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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足筒天牛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杨春材 梁 红 唐燕平

摘要 短足筒天牛 (o be re a
fe ~ g io

a T h u n b e
rg )是危害大叶黄杨的一种主要钻蛀性害虫

,

在

合肥地区 l a

发生一代
,

以老熟幼虫在多年生枝干内越冬
,

翌年 4 月下旬开始化蛹
,

5 月中旬为羽化

高峰期
,

6 月上
、

中旬为卵孵化盛期
,

10 月中
、

下旬开始越冬
。

其发生受光照的影响较大
,

同时成虫产

卵对树势强弱有较强的选择性
,

植株各部位发生情况亦不相同
。

采取修剪的方法防治效果最佳
。

关键词 短足筒天牛
、

生物学特性
、

大叶黄杨

短足筒天牛 (O b ere a fe rru
g in e a T h u n b e

r g )属 鞘翅 目天牛科 (Ce r a m by e id e a )
,

筒天 牛属

(O 占e re a M u ls a n t )
。

以幼虫危害大叶黄杨 (E u o
叮

n u s ja Po n ie u s T h u n b
.

)及金边黄杨 (E
.

ja Po n -

介u : T hu n b
.

v a r
.

a u re o m a : g ira tu : N ieh o t s )枝干
,

致枝干枯死
,

被害率达 4 5 %一 6 0 写
。

笔者于

1 9 9 2 一 1 9 9 4 年对该虫的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
,

结果报道如下
。

1 形态特征

1
.

1 成虫

体狭长
,

红褐色
。

复眼黑色突出
。

前胸背板圆柱形
,

长稍大于宽
。

触角黑色
,

体腹面及足黄

褐色
,

腹部第 2
、

3 节颜色为黑褐色
。

触角 n 节
,

比体长略短
,

触角下沿具稀疏缨毛
,

柄节密布刻

点
,

背面具一条浅纵沟
,

第 3 节显著长于柄节
,

稍长于第 4 节
。

鞘翅肩宽
,

肩 以后逐渐狭窄
。

每

翅具 6 纵行规则的刻点
,

基部刻点较深
。

中部之后刻点逐渐减弱
,

到端部完全消失
。

鞘翅肩后

两侧及端部略带暗黑褐色
,

鞘翅边缘有稀疏整齐的缨毛
,

端部的颜色较深
。

后翅黑色
,

微露于鞘

翅之外
。

足端短
,

后足腿节与腹部第 1 节近等或稍短
,

腹部末节长胜于宽
。

雌成虫体长 15
.

3士 1
.

0 m m
,

头宽 2
.

4 士 1
.

0 m m
,

触角长约 1 3
.

7 m m
,

腹部第 5 节上有一

长约 1 m m 的中缝
;
雄成虫体长 1 4

.

6士 o
.

s m m
,

头宽为 2
.

2 士 o
.

l m m
,

触角长约为 1 3
.

l m m
。

腹部端节为一呈三角形的凹印 (图 1
一

1 ~ 3 )
。

1
.

2 互日

近 肾形
,

一端稍尖
,

长 2
.

8 士 0
.

2 m m
,

宽 0
.

6士 。
.

04 m m
,

初产时淡黄色
,

孵化前为灰褐 色

(图 l 一4
,

5 )
。

1
.

3 幼虫

老熟幼虫体长 1 7
.

2士 0
.

97 m m
,

头宽 1
.

5 士 0
.

0 8 m m
。

圆筒形
、

体黄褐色
、

头黑褐色
。

前胸

背板前方有浅棕色波纹
,

被黄色背中线分开为二
,

上有较细密的舌状刺粒
,

前缘被少数 白色绒

毛和较粗黑色毛
。

中后区稍拱凸
,

舌状刺粒粗大
,

向后又渐小
,

排列成
“

凸形
” ,

亚侧痕沟状
,

斜向

1 9 9 4一0 8一2 2 收稿
。

杨春材副教授
,

唐燕平(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合肥 2 3 0 0 3 6 ) ;梁红 (安徽省淮北市林业站)
。

,

本项 目为安徽省教委资助项 目
“

安徽园林花卉害虫研究
”

的部分内容
.

陈韩英
,

浪厚平
,

王晓娟系经济林病虫害防治专
科 93 届毕业生

,

姜亚洲
,

陈虎系园林专业 9 4 届毕业生
,

参加了部分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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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方
,

黄褐色
,

清晰呈弧形
,

在其上
、

下

端各有 1 个由舌状刺粒组成的椭圆形的

黑斑
。

幼虫腹部 10 节
,

背面从后胸到腹

部第 7 节均有步泡突
,

腹面则从 中胸到

腹部第 7 节有步泡突
。

(图 1
一

6
,

7)
。

1
.

4 蛹

长 1 5
.

4 士 0
.

4 m m
,

腹 宽 2
.

3 士

0
.

0 9 m m
。

离蛹
,

初蛹黄白色
,

1 0 一 1 2 d

后色变深
,

羽化前为橙黄色
。

翅芽 自胸背

两侧弯向体下后方
,

前翅盖住后翅和后

足
,

达第 3 腹节中部
。

在腹部第 3一 8 节

上被黑色短粗毛
,

且每节背面上有两根

黑刺
,

有 明显的 凹陷沟
。

中央 各有一浅

沟
,

触角和足为黄白色 (图 1
一

9 )
。

2 生活史及习性

2
.

1 生活史

短足筒天牛在安徽 1 年发生 1 代
,

以老熟幼虫在 2 年生以上枝干蛀道中越

冬
。

翌年 4 月下旬开始化蛹
,

蛹期 14 一

2 2 d
。

5 月上旬开始羽化
,

5 月底开始产

卵
,

10 月 中
、

下 旬幼 虫老熟越冬 (见表

1 )
。

表 1

占占)))

公公公
JJJJJJ

图 1 短足筒天 牛

1
.

雌成虫 ; 2
、

3
.

早
、

舍腹面第 5 节腹板
; 4

、

5
.

卵及产卵刻糟 ; 6
.

幼

虫 ; 7
.

幼虫头部 ; 8
.

蛹 ; 9
.

被害状

短足筒天牛生活史 ( 1 9 9 3 年
,

合肥 )

月 旬
8 9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 中下

1 1 ~ 12

上中下

(一 ) (一 ) (一 )

越冬代 △△△

+ + +

△

+ + +

第一代 _ _ _ _ _ _ 一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注
:

△蛹 ; 十成虫
;

·

卵
; 一幼虫 ; (一 )越冬幼虫

。

2
.

2 生活习性

2
.

2
.

1 成虫 羽化与出孔
:

刚羽化的成虫
,

体橙黄色
,

约经过 8一 10 h 后
,

体色变成黄褐色
,

体

变坚硬
。

据 1 13 头成虫的观察
,

羽化期为 5 月 6 日至 6 月 6 日
,

温
、

湿度为 18 ~ 26 ℃和 67 % ~

68 %
,

羽化后在蛹室内停留 9
,

1士 2
.

Z d 后
,

才咬羽化孔爬出
。

羽化孔在蛹室的中上部
,

为椭圆

或近圆形
,

其孔径为 (3
.

5士 0
.

3 9) m m x (3
.

1 士 0
.

4) m m
。

成虫出孔的最高温度为 29
.

8 ℃
,

相对

湿度 71 %
。

羽化初期雄虫较多
,

几天后
,

雌虫逐渐多于雄虫
。

雌
、

雄虫性比为 1 : 1
.

26
。

一天内
,

6
: 0 0 ~ 1 2 , 。0 时雌虫出孔较多

,

1 2 :

00 时以后雄虫 出孔较多(见表 2 )
,

成虫出孔后
,

先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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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短足筒天牛成虫出孔时间

·

一
·

一
出孔时间

(时
·

分 )

出孔总

慧
头数 百分率 百分率

(% )

出孔率

(% )

月7-31017.2638乳&106 : 0 0~ 8 . 0 0

8 : 0 0 ~ 1 2 : 0 0

1 2 : 0 0~ 1 6 : 0 0

1 6 : 0 0 ~ 2 0 t 0 0

夜 间

合 计

;:
熬

誓
;:

3 7 4 3
.

0 4 9

4 6
.

4 3
-

6 6
.

6 2
.

7 1
。

5 7
.

的附近停息 10 一 30 m in 即可飞翔
。

成虫出孔

受温度影响较大
,

湿度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

但阴雨天不 出孔
。

有的在蛹室 内死亡
,

占总数

2 3 %
。

取食
:

成虫出孔后
,

经过 4一 10 h 后进行

补充营养
。

啃食大叶黄杨或金边黄杨的当年

生枝条上的嫩梢
、

叶柄
、

叶脉
,

形成长度不等
、

月勺内J月了口曰已J,J口d,‘

131132

宽约 1
.

5 m m 的槽
;啃食叶片

,

在叶背取食叶

肉
,

吃成孔状
。

白天取食
,

夜间静伏叶丛背面
。

交尾
:

交尾时间多集中 6 :

00 一 16
,

00 时
,

高峰在 1 3 , 。O~ 14
, 0 0 时

。

少数在晚间交尾
,

一般持续时间为 20 一 40 m in
,

最短仅 3 m in
,

最长达 80 m in
。

交尾方式为重叠式
。

在交尾过程

中
,

雄虫腹末分泌黄色粘液
,

并且不断地摆动触角
。

交尾结束后雌虫迅速逃离雄虫
,

也有的雌虫

负雄虫爬行一段距离再分开
。

雌雄成虫均有多次交尾现象
。

有的可边交尾边取食
,

如不补充营

养
,

成虫 4 一 6 d 内死亡
。

产卵
:

产卵前期为 7
.

8 士 2
.

g d
,

产卵时啃咬的嫩皮刻槽呈
“

一
”

字形或
“

二
”

字形
,

少数呈环

状
,

然后将产卵器 由刻槽插入 到其上方产卵
,

也有 只咬槽不 产卵
。

每咬一刻槽需 7
.

6 士 3
,

2

m in
。

刻槽的长度为 1
.

3一 2
.

0 m m
,

宽度为 0
.

18一 0
.

2 8 m m
。

每产一卵历时 9
.

6 士 5
.

4 m in
。

每

槽产卵 1 粒
,

少数有 2 粒
。

成虫产卵选 择当年生新梢并在直径为 2
.

5一 3
.

2 m m 处咬槽产卵
。

每

只雌虫产卵量为 21
.

5 士 7
.

8 粒
,

大部分能将卵产完
。

经 53 头雌虫观察
,

产卵时间集中在 10 一

1 6 时
,

高峰为 1 4 时
。

产卵后雌虫分泌一种粘液
,

将刻槽封 口
,

卵粒离刻槽为 1
.

5 ~ 2 m m
,

多数

卵粒都产于刻槽的上方与刻槽呈垂直
。

活动
:

白天活动较强
,

飞翔时
,

身体呈
“

弓
”

字形
,

翅膀振动发出
“

嗡嗡
”

的响声
。

飞行的距离

在 10 一 20 m 以内
。

同性养于一起
,

互相咬断触角
。

寿命
:

雌成虫的寿命为 29
.

1 士 1 2
.

l d ;雄成虫的寿命为 2 2
.

5 士 9
.

6 d
,

平均雌虫比雄虫寿命

长 5 ~ s d
。

2
.

2
.

2 卵 卵产于 1 年生嫩枝皮层下
,

卵色

及寄主枝条外观变化详见表 3
。

卵粒较大的一 端 朝 下
,

卵 经历 8
.

7 士

2
.

o d后孵化
。

从壳 中爬出
,

掉头钻入韧皮部

向上钻蛀
,

同时也 向髓心蛀食
。

室内产卵的孵

化率为 81
.

5%
,

野外为 92
.

7 %
。

卵孵化初期

在 6 月上旬
,

盛期在 6 月中旬
,

6 月下旬为孵

化末期
。

表 3 卵色及产卵部位枝条的外观变化

产 后 天 数 (d)
项 目

初产 2 ~ 3 4 ~ 5 6 ~ 7 8 ~ 1 1

卵色 淡黄色 黄 白色 淡褐色 黄褐色 红 褐色 灰褐色

无变化

枝条微 淡黄色
,

黑褐色
,

暗褐色
,

皮层裂

变黑
,

突出明 有较大 皮层部 开
,

枝

略突 出 显 隆起 坏死 条变为

白色

枝观条外产卵部位

2
.

2
.

3 幼 虫 取食
:

初孵幼虫蛀食韧皮部
,

随之蛀入木质部和髓心
。

初孵幼虫的粪便从卵粒孵

化后的皮层绽裂处排出
,

始为白色后逐渐变为黑色呈粒状
,

以后则在枝条上间隔一定距离咬一

排粪孔
。

初孵幼虫先向上蛀食梢部
,

2 龄后向下蛀食当年生或多年生枝
,

直至老熟
。

蛀道内壁光

滑
。

在蛀道的下端有木屑和粪便
,

蛀道长为 30 ~ 95 m m
,

虫道内径为 2
.

3 ~ 2
.

7 m m
。

被蛀嫩梢

逐渐萎蔫
,

7 月上
、

中旬呈灰白色枯死
,

十分 明显
,

此期是剪除幼虫的最佳时期
。

7 月下旬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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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蛀梢上部斜切断落
,

并以丝状木屑封 口
。

从切 口到幼虫老熟时的越冬部位
,

蛀道长 5
.

6士 0
.

8

c m
,

蛀道直径为 2
.

5士 0
.

1 m m
。

越冬
:

10 月中旬老熟幼虫在枝条的蛀道内越冬
,

蛀道两端以木屑堵塞
。

幼虫 5 龄
,

各龄头

宽及历期见表 4
。

各龄头宽随虫龄的增长呈几何级数增长
,

其关系式为 y 一 0
.

40 3 5e
0. ’82 ‘

气尸 -

0
.

9 63 5 2
,

显然头宽与龄阶相关性显著
。

表 4 短足筒天牛幼虫各龄头宽及历期 (1 9 9 3 年
,

合肥)

l 龄 (牙士 S
.

D ) 2 龄 (牙士 S
.

D ) 3 龄(牙士 S
.

D )

1
.

0 4士 0
.

0 8 7 6

4 龄 任士 S
.

D ) 5 龄临士S
.

D )

0
.

4 9 0 9士 0
.

0 7 2 9 0
.

7 3 5 8士 0
.

0 7 3 6

一目项 宽一头

(m m )

历期 (d )

”= 2 1 ”= 2 4 n = 24

1
.

3 0 1 2士 0
.

0 57 2

一砚= 3 2

1
.

5 1 7 0 士 0
.

0 7 8 0

” 二 1 3 5

7 ~ 9 8 ~ 1 3 9 ~ 14 1 5 ~ 2 2 2 5 0 ~ 2 70

2
.

2
.

4 蛹期 蛹期为 18
.

9士 1
.

s d
。

据室内饲养统计蛹期死亡率为 2 0
.

9 %
。

化蛹与温
、

湿度相

关
,

15 ℃ 以下极少化蛹
,

相对湿度 75 %以下时
,

也很少化蛹
。

3 发生与环境条件关系

表 5
、

表 6 可见
,

短足筒天牛成虫喜欢在阳光充足的树冠上飞翔
、

取食
,

选择生长粗壮的嫩

梢产卵
,

所以在空旷地方
,

生长健壮的树冠上方危害最重
,

虫 口密度最大
。

表 5 不同生境条件虫口调查 表 6 短足筒天牛对大叶黄杨危害部位调查

大叶黄杨球 生长势
(1 9 9 3 年

.

合肥 )

生境条件
竺亮
、L 1 1 1 产

冠幅 新梢长 调查

(c n 、) 球数

平均每球虫

口数 (头 ) 调查总

梢 数
被害梢数

被害率

(% )

占总被害

梢 (% )

7 4
.

2

4 4
.

6

2 3
.

9

5 3 5

3 3
.

7

12
.

8

几bQ�1
‘任,一11,目CJ�b六匕�b

J络

长置一部部位生 部一上中下

74862010L东4.13Q�nO4,曰
,五9�,妇O‘15巧825乔木遮荫 65 一 90

乔木半遮荫 75 一 9 5

无遮荫 6 0 ~ 一 8 。

无遮 荫 80 一 1 05

( e m )

10 0

10 0

7 5

1 10

4 防治方法

短足筒天牛为钻蛀性害虫
,

成虫产卵期长且分散
,

而大叶黄杨主要以绿篱和黄杨球形式在

公园
、

庭园出现
,

所以药剂防治相当困难
,

进行药剂防治时
,

必须考虑到环境污染和游人安全等

问题
。

所以我们于 1 9 9 3 一 1 9 9 4 年进行了人工 (修剪 )与 6 种药剂 3 种浓度和 3 次重复和 3 个对

照
,

均按组合排列设计方案试验
,

结果见表 7
。

表 7 短足筒天牛防治效果统计

项 目 药 剂 防 治项 目 药 剂 防 治

药剂名称
1 8 % 杀虫

双水剂

5 0 % 甲胺

磷乳油

40 % 乐果

乳 油

2 0 %灭杀
毙乳 油

2
.

5 %敌
杀死乳油

人工修剪防治

生产厂 合肥化工厂
安庆市化
工总厂

山西化工厂
上海中西制
药厂

广东化 州农
药厂

漂阳中南化

工有限公司

重修剪 绿篱 29
.

31

—
n l

出厂 日期
(年

一

月旧 )
1 9 9 3 一 0 2 1 9 9 3一 10 1 9 9 4一 0 2 1 9 9 2一 0 2 19 9 3 一 1 1 1 9 93 一 0 8

X 0
.

s m = 2 2
;
未 修 剪 绿 篱
1 m X O

.

8 5 m

= 1 7
.

1 m Z

使使 用浓度 l , 200 1 ,400 1 ,60。。 l : 200 1 : 400 1 : 60000 l :
2的 1 1400 1

: 6阅阅 1 : l阅01 :
20的 1 ,

300000 1 : 1加0 1 :
200 0 1一300000 川 阅Ol

t
Z000 1 :

3的OOO

瞥瞥繁坍
3。

·

。 3。
·

‘ 28
.

666 50
.

0 45
.

8 42
.

333 53
.

8 47
.

4 43
.

888 52
.

9 50
.

0 47
.

444 48 46
.

4 44
.

444 9 5
.

333
33333333333335 35

.

7 31
.

666

注
:

药剂防治 日期
: 1 9 9 4一 0 6一 08 ,

检查 日期
:
1 9 9 4一0 6一2 3 ; 人工修剪防治 日期

: 1 9 9 4一0 6一2 5
.

检查 日期
:
19 9 4一 0 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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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7 可以看 出
,

修剪对防治短足筒天牛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 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为最佳

修剪时期
,

可以剪除卵粒和初龄幼虫
,

即使再抽嫩梢
,

其长度和粗度均不适宜成虫产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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