,

采取不 同措施
,

只要适时防

治
,

就可取得理想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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