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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榆梢小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雌雄成虫形态特征细致比较的基础上ꎬ系统持续地研究了其坑道系统的形成

过程ꎮ 榆梢小蠹雌雄成虫个体大小差异不大ꎬ但雌雄次性征可见ꎬ主要区别在于额面是否有隆突和前胸背板后部

鳞片多寡ꎮ 主坑道内的成虫配比方式多为 １ 雌 １ 雄和 ２ 雌 １ 雄ꎬ少有 ３ 雌 １ 雄ꎮ 榆梢小蠹的坑道系统形成可分为

５ 个阶段ꎬ即侵入、召唤交尾、主坑道形成、产卵和子坑道形成ꎬ一般共历时 ４０ ｄ 左右ꎮ
关键词　 梢小蠹属ꎬ榆梢小蠹ꎬ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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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梢小蠹属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为小蠹科 Ｓｃｏｌｙｔｉｄａｅ 海小

蠹亚科 Ｈｙｌｕｒｇｏｐｉｎｕｓꎬ全球已知近 ２００ 种ꎬ主要分

布于北美、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蔡邦华和李兆

麟ꎬ １９６３ꎻ Ｐｏ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ꎬ １９９８ꎻ Ｐｏｔｔｅｒꎬ ２００６ꎻ
Ｋａｎｚａｋｉ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７ꎻ Ｍａｓｕｙａ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９ꎻ
Ｊａｎｋｏｗｉａｋ ａｎｄ Ｋｏｌａｒｉｋꎬ ２０１０)ꎮ 在«中国经济昆虫

志»第二十九册中ꎬ共记述了 ２４ 种梢小蠹属的昆

虫(殷蕙芬ꎬ１９８４)ꎮ 梢小蠹属在我国的常见种类

有黄色梢小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ｆｕｌｖｕｓ Ｎｉｉｓｉｍａ、林道梢小

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ａｌｔｕａｒｉｕｓ Ｗｅｉｓｅ、 油 松 梢 小 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Ｔｓａｉ ｅｔ Ｌｉ 和 桑 梢 小 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ｅｘｉｇｎｕｓ Ｂｌａｎｄｆｏｒｄ 等(蔡邦华和李兆麟ꎬ
１９６３ꎻ王军ꎬ１９８６ꎻ袁克ꎬ１９８６ꎻ刘永奎ꎬ１９８７ꎻ吴健

等ꎬ１９８８ꎻ王培生等ꎬ１９９１ꎻ林振康ꎬ１９９２ꎻ梁家林

等ꎬ１９９９ꎻ杨有乾ꎬ２０００ꎻ孙守慧等ꎬ２００７)ꎮ

梢小蠹属的坑道系统有两类:一是主要出现

在危害针叶树的种类中ꎬ主坑道呈平坑状ꎬ子坑道

呈放射状ꎻ其二ꎬ主要出现在危害阔叶树的种类

中ꎬ主坑道呈横线状ꎬ在细小的枝条上常绕枝而

行ꎬ子坑道向上下方向垂直扩展(殷蕙芬ꎬ１９８４)ꎮ
梢小蠹属成虫ꎬ为小型昆虫ꎮ 次性征不明显ꎬ

少数种类雄虫额部有横向隆堤ꎬ或雌虫鞘翅斜面

生稠密绒毛(殷蕙芬ꎬ１９８４)ꎮ 梢小蠹属成虫在钻

蛀危害时一般雌、雄单配ꎬ但也有 ２、３ 个雌虫同居

一室(蔡邦华和李兆麟ꎬ１９６３)ꎮ
榆梢小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作为一种未定名种ꎬ仅

在«中国园林病虫害»中对该虫有简单的描述ꎬ主
要分布于东北和华北(徐公天和杨志华ꎬ２００７)ꎬ因
主要危害榆树ꎬ名为榆梢小蠹ꎬ英文名为 ｅｌｍ ｂａｒｋ
ｂｅｅｔｌｅꎮ 本文主要描述榆梢小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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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形成过程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昆虫采集及饲养

实验材料采集于北京市鹫峰国家森林公园的

榆树ꎮ 将野外发现的受害榆树ꎬ就地标记保护ꎬ让
榆梢小蠹在原生环境中自然侵染发育ꎮ 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起ꎬ每隔一周采集一次受害的榆树枝

条ꎬ带回室内后及时解剖观察ꎬ并将每次采集到的

部分虫害枝条放入养虫笼中进行饲养ꎬ以便观察

其成虫活动及坑道系统的形成过程ꎮ

１. ２　 雌雄成虫次性征观察

利用木雕刻刀、镊子等工具进行虫害枝解析ꎬ
用 Ｎｉｋｏｎ Ｄ￣９０ 数码单镜反光照相机、微距镜头以

及 ＵＶ￣Ｃ 光学共聚焦显微成像系统拍摄各虫态的

主要形态特征ꎮ

１. ３　 榆梢小蠹坑道发育观察

１. ３. １　 确定越冬结束时间 　 榆梢小蠹在北京一

年发生两代ꎬ越冬代成虫在坑道内越冬(图 １ 左)ꎬ
越冬孔室为封闭状(图 １ 中)ꎮ ４ 月 １１ 日发现第一

个越冬室孔口打开(图 １ 右)ꎬ即确定为越冬结束

时间ꎮ

图 １　 榆梢小蠹成虫越冬孔(室)外观

Ｆｉｇ. １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左:越冬孔内成虫ꎬ孔口人为打开ꎻ中:孔口封闭ꎻ右:孔口自然打开ꎮ

Ｌｅｆｔꎬ ａｄ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ｐｅｎｅ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ｙꎻ ｍｉｄｄｌｅꎬ ｗｉｔｈ ｃｏｖ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ꎻ ｒｉｇｈｔꎬ ｏｐ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图 ２　 榆梢小蠹成虫、幼虫和卵

Ｆｉｇ. ２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ｌａｒｖａｌ ａｎｄ ｅｇｇ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Ａ:榆梢小蠹雌雄成虫ꎻ Ｂ:榆梢小蠹雌虫背面观ꎻ Ｃ:榆梢小蠹卵和幼虫ꎻ Ｄ:榆梢小蠹雄虫额面观ꎻ

Ｅ:榆梢小蠹雌虫腹面观ꎮ
Ａ: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ꎻ Ｂ: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ꎻ Ｃ: ｅｇｇ ａｎｄ ｌａｒｖａｌ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ꎻ Ｄ: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ｌｅ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ꎬ 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ｖｅｎｔ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５ 期 王　 荣等:榆梢小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坑道系统的形成过程 １２６７　 

１. ３. ２　 坑道发育过程观察　 每天观察受害榆树ꎬ记
录榆梢小蠹成虫活动规律ꎮ 坑道发育过程分为 ５
个阶段ꎬ分别为侵入、召唤交尾、主坑道形成、产卵和

子坑道形成ꎮ 每隔 ７ ｄ 解剖一次受害枝条ꎬ观察坑

道发育情况ꎮ 榆梢小蠹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在榆树上的主

坑道由于枝条大小和虫口密度的原因ꎬ变化较大ꎬ
因此每次解剖坑道个数 １０ 个ꎬ取其中出现次数最多

坑道形状作为坑道发育的典型阶段模式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雌雄成虫特征

成虫长椭圆形ꎬ有光泽ꎬ黑褐色(图 ２)ꎻ对 ４１
只榆梢小蠹成虫的体长进行测量ꎬ得出成虫体长

１. ４０ ~ １. ９５ ｍｍ 之间ꎬ平均体长 １. ５７ ｍｍꎮ 其中雌

虫平均体长为 １. ６３９ ｍｍꎬ雄虫平均体长为 １. ４８８
ｍｍ(图 ２)ꎮ

图 ９　 榆梢小蠹在主坑道产卵

Ｆｉｇ. ９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ｗａｓ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ｎｇ 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ｔｕｎｎｅｌ
左:雄虫死亡ꎻ 中:雌虫在主坑道分支两侧产卵ꎻ 右:雌虫产卵ꎮ

Ｌｅｆｔꎬ ｄｅａｄ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ｉｎ ｍａｉｎ ｔｕｎｎｅｌꎻ ｍｉｄｄｌｅꎬ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ｇａｌｌｅｒｙꎻ ｒｉｇｈｔꎬ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成虫从背面看不见头部(图 ２:Ｂ)ꎮ 触角锤状

部椭圆形ꎬ共分 ４ 节ꎬ末端两节缘缝上生稠密的微

毛(图 ２:Ｄ)ꎮ 前胸背板具缘饰ꎬ强烈凸起ꎬ呈风帽

状ꎻ背板上的鳞状瘤区从前缘至背顶部一直显著

(图 ２:Ｂ)ꎮ 胫节外缘有齿列ꎬ前足胫节外顶角无

端脊ꎮ 鞘翅末端弯向下方形成斜面ꎬ腹部基本水

平(图 ２:Ｅ)ꎻ着生有稠密的鳞片ꎬ各沟间部有竖立

的刚毛ꎮ
两性额面形状类似ꎬ平均隆起ꎬ遍布纵向针状

条纹ꎬ条纹之间散布着刻点和茸毛ꎬ雄性额面上部

横向隆突较雌虫明显(图 ３)ꎮ 部分雄虫前胸背板

后部的鳞片非常浓密ꎬ总体上来说雄虫比雌虫浓

密(图 ４)ꎮ

２. ２　 卵及初孵幼虫

卵细小ꎬ椭圆形ꎮ 长直径约为 ０. ４ ｍｍꎮ 初产

图 ３　 榆梢小蠹雌雄额面对比

Ｆｉｇ. ３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左雄右雌ꎮ
Ｌｅｆｔꎬ ｍａｌｅꎻ ｒｉｇｈｔꎬ ｆｅｍａｌｅ.

图 ４　 榆梢小蠹雌雄前胸背板后部鳞片数量对比

Ｆｉｇ. 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ｏｎ ｐｒｏｎｏｔ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左雄右雌ꎮ
Ｌｅｆｔꎬ ｍａｌｅꎻ ｒｉｇｈｔꎬ ｆｅｍａｌｅ.

卵颜色为乳白色ꎬ发育后期ꎬ渐渐成黄白色ꎮ 卵壳

柔软带粘液ꎬ在卵发育后期变薄ꎮ 初孵幼虫黄白

色ꎬ口器完整ꎬ额面光滑(图 ２: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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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坑道系统的扩展过程

２. ３. １　 侵入　 ４ 月 １１ 日发现第一个越冬室的孔

口打开ꎮ 同时发现ꎬ雌虫在受害枝上咬出一个孔

径为 １ ｍｍ 左右的侵入孔(图 ５)ꎮ

图 ５　 榆梢小蠹成虫侵入孔

Ｆｉｇ. ５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ｈｏｌｅ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２. ３. ２　 召唤交尾　 雌虫咬出侵入孔后ꎬ常将腹部

露出侵入孔外ꎬ吸引雄虫ꎮ 同时ꎬ雌虫将入侵孔扩

大为一横行坑道ꎬ并将内部扩大成为交配室ꎮ 一

般深入木质部 １ ~ ２ ｍｍꎮ 雄虫被引诱后ꎬ与雌虫

交配ꎮ 交配后雌雄虫继续扩展主坑道(图 ６)ꎮ 此

时ꎬ雄虫将腹部露出侵入孔ꎬ召引雌虫ꎮ 可吸引 １
~ ２ 只雌虫ꎮ 此时主坑道开始分支(图 ７)ꎮ

图 ６　 榆梢小蠹交配室

Ｆｉｇ. ６　 Ｍ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图 ７　 榆梢小蠹主坑道开始分支

Ｆｉｇ. ７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ｌｅｒｙ

２. ３. ３　 主坑道形成　 交尾结束后ꎬ雄虫也参与主

坑道的挖掘ꎮ 雌虫分为两个方向扩展主坑道(图
８)ꎮ 受害枝条上的主坑道为横行ꎬ分支在小枝上

绕枝而行ꎬ分支数目不定ꎮ 坑道较为拥挤ꎮ 少见 ３
只雌虫共同扩展同一主坑道ꎮ 雄虫的死亡率高ꎮ
常可以发现雄虫在交配室附近死亡ꎬ埋于雌虫扩

展坑道造成的木屑内(图 ９ 左)ꎮ
２. ３. ４　 产卵　 在主坑道形成的中后期ꎬ雌虫一边

继续扩主坑道一边产卵ꎮ 产卵主要在主坑道的分

支上ꎮ 每个分支均可产卵ꎬ分支坑道两侧均有产

卵(图 ９ 中)ꎬ产卵数量与分支的长度有关ꎮ 雌虫

图 ８　 榆梢小蠹主坑道常见形状

Ｆｉｇ. ８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总产卵量一般为 ４０ ~ ６０ 个ꎮ 每个产卵处ꎬ雌虫均

会咬出一个缺刻ꎬ缺刻大小和卵大小极为接近ꎬ可
以很好的固着卵(图 ９ 右)ꎮ
２. ３. ５　 子坑道的形成 　 产卵后ꎬ在室温下培养ꎬ
卵期 ８ ｄ 左右ꎮ 子坑道发展的方向极为随意ꎬ相互

之间绝不冲突ꎬ并与母坑道的方向无关(图 １０ ~图

１２)ꎮ

图 １０　 榆梢小蠹子坑初期形状

Ｆｉｇ. １０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ｕｂ￣ｇａｌｌｅｒｙ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图 １１　 榆梢小蠹子坑道中期形状

Ｆｉｇ. １１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ｕｂ￣ｇａｌｌｅｒｙ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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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榆梢小蠹子坑道后期形状

Ｆｉｇ. １２　 Ｌａｔｅｒ ｓｕｂ￣ｇａｌｌｅｒｙ ｏｆ Ｃｒｙｐｈａｌｕｓ ｓｐ.

３　 主要结论

榆梢小蠹主要危害细枝ꎬ在寄主榆树上坑道

发育一般历时 ４０ ｄ 左右(第 １ 代从 ４ 月 １１ 日—５
月 ２３ 日)ꎬ可以大致分为侵入、召唤交尾、主坑道

形成、产卵和子坑道形成 ５ 个阶段ꎮ 主坑道为横

行ꎬ主坑道分支绕枝发展ꎬ雌雄成虫共同完成主坑

道的挖掘ꎮ 雌雄成虫的区别主要在额面是否隆突

和前胸背板后部鳞片的多寡ꎮ 主坑道内雌雄成虫

的比例主要为 ２ 雌 １ 雄ꎬ常为 １ 雌 １ 雄ꎬ少见 ３ 雌

１ 雄的情况ꎮ 子坑道方向自由ꎬ坑道发育中后期子

坑道相互交错ꎬ总体上朝上下两个方向发展ꎬ但子

坑道之间互不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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