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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竹瘦小蜂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

王浩杰 徐天森 林长春 刘若平

摘要 竹广肩小蜂和竹长尾小蜂是竹林廖小蜂类的优势种 研究表明广肩小蜂 一代 以蛹

在虫痪内越冬 成虫 月中旬至 月中旬羽 化
,

月下旬至 月下旬出痪
,

产卵于萌动小枝芽基部

的节间内并形成虫疫
,

在虫痪内完成卵
、

幼虫和蛹的发育 幼虫发生期 月上旬 月中旬
,

龄
,

以

虫屡内壁组织为食
。

长尾小蜂 一代
,

以幼虫在虫痪内越冬 成虫 于 月 中旬至 月上旬羽化
、

出

痪
,

产卵于 已被广肩小蜂产卵的芽中 幼虫孵化后占据广肩小蜂的虫癣
,

幼龄时可食广肩小蜂幼虫

虫体
,

但以植食为主 幼虫 龄
,

发生期 月上旬至次年 月下旬
,

月后渐渐老熟
、

越冬
。

关键词 竹广肩小蜂
、

竹 长尾小蜂
、

生物学特性

竹瘦小蜂类是竹林常见昆虫
,

计 余种
” ,

均属膜翅 目小蜂总科  !
。

分布于我

国 各竹产 区和 日本等地
,

主 要 发生 于毛 竹 楠 竹 勺 如 加
、

雷竹 户  和苦竹  
 , ,

等竹林
,

因栖息于

虫瘦内
,

故俗称竹瘦蜂或竹小蜂
。

竹广肩小蜂 八 从人 , 从 和竹长尾小

蜂 是其 中的主要种类
,

两者合计 占竹瘦小蜂群体的 左

右
。

广肩小蜂产卵于当年新萌动小枝芽基部的节间内
,

并刺激该处组织增生膨大成虫痪
,

小枝

端部着生的新生竹叶畸型簇生
、

提前脱落或枯死
,

致竹株生长受阻
、

出笋的量
、

质下降
。

对竹广肩小蜂和长尾小蜂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文献近 篇
,

主要见参考文献
。

但由于

竹瘦小蜂类种类 多
、

数种混同发生
、

种 间关 系较复 杂
,

尚未见有这方面的研究报道
,

笔 者于

一  年在浙江省富阳市和龙游县对危害毛竹 “ 的广肩小蜂和长尾小蜂的

种间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

发现已有文献中在形态和习性方面尚有错误和不清楚之处
,

现就两

种小蜂卵的形态和生物学特性进行补充报道
。

材料与方法

采样竹林

供试虫源采 自位于浙江省富阳市东郊虎 山和龙游县芝坑口 村的毛竹花年竹林
,

竹痪小蜂

危害株率 写
,

有虫株平均每株虫瘦数  !  个
。

成虫期观察

于成虫羽化前
,

从野外大量采集虫瘦
,

室内逐 日观察成虫羽化进度及其与温度的关系 收

集成虫作室内插枝饲养
,

观察成虫的交尾
、

产卵和寿命等
。

一 一 收稿
。

王浩杰副研究员
,

徐天森
,

林长春
,

刘若平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浙江富阳  

,

本研究为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

中国竹子主要害虫的研 究
”

部分内容
。

明惟俊
,

戴国树 竹小蜂的初步研究 第六届华东昆虫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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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期观察

为避免与其它蜂种混淆
,

在竹林 内选择换叶竹株套袖笼
,

混合接入广肩小蜂和长尾小蜂成

虫 从笼内采集虫痪
,

根据小蜂的发育阶段每 一 解剖虫瘦 次
,

镜检观察虫瘦内小蜂 卵
、

幼虫和蛹的发育进度和生活习性
,

测量头壳宽和体长
。

结 果

卵的形态描述

竹广肩小蜂的卵长蟒抖形
,

最粗处偏于一端
。

中间卵体部位乳白色
,

外层角质卵壳无色
,

卵

壳向两端逐渐变尖成柄状
,

卵粗端柄较短
,

另一端附有数倍于卵体的细长卵丝
。

卵全长

士  !
,

其中卵体长 士
,

粗端柄长  士
,

卵丝长

士
。

最粗处卵径 士  
。

详见图 中
。

竹长尾小蜂卵梭

形至长梭形
,

一端较宽
,

卵体乳 白色
,

卵壳角质
、

无色
,

向两端渐尖
,

在宽端成柄状
,

细端的柄不

明显
。

卵全长 士
,

其中卵宽端柄长 士 乐
,

最宽处卵径

士
。

与广肩小蜂卵相比
,

长尾小蜂卵较宽
、

短
,

无卵丝
。

详见图 中
。

生活史

竹广肩小蜂

竹长尾小蜂

图 两种小蜂 的卵形 态

竹广肩小蜂 一代
,

以蛹越冬
,

次年

月中旬起越冬蛹羽化为成虫
。

月中
、

下旬为

羽化盛期
,

成虫 月下旬出瘦
,

月下旬至 月

初盛发
,

月上旬终见
。

卵期 月中旬至 月中

旬
,

幼虫 月初始见
,

月下旬至 月初盛发
,

月上中旬老熟
、

化蛹越冬
。

详见下页图 中
。

竹长尾小蜂 一代
,

以幼虫越冬
,

次

年 月上
、

中旬始越冬幼虫陆续化蛹
,

月中旬为化蛹高峰期
,

成虫 月中旬羽化 出瘦
,

月下

旬盛发
,

月中旬终见
,

卵期 月下旬至 月中旬
,

幼虫于 月初始见
,

月中旬盛发
,

月后

渐渐老熟
、

越冬状态见下页图
。

生活习性

竹广肩小蜂

成虫 月中旬至 月中旬在虫瘦内羽化后并不立即出瘦
,

而在虫瘦内滞留 一
,

于

月中
、

下旬 日平均温度持续稳定在 以上
,

小枝芽萌动达到盛期和盛期末时
,

咬圆形羽化孔

出痪
。

白天出瘦
,

以 时和 时最多
。

雌
、

雄蜂基本同步出瘦
,

但雌蜂略迟
。

成虫出

廖期 个月
,

出痪进度与温度密切相关
,

日均温度 左右时
,

成虫出瘦正常
,

一 后进入

出瘦盛期并持续 星期左右 突然降温使成虫出瘦量明显减少
,

峰期后延 早春气温多变
,

因此

成虫出瘦呈多峰状
。

在不同年份
,

因气候条件和寄主发育进度不同而异
,

成虫出瘦 日和高峰期

可提前或延迟 星期左右
,

详见下页图
。

成虫出瘦时全身沾满竹枝粉屑
,

在竹枝上爬行
、

抖翅

数分钟后即可飞行活动
。

成虫具强趋光性
,

室内用棉球浸泡蜂蜜饲养
,

成虫具一定趋蜜性
,

供与

不供蜜水饲养的成虫的寿命差异较大 表
。

成虫性比接近
, ,

不同年度的变异较小
。

成虫

出瘦当天即可交尾
,

交尾均在白天进行
,

雌虫静止不动
,

雄虫以 足抱握雌虫体背后上方
,

腹部

向前下方弯曲成 弓形 每次交尾历时 一  
。

雌虫交尾后即可产卵
,

根据对室内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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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蜂不同时间的卵巢解剖和怀卵量观察(表 1)
,

平均每雌孕卵 99 粒
、

产卵 78 粒
,

其中前 s d 产

卵量占 71
.
9%

。

产卵时
,

雌虫 6足抱握小枝芽
,

头
、

胸部与芽平行
,

腹部 900 向下方弯曲
,

将产卵

器垂直插入小枝芽基部节间内产卵
,

每次产卵历时 8
.
1 (2 ~ 22) m in

。

卵散产
,

每芽落卵量 1~ 3

粒
,

平均 2
.
1 粒

,

同一芽上产卵多于 1粒时
,

多产于同一节间内
,

也有产于 2~ 3 个节间内
,

并形

成相应数量的虫瘦
。

表 1 室内饲养成虫的寿命和孕卯t

雌性比 成虫寿命 (d) 雌蜂孕卵量 (粉 雌 )

蜂种 雌 蜂 雄 蜂

—
-
—

(%)补充营养 不补充营养 补 充营养 不补充营养 羽化当天 羽化第 3 天 羽 化第 5 天 遗腹卵

广肩小蜂 50
.
3 17

.
9 14

.0 14.0 11
.0 99

.0 83
.0 42

.
6 20

.
6

(49
.
7一 50

.5) (10 ~ 21) (8一 16) (9~ 21) (6一 14 ) ( 90 ~ 10 7 ) ( 6 7 ~ 9 5 ) (3 6 ~ 5 5 ) ( 5一 6 2 )

长尾小蜂 43.7 10
.
2 4.2 7

.
9 3.7 2 6

.4 37.0 36
.2 34

.
2

(39
.
0 ~ 50

.
1) (7~ 15) (3~ 6) (7一 11 ) ( 3 ~ 5 ) (2 3 ~ 3 2 ) ( 2 7 ~ 42 ) (2 8 一4 2 ) ( 2 8 ~ 4 0 )

注
:
括 号内为幅度

。

幼虫
:
被产卵的小枝芽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

,

被产卵部位组织逐渐增生
、

畸型膨大
,

在小枝

中部形成长梭形虫痪
。

幼虫孵化后终生在虫瘦内营隐蔽生活
,

以虫瘦内壁组织为食
,

性静少动
。

在同一虫瘦内幼虫数多于 1 头时
,

相互争斗
,

最终仅存 1 头幼虫完成发育
。

根据定期的虫廖解

剖
、

镜检幼虫头壳宽和体长
,

幼虫 5 龄
,

发育不整齐
,

7 月中下旬渐入 5 龄
,

9 月上中旬老熟
、

化

蛹
。

各龄幼虫头壳宽见表 2
,

幼虫头壳宽(X )与虫龄 (Y )成线性正相关关系
,

相关系数
r
一 0
.
” 9

8 ,

回归模型为 Y 一 0
.
648 1十 7

.
9 96 S X

。

图 4 为幼虫的体长增长情况
。

表 2 各龄幼虫头壳宽

头 壳 宽 (m m )

蜂 种

一
1龄 2 龄 3 龄 4 龄 5 龄

广肩小蜂

长尾小蜂

0.042 9士 0
.
0 0 4 0 0

.
16 8 9士0

.
0 10 3 0

.
29 5 1士 0

.
0 1 0 4 0

.
4 2 2 6 士0

.
0 0 9 5 0

.
5 4 1 0士 0

.
00 9 7

0
.
0 2 8 1 0

.
2 7 3 7士0

.
0 14 3 0

.
40 9 7士 0

.
0 1 6 7 0

.
5 7 8 3 士 0

.
0 1 3 3 0

.
7 47 8士0

.
0 1 1 9

(tu日)事长

主币卞主币节1币卞了币卞
.
主译
.
卞上中币1 中下上由下上史

5 6 7 8 9 10 11 12
日期(旬/月)

图 4 两种小蜂幼虫体长增长
··

一竹广肩小蜂
;

—
竹长尾小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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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2 竹长尾小蜂

成虫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羽化

、

咬圆形羽化孔出痪
,

在虫瘦 内无 明显滞留期
,

雌虫比雄虫

迟 2~ 4 d
。

白天羽化
,

日羽化高峰出现在 10 ~ 12 时和 14 ~ 16 时
。

羽化进度受温度影响较大
,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的 日平均温度多在 20 ℃左右
,

日平均温度保持相对稳定时
,

一般于开始

羽化 3~ 4 d 后进入羽化盛期并持续 5~ 7 d
,

突然降温特别当低于 15 ℃时
,

成虫羽化量减少
,

高峰期延迟或出现多峰
,

羽化
、

出瘦期持续 15 ~ 20 d
。

在不同年份间
,

长尾小蜂的羽化出澳 日变

异不大
,

但羽化高峰期有提前或延迟 2~ 3 d 的变化
,

详见图 5
。

成虫出痪后需在竹枝上爬行
、

颤

翅
,

去除虫体上的竹枝粉屑
,

4
~ 10 m in 后便可飞行活动

。

成虫具强趋光性和一定趋蜜性
,

补充

营养与否对其寿命影响较大
,

成虫性比在不同年份变化较大
,

平均雌性 比为 43
.
7%

,

单雌孕卵

量 27 ~ 42 粒 (表 1)
。

交尾时雄成虫多倒挂于雌成虫的腹面
,

或定位于雌虫体背后上方
,

腹端向

腹面钩起成弓状
,

每次交尾历时 2(l 一4) m in
。

室内用新鲜带芽竹枝饲养未观察到雌蜂产卵行

为
,

不同时间的雌蜂经解剖未见卵巢内卵量减少
,

解剖芽也未发现卵
,

室外采集小枝芽解剖观

察表明雌蜂产卵于被广肩小蜂产卵的芽内
。

卵散产
,

每芽产卵 1~ 8 粒
,

多 2~ 3粒
,

平均 3
.
2

粒
。

成虫的寿命和性 比等特性详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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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
:
幼虫寄食于广肩小蜂虫瘦内

,

活泼好斗
,

杀死广肩小蜂幼虫
,

占其虫瘦
,

同一虫瘦内

的多只长尾小蜂幼虫也相互残杀
,

最后每瘦仅 1 头幼虫完成发育
,

有时甚至全部死亡成空瘦
。

幼虫 5 龄
,

发育不整齐
,

幼虫期的大部分时间取食虫瘦的内壁组织
,

11 月中旬后逐渐老熟
,

在

虫瘦内越冬
。

各龄幼虫的头壳宽度和体长增长详见表 2 和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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