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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沟彩丽金龟的生物学特性和防治的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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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背沟彩丽金龟的生物学特性和防治研究结果表明 : 1 a发生 1代 ,成虫从 2月底开始出土 ,活动期长达 2个

多月 ,危害盛期正是板栗抽芽展叶关键期 ;轻壤发生最重 ,中壤次之 ,沙壤最轻 ;在不同地被物中 ,以杂草的虫口密度

最大 ,间种农作物次之 ,杂灌的最小 ; 15% ～20%土壤含水量最适宜该虫生长发育。在几种农药中 ,以 10%吡虫啉可

湿性粉剂 3 000倍液和 25%虫满腈悬浮剂 1 000倍液对成虫的防效较好 ,印楝素和鱼藤精对成虫有较强的驱避和拒

食作用。

关键词 :板栗 ; 背沟彩丽金龟 ; 生物学特性 ; 防治方法

中图分类号 : S763. 7　　　　　文献标识码 : A

收稿日期 : 2006211229

基金项目 : 广东省科技厅重点攻关项目“板栗绿色食品生产技术研究”(C20211)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 : 李奕震 (1964—) ,男 ,广东台山人 ,副教授 ,从事森林昆虫学研究.

3 本研究的害虫种名经广东省昆虫所的林平先生鉴定 ,在此致谢 !

Study on the B iolog ic Character istics and Con trol of M im ela specu la ris O haus

L I Yi2zhen, ZHENG Zhu2long, X IE Zhi2fang, ZHAO Hong2jie
(College of Forestry,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bi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of M im ela specularis in chestnut p lantation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one generation per year for M. specularis. The adult emerged from the late February to the m iddle

Ap ril. It fed on tender leaf and bud, and madeserious damage on the growth of chestnut. The damege of the population

density was: light loam > medium loam > sandy loam; and weeds > crop s > shrubs, among different intercropp ing system s.

The op timum soil water content that the scarab developed was 15% ～20%. 3 000 dilution 10% Im idaclop rid or 1 000

dilution 25% Chlorfenapyr had good efficacies in term s of killing the adult, and Margosan2O or Rotenone had strong

repellent and antifeedant effects against the adult.

Key words:D ryocosm us kuriphilus; M im ela specularis; biologic characteristics; control methods

板栗 (Castanea m ollissim a B lume)是我国重要的

经济树种 ,栽培历史悠久。在广东省阳山、东源等山

区县陆续实行推广新品种、高接换种和开发新林地

相结合的办法 ,收到了明显的增产效益 ,板栗栽植面

积和产量都连年增加。但随着板栗产区面积的增

大 ,纯林面积的增多 ,板栗害虫的危害也日益严重。

其中背沟彩丽金龟 (M im ela specu laris Ohaus)近年来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一些板栗园爆发成灾。危害

株率达 95%以上 ,危害枝率 40% ～90% ,有时全株

不见完整的叶片。在危害盛期 ,一株板栗的虫口平

均达 60头左右 ,高者达 300多头 ,一天内便将全株

叶食尽 ,严重影响板栗的生长。此外该虫还会危害

橄榄 (Cana rium album (Lour. ) Raeusch. )林。此虫

自 Ohaus在 1902年命名以来 ,除了对其成虫的形态

特征进行过描述外 [ 1 ]
,对其就鲜有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验材料和仪器

11111　供试药剂 　10%吡虫啉 ( Im idaclop rid)可湿

性粉 剂 , 由 南 京 农 药 厂 生 产 ; 25% 虫 满 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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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fenapyr)悬浮液 ,由广州农药厂生产 ; 215%鱼

藤精 (Rotenone)乳油 ,由广东省德庆县农药厂生产 ;

013%印楝素 (Margosan2O )乳油 ,成都绿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

11112　主要试验仪器 　L I23100型叶面积测定仪

(L I2COR公司 )。

11113　供试林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东省河源市

东源县船塘镇 ,供试板栗林面积有 60 hm
2

,林龄 7～

15 a。林地均位于山脚下 ,缓坡 ,部分间种了花生

(A rach is hypogaea L inn. )、甘薯 ( Ipom oea ba ta tas

(L. ) Lam. )等 ,地被物为杂草或矮小杂灌丛。

112　试验方法

11211　生物学特性观察 　于栗芽活动开始 ,直至次

年再次栗芽活动期之间 ,不定期抽样挖土调查卵、幼

虫、蛹的发育进程及天敌情况。在 2—4月 ,虫态变

化交接期间 ,每隔 10 d调查 1次 ,分别统计各虫态

的情况 ;在 5—12月 ,每月调查 1次 ;在 1月份调查 2

次。连续调查 2 a。此外 ,于 2—4月间 ,采集相当数

量的幼虫、蛹和成虫回室内 ,进一步观察它们的发育

进程和生活史。

在盛发期 ,自野外大量收集成虫回室内 ,雌雄配

对置于下铺 3～5 cm厚产地土的玻璃缸 (直径 11 cm

×高 24 cm)内 ,上口以铁纱封盖 ,缸内土壤的含水

量保持在 15% ～25% ,不同含水量土壤的制作见参

考文献 [ 2 ] ,将带新鲜叶片的板栗小枝条插于盛水

的小玻璃瓶中以供它们取食 ,并隔日置换 ,定期观察

其取食及交配等习性 ,并于交配后开始统计其产卵

量 ,收集卵备用。

11212　土质和植被对其发生量影响 　通过挖土调

查不同地段板栗林地的土壤结构与组成、地被物的

类型 ,及背沟彩丽金龟种群数量 ,由此掌握该虫的最

适宜小生境。

11213　土壤含水量对其生长发育的影响

1121311　土壤含水量对其卵孵化的影响 　取室内

同等条件下饲养的成虫所产的卵 ,放入盛装有不同

含水量土壤的密封铝盒 (直径 10 cm ×高 3 cm )内 ,

10 d后开始检查卵孵化情况。

1121312　土壤含水量对其幼虫存活力及蛹羽化的

影响 　从板栗林地挖取老龄幼虫和蛹回室内 ,放在

网纱封口的铝盒 (20 cm ×12 cm ×6 cm )内 ,每个铝

盒放 3头幼虫或 5头蛹 ,加入不同含水量的土壤 ,用

花生、草根供幼虫取食 ,每周更换 ,注意及时除去发

霉的食料 ,并使土壤保持开始时的含水量 , 4周后开

始统计幼虫存活率和蛹羽化率。

11214　农药防治背沟彩丽金龟试验

1121411　两种植物性杀虫剂对成虫的驱避和拒食

试验 　在室内每纱笼 (4 cm ×30 cm ×70 cm )内放置

两组板栗枝叶 ,一组为喷清水的对照 ,另一组喷洒鱼

藤精或印楝素 ,喷至树叶滴液为止 ,每种农药设 3种

浓度 ,每种浓度有 3次重复 ,每重复放入活跃程度类

似的成虫 10头 ,每隔 2 d换 1次枝叶 ,并重新喷药 ,

将供养枝条的叶片大小在喂养前后描绘在白纸上 ,

用叶面积测定仪测量 ,以前后两次叶面积的差值作

为取食量 ,以两组取食量的比值作为驱避值。而拒

食试验在每个笼内仅放置一种处理的枝条 ,其取食

量与正常取食量的比值为拒食值。驱避和拒食试验

各持续 415 d。

1121412　林间套笼测定农药对成虫的药效 　在林

中选取生长状况相似的枝条 ,不同枝条上分别喷洒

吡虫啉、虫满腈、鱼藤精、印楝素 ,喷至树叶滴液为

止 ,每种农药配几种浓度 ,每种浓度有 3次重复 ,设

无喷药为对照。用圆锥形纱网袋 (口径 20 cm,深 40

cm)套住枝条 ,供试成虫采自同一板栗林 ,每一重复

随机选取活泼性相当的成虫 15头 ,雌雄约各半 ,将

虫放入网袋内并捆绑网口。每处理相隔超过 3株板

栗树 (10 m以上 )的距离。每隔 24 h观察它们的取

食和死亡情况 ,并做好记录和统计死亡率。

1121413　两种农药防治成虫的林间试验 　在东源

县船塘镇板栗林内 ,在成虫活动高峰期 ,用吡虫啉

3 000倍液 ,虫满腈 1 000倍液 ,进行喷雾 ,并设无喷

药为对照。每种农药喷洒林地面积 1 /15 hm
2

,每种

处理设 15棵标准树。两处理之间相距 3行板栗树。

喷药前和 1周后检查标准树上成虫数 ,计算虫口减

退率 ,虫口减退率 = (处理前的虫口数 -处理后的虫

口数 ) /处理前的虫口数。

2 结果与分析

211　形态特征

成虫 :见林平的描述 [ 1 ]。此外 ,雌虫腹部腹面深

红棕色 ,而雄虫为黄白色。

卵 :初产时乳白色 ,椭圆形 ,长 1149～2107 mm ,

宽 1106 ～1140 mm,极富弹性 ,发育成熟时近圆形 ,

长 1185～2120 mm ,宽 1110 ～1160 mm ,卵壳表面光

滑。

幼虫 : 老熟幼虫头宽 3170 ～4160 mm,体长

23100 ～30100 mm,气门 9对 ,位于胸节及 1～8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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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气门为平丘状突起 ,黄棕色 ,环形缺一线 ,具裂

缝。头黄褐色 ,体淡黄色 ,触角 5节。腹部 11节 , 7,

8, 9节体背较光滑少毛 , 10节背面成光滑圆形 , 1～6

节体背密披细短小的棕色刚毛 ,至气门位渐疏 ,每节

胸腹节中有 1列棕色短毛横列。两气门中部下侧有

少数突起 ,上有 10根毛散布。3对足大小相似 ,棕

黑色爪 ,爪基有一刚毛比爪长。爪侧有 3根毛的刚

毛束 ,红棕色毛散布于足上。臀部腹面具刺毛列 ,中

部为短锥状刺毛 ,在中线处形成 V形无毛区 ,四周为

长针状刺毛。肛门孔横列。

蛹 :靴状 , 体长 15137 ～23115 mm ,黄棕色。

腹部背面从 1～7节中部有一明显开裂 ,每体节侧

缘均有锥状突起 ,尾节近三角形 ,端部成双峰状 ,

其上生有棕色细毛 ,腹板平坦。眼点黑色。化蛹初

期蛹壳上的翅尖开始变绿 ,接着是头、胸部变绿。

羽化时蛹壳先从头中部裂开 ,然后前胸 ,再直达第

8腹节。

212　生物学特性

1 a 1代 ,以老龄幼虫在土壤里越冬 ,越冬幼虫

发育进度不一 ,翌年 2月初可见到蛹。在 2月下旬

或 3月上旬在栗芽萌动抽叶时 ,可见有极少量的出

土成虫 ,更多的成虫刚刚羽化不久 ,仍潜伏于土中。

3月中下旬为出土盛期 ,此时也正是板栗生长展叶

期。成虫存活期 35～50 d,到 4月中旬野外几乎已

见不到成虫 ,室内饲养的成虫仍然存活。3月上旬

开始产卵 ,卵期约 30 d,幼虫期长达 9个月 ,蛹期

26～33 d。其年生活史见表 1。

刚羽化成虫不能飞翔 ,需在土中静伏 3～5 d,

并排出水状液滴。出土后有较强的飞翔能力 ,能持

续飞行 20～30 m ,但很少见其飞行。爬行时触角

鳃片张开 ,前伸。在天气晴朗的上午最为活跃 ,皆

上树危害。阴雨天或风大、气温低时 ,通常不出土

取食。具假死性 ,通常在受惊扰时僵直坠落 ,少数

紧缩附在叶上不动 ,偶尔有几头飞离。取食不分昼

夜 ,取食高峰期在中午时分 ( 10: 00—14: 00 )及夜

间 ( 18: 30—20: 30 ) ,其他时间仅有零星取食。成

虫趋光性较弱。

成虫交配前常经过一段时间的追逐 ,雌虫在前

爬行 ,雄虫展开触角在后面 ,并不停用头触碰臀板。

约 2 m in后 ,停止爬行 ,雄虫用前足夹紧雌虫翅的端

半部 ,头部向下顶住鞘翅 ,触角内收 ,身体悬空不停

地弹动 30多下 ,此后静止。隔几分钟后 ,又开始弹

动 , 30多次后又静止 ,反复几次。有时最后交配成

功 ,有时未曾交配即分开。交配时间约 40 m in,可见

有白色液粒通过阳具 , 1头雌虫一般只交配 1次。

雌成虫可产卵 20～37粒 ,平均 29粒。

表 1 背沟彩丽金龟年生活史

1月
2月

上 中 下

3月

上 中 下

4月

上 中 下

5月

上 中 下
6—10月 11月 12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卵 ; - 初孵幼虫 , = 2龄幼虫 , ≡3龄幼虫 ; ○蛹 , ○○化蛹盛期 ; +成虫 ;上、中、下为上、中、下旬

213　不同土质与植被的发生量

对挖土所得害虫进行鉴定 ,统计结果见表 2和

表 3。

表 2 不同土质样地的背沟彩丽金龟幼虫发生量

土壤质地
样方数 /

个

挖土面积 /

m2

总虫数 /

头

平均虫数 /

(头·m - 2 )

轻壤 200 100 425 4125

中壤 150 75 216 2188

砂壤 200 100 35 0135

　　由表 2可知 ,背沟彩丽金龟最适宜在轻壤中

生活 ,平均虫数最多 ,达 4125 头 ·m
- 2。从表 3

可以看出 ,在几种间种模式中 ,背沟彩丽金龟幼

虫数量以板栗树下覆盖杂草的最多。经调查表

明 ,背沟彩丽金龟幼虫喜食草根 ,常栖息于着生

草根的表土层 ,板栗树下杂草丛生为其提供了充

足的食料 ;而其他间种模式的地下根相对较少 ,

成虫不喜欢产卵于其中 ,所以杂草丛生的板栗林

易发生该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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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间种不同农作物样地的背沟彩丽金龟幼虫发生量

作物种类
样方数 /

个
挖土面积 /

m2

总虫数 /

头
平均虫数 /

(头·m - 2 )

杂草 200 100 511 5111

花生 200 100 105 1105

甘薯 200 100 75 0175

杂灌 100 50 23 0146

214　土壤含水量对其生长发育的影响

表 4是每年用 50粒卵、30头幼虫和 25个蛹进行

试验得到的结果。从中看出 , 15% ～20%含水量的土

壤较适宜背沟彩丽金龟生长发育 ,而含水量过低或过

高均不利于其卵的孵化、幼虫的存活和蛹的羽化。由

此可知 ,降雨频繁或干旱均会抑制其种群的增长。

用表 4的数据进行模拟 ,卵孵化率 ( E )与土壤

含水量 ( x)关系方程为 : E = - 01182x
2 + 6. 157 9x

+ 91473 7, R
2 = 01902 8;幼虫存活率 (L )与土壤含

水量方程为 : L = - 01397x
2

+ 121806x - 22164,

R
2

= 01982 6;蛹羽化率 ( P )与土壤含水量关系方

程为 : P = - 01227 6x
2

+ 71363 7x + 21105, R
2

=

01897 3。经检验分析可知以上 3个方程均显著

有效。

表 4 土壤含水量对背沟彩丽金龟生长发育的影响

土壤含水量 /

%

卵孵化率 /%

2002年 2003年 平均

幼虫存活率 /%

2002年 2003年 平均

蛹羽化率 /%

2002年 2003年 平均

5 36100 33133 34173 40100 23133 31166 30100 28100 37111

10 48100 55156 51157 63133 73133 68133 50100 48100 48180

15 60100 62122 61105 70100 76166 73133 80100 56100 66167

20 74100 68189 71157 70100 86166 78133 75100 56100 62120

25 44100 37178 41105 53133 50100 51166 55100 48100 51110

30 26100 22122 24121 23133 26166 25100 10100 16100 13130

35 6100 8189 7136 - - - - - -

215　农药防治背沟彩丽金龟的试验

21511　两种植物性杀虫剂对成虫的驱避和拒食

作用

2. 5. 1. 1　驱避作用 　表 5中可以看出 ,该金龟子成

虫对喷洒过鱼藤精或印楝素的枝叶有明显的避开取

食趋势 , 在被喷药板栗上取食量仅为不喷药的

2195% ～16172%。

表 5　两种植物性杀虫剂对背沟彩丽金龟成虫的驱避效果

药剂 处理 稀释倍数
取食叶面积 ① / (mm2 ·头 - 1 )

1 2 3 平均

与清水

相比 /%

鱼藤精 1 1∶300 50 0 15 22 4159

清水 546 412 480 479

2 1∶500 20 56 48 41 6151

清水 740 600 550 630

3 1∶800 78 104 50 77 11183

清水 625 656 672 651

印楝素 1 1∶100 0 28 31 20 2195

清水 714 596 721 677

2 1∶250 30 42 48 40 5172

清水 567 890 640 699

3 1∶500 110 87 95 98 16172

清水 475 660 623 586

　　①该列数值为平均 12 h的取食量 ;表 6相同。

2151112　拒食作用 　从表 6中看出 ,在都喷洒药剂

的条件下 ,背沟彩丽金龟成虫取食量比正常情况的

下降 ,下降幅度随药剂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喷洒印

楝素 500倍液的枝叶受害仅为无喷药的 46141% ,

100倍液的只达 3173%。鱼藤精的药效也类似 ,有

药枝叶被食量等于无喷药的 6122% ～52149%。

表 6 两种植物性杀虫剂对背沟彩丽金龟成虫拒食的效果

药剂名 稀释倍数
取食叶面积 / (mm2 ·头 - 1 )

1 2 3 平均

与对照

相比 /%

鱼藤精 1∶100 15 52 68 45 6122

1∶300 126 245 170 180 24186

1∶500 482 357 302 380 52149

印楝素 1∶100 20 25 36 27 3173

1∶250 153 200 148 167 23107

1∶500 400 266 342 336 46141

(对照 ) 清水 725 729 717 724

　　表 5、6显示了印楝素和鱼藤精具有较强的驱

避和拒食作用 ,这与刘晓波等 [ 3 ]研究结果有类似

之处。

21512　林间套笼测定几种农药对成虫的药效 　表

7是喷药后第 7天的观察结果 ,表明吡虫啉对背沟

彩丽金龟成虫有极强的毒杀作用 ,很小的浓度即有

明显的效果 ,其 3 000倍液具 10010%的毒杀作用 ,

5 000倍液仍有 8815%的死亡率 ;其次为虫满腈 ,其

1 000倍液有 9514%的死亡率。鱼藤精和印楝素对

该虫成虫毒杀作用很低 ,它们的 300倍液的最高死

亡率分别为 2716%和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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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几种杀虫剂对背沟彩丽金龟成虫的毒杀效果

药名 浓度
校正死亡率 /%

1 2 3 平均 ①

吡虫啉 1∶1 000 10010 10010 10010 10010 a
1∶2 000 10010 9616 9616 9717 a
1∶3 000 10010 10010 10010 10010 a
1∶4 000 9310 8916 8612 8916 b

1∶5 000 9310 8612 8612 8815 b
虫满腈 1∶1 000 8916 10010 9615 9514 ab

1∶2 000 7913 6515 6819 7112 c

1∶3 000 5816 5110 4113 5015 d
鱼藤精 1∶300　 2716 2411 3110 2716 f

1∶500　 1318 1318 2017 1611 g
1∶800　 2017 1712 1712 1814 g

印楝素 1∶300　 3719 3110 3719 3516 e
1∶500　 2716 2411 3110 2716 f
1∶800　 2411 1712 1318 1814 g

(对照 ) (清水 ) 313 313 313 313 h

　　①具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在 a = 0105水平下差异不显著 (DMRT)

21513　林间防治成虫试验 　表 8 表明 : 吡虫啉

3 000倍液和虫满腈 1 000倍液在林间对金龟成虫有

较好的药效 , 喷药 7 d 后 , 校正减退率分别达

90160%和 90190%。

表 8 两种农药的田间药效试验

药剂 虫口减退率 /% 校正减退率 /%
吡虫啉 90124 90160

虫满腈 90156 90190
(对照 ) - 3178

3　结论与讨论

(1)背沟彩丽金龟 1 a发生 1代 ,成虫从 2月底

开始出土 ,活动期长达 2个多月 ,危害盛期正是栗树

抽芽展叶关键期。

(2)背沟彩丽金龟在轻壤中发生量最大 ,中壤

次之 ,沙壤最轻 ;而在不同地被物中 ,以杂草的虫口

密度最大 ,间种花生或甘薯的其次 ,杂灌的最小。土

壤不同含水量对该金龟生长发育的影响很大 ,最适

含水量在 15% ～20%之间。不同虫态存活率与土

壤含水量具明显的相关性。

(3)两种植物性杀虫剂对彩绿丽金龟成虫的驱

避和拒食作用明显。用分别喷洒了印楝素 500倍

液、鱼藤精 800倍液和清水的板栗枝叶供养成虫 ,前

两者的取食量分别是喷清水的 11183%和 16172% ,

驱避作用明显 ;用喷洒过印楝素或鱼藤精 100倍液

的枝叶供养成虫 ,其取食量只是正常的 3173%或

6122% ,有较强的拒食作用。

(4)林间药效试验表明 , 10%吡虫啉可湿性粉

剂 3 000倍液和 25%虫满腈悬浮剂 1 000倍液对成

虫的防治效果较好 ,杀虫率达 90%以上 ;而两种植

物性杀虫剂的杀虫率仅在 1611% ～3516%之间 ,正

如这 2种药剂对桑天牛 (A priona germ ari (Hope) )、

松墨天牛 (M onocham us a lterna tus Hope)和云斑天牛

(B atocera horsf ield i (Hope) )的毒杀效果不好一样 ,

但它们会影响到天牛成虫的产卵量、卵孵化率和幼

虫成活率 ,从而降低下一代的虫口数量 [ 4～9 ]。因此

对这 2种植物源杀虫剂不同剂量对背沟彩丽金龟成

虫的取食和产卵及卵的孵化率等仍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要控制背沟彩丽金龟的发生 ,首先在

板栗园适当间种花生、甘薯等农作物 ,以减少容易引

发该虫大量滋生的杂草 ,达到生态控制的目的。其

次是加强预测预报 ,在早春 ,对板栗林进行调查 ,如

发生严重 ,可利用成虫的假死性 ,震落捕杀 ;或者喷

洒 10%的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3 000倍液 ,或 25%的

虫满腈悬浮液 1 000倍液 ,如要求板栗产品达 AA级

绿色食品的标准 ,可考虑喷洒印楝素或鱼藤精 ,以降

低此虫危害板栗的虫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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