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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木蠹蛾生物学特性观察#

杨美红!牛辉林"!张金桐$##!张!彪"!李月华’

"$[山西农业大学化学生态研究所!太谷!#’#Y#$+"[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高沙窝管理站!高沙窝!*($(#$+ ’[宁夏盐池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盐池!*($(###

摘!要!结合田间观察和室内试验!对榆木蠹蛾F(,;(;%*)&<#;+*#)&‘6BR0H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结果表明!榆木蠹蛾在宁夏 ’ 年发生 $ 代!幼虫主要危害枝干和根颈部!幼虫在蛀道内越冬!( 月下旬老熟幼虫在
被害树周围 ( ]$# EO深的沙土内分散化蛹!蛹期""$ {(# C& ) 月初成虫开始出现!有 " 个羽化高峰!分别为 ) 月
中旬和 * 月下旬!成虫羽化当晚即可交尾!交尾当天或第 " 天产卵!每雌蛾产卵最多达 *"# 粒!卵期"$* {(#C!孵
化率为 *"Z ]YYZ& 未交尾雌雄成虫寿命为 ( ]) C!交尾后雌雄成虫寿命缩短为 ’ ]( C& 初孵幼虫于 ) 月中旬
始见!$# 月下旬幼虫开始越冬& 幼虫孵化后!先危害韧皮部!常 $# 多条聚集在一起!稍大一点即蛀入木质部& 本
研究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榆木蠹蛾有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榆木蠹蛾! 蛹期! 羽化高峰! 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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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木蠹蛾 F(,;(;%*)&<#;+*#)&‘6BR0H属于鳞翅
目40A9C?A>0H6木蠹蛾科 K?==9C60!又名柳干木蠹
蛾’柳乌蠹蛾’大褐木蠹蛾!在我国东北’华北’华
东’华中’西北等地都有分布!俄罗斯’朝鲜’越南

和日本等也有分布!是中国阔叶树木的重要蛀干
害虫!主要危害白榆"B,3)&/)3#,+ 4P#!其次危害
刺 槐 " K(9#$#+ /&%)0(+;+;#+ 4P#! 柳 树 " I+,#>
9+95,($#;+#!杨树"7(/),)&=AAP# "萧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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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木蠹蛾是 "##’ 年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林业危险
性有害生物名单)中的有害生物之一"国家林业局
防止外来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办公室!"##’#& 过去
只在局部地区发生危害!由于持续干旱和气候的
不正常变化!榆木蠹蛾的危害也日趋严重!对退耕
还林和农田林网建设成果构成严重威胁"高同义
等!"##Y#+吉林省通榆县第二机械林场一营林区
’$[() ;O" $& 年生的白腊树曾因遭到此虫为害全
部伐掉!被害株率达 &YZ!虫口密度高达每株 $((
头"李冰等!"##(#&

有关榆木蠹蛾的饲养"李宪臣等!$&&$#’生态
学特性及综合防控 "李冰等!"##(+郝小燕等!
"##)+高同义等!"##Y#’性信息素产生和释放的时
辰节律"杨美红等!"#$##’性信息素通讯系统的超
微结构"杨美红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
于该虫生物学特性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报道& 为了
明确其生物学特性!有效地防控榆木蠹蛾!本研究
以榆树为寄主植物!对榆木蠹蛾的生物学特性’生
活习性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榆
木蠹蛾有效防治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9:材料与方法
9K9:室内饲养

供试榆木蠹蛾老熟幼虫采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县机械化林场高沙窝分厂!带回室内饲养于
装有潮湿细沙和寄主植物白榆新鲜树干的养虫笼
")# EO~%( EO~’# EO#中!室内光周期4zd|$%
z$#!温度"") {$#\!相对湿度 )(Z {YZ!直到老
熟幼虫化蛹!待其羽化!观察记录蛹期’羽化日期
及羽化高峰期!直到细沙中所有的蛹羽化完为止&
试验重复 ’ 次!查蛹共计 &(# 个& 羽化后将成虫
置于纱笼")# EO ~)# EO~)# EO#!以 $#Z蜂蜜
水饲喂!并放入白榆树干!记录未交尾雌雄成虫寿
命!观察记录雌蛾产卵’遗腹卵及怀卵总量’卵的
发育’孵化’卵期及交尾后雌雄虫寿命&

9K;:野外调查
野外观察在盐池县机械化林场高沙窝分厂同

一片榆树林!定期观察!每个月调查 $ 次!每次调
查伐倒 ’ ]( 株受害树!观察幼虫危害!记载各虫
态的发育进度!并调查化蛹时间’成虫羽化时间’
成虫产卵行为!( 月下旬%$# 月中旬进行灯诱和

性诱"用 " 日龄处女雌蛾和人工合成性诱剂进行
性诱#!设 ’ 个重复!观察成虫发生情况&

9K@:性诱剂的来源
性诱剂由山西农业大学化学生态研究所实验

室合成!组分为顺3*3十四碳烯醇乙酸酯"U*3$%z
-E#’反3’3十四碳烯醇乙酸酯"D’3$%z-E#和顺3’3
反3(3十四碳烯醇乙酸酯"U’D(3$%z-E#按 $#z%z%
的比例配成 &## (2w个的性诱剂诱芯&

9KA:数据处理
采用 :X:: $’[#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雌蛾产卵量’遗腹卵’茧的测量’室内羽化数
量’灯诱’性诱及处女蛾诱数量为平均值 {标准
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b.T-#!各处理的平
均值采用d51E61多重比较法检验差异显著性&

;:结果与分析
;K9:榆木蠹蛾的生活史及习性
;K9K9:生活史!榆木蠹蛾在宁夏 ’ 年 $ 代!主要
在枝干和根颈部进行危害!以幼虫在蛀道内越冬!
% 月上旬越冬幼虫开始活动取食!至 $# 月中下旬
幼虫入土结土质薄茧越冬& ( 月下旬老熟幼虫在
被害树周围 ( ]$# EO深的沙土内分散化蛹& 化
蛹前!先自织一丝质茧!并在茧中度过预蛹期!而
后再进入蛹期!进入预蛹期的幼虫颜色变浅"图 "$
-!左#& 成虫在 ) 月初%Y 月上旬晚间活动& 初
孵幼虫于 ) 月中旬始见!$# 月下旬幼虫开始越冬+
越冬后继续发育!再次越冬+第 ’ 年才发育到老熟
幼虫!并于 ( 月下旬开始分散化蛹!蛹多在被害树
周围 ( ]$# EO深的土壤中& 该虫有世代重叠现
象!其生活史见图 $&
;K9K;:榆木蠹蛾的生活习性!榆木蠹蛾成虫有
传递性信息素和趋光习性!处女雌蛾可以招引雄
性成虫前来交配产卵!人工合成的性诱剂具有很
强的引诱活性"图 "$Q#+成虫对黑光灯比较敏感!
尤其在下雨前夜!灯诱效果很好& 晚 "$$## 至
#$##!灯诱和人工合成性诱剂数量都及显著多于
其它时间段"7�#[#$#!处女雌蛾诱蛾数量也为晚
"$$## 至 #$## 显著多于其它时间段"7�#[#(#&
"#$# 年 ) 月 "" 日在盐池县机械化林场高沙窝分
厂的诱蛾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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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榆木蠹蛾生活史"宁夏!"##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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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蛹 A5A6+ �$ 成虫O?>;+ 0$卵022+ %$幼虫B6HI60+"%#$越冬幼虫?I0HN91>0H912B6HI60P/$ 上旬>;0@9H=>>01 C6F=
?@6O?1>;+ 8$ 中旬>;0O9CCB0>01 C6F=?@6O?1>;+ 4$ 下旬>;0B6=>>01 C6F=?@6O?1>;P

表 9:灯诱和性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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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龄处女雌蛾
诱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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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M ’[$ {#[&6 %[" {#[)6 ’[# {#[(6 $[# {#[%M #E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同行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7�#[#(#+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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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生物学特性
;K;K9:化蛹#羽化和性比!林间调查发现!老龄
幼虫在越冬后入土做丝质土茧并在其中化蛹!蛹
期""$ {(#C& 通过对林间采集的 &" 个茧进行测
量!其长度为 "([#" {$["%#EO!最粗处直径为

"$[Y) {#[)%#EO!长度大于 ([(" EO!同时直径大
于 $[Y# EO的茧羽化后有 &YZ为雌蛾& 室内饲养
发现 ) 月初成虫开始羽化!) 月中旬为第 $ 个羽化
高峰!第 " 个羽化高峰出现在 * 月下旬!Y 月上旬
只有零星羽化"图 ’#!羽化初期和结束时雄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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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榆木蠹蛾生物学特性#危害及性诱结果观察
<0+=;:\0),)+0&%,&2%/%&’3/0(’0&$ 4%#%+3%14/3(5,’)*(3U %&&’/%1’’3(’)-(3/?%’0)1()1M#(.#.2"-$N’.)"’-$

-P榆木蠹蛾幼虫 B6HI60?@F6<#;+*#)&+ QP人工合成的性诱剂诱蛾试验 >;0@90BC >H6AA912?@F6<#;+*#)&MF=F1>;0>9E
B5H0+ KP榆木蠹蛾对榆树的危害状 >;0C6O620>?0BOMFF6<#;+*#)&+ dP榆木蠹蛾召唤状 >;0E6BB912!!!!!!?@F6<#;+*#)&+ D!/P榆木蠹蛾交尾E?A5B6>9?1 ?@F6<#;+*#)&6

化量大于雌蛾!羽化高峰时雌蛾羽化量大于雄蛾&
羽化前!由于蛹在茧内的运动使得茧几乎垂直于
地面!蛹不断收缩腹部使得虫茧破开一口子!成虫
头部先出蛹壳!然后从蛹壳中爬出!将蛹壳留在出
口处!有时全部带出虫茧!刚羽化的成虫双翅潮湿

且折叠!翅面呈皱缩状!随后翅慢慢展开变大!$#
]’# O91后双翅合拢成屋脊状立于背上!再经过 (
]$# O91后将翅水平放下!双翅将整个腹部覆盖!
羽化完成& 林间调查发现刚羽化的成虫多静伏于
草丛或树的基部!天黑""#$’##后开始飞翔!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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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榆木蠹蛾室内羽化观察
<0+=@:T-(3/?%’0)1)*3&,)(0)1)*M#(.#.2"-$N’.)"’-$01,%-)/%’)/8

可见刚羽化的成虫多落在纱网上不动& 室内饲养
结果为雌雄成虫比为 $[#)z$"$|&(##!接近 $z$&

图 A:榆木蠹蛾日内不同时间产卵情况
<0+=A:T?0$)(0’0)1$3/&31’%+3)*M#(.#.2"-$N’.)"’-$%’40**3/31’2)5/(01% 4%8

柱子上端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7�#[#(#&
9̂=>?2H6O=N9>; C9@@0H01>=O6BBB0>>0H=91C9E6>0=9219@9E61>BFC9@@0H01>"7�#[#(#P

;K;K;:交尾#产卵及寿命!室内观察发现成虫羽
化当晚即进行召唤"图 "$d#!少数即可交尾!"’’
日龄雌蛾具有最强的交尾能力!交尾时间最长可
持续 )# O91!最短 $( O91!交尾时雌’雄蛾多数呈
(一)字形"图 "$D#!有的为(人)字形"图 "$/#!交
尾当天或第 " 天开始产卵!产卵主要集中在晚上
"’$## 以后到凌晨 %$##’($##!凌晨 $$##%%$## 产
!!!

卵最多!占全部产卵量的*([’)Z!上午也偶有产
卵现象"图 %#& 雌蛾产卵时在养虫笼中不断爬
行!并用产卵器寻找缝隙!实验室饲养的多将卵产
于纱笼的木头棱之间!且为分片产卵!每 $ 卵块中
卵粒数量为 "( ]"’% 粒!雌虫最高产卵量可达 *"#
粒!最低产卵量为 $#( 粒"$ |’)#!遗腹卵最多 &)
粒!最少 *Y 粒"表 "#& 野外调查发现雌蛾将卵产
在树皮裂缝处!也是分堆或分片产卵& 室内饲养
结果为!未交尾雌雄成虫寿命为 ( ]) C"$ |$"#!
交尾后雌雄成虫寿命缩短!为 ’ ]( C!雌蛾产卵后
% ]$# ;死亡!雄蛾交尾后 $ ]" C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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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榆木蠹平均每雌蛾产卵及遗腹卵数量
F%-,3;:F23)?0$)(0’0343++(%1451,%043++()*3%&2*3#%,3M#(.#.2"-$N’.)"’-$

产卵日期"日w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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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幼虫发育及取食习性:室内发现卵期为
"$* {(# C"$|’)#!幼虫在卵壳内发育完成后!初
孵幼虫先在卵壳咬一不整齐的圆孔!然后头部钻
出!最后全身爬出!卵的孵化昼夜均可见!初孵化
幼虫多群集取食蛹壳及树皮!小幼虫常常 $# 多头
聚集在一起!林间发现幼虫起初由伤口及树皮裂
缝侵入韧皮部及边材危害!稍大一点即蛀入木质
部进行危害!并于当年入冬前转移至树干基部和
根部进行危害"图 "$K#!$# 月中下旬绝大部分幼
虫在根颈韧皮部或老虫道内越冬!少数幼虫在枝
干上越冬&

@:讨论
本试验发现榆木蠹蛾在宁夏 ’ 年 $ 代!与高

同义等""##Y#认为榆木蠹蛾在宁夏 " ]’ 年 $ 代
的研究结果相似!方德齐等"$&Y’#认为榆木蠹蛾
在山东 " 年 $ 代!少数为 $ 年 $ 代!这可能因为宁
夏是沙区!昼夜温差大!而山东靠海!昼夜温差小
的原因& 成虫于 ) 月上旬至 Y 月上旬晚间活动!
羽化当晚即进行召唤!少数即可交尾!"’’ 日龄雌
蛾具有最强的交尾能力!交尾时雌’雄蛾多数呈
(一)字形!有的为(人)字形!为分片产卵!未交尾
雌雄成虫寿命为 ( ]) C!交尾后雌雄成虫寿命缩
短!与李冰等""##(#和郝小燕等""##)#的研究结
果一致& 榆木蠹蛾成虫出现 " 个羽化高峰!与上
一代成虫产卵有 " 个高峰直接相关!是否与该幼
虫发育过程经历 " 个冬季!期间取食条件等存在
差异!老熟幼虫化蛹及羽化历期存在差异等有关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榆木蠹蛾系阔叶树重要蛀干害虫!对(三北)
地区防护林建设及城镇绿化威胁很大!不少地区
已成灾!幼虫在林木中钻蛀大虫道!严重影响木材

质量!常造成树木风折及死亡"陈孝达!$&Y&#!在
吉林’内蒙’宁夏等地已经造成严重危害"李冰等!
"##(+郝小燕等!"##(+高同义等!"##Y#& 鉴于榆
木蠹蛾的发展态势!当前急需将该虫种群数量控
制下来& 由于幼虫期长!主要在主干下部及根颈
部进行危害!很难在幼虫期进行防治!了解榆木蠹
蛾的生物学特性!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对制定有
效的防治措施非常重要& 本研究首次利用性诱剂
对榆木蠹蛾成虫进行了林间诱蛾试验!使用性诱
剂进行雄蛾的诱杀!使自然界中羽化的雌虫不能
交配产卵!不能够产生下一代!从而逐步达到控制
其危害的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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