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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栎黄枯叶蛾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ｎａ Ｙａｎｇ 是近年在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林中大面积暴发的一种

食叶害虫ꎮ 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饲养观察相结合对该虫的羽化、交配和产卵等行为等进行了研究ꎮ 结果表明ꎬ栎
黄枯叶蛾羽化期 ４０ ｄ 左右ꎬ羽化高峰期为 ９ 月上旬ꎬ日羽化高峰出现在傍晚 １７:００—２３:００ꎬ占全天羽化量的

８２ ４６％ ꎻ雌雄性比为 １∶ １. ４１ꎻ交配高峰期发生在凌晨 ３: ００—４:００ꎬ成虫羽化翌日开始进行交尾ꎬ２ 日龄雌蛾交配

率最高ꎬ达到 ４５. ６％ ꎬ随后交配率逐步降低ꎮ 雌蛾一生只交尾 １ 次ꎬ雄蛾可进行多次交尾ꎮ 成虫交配持续时间多

为 １４ ~ １６ ｈꎮ 成虫交配后即可产卵ꎬ产卵主要在夜间进行ꎬ产卵高峰期在 ２:００—６:００ꎬ占全天产卵量的 ８２. ４０％ ꎮ
未交配雌蛾和雄蛾的平均寿命为 １１. ０５ ｄ 和 ９. ８５ ｄꎻ显著高于已交配雌蛾和雄蛾的 ８. ０５ ｄ 和 ７. ３５ ｄꎬ说明交配可

明显缩短雌雄成虫寿命ꎮ
关键词　 栎黄枯叶蛾ꎬ羽化ꎬ求偶ꎬ交尾ꎬ产卵ꎬ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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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栎黄枯叶蛾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ｎａ Ｙａｎｇ 属

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枯叶蛾科(Ｌａｓｉｏｅａｍｐｉｄａｅ)ꎬ为
栗黄枯叶蛾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Ｌｅｆｅｂｕｒｅ 的亚种ꎬ主要

分布于我国陕西、宁夏、青海、内蒙、甘肃、河南、山



１２５４　  应用昆虫学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５０ 卷

西、河北等地ꎬ危害栎类、板栗、核桃、苹果、海棠、
沙棘等植物(刘友樵和武春生ꎬ２００６)ꎮ 近年来栎

黄枯叶蛾在陕西吴起沙棘人工林中大面积暴发ꎬ
幼虫取食叶片ꎬ往往将受害区内的树叶全部吃光ꎬ
造成树势下降甚至死亡ꎬ严重影响到了沙棘种植

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ꎮ 在为害最为严重的

２００８ 年ꎬ有虫株率达 １００％ ꎬ平均虫口密度 ３０ 头 /
株ꎮ

目前ꎬ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和过分依赖

化学农药ꎬ造成栎黄枯叶蛾危害日趋严重ꎬ并且产

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ꎮ 目前仅对栎黄枯叶蛾的形

态特征和生活习性有一些简单报道 (同长寿ꎬ
１９６４ꎻ萧刚柔ꎬ１９９２)ꎬ关于成虫行为方面还缺乏系

统深入研究ꎮ 而昆虫成虫行为的研究是防治害虫

重要内容之一ꎮ 为了探索防治栎黄枯叶蛾科学方

法和途径ꎬ笔者对栎黄枯叶蛾的羽化、交尾、产卵

等成虫行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观察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陕西省吴起县(东经 １０７°３８′ ~
１０８°３２′ꎬ北纬 ３６°３３′ ~ ３７°２４′)ꎬ属黄土高原梁状

丘陵沟壑区ꎬ海拔 １ ２３３ ~ １ ８０９ ｍꎮ 境内为半干旱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ꎬ年均气温 ７. ８℃ꎬ年降水量

４７８. ４ ｍｍꎬ无霜期 １４６ ｄꎮ 试验地主要植被类型为

人工沙棘林ꎬ平均虫口密度达到 ８. ３ 头 /株ꎮ 试验

分别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７—１０ 月成虫发生期进行ꎮ

１. ２　 试虫及其饲养

在沙棘林采集栎黄枯叶蛾老熟幼虫ꎬ带回室

内在自然条件下饲养于养虫笼(５０ ｃｍ × ５０ ｃｍ ×
５０ ｃｍ)中ꎬ以新鲜沙棘叶片饲喂ꎬ直至化蛹羽化ꎮ
羽化后按性别和日龄将其分别置于养虫笼(３０ ｃｍ
×３０ ｃｍ ×３０ ｃｍ)内ꎮ 成虫羽化后 ０ ~ ２４ ｈ 视作 １
日龄ꎬ依此类推ꎮ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栎黄枯叶蛾羽化行为及其动态节律 　 幼

虫化蛹后ꎬ每天定时观察ꎮ 当第 １ 头成虫羽化后ꎬ
进行全天 ２４ ｈ 观察ꎬ每隔 １ ｈ 观察记录一次羽化

情况ꎬ直至所有的蛹羽化完为止ꎬ试验重复 ３ 次ꎬ
总共查蛹 １ ０７８ 只ꎮ 观察羽化过程和时间ꎬ计算羽

化率ꎬ记录各个时段羽化成虫的性别数量ꎮ 以加

权平均法计算雌雄羽化时间差(王永模等ꎬ２００３):

Ｍ差异(ｄ) ＝雌虫羽化 Μ♀ －雄虫羽化 Μ♂ꎬ
Ｍ ＝ (ｘ１ × １ ＋ ｘ２ × ２ ＋  ＋ ｘｎ × ｎ) / ( ｘ１ ＋ ｘ２ ＋

 ＋ ｘｎ) ꎬ
ｘｎ 为第 ｎ 天(自羽化初日算起)的羽化数量ꎮ

１. ３. ２　 栎黄枯叶蛾求偶交配行为及其动态节律

　 将当日羽化的 ２０ 对栎黄枯叶蛾成虫放于同一

笼中任其自由交配ꎮ 光期(６:００—１８:００)每隔 １ ｈ
观察一次ꎬ进入暗期 (１８:００—６:００) 后每隔 ３０
ｍｉｎꎬ在红色弱光源观察记录求偶交配行为及时

间ꎬ连续观察 ７ ｄꎬ试验重复 ３ 次ꎮ 每次检查时记

录在此时段的交配数ꎬ每对交配开始的时间以及

交尾持续的时间ꎮ
１. ３. ３　 栎黄枯叶蛾产卵行为及其动态节律 　 将

已交配雌蛾和未交配雌蛾各 ２０ 头单个置于小纱

笼(１５ ｃｍ ×１５ ｃｍ × １５ ｃｍ)内ꎬ放入带有叶片的沙

棘枝条ꎬ观察和记录产卵时间、产卵方式和产卵

量ꎮ
１. ３. ４　 栎黄枯叶蛾成虫寿命 　 将同日羽化的未

交配和已交配成虫按雌雄分别放入塑料杯中ꎬ杯
口用双层纱布覆盖ꎬ橡皮筋扎紧ꎬ保持空气流通ꎮ
每个处理 ２０ 头ꎬ每天定时检查ꎬ直至全部死亡ꎬ统
计其寿命ꎮ
１. ３. ５　 数据统计与处理　 采用 ＤＰＳ ７. ０５ 统计软

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ꎬ并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新复极差

法检验差异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羽化行为

栎黄枯叶蛾幼虫刚化蛹时呈淡黄色ꎬ随后体

色逐渐加深ꎬ在羽化前变为黄褐色至黑褐色ꎮ 羽

化前ꎬ蛹壳变薄ꎬ隐约可见蛹体ꎬ此时蛹在茧内不

断收缩扭动腹部ꎬ用头部顶破蛹壳ꎬ经 １ ~ ２ ｍｉｎ 左

右沿胸部背中线完全开裂ꎬ成虫头胸部先露出蛹

壳ꎬ然后继续扭动体躯ꎬ经 ３ ~ ４ ｍｉｎ 腹部完全露

出ꎮ 成虫脱出蛹壳后ꎬ迅速从茧中爬出ꎮ 初羽化

的成虫双翅潮湿柔软ꎬ折叠皱缩于翅基ꎬ 整个腹部

外露ꎬ触角向外伸开ꎮ 这时成虫会四处爬行ꎬ寻找

较高处ꎬ以利于翅的伸展ꎮ 如果不能爬到高处ꎬ翅
会变形无法展开ꎮ 成虫悬在高处后ꎬ雄蛾大约在 ５
ｍｉｎ 后翅缓缓展开ꎬ类似蝴蝶直立于体背上ꎬ４０ ~
５０ ｍｉｎ 后水平下落ꎬ呈屋脊状合拢于体背ꎻ雌蛾大

约 ５ ~ １０ ｍｉｎ 后似蝶类样展开ꎬ７０ ~ ８０ ｍｉｎ 后双翅

合拢成屋脊状ꎬ至此羽化完成(图 １)ꎮ 刚羽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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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成虫还需要静伏 ２ ~ ４ ｈ 后才开始慢慢活动ꎬ
其间雌蛾会从尾部流出红褐色的液体ꎬ雄蛾会流

出乳白色液体ꎮ 成虫具有趋光性ꎬ白天静伏不动ꎬ
进入天黑(１８:００)后开始飞翔ꎮ

图 １　 栎黄枯叶蛾羽化行为

Ｆｉｇ. １　 Ｅｃｌｏｓ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ｎａ
１. 羽化 １ ｍｉｎ 后 １ ｍ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ｅｃｌｏｓｉｏｎꎻ２. 羽化 ５ ｍｉｎ 后 ５ ｍ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ｅｃｌｏｓｉｏｎꎻ３. 羽化 １０ ｍｉｎ 后 １０ ｍ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ｅｃｌｏｓｉｏｎꎻ４. 羽化结束(７０ ~ ８０ ｍｉｎ 后)ｅｎｄｉｎｇ ｅｃｌｏｓｉｏｎ(７０ － ８０ ｍ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ｅｃｌｏｓｉｏｎ).

２. ２　 羽化时辰节律

室内饲养的栎黄枯叶蛾于 ８ 月 ２１ 日开始羽

化ꎬ至 ９ 月 ３０ 日羽化结束ꎬ羽化期约 ４０ ｄꎬ共羽化

出成虫 ７５４ 头ꎬ羽化率为 ６９. ９４％ ꎮ 其中雌虫 ３１３
头ꎬ雄虫 ４４１ 头ꎬ雌雄比为 １∶ １. ４１ꎮ 成虫羽化高峰

期在 ９ 月上旬ꎬ８ 月 ３０ 日至 ９ 月 １５ 日期间成虫羽

化量占总统计量的 ８５. １５％ (图 ２)ꎮ 林间成虫羽

化期与室内观察结果基本一致ꎮ 从 ２４ ｈ 内的羽化

节律来看ꎬ其羽化行为全天可见ꎬ１７:００—２３:００ 比

较集中ꎬ 此时段内的羽化数占整日羽化数的

８２ ４６％ ꎮ 其中在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最为集中ꎬ羽化

数占单日总羽化量的 ７５. ６％ ꎬ与其他时段相比差

异达到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５)ꎮ 另外ꎬ从图 ２ 可看

出ꎬ栎黄枯叶蛾雄蛾比雌蛾羽化要早ꎬ根据本文介

绍的公式计算ꎬ雄蛾要比雌蛾早羽化 １. ０８ ｄꎮ

２. ３　 交配行为

栎黄枯叶蛾成虫在光期大多静伏于茧或枝条

上ꎮ 进入暗期后ꎬ才可观察到求偶行为ꎮ 雌蛾开

始求偶时ꎬ触角前伸ꎬ缓慢向上爬行ꎬ找到合适位

置后ꎬ抬高腹部ꎬ产卵器外露ꎬ此时翅也开始以一

定频率高速振动ꎬ释放性信息素ꎮ 雄蛾交配前ꎬ先
缓慢四处爬行ꎬ触角由贴身平伏变为举起摆动ꎬ翅
也伸展开始轻微扇动ꎮ 随后振翅频率加快ꎬ开始

四处扑飞ꎬ寻找合适的配偶ꎮ 最后飞到某个雌蛾

附近停落ꎬ围着雌蛾打转ꎬ在其周围振翅、爬行ꎬ并
用身体各部位触动雌蛾ꎬ寻找最佳位置进行交配ꎮ

大部分雌蛾在雄蛾到来后只能被动地移动身

体ꎬ只有少部分雌雄蛾之间会相互追逐飞行ꎮ 交

配时雌雄尾部交合ꎬ成 １８０°角ꎬ呈静止状态ꎮ
栎黄枯叶蛾雌雄蛾成虫中均存在始终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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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室内栎黄枯叶蛾成虫羽化节律

Ｆｉｇ. ２　 Ｄａｉ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ｎａ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交配的现象ꎮ 观察发现ꎬ栎黄枯叶蛾雄蛾有多次

交配现象ꎬ而雌蛾只交配 １ 次ꎮ 雄蛾与雌蛾交配

一次后ꎬ不会与同一只雌蛾进行第 ２ 次交配ꎮ 而

且随着雌蛾比例的加大ꎬ雄蛾交配次数也会增加ꎮ

表 １　 栎黄枯叶蛾雌蛾交配率和交配高峰期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ｉｎｇ ｐｅａｋ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ｎａ

日龄

Ａｇｅ(ｄ)
交配高峰期

Ｐｅａｋ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ａｔｉｎｇ
交配百分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ｔｉｎｇ(％ )

高峰期交配率占当日交配比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ａｔｉｎｇ ｐｅａｋ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ｗｈｏｌｅ
ｍ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

１ — ０ ０

２ ３:２２ ± ０. ２８ Ａａ ４５. ６ ± １. ４５Ａａ ９２. ５

３ ３:２６ ± ０. ２５ Ａａ ３６. ３ ± １. ０３Ｂｂ ９３. ２

４ ３:３５ ± ０. ３３ Ａａ ３１. ８ ± ０. ８５ＢＣｂ ９１. ６

５ ３:４２ ± ０. ４５ Ａａ １１. ６ ± ０. ４５ＣＤｃ ９０. １

６ ３:４９ ± ０. ３２ Ａａ ５. ２ ± ０. ２９Ｄｃ ９５. ８

７ — ０ ０

注: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氏新复极差检验法ꎮ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差ꎮ 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ꎻ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 < ０. ０１)ꎮ 下表同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 ± ＳＤ.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０. 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Ｄｕｎｃａｎ’ ｓ ｎｅｗ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栎黄枯叶蛾交配历时较长ꎬ一般会从当天晚

上持续到次日傍晚ꎮ 交配时间最长可达 ２０ ｈꎬ最
短 ５ ｈꎬ以交配持续 １４ ~ １６ ｈ 者居多ꎮ 交配时雌雄

虫均静止不动ꎬ此时若人为干扰ꎬ会马上结束结尾

行为ꎮ 交尾结束后ꎬ雄蛾先飞离交尾场所ꎬ而雌蛾

则四处爬动ꎬ寻找合适的场所以便产卵ꎮ

２. ４　 交配时辰节律

不同日龄下成虫交配百分率和交配高峰期见

表 １ꎮ 观察结果表明ꎬ日龄对栎黄枯叶蛾成虫的交

配活动有着明显的影响ꎮ 羽化成虫当天不能交

配ꎬ于 ２ 日龄才可交配ꎬ说明羽化雌蛾达到性成熟

需要一定时间ꎮ 交配行为在羽化后第 ２ 天表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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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烈ꎬ交配率高达 ４５. ６％ ꎬ从 ３ 日龄开始ꎬ交配

率逐渐降低ꎬ到第 ６ 天仅为 ５. ２％ ꎬ此后就不再进

行交配ꎮ 栎黄枯叶蛾成虫交配活动发生在凌晨

１:００—５:００ꎬ以凌晨 ３:００—４:００ 为交配高峰期ꎬ
在交配高峰期ꎬ交配率占当日交配的 ９０％ 以上ꎮ
随着日龄的增加交配高峰期略有推迟ꎮ

２. ５　 产卵行为

雌蛾经过交配后ꎬ可立即开始产卵ꎬ产卵场所

多选择在交配场所附近适宜位置ꎮ 室内观察ꎬ雌
蛾多产卵于纱网棱角处或支架上ꎻ林间调查ꎬ雌蛾

多产卵于茧表面、树枝分叉处等地ꎮ 产卵时ꎬ雌蛾

腹部稍弯曲ꎬ双翅高频振动ꎬ产卵器伸直ꎬ将卵双

行相间逐粒产下ꎬ同时卵上会覆盖雌蛾尾部黄褐

色长毛ꎬ状似“毛虫”ꎮ 雌蛾产卵后ꎬ大部分个体原

地停留ꎬ少部分个体立即飞离ꎮ
无论交配与否ꎬ雌蛾都能产卵ꎮ 表 ２ 为已交

配雌蛾和未交配雌蛾的产卵量和孵化率ꎮ 从表 ２
可看出ꎬ经过交配后雌蛾的平均产卵量为 ２９７ 粒ꎬ
略大于未交配雌蛾的 ２９１ 粒ꎬ可能交配行为会促

进产卵ꎮ 两类卵的孵化率区别明显ꎬ已交配雌蛾

所产卵孵化率为 ８２. ５％ ꎬ未交配雌蛾产卵为无效

卵ꎬ说明栎黄枯叶蛾是通过雌雄交配繁衍后代ꎬ并
且繁殖量比较大ꎬ不存在孤雌生殖现象ꎮ

表 ２　 雌蛾的产卵量和孵化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ｇｇ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ｇｇ ｈａｔｃ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ｎａ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雌蛾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产卵量(粒)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孵化率(％ )
Ｅｇ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未交配雌蛾 Ｖｉｒｇ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２０ ２９１. ３ ± ３３. ４ ＡＢａ ０. ０ ± ０. ０Ｂｂ

已交配雌蛾 Ｍａｔｅｄ ｆｅｍａｌｅ ２０ ２９７. ９ ± ２３. ４ Ａａ ８２. ５ ± ３. ４Ａａ

２. ６　 产卵节律

栎黄枯叶蛾产卵主要发生在夜间(图 ３)ꎬ产
卵高 峰 期 在 ２: ００—６: ００ꎬ 产 卵 量 占 全 天 的

８２ ４０％ ꎮ 白天偶尔也会产卵ꎬ约占全天产卵量的

７ ６２％ ꎮ

图 ３　 不同时间段栎黄枯叶蛾产卵情况

Ｆｉｇ. ３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ｇｉｇａｎｔ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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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成虫寿命

成虫寿命统计结果见表 ３ꎬ在未交配情况下雌

蛾平均寿命为 １１. ０５ ｄꎬ最长 １３ ｄꎻ未交配雄蛾平

均寿命为 ９. ８５ ｄꎬ最长 １２ ｄꎮ 未交配成虫寿命与

已交配成虫寿命比较ꎬ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１)ꎮ 已交

配雌蛾平均寿命为 ８. ０５ ｄꎬ已交配雄蛾平均寿命

为 ７. ３５ ｄꎮ 交配使雌雄蛾寿命均变短ꎬ说明成虫

的活动主要是完成生殖任务ꎮ

表 ３　 不同处理成虫的寿命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观察头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最长寿命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ｄ)
最短寿命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ｄ)
平均寿命

Ｍｅａｎ ｏｆ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ｄ)

未交配♀Ｖｉｒｇ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２０ １３ ９ １１. ０５ ± １. ４３Ａａ

未交配♂Ｖｉｒｇｉｎ ｍａｌｅ ２０ １２ ６ ９. ８５ ± １. ７３Ａｂ

已交配♀Ｍａｔｅｄ ｆｅｍａｌｅ ２０ １０ ６ ８. ０５ ± １. ４３Ｂｃ

已交配♂Ｍａｔｅｄ ｍａｌｅ ２０ ９ ６ ７. ３５ ± １. ０９Ｂｃ

３　 讨论

栎黄枯叶蛾成虫发生期为 ７ 中下旬至 ９ 月

末ꎬ羽化高峰期出现在 ９ 月上旬ꎬ羽化比较集中ꎬ
这对于开展成虫防治ꎬ特别是利用性信息素防治

较为有利ꎮ 同时笔者也观察到ꎬ栎黄枯叶蛾存在

雄蛾先羽化现象ꎬ雄蛾比雌蛾早出现 １. ０８ ｄꎬ茶毛

虫 Ｅｕｐｒｏｃｔ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ｎｓｐｅｒｓａ (王永模等ꎬ２００３)ꎬ二
化螟 Ｃｈｉｌ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ｉｓ (肖丹凤和胡阳ꎬ２０１０)等昆

虫也有这种现象发生ꎮ 由于性诱剂只针对雄蛾进

行诱捕ꎬ因此利用雄性先熟现象可以更好的指导

性诱剂的田间运用和设置ꎬ提高诱集率和诱集数

量ꎮ 蛾类羽化时间受温度和光周期影响较大(孙
丽娟等ꎬ２００２ꎻ马建军等ꎬ２０１０)ꎬ下一步可就这两

种因素对栎黄枯叶蛾羽化的影响进行研究ꎬ以便

掌握该虫的最佳防治时间ꎮ
Ｐｏｐｅ 等(１９８４)指出昆虫的求偶交尾和性信息

素产生与释放节律相一致ꎮ 本试验表明栎黄枯叶

蛾求偶交尾行为大部分发生在凌晨ꎬ交配高峰期

为凌晨 ３: ００—４: ００ꎬ这与很多鳞翅目昆虫交配节

律表现相似(Ｇｉｅｂｕｌｔｏｗｉｃｚ ｅｔ ａｌ. ꎬ１９９１)ꎬ这对于人

工提取栎黄枯叶蛾性信息素和利用性信息素干扰

交配技术进行防治具有指导作用ꎮ 栎黄枯叶蛾羽

化成虫当天不能交配ꎬ于 ２ 日龄才可交配ꎬ并且在

２ 日龄就可达到最高峰ꎬ此后交配率逐渐下降ꎬ这
说明雌蛾的交配行为与蛾龄是密切相关的ꎮ 本实

验发现ꎬ雌蛾一生最多只能交配 １ 次ꎬ这与很多蛾

类昆虫如蜀柏毒蛾 Ｐａｒｏｃｎｅｒ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Ｃｈａｏ(张坤胜

等ꎬ２０１０)、甘薯天蛾 Ａｇｒｉｕｓ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ｉ(蒋智林等ꎬ
２００９)、水稻二化螟 Ｃｈｉｌ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ｉｓ(焦晓国等ꎬ
２００６)等研究结果相似ꎬ原因可能是雄蛾在交配过

程中将来源于性附腺等组织的交配因子传输给雌

蛾ꎬ抑制了雌蛾性信息素的产生ꎬ造成雌蛾不再求

偶和交配(Ｆｏｓｔｅｒꎬ１９９３)ꎮ 蛾类昆虫的求偶交配行

为是昆虫对环境长期适应和进化的结果ꎬ这不仅

是由内在生理因素的决定ꎬ更重要的是会受到诸

如种群密度、空间类型、性比、温度、湿度、光周期

等因素的影响(ＭｃＮｅｉｌꎬ１９９１ꎻ韩桂彪等ꎬ２０００ꎻ张
金桐和孟宪佐ꎬ２００１)ꎬ有关环境条件对求偶交配

行为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ꎮ
本试验中ꎬ野外观察和室内饲养观察结果基

本一致ꎬ只是室内饲养成虫中有一部分始终不交

配ꎬ究其原因ꎬ可能是养虫笼空间比较狭小ꎬ或者

室内温度、湿度等条件不太适合ꎮ
根据孟宪佐(１９９７)的研究ꎬ用性诱剂进行大

量诱捕的防治效果与害虫的生殖特点有密切的关

系ꎬ在成虫期利用性诱剂对雄蛾加以诱集ꎬ降低羽

化雌蛾的交配率ꎬ使其不能够产生下一代ꎬ达到控

制其危害的目的ꎬ而栎黄枯叶蛾的羽化、求偶交

配、产卵和寿命的特点ꎬ均符合利用性信息素防治

害虫的基本要求ꎬ对生产实践无疑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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