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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地区国槐尺蠖发生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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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of Semiothisa cinerearia Bremer et Grey ( adult，egg，larvae and

pupae) ，and its behavior and habits，life history and population fluctuations，are described from laboratory and

field observations in Shenya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S. cinerearia has three non －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a

year and lives through the winter as pupae. The larvae undergo 7 instars. Instars 1 － 4 consume relatively little

food but appetite increased markedly from the 5th instar after which larvae became extremely voracious with

ingested food comprising 80% － 90% of their body mass. Viability increased with each instar. The period of

larval occurrence was from May to September and the most severe crop damage occurred in early and middle

June and late July. Population size decreased after September when mature larvae begin to pupate and

overwinter in soil.

Key words Semiothisa cinerearia，occurrence regularity，Shenyang，characteristics，law of field population

fluctuation

摘 要 通过室内饲养和田间观察，对国槐尺蠖 Semiothisa cinerearia Bremer et Grey 各虫态( 成虫、卵、幼

虫、蛹) 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国槐尺蠖的行为习性、生活史以及田间种 群 消 长 规 律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槐尺蠖在沈阳一年发 生 3 代，无 世 代 重 叠，以 蛹 在 树 下 松 软 土 壤 中 越 冬。国 槐

尺蠖幼虫共有 7 龄，1 ～ 4 龄 取 食 量 小，5 龄 以 后 食 量 大 增，进 入 暴 食 期，取 食 量 占 全 幼 虫 期 的 80% ～

90% ，而且随着虫龄的增长，其存活率增加。国槐尺蠖幼虫发生期为 5 月到 9 月，6 月 上 旬、中 旬 至 7 月

下旬为幼虫为害盛期，9 月以后种群呈递减趋势，老熟幼虫开始入土化蛹越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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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槐 尺 蠖 Semiothisa cinerearia Bremer et
Grey 又名槐尺蠖，俗称“吊死鬼”，属鳞翅目，尺

蛾科。国内分布于北京
［1］、天津

［2］、河北
［3］、山

东
［4］、河 南

［5］、湖 南
［6］、辽 宁

［7］、山 西
［8］、宁

夏
［9］、安徽

［10］。其幼虫是城市优良行道树种国

槐、金枝国槐、龙爪槐和蝴蝶槐等植物的暴食性

食叶害虫。虫害发生严重时会食光叶 片，严 重

影响树体生长，降低园林景观价值和环境价值。
随着近几年沈阳市大量栽植国槐，国槐尺蠖的

危害也越来越严重，已引起极大关注。各 地 对

国槐尺蠖的发生规律及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大量

研究
［1 ～ 14］，但由于害虫的发生规律存在地域差

异，作者于 2008 － 2009 年在沈阳首次对该虫的

发生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为科学防治国槐尺

蠖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2008 年 10 月下旬在沈阳市铁西区森林公

园受害国槐树下较松软的土壤中挖取国槐尺蠖

蛹 300 头进行室内培养，使其羽化、产卵、孵化、
化蛹、再繁殖，建立种群，供试 验 用。在 解 剖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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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观察并描述各虫态的形态特征。
在产 卵 盛 期，在 国 槐 林 观 察 产 卵 位 置、数

量、颜色等。结合室内饲养，观察其产卵习性。
采集卵接入放有国槐嫩叶 的 锥 形 瓶 中，孵

化期间每天检查 6 次，将孵化的幼虫接入锥形

瓶中( 直径 6 cm) 中单头饲养，用新鲜国槐叶片

作为食料，每天上午定时观察，并添加 食 料，清

除异物，保持卫生。记录幼虫取食，叶片受害症

状等。结合林间取样，观察幼虫危害枝 条 的 习

性。
将体背变红的老熟幼虫放入铺入棉花和土

壤的锥形瓶中饲养，观察化蛹习性及蛹的存活

情况。
当幼虫化蛹后，将雌雄蛹分 别 放 到 大 锥 形

瓶中并作好标记，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每天定

时观察羽化情况，详细记录成虫羽化的时间和

数量，得出成虫的羽化盛期和羽化率。
将同一批羽化出来的成虫配对接到养虫笼

中，按时投喂新鲜国槐叶加蜂蜜、仅加 蜂 蜜、仅

加新鲜国槐叶和空白 4 个处理进行喂养，观察

成虫寿 命，蜂 蜜 水 浓 度 为 10% ，每 个 处 理 观 察

10 对成虫，每 天 观 察 3 次，记 录 存 活 情 况 并 计

算寿命
［15］。

从国槐林下采集蛹，室内饲养至成虫，然后

继续饲养使其产卵，再将卵移至培养皿中，待孵

化后用小毛笔将其移入锥形瓶( 直径 6 cm) 中，

每瓶一头，放 入 新 鲜 国 槐 叶 供 其 食 用，逐 日 观

察，记录其生长情况。取 每 个 龄 期 幼 虫 30 头，

测量其体长，头壳宽，总结其变化规律。
于 4 月至 5 月间，每周 去 铁 西 森 林 公 园 观

察，记录成虫始现日期，进行国槐尺蠖年生活史

的观察。成虫始现期后，于铁西森林公 园 每 周

观察 1 次，详细记录各代产卵、孵化、化蛹、羽化

等情况，观察国槐尺蠖代生活史，根据记录确定

国槐尺蠖年发生世代数，并绘制发生世代图。
从 2008 年 6 月开始，选择 10 株 树 龄 5 年

且长势一致的国槐树，对全株进行调查，重点调

查新梢嫩叶危害情况并记录，调查国槐尺蠖田

间种群消长规律。对调查所得数据进 行 分 析，

绘制年发生规律曲线图。

2 结果与分析

2. 1 国槐尺蠖各虫态特征

2. 1. 1 成 虫 雄 成 虫 体 长 15 ～ 20 mm，翅 展

25 ～ 42 mm。雌 成 虫 体 长 13 ～ 18 mm，翅 展

25 ～ 34 mm。成虫体灰褐色，触角丝状，长度约

为前翅的 1 /3。口器发达，下唇须长卵形，突出

于头部。前翅具有明显的亚基线，中横 线 及 亚

外缘线。后翅亚基线不明显，中线及亚 外 缘 线

均呈弧形，浓褐色。前后翅外横线以外色均深，

展翅时前后翅的中横线及亚外缘线相接。足灰

褐色其 上 杂 有 黑 色 斑 点。雄 虫 性 活 泼，好 动。
雌雄区别不明显，主要区别在于:雄蛾后足胫节

最宽处较腿节约大 1. 5 倍，而雌 蛾 后 足 胫 节 与

腿节大小约相等，另外，雄成虫腹部瘦 削，雌 成

虫腹部较胖。成虫形态见图 1。
2. 1. 2 卵 扁椭圆形，长 0. 58 ～ 0. 67 mm，宽 0. 42
～0. 48 mm，初产时鲜绿色，后渐变成红褐色，孵化

前变为白色，卵壳透明。卵的形态见图 2。
2. 1. 3 幼 虫 胸 足 3 对，腹 足 2 对，初 孵 至 3
龄都是黄 绿 色，体 壁 透 明，明 显 可 见 绿 色 消 化

道，4 龄后变为绿色，体壁不再透明，6 龄后呈现

两种不同的体色，一种是黑绿色，每个体节上有

黑色的斑纹，消化道颜色较深，足部为 黑 色;另

一种是绿色，只有体背上的小斑点黑色，足部为

绿色。老熟幼 虫 体 背 为 红 色。幼 虫 形 态 见 图

3。
2. 1. 4 蛹 长 6 ～ 25 mm，宽 3 ～ 8 mm，刺

1 mm。越冬蛹重 0. 006 ～ 0. 267 g，非越冬蛹重

0. 09 ～ 0. 21 g。圆锥形，蛹初期为绿色，蛹体柔

软，尾部先变为红褐色，随后头部变为 红 褐 色，

蛹壳变硬，触碰时可摇摆。后期变成黑褐色，蛹

壳变硬，触碰时坚硬不可动。臀棘具钩刺 2 枚。
蛹的形态见图 4。
2. 2 行为习性

2. 2. 1 产卵习性 成虫羽 化 次 日 开 始 交 尾 产

卵，多产在叶片正面的主脉中心，少数产在叶背

面，散产。一 般 每 片 叶 子 上 产 1 粒，少 见 有 2
粒。同一雌蛾产的卵孵化一致，孵化率在 95%
左右。雌蛾未交尾也可产卵，但卵不能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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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槐尺蠖成虫的形态

a:刚刚羽化的成虫背面观;b:刚羽化的成虫腹面观;c:雄成虫;d 雌( 左) 雄( 右) 成虫

图 2 国槐尺蠖卵的形态

a:卵初期;b:卵中期;c:卵后期

2. 2. 2 取食习性 卵孵化成幼虫后，即向上爬

行，喜吃嫩叶。1 ～ 4 龄 取 食 量 小，在 国 槐 叶 片

的叶面 形 成 小 缺 刻 或 孔 洞，经 常 吐 丝 垂 吊。5
龄以后食量大增，进入暴食期，一天之内每只幼

虫可以食叶 5 片，取食量占全幼虫期的 80% ～
90%。多沿叶缘向内取食，呈大缺刻，可吐丝下

垂。幼龄幼虫有转叶危害习性。不同虫龄幼虫

存活率一般不相同，总的来看，1 龄，2 龄幼虫死

亡率最高，随着虫龄的增长，其存活率 增 加，说

明随着幼虫的发育，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逐渐

增强，所以最好选择在低龄期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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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槐尺蠖各龄期幼虫的形态及 6 龄幼虫呈现的 2 种体色

a:1 龄幼虫;b:2 龄幼虫;c:3 龄幼虫;d:4 龄幼虫;e:5 龄幼虫;f:6 龄幼虫;g:7 龄幼虫;h:7 龄幼虫后期;

i:6 龄幼虫呈现的 2 种体色

2. 2. 3 化蛹习性 老熟幼虫体背变红，行动缓

慢，在树下比较松软的土壤中或者一些枯枝落

叶中化蛹。此时的老熟幼虫喜黑暗，身 体 蜷 缩

之后如果遇到光便会重新爬出来，寻找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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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蛹环境。蛹易被白僵菌寄生而死亡。
2. 2. 4 成 虫 羽 化 成 虫 55% 在 夜 间 羽 化，

35% 在下午羽 化，10% 在 上 午 羽 化。从 羽 化 破

蛹壳至成虫爬出约需 20 ～ 30 min。翅由皱缩、

展开到竖立体背约需 10 ～ 15 min，展翅后放下，

平覆于体背开始爬行，并排出黄褐色 体 液。成

虫有强趋光性，白天静伏在叶下，受惊吓时会喷

出黄褐色液体。

图 4 国槐尺蠖蛹的形态特征

a: 蛹初期;b:蛹后期;c:被白僵菌寄生的蛹;d:羽化后的蛹

2. 3 幼虫龄期的划分

由于野外调查和室内饲养中未见到幼虫的

蜕皮，所以通过对国槐尺蠖幼虫的长宽测量来

测算龄期。发现其体长、头宽分布有 7 个 明 显

的集 中 区 域，由 此 推 断，国 槐 尺 蠖 幼 虫 共 有 7
龄。测量结果见表 1。

表 1 国槐尺蠖各龄幼虫头壳宽度和体长

幼虫龄期 平均头宽(mm) 平均体长(mm)

1 龄 0. 3 3. 0
2 龄 0. 5 5. 0 ～ 6. 0
3 龄 1. 0 6. 0 ～ 9. 0
4 龄 1. 3 ～ 1. 4 9. 0 ～ 14. 5
5 龄 2. 0 ～ 2. 2 15. 0 ～ 20. 0
6 龄 2. 5 ～ 3. 0 33. 0 ～ 55. 0
7 龄 3. 0 ～ 3. 5 42. 0 ～ 55. 0

由表 1 可知，国槐尺蠖幼 虫 相 邻 龄 期 头 宽

值比值分 别 为 1. 667 (2 龄:1 龄)、2. 0 (3 龄:2
龄)、1. 2 ～ 1. 4(4 龄:3 龄)、1. 42 ～ 1. 81(5 龄:4
龄)、1. 2 ～ 1. 5(6 龄: 5 龄)、1. 36 ～ 1. 75(7 龄:

6 龄)。平均比值为 1. 415，说明幼虫头壳 宽 度

是按一定的比例呈几何级数增长的。
2. 4 生活史

国槐尺蠖在沈阳一年发 生 3 代，无 世 代 重

叠，以蛹在树下松软土壤中越冬。第 1 代 生 活

史在 5 月中旬 到 6 月 下 旬，第 2 代 发 生 期 为 7
月上旬到 8 月上旬，第 3 代发生期为 8 月中旬

到次年 4 月上旬。老熟幼虫于当年 9 月上旬开

始化蛹。沈 阳 地 区 国 槐 尺 蠖 的 年 生 活 史 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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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沈阳地区国槐尺蠖年生活史

2. 5 国槐尺蠖田间种群消长规律

国槐 尺 蠖 是 食 叶 性 害 虫，幼 虫 发 生 期 为 5
月到 9 月。第 1 代幼虫为害期在 5 月下旬到 6
月中旬，此时期为害最重;第 2 代为害期为 7 月

中旬到下旬;第 3 代为害期为 8 月下旬到 9 月

上旬，此时期造成的为害不大。6 月上旬、中旬

至 7 月 下 旬 为 幼 虫 为 害 盛 期。随 着 秋 梢 的 成

熟，嫩枝、嫩叶的减少，国槐尺蠖的数量 也 逐 渐

减少。9 月以 后 种 群 呈 递 减 趋 势，老 熟 幼 虫 开

始入土化蛹越冬。国槐尺蠖幼虫在国槐林的消

长情况见图 6。沈阳地区各代国槐尺蠖幼虫发

生高峰日期见表 2。
表 2 沈阳地区各代国槐尺蠖幼虫发生高峰日期

世代
卵孵化

盛期

幼虫为

害盛期
化蛹盛期

羽化和产

卵盛期

第 1 代 5 月中旬 6 月上、中旬 6 月中旬 7 月上旬

第 2 代 7 月上旬 7 月中、下旬 7 月下旬 8 月上旬

第 3 代 8 月中旬 8 月下旬 9 月上旬 次年 5 月中旬

3 小结

通过室内饲养和田间观察，对 国 槐 尺 蠖 各

虫态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国槐尺蠖的行

为习性、生活史以及田间种群消长规律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槐尺蠖 在 沈 阳

一年发生 3 代，无世代重叠，以蛹在树下松软土

壤中越冬。第 1 代发生期在 5 月中旬到 6 月下

旬，第 2 代发生期为 7 月上旬到 8 月上旬，第 3
代发生期为 8 月中旬到次年 4 月上旬。国槐尺

图 6 国槐尺蠖幼虫田间种群消长规律

蠖幼 虫 共 有 7 龄，头 宽 基 本 符 合 戴 氏 定 律

(Dyar’s law)［16 ～ 21］。1 ～ 4 龄取食量小，5 龄以

后食量大增，进入暴食期，取食量占全幼虫期的

80% ～ 90%。而且 随 着 虫 龄 的 增 长，其 存 活 率

增加，说明随着幼虫的发育，其对环境的适应性

也逐渐增强，所以最好选择在低龄期进行防治。
国槐尺蠖幼虫发生期为 5 月至 9 月。第 1

代幼虫为害期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此时期

为害最重;第 2 代为害期为 7 月中旬至下旬;第

3 代为害期为 8 月 下 旬 至 9 月 上 旬，此 时 期 造

成的为害不 大。6 月 上 旬、中 旬 至 7 月 下 旬 为

幼虫为害盛期。随着秋梢的成熟，嫩枝、嫩叶的

减少，国槐尺 蠖 的 数 量 也 逐 渐 减 少。9 月 以 后

种群呈递减趋势，老熟幼虫开始入土化蛹越冬。
所以在沈阳地区对国槐尺蠖的防治，应从 5 月

下旬开始，提早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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