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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蝗秦蚝生物学特性及防治
*

胡国良 郑晓林 周 鹤

关. 词 摹缝秦蚝
、

山核桃
、

生物学特性
、

防治

摹幢秦猛 [C几i: a 二a nfisp o id e s (W o lk e r )〕在分类上隶属直翅目 (o r th o p fe r a )‘锰总科

(E u m a sfa e o id e a )
、

秦猛科 (C hin id a e )
、

秦猛亚科 (Ch in in a e )
、

秦蚝属 (以io a B u r r
.

)
,

是浙江省临安县山核桃上新发现的一种严重的食叶害虫
。

’

19 了6年该虫 曾在临安县洲头
、 马啸等乡小面积发生

, 1 987 年扩展到30 hm
Z ,

几9 88年发生

面积达 1 4 0 hm , 。

株虫口密度少则几百头
,

多则上千头
,

山核桃叶子被食殆尽
,

造 成核桃顺

粒无收
。

有关该虫的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技术未见报道
, 1 9 8 6~ 1 9 9 0年笔者对该虫进行了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后
。

l 寄主植物及分布

摹蝗秦猛的寄主植物
,

经调查有山核桃(C a r . a c a :ha夕eo s fs Sa r g )
、

算盘子 [ G lo盛idio :

p动e r u 。 (L in n ) H u te h
.

〕
、

榆树 (U lm u s p u 二ila L
.

)
、

山茱英 (万
a e r o c a r p iu m o lf ic宕作a lis

S ie b
.

e t
。

Zu e e
.

)
、

柿树 (D io sP忍r o s ka ki L
。

f
。

)
、

枫香 (L犷g “f面耐
a r fo , 爪 o sa解 H a n e e

.

)
、

君迁子(D io sp百r o s lo ru s L
.

)
、

白栋(Q“e r c . s fabr i H a n e e
。

)
、

盐肤木 (Rk
u s ch 犷n e , 5 1: M Ill

. 、

花香 (p la t, c a
摺

a st , o bilae ea Sie b
.

e t Z u e e
.

)
、

短柄袍栋 (Q: e r c : 5 g la n du lfle r a B lu m e r a r
.

)
、

蔷薇 (R o sa m : ltiflo r a T h u n b
.

)
、

获葵 (S二ila x chin a L in n
.

)
、

乌蔽毒 [Ca 奋r a才15 ;’op
o o fc a

(T hu n b
.

) G a g n e p
.

〕
、

金樱子 (R o o a la e o ig a ta M ic h x
.

)
、

锦鸡儿[ C a r a g a n a 5 1”ie a (B u e ‘

h o z ) R e
hd

.

〕等
。

据调查
,

该虫在省内淳安县也有分布
,

另据夏凯龄先生介绍国内分布于江苏
、

安徽及广

西 , 国外分布于缅甸
、

泰国
。

2 形态特征

成虫 雌成虫体有黄褐和灰褐色两种
,

背中线微隆起
,

体长 23
.

5 ~ 28
.

0 m m
,

宽 3
.

6 ~

4
.

5 m m
。

翅灰褐色
,

长1 8
.

5 ~ 22
.

O m m
,

达腹末
。

雄成虫黄褐色
,

体背褐色成宽带
,

中线微隆

起
,

体长1 5
.

0~ 1 9
.

5 m m
,

宽2
.

5 ~ 3
.

2 r。刀n ,

翅长 1 7
.

0 ~ Zo
.

o rn rn ,

超出腹末约 6
。

o n lln 。

雌

1 9 92一 04一1 5 收稿
。

胡国 良工程师 (浙江省 临安县森林病虫防治站 浙 江临安 3 1 13 00) 、 郑晓林 (浙扛省 临安县放潜林业站 ), 周鹤 (渐 江

省杭州市森林病虫防治站 )
。

* 昆虫标本系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 所X 凯龄先 生鉴定
,

并承审改文稿
,

深表附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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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成虫触角丝状
,

短而细
,

n 节
,

长约3
.

0 m m
,

后足腿节上有三个环形褐斑
。

那 长椭圆形
,

略弯曲
、

褐色
。

长5
.

2~ 6
。

。m m
,

宽 1
.

。~ 1
.

g t Q刀。。

一端有一圆环状帽

盖
,

常十几粒胶结成团
。

若虫 有淡黄色和灰褐色两种
,

各龄若虫特征见表 1
。

表 1 . 妞. 峨各漪若虫形态特征

虫
体 长 头 宽

虫 赞 主 要 特 征龄
(m m ) (m m )

5
.

0 ~ 7
。

0

(5
.

7 )¹

1
.

0 ~ 1
.

1

( 1
.

0 )

7
.

0 ee 10
.

5

( 8
.

6 )

1
.

0 ~ 1
.

5

( 1
.

3 )

体淡黄色
,

体背有 5块棕褐色条斑
,

分布于前脚

前缘
、

中后 胸和腹背各节
,

中后胸两条斑相近
, 后

足眼节 有三个分布均匀且 明显的棕揭色斑纹

淡黄色和灰褐 色两种
。

淡黄 色的体背有斑 点 , 灰

褐色则无斑点
。

眼节上棕 褐色斑纹 同 1 龄

10
.

0 ro 14
.

0

(11
.

5 )

1
.

3 ee 2
.

0

( 1
.

7 )
体色

、

体背斑点
、

腿节 斑纹 同 2 龄
。

出现翅芽

12
.

5ee 16
.

0

( 14
.

2 )

14
。

0 ~ 18
.

5

( 16
.

2 )

1
。

5~ 2
.

0

( 2
.

0 )

2
.

0~ 2
。

5

(2
.

3)

休色
、

明显

体色
、

前后翅片

皿 节斑坟同 2 龄
,

体背斑点模栩
,

翅芽

眼节斑纹同 2 龄
,

体背斑点不见
, 出现

¹ 括号内致值为侧 t 3 o只若虫 的平均值 (余同 )。

3 生物学特性

3. 1 生活史

摹蝗秦猛在临安一年 l 代
。

以卵在土中越冬
,

翌年 5 月中下旬卵孵化
,

出现若虫
, 8 月

上中旬成虫羽化
, 8 月下旬成虫交配产卵

,

10 月下旬成虫死亡
,

详见表 2
。

衰 2 书 组 . 括 生 活 史 (浙江省临安县 )

10 月 11月 ~ 受年 4 月

纵 总 一

—
一一一

—
—

-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下 下

调中
一上

下

月一刁J一中

上
一下

月中

一一下 上
明一中

一上
一一下

月一习刁一中
一上

越 冬 卵 0 0 0 0

虫虫若成

卵 0 0 0 0 0 0 0 0 0 0
. . . . . 曰. . . . . . . . . .

注 : “ O ”

示卵
, “ 一 ”

示若虫
, ‘ + ,

示成 虫
。

3. 2 生活习性

3 . 2 . 1 成虫 成虫食量最大
,

占全代的76
.

81 % (见表 3 )
。

一般早
、

晚取食
,

中午常栖 息在

树干阴面或地面草丛中
。

成虫喜食人粪尿水
,

遇惊优即迁飞
,

一次飞行约达 4 ~ s m 。

成虫

有集体迁飞和群集危害的特性
,

在性成熟期和食料缺乏时更为明显
。

性成熟前迁飞降落地点

大多是食料充足的场所
,

当进入性成熟期
,

则纷纷下树到地面
,

相互追逐
,

交配产卵
。

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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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多在 18 ~ 23 时之间
,

一雄能与多雌交配
,

一次交配时间为2
.

35 ~ 3
。

35 h
,

平均为3
。

00 h

左右
。

交配后的雌成虫有滞呆和减食现象
,

以寻找产卵场所
。

一般在交 配后 16
.

6 d 开 始 产

卵
。

每雌虫产卵 12 一 14 粒
,

一次产完
,

胶结成圆桶形
,

少有分散
,

于白天产在泥土珠松
、

杂

草较少
、

深 2 一 3 c m 的 土 中
,

个 别 s c m 深
,

柴根部泥土中尤多
。

雌虫寿命平均 4 6
.

6 (3 3~

54 ) d
,

雄虫平均寿命 6 0
.

6 (5 。~ 了6 ) d
。

大发生年代成虫雌性比例较高
,

据 1 9 8 6 年诱集到的

1 3 8 9头成虫统计
,

雌虫占1 3 47 头
,

占96
.

98 % , 1 9 8 7年野外捕捉成虫21 7 头
,

雌 性 比 例为

9 4
.

9 3 %
。

成虫历期平均 7 7
.

5 (7 0~ 8 8 ) d
,

完成一代需 1 5 4
.

1 (1 1 6~ 2 0 1 ) d
。

羽化后到交 配

平均 1 3
.

1 ( 6 ~ 2 4 ) d
,

从交配到产卵平均 1 6
.

6 ( 9 一 2 4 ) d
。

裹 3 . 缝 . 妞 各 虫 态 食 叶 t 比 较 (单位
:

g / 头 )

(龄 )
全 代

项 目 成 虫

�,

·
评砂耐农

3
.

沙砂俨“
J

竹

砂洲洲令

肠冲
.

‘乐协

3�

、

一
3

.

2
.

2 印 初产卵淡黄色
,

后变褐色
。

于 8 月下旬初出现
,

翌年 5 月下旬开始孵化
。

孵化期

为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
,

高峰期在 5 月底
,

历期10 d 左右
。

全天以 14
:

00 一 17 : o。时为多
,

晚

上不孵化
。

卵孵化总积温为5 090
.

4 ℃ (据 1 9 8 9年饲养成虫所产的 129 粒卵的统计 )
,

但卵的孵

化与温度
、

光照
、

降雨频率等气候因子有关
,

详见表 4
。

衰 4 . 姐. 烤即再化与气俱因子的关系

年 份 天 气 状 况 降 雨 解 化 解 化 井 化 率

孩 率 时 间 天 数
云龄(d)晴( 年 )

5 ~ 6 月

平 均沮度

(℃ )

阴 雨
( d ) ( % ) ( 月一日 )

一

( d ) ( % )

1 98 8

1 98 9

2 1
.

0

2 1
.

9

2 1

2 3

4 0

3 8

6 5

6 2

0 5一 2 3

0 5一 17

19 6 9
.

5 4

2 7 7 9
.

3 9

从表 4 可知
,

卵在 5 ~ 6 月不同气候因素的影响下
,

其开始孵化时间相差 6 d
,

孵化天

数相差 s d
。

卵期长达2 7 5~ 2 9 0 d
。

卵孵化历期 19 ~ 2 7 d ( 5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 )
。

3
.

2
.

3 若 虫 初孵若虫从卵无圆环的一端咬一小孔爬出
,

经 2 ~ 3 h 后开始取食
,

晚上不取

食
。

l 龄若虫均取食地上低矮植物如算盘子
、

金樱子
、

获葵
、

锦鸡儿叶或 l m 高的一些山核

桃萌条树叶 , 2 龄若虫逐渐爬上山核桃树干食叶 , 3 龄若虫开始爬上高大山核桃树取食
,

并

有从树顶逐渐 向下危害的现象
,

食量随虫龄而增大 (见表 3 )
。

若虫共 5 龄
,

据室 内 饲 养观

察
,

若虫平均历期7 6
.

6 ( 4 6~ 1 1 3 ) d ,

其中 1 龄 2 2
.

2 d , 2龄ZI
.

l d
, 3 龄7

.

8 d
,

4 龄 1 1
.

6 d
,

5 龄1 3
.

g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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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生与环境关系

4
.

1 与地形地势关系

该虫多发生在山势比较平缓的避风向阳山坡
,

其它坡向很少发生 , 阴坡几乎不发生
,

山

脚比山岗先发生且严重
。

4
.

2 与林地植物的关系

林中空地及林缘灌木和杂草丛生的地方
,

尤以金樱子
、

锦鸡儿丛 生 的 地 方 最 易 发 生

危害
。

4
.

3 与天敌关系

摹蝗秦蜕暴发成灾后
,

山核桃林丙捕食性鸟类有乌冬(T二du : m el : la m an d al i二 : )
、

红

嘴兰鹊 (Ciss a e
烤th, c : h夕n cha 亡r窗fh r o , hg , cha ) ; 若虫期捕食性动物有蜘蛛(O x g 即

e s ser ta tu s

L
.

K oc h ) ; 卵期有蚂蚁 (学名待定)等
。

5 防治方法

S
。

1 地面喷异

5
.

1
.

1 幼龄若虫期 ¹ 室内: 19 88 年 6 月室内用 5 种农药防治摹蝗秦猛幼龄若虫
。 5 种农药

分别为40 %氧化乐果乳油
,

50 % 甲胺磷乳油
,

50 %久效磷乳油
,

20 %速灭杀丁乳油和菊乐

合脂
。

每种农药 3种浓度
,

每个浓度 3次重复
,

每隔24 h 检查一次
,

效果见表 5
。

º 野外:

抓住幼龄若虫多在地表活动
、

呈聚集分布的特点
,

当年试验后
,

就在马啸乡大成村选用20 %

速灭杀丁乳油1 50 。倍液采取发生地段重点喷
、

发生边界交接喷的办法
,

用背负式农用 手摇喷

雾器全面进行喷雾防治
,

效果显著
。

衰 5 五种农药室内防洽. 姻寮坛幼龄若虫死亡情况统计

农 药

浓 度

氧 化 乐 果 甲 胶 磷 久 效 礴 菊 乐 合 脂 速 灭 杀 丁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王0 0 0 1 5 0 0 2 0 0 0 1 0 00 1 5 0 0 2 0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0 1 0 0 0 15 0 0 2 0 0 0

清水

对照

几JO月,通,口.一Jn6凡目了山弓月,J吸2‘19,曰2即矛J吸2,几曰上7.�了一知
咋古,曰心甘.上,二

J,�月�
�n即UOO口�勺d.占

,一2 60
On
Z

d.二nl月‘UOn�,上月n�2‘l叮‘UO, .介J及一n口�1.上,曰016
‘.占J吧目1山

.孟‘1
�

牙几
�勺‘勺几‘

,孟目上6八丹含
甘0.25

曰111总虫数
(头 )

死虫 2 4 h

致 4 8 h

防治效呆
(% )

1 4 7 2 2 6 18 2 1 9 9

1 16 16 4

3 1 6 0

14 2 1 5 7

1 0 0 9 9
.

1 1 9 8
.

0 8

8
月马.170

门甘‘6
口合

9 8
.

9 9 9 1
.

3 3 98
.

6 8 9 4
.

4 1 9 1
.

2 4 9 2
.

5 0 8 6
.

8 9 8 0
。

4 3 9 7
.

1 8 9 1
.

6 2 8 7
.

4 4 忽略
不 计

5
.

1
.

2 成虫性成熟期 8 月中下旬摹蝗秦猛进入性成熟期
,

成虫由树上纷纷下地
,

在地表交

配产卵
,

活动逐渐变得较迟钝
,

是第二次开展地面喷杀该虫的好时机
。
1 9 8 8年 8 月仍用20 %

速灭杀丁乳油 1 500 ~ 2 000 倍液进行防治试验
,

喷后半小时检查效果
,
死亡率达95 %

,

大大

减少了该虫卵的越冬基数
。

5
.

2 上树后的防治

诱忠上树后防治十分困难
,

主要采取的办法有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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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 毒环法

弓。00 倍液的农药
,

5
·

2
.

2 诱杀法 [ , }

用稻草或吸湿性好的大块毛 (草 )纸或硬纸板浸透20 %速灭杀丁乳油 2 00 0一

然后环状绑扎在树干上
,

能杀在爬害虫
。

将浸透含90 % 晶体敌百虫尿水药液的稻草堆放到有蝗虫活动的林地 上
,

10 m l 堆
,

每公顷90 ~ 1 05 堆(每堆干稻草 1 ~ 1
.

5 kg
、

敌百虫 0
.

2 k g
、

尿 水 25 掩)
,

短时

间内成虫嗅到尿水气味就会很快飞来取食
,

中毒死亡
。

据 1 9 8 6年在马啸乡大成村试验 s h
,

其

中 1 堆一次诱杀1 3 8 9头
,

杀伤力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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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r e tha n 9 0 % o f a d u lts

e a n b e a tt ra e t e d a n d k ille d by r ie e 3 ta l如 3 at u r a t e d in t h e m ix tu r e o f 9 0 %

t r ieh lo r fo n a n d fr e sh u r in e
。

K e y w o r d s
Ch fn a m a n ffsp o fd e s ,

C a : , a ea tha , e 九s fs
,

b io lo g ie a l e h a r a e te r ist ie s ,

c o n tr o l

H u G u o lia n g
,

E o g in e e r (Fo r e s t Pe , t C 〕 l tr J I S 七。 tio
.

i o f L至n a n C o u n ty
,

Z he
jia n g P r o v in e e

L in a n ,
Z h eji

a n g 3 1 1 3 00 ), Z he n g X ia o li几 (Y o q ia 飞 Fo r e s tr y S t泛t io 扭 o f L in a n Co u n t y
,

Z h e
jia

n g

Pro v ! n e e ) , Z h o u H e (Fo r e st Pe st Co n tr o l Sta tio n o f H a n g 名h a u C it y
,

Z h e
ji

a n g Pr o v i n e 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