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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黑点叶蜂（Ｐｒｉｓｔｉｐｈｏｒａ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ａＤａｈｌｂ．）属于
膜翅目（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叶蜂科（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ｉｎｉｄａｅ），是
杨树人工林及苗圃猖獗发生的食叶害虫。近年来，

延边大学教学试验基地８ ９年生“三北一号”人工
杨树林遭到该虫严重危害，受害株率达１００％，受害
叶片仅剩叶柄，被害严重的杨树整株叶片全部被吃

光［１］。杨黑点叶蜂世代重叠，成虫个体小，在叶片组

织内产卵，以老熟幼虫在表层土或树基部结茧化蛹

越冬，除幼虫外，其它虫态均很隐蔽。了解杨黑点叶

蜂各虫态的形态特征，是识别和开展该害虫研究和

防控工作的基础。因此，作者对该虫的成虫、幼虫、

茧的外部结构特征进行了观察。

杨黑点叶蜂在不同地区发生代数略有差异，陈

长寿等［２］报道在辽宁省辽阳县１年发生４代，刘庆
和等［３］报道在辽宁省法库地区１年发生５代，范丽
清等［１］报道在吉林延边地区１年发生３代。但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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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黑点叶蜂在华北地区的发生代数的报道。因

此，作者对天津市杨黑点叶蜂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调

查，以期获得该虫在本地区的发生规律。

温度是影响昆虫生长、发育、繁殖等生命活动的

重要因素［４］，温度过高和过低均可使生物体代谢紊

乱，进而影响成虫寿命、生殖、扩散及发生动态［５－６］。

因此，适宜昆虫生长发育的温度是昆虫生态学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且基础的问题。作者通过室内测定温

度对杨黑点叶蜂成虫寿命的影响，为该害虫的预测

预报及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形态特征观察

从田间采集杨黑点叶蜂幼虫置于室内养虫笼内

饲养，养虫笼长１２０ｃｍ，宽８０ｃｍ，高１８０ｃｍ，笼内放
两盆栽杨树幼树。观察各虫态发育历期，放在解剖

镜下观察其形态特征，并拍照。

１．２　生活史观察
在天津市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武清）基地的杨

树（欧美１０８）林地并结合室内饲养观察杨黑点叶蜂
生活史。

采取每７天调查一次，记录杨黑点叶蜂幼虫低
龄期、中龄期及高龄期（幼虫头宽 ＜１ｍｍ，记为低
龄；１ ２ｍｍ，记为中龄；＞２ｍｍ，记为高龄［７］）发生

时间及数量，分析该虫田间发生规律。从田间采集

幼虫在室内养虫笼内饲养，养虫笼长１２０ｃｍ，宽８０
ｃｍ，高１８０ｃｍ，放入两盆栽杨树，室内温度控制在
２０℃（±１℃）。
１．３　不同温度对成虫寿命的影响

从田间采集杨黑点叶蜂幼虫，在室内养虫缸内用

杨树叶片饲养直至结茧后，单个茧放入指形管内用棉

花塞好管口（管的底部预先加２ｍＬ１０％琼脂溶液凝
固后呈固态）平放在２５℃培养箱内待成虫羽化后将其
放在不同温度下观察成虫死亡时间。每天至少观察１
次。将最后一次观察已死亡时间点和此前最近观察

存活时间点的长度５０％定为该虫存活时间的正偏差。
共设置３个观察温度：２０℃、２５℃和３０℃。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２．１．１　成虫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１７ｍｍ，展翅２１

ｍｍ，头、胸、腹部为黑色，３对足，除后足腿节末端及
跗节黑色外其余全部为黄褐色（图１－Ａ）。触角丝
状，９节（图１－Ｂ），两翅透明略带黄褐色，并有金属
光泽，翅脉黑褐色，前翅边缘有黑褐色翅痣（图１－
Ｃ，Ｄ）。成虫雌雄个体差异明显，雌虫个体偏大，雄
虫个体瘦小且腹面呈黄褐色。

２．１．２　幼虫形态特征　头部黑色有光泽，体黄绿色，
胸部各节背面有大小不一的黑色斑点，胸足３对，老
熟幼虫多呈“Ｌ”型，喜欢群集取食（图１－Ｅ，Ｆ）。
２．１．３　茧形态特征　茧茶褐色，外表粗糙，有褐色
毛丝。因在缝隙中结茧，多数呈扁平状。茧长度 ９
ｍｍ，宽４ｍｍ，两端钝圆（图１－Ｇ）。
２．１．４　卵形态特征　椭圆形，先端宽，末端较尖，长
径１．４ｍｍ，短径０．６２ｍｍ，乳白色，半透明［１］。

２．２　杨黑点叶蜂生活史
２．２．１　田间观察结果　田间观察到幼虫食量大，群
集取食。从图２可知，杨树黑点叶蜂各代初孵幼虫
出现的日期分别为：第一代在４月２５日；第二代在５
月２７日，发生高峰期在６月２日；第三代在６月１９
日；第四代在７月１０日；第五代在７月３０日；第六
代在９月７日。由图２知，高龄幼虫全年发生高峰
期分别在５月３日，６月１９日，７月１０日—７月１６
日，８月７日和９月７日。由于杨黑点叶蜂有世代重
叠现象，通过图２初步推断天津杨黑点叶蜂一年发
生代数为６代。
２．２．２　室内饲养结果 　４月３０日采集的老熟幼
虫，在２０℃温箱内培养至５月４日化蛹，５月１２日
至５月１５日蛹分别羽化成成虫。５月１４日发现有
初孵幼虫，见明显危害叶片症状，主要集中在枝条顶

端的嫩叶叶缘及近叶缘组织上，随幼虫增长，其危害

部位由嫩叶向老叶上扩散。５月２１日初孵幼虫发
育至老熟幼虫，上一代老熟幼虫到下一代老熟幼虫

间隔期为２１天。
２．３　不同温度对成虫寿命的影响

不同温度对杨黑点叶蜂成虫寿命的影响如图３
所示。结果表明，温度对其成虫寿命有显著影响：温

度过高（３０℃、２５℃）不利于该虫的存活，且温度越
高（３０℃）的对成虫寿命的影响越显著。羽化第一
天成虫在不同温度下（２０℃、２５℃、３０℃）存活率均在
９０％以上，但从第二天开始，２５℃和 ３０℃的存活率
骤降，分别为 ５７％、２５％，而 ２０℃存活率仍高达
８９％；第三天后，２０℃存活率为７８％，２５℃为３３％，
３０℃仅为５％；到第四天，３０℃下的成虫全部死亡。

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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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成虫；Ｂ成虫触角；Ｃ成虫前翅特征；Ｄ成虫后翅特征；Ｅ幼虫；Ｆ幼虫取食习性；Ｇ茧．

图１　杨黑点叶蜂形态特征

图２　杨黑点叶蜂幼虫发生动态

２５℃下，存活率降至５％，而２０℃条件下成虫存活率
仍维持 ６７％。第五天，２５℃下的成虫全部死亡，
２０℃下成虫存活率也明显降低，降至１７％。

３　讨论
杨黑点叶蜂成虫个体小，其卵极其微小主要产

在叶片组织内，幼虫老熟后绝大多数在表层土或树

基部结茧化蛹。除幼虫外，其它各虫态均很隐蔽，又

是世代重叠的虫种。幼虫是众多叶蜂科昆虫取食危

害寄主植物的主要虫态［８－１１］，因此掌握幼虫的发生

规律及发育速度是进行发生期准确预测预报及选择

最佳防治时机的关键［１２］。作者在天津市武清区杨

树林地内的调查均以幼虫为基准，推测杨黑点叶蜂

发生代数。

根据田间观察与室内饲养的调查结果，天津市

武清区杨黑点叶蜂一年发生６代。可见杨黑点叶蜂
在天津地区发生代数多于该虫在东北地区的发生代

数（３ ５代）［１－３］。虽然发生代数不同，但发生规
律有相同之处：１）杨黑点叶蜂发育起点温度为
１４３℃，第一代幼虫出现的发育积温为７１日度［１３］，

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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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温度对杨黑点叶蜂成虫寿命的影响

根据天津市武清区２０１５年每日平均温度（表１）进
行计算，在天津市武清区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有效
积温（７３．３日度）达到第１代幼虫出现的理论值，实
测第１代幼虫出现的日期为４月２５日，结果相近。
２）孙薇［１３］报道第１代幼虫到出现第２代幼虫期距
是３２ｄ，实测天津市武清区期距（３２ｄ）与该报道一
致，从第３代幼虫出现起，与东北地区幼虫期距相
比，天津市武清区的幼虫期距缩短５ １０ｄ，推测主
要原因是由于温度导致发育历期缩短。

表１　天津市武清区日平均温度

日期 平均温度／℃ 平均温度－发育起点温度（１４．３℃）／℃
２０１５－０３－２６ １４．５ ０．２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１４．５ ０．２
２０１５－０３－２８ １７ ２．７
２０１５－０３－２９ １６ １．７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１８ ３．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１ １５ ０．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４ １５ ０．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 ５．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６ １６ １．７
２０１５－０４－１７ １７．５ ３．２
２０１５－０４－１８ １５ ０．７
２０１５－０４－２０ １５ ０．７
２０１５－０４－２１ １９．５ ５．２
２０１５－０４－２２ １９ ４．７
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２０．５ ６．２
２０１５－０４－２４ ２０ ５．７
２０１５－０４－２５ ２３ ８．７
２０１５－０４－２６ ２４．５ １０．２
２０１５－０４－２７ ２５ １０．７
有效积温 － ７３．３

本研究结果表明：温度对该害虫成虫羽化后的

寿命有显著影响，杨黑点叶蜂成虫在２０℃下寿命最
长，在羽化后４ｄ内，成虫的存活率仍保持在６７％以
上。２０℃下成虫寿命较长，增加了成虫交尾产卵的
比例，这与第二代低龄幼虫数量（１９．５头·株 －１）最

多相吻合。因此在田间生产上应抓住第一代和第二

代低龄幼虫高峰期进行防治，即４月下旬和６月上
旬喷洒生物农药，如２．５％溴氰菊酯５０００倍。

４　结论
（１）通过室内观察杨黑点叶蜂各虫态，明确其

成虫、幼虫、茧的形态特征。

（２）在天津市武清区，杨黑点叶蜂一年发生 ６
代，以老熟幼虫结茧化蛹在表土中或者树基部越冬。

翌年４月２５日始见第一代初孵幼虫，５ ９月份有
明显的世代重叠，９月下旬老熟幼虫入土化蛹越冬，
完成一个世代需要２０ ３８ｄ。

（３）温度对杨黑点叶蜂成虫寿命有显著影响，
３０℃、２５℃不利于该虫成虫的存活，２０℃条件下其成
虫寿命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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