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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潜跳甲生物学特性及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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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了花椒潜跳甲 ��凌嘴滚
义朋��口 对“ 八口双次�

�������在甘肃舟曲 �年发生 �代
，

以成虫潜入树

干基部 �一 ��� 土层内或砂石缝中越冬
，

越冬成虫春季出土上树时是防治关键时期
，

成虫产卵前用 ���

增效辛硫磷乳油和���氧乐果乳油 ����� 一 �����倍稀释液在成虫期和幼虫期喷洒叶面
，

杀虫率在 见�
�

��
�

��
。

不发生药害
，

效果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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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花椒潜跳甲 只入农塔�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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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鞘翅目
，

叶甲科
，

跳甲亚科
，

潜跳甲属
，

别名花

椒橘啮跳甲
，

是危害花椒叶片的恶性害虫之一
。

在甘肃省的舟曲
、

宕昌
、

武都等县花椒产区都有

发生 �其中舟曲县 �� 个乡
，

�� 多个村的花椒受

到危害
，

虫株率达 ����
，

严重地影响了花椒生

产
。

据调查
，

仅舟曲县大川乡每年花椒约减产

�
�

��万 ��
，

经济损失达 �� 万余元
。

过去对其

生活习性及发生规律等仅有少量报导工’
，
�〕 ，

为彻

底根治虫害
，

作者对该虫进行了化学药剂防治

试验和生物学特性定点观察研究
，

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耗过多
，

树势衰弱
，

翌年不结椒或结椒甚少
，

降

低了品级和食用价值
。

� 危害情况

花椒潜跳甲主要以幼虫潜人叶片内取食叶

肉
，

使椒树叶片变为红褐色
，

最后焦枯脱落
，

导

致椒树萌发二茬叶
。

由于危害造成水分养分消

� 形态特征

�
�

� 成虫
�

体长约 ��
，

宽 �
�

�
�

，

体型呈卵圆

形
，

头及足黑色
，

其余全身棕红或赌红色
，

触角

丝状
，

�� 节
，

长约 �
�

。

��� 卵
�
长 �

�

��
，

宽 �
�

�
�

，

竖立排列呈块

状
，

卵块表面有一层褐色胶质覆盖
，

覆盖物逐渐

变为黑色
。

�
�

� 幼虫
�
初孵幼虫为白色

，

长约 �
�

。

老熟

幼虫体长 �
�

，

体扁平
，

头足为黑褐色
，

老熟时

黄白色
。

� 生活史及习性

�
�

� 生活史
�

据初步观察
，

花椒潜跳甲�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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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代
。

以成虫潜入树体主干基部 �一 ��� 土

层内或砂石缝中越冬
，

翌年 �月初
，

即花椒开花

盛期
，

越冬成虫出土上树取食嫩叶补充营养
，

经

�� 天后
，

开始交配产卵
，
�月 中下旬为产卵盛

期
。

卵经 �� 天左右开始孵化�即第一代幼虫�
，

�月上旬为孵化盛期
，

幼虫 巧 天左右化蛹
，
�月

下旬至 �月上旬为化蛹盛期
。
�月上旬开始出

现第一代成虫
，
�月中旬为第一代成虫产卵期

，

�月下旬出现第二代幼虫
。
�月上中旬为卵孵

化盛期
，
�月中下旬化蛹

，
�月下旬至 �月中旬

为蛹羽化盛期
，

第二代成虫危害至 �� 月上句开

始在树干基部的土壤或砂石缝中越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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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潜跳甲生活史图
�十 �越冬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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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习性
�

该虫是昼出夜伏型昆虫
，

成虫

善跳
，

有假死性
，

主要在叶背活动
，

受惊时跳离

叶背
，

短距离飞行 �一 ��
，

晴天比阴天灵活
。

成

虫取食花椒嫩叶
，

将叶片吃成缺刻
，

严重时只剩

叶片主脉
。

雌虫将卵产于叶背主脉距叶缘顶端

��� 处
，

竖立排列块状
，

卵粒排列整齐
，

卵块表面

覆盖物呈黑色硬壳
。

初孵幼虫在硬壳下咬破叶

片表皮潜人叶内取食危害
，

严重时 �片叶内有

虫 ��余条
，

将叶肉食尽仅剩白色透明的表皮
，

叶片很快焦枯
，

又转向另一叶背继续潜入危害
。

幼虫在叶内边吃边向外排粪
，

排出的粪象黑线

一样吊在叶上
，

微弯曲
，

长约 �一 ���
。

幼虫老

熟后
，

从叶内爬出自然落地
，

做土室化蛹
，

土室

不坚固
，

易破损
，

挖出的蛹多是无土茧的蛹
。

据调查
，

花椒潜跳甲对非耕地及管理粗放

的椒树危害严重
，

分析其原因是这种环境有利

于成虫越冬所致
。

川乡
。

施药方法
�

根据害虫发生规律
，

用不同的

化学药剂
，

不同施药浓度
，

不同施药方法和施药

适期在田间喷洒试验筛选
，

并于当天检查虫 口

减退率
。

防治试验结果表明
�
用 ���敌敌畏乳剂

�����
、

巧��
、
����� 倍稀释液试防

，

高浓度药液杀

虫效果好
，

但药害重
，

中浓度药液有轻度药害
，

低浓度杀虫效果不明显
，

不易使用
。

用 ���辛

硫磷乳油和 ���增效辛硫磷乳油 �����
、

����
、

巧��
、
�以刃倍稀释液

，

高浓度有轻度药害
，

在春

季越冬成虫上树危害产卵前和秋季成虫越冬

前
，

用中浓度药液喷洒树冠周围土壤和叶面
，

虫

口减退率一 般在 ��
一 ��

�

��
，

最 高可 达

����
。

用 ���氧乐果乳油 �以��
、
����

、

巧�� 倍

稀释液
，

高
、

中浓度在成虫产卵期和幼虫潜人叶

内取食危害期喷洒叶面
，

虫 口减退率在 ���
�

��
�

��
，

不发生药害
，

效果显著
。

� 防治试验

防治试验是在单株药效试验的基础上
，

进

行了田间大面积防治试验
。

试验地设在不同海

拔高度
，

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的城关
、

江畔
、

大

� 防治示范与经济效益

我们用化学防治试验筛选出来的 �种化学

药剂
，
�种浓度

，
�种防治方法在全县 �乡花椒

产区对 ���
�

�� 万株受害花椒进行了防治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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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防效为 ��
�

��
，

虫 口减退率为 ��
�

��
，

净

增花椒产量 �������
，

产值为 ��
�

�� 万元
。

投资

少
，

见效快
，

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较显著
。

� 防治措施

�
�

� 人工防治
�
����� 月下旬成虫越冬或翌年

春季成虫出土上树危害前
，

在树干基部覆一层

�� 一 巧�� 厚的土砂
，

然后压实
，

可阻止越冬成

虫出土上树危害 ����秋季清扫树冠下杂草及枯

枝落叶
，

集中烧毁
，

消灭虫源
。

�
�

� 化学药剂防治
�
���花椒潜跳甲越冬成虫

春季出土上树较整齐
，

是防治的关键时期
。

在

越冬成虫产卵前
，

可用 ���辛硫磷和增效辛硫

磷乳油 ��仪�一 ���� 倍稀释液喷洒叶背
，

杀虫率

在 ��� 以上 ���� 用 ��� 氧乐果乳油 ������

���� 倍稀释液
，

在成虫期和幼虫期喷洒叶面
，

杀虫率在 ���
一 ��

�

��以上
。

� 小结与讨论

�
�

� 经过两年来对花椒潜跳甲生物学特性和

防治试验研究
，

基本摸清了生活习性及发生规

律
，

试验筛选出了防治的化学药剂
、

浓度和防治

适期
。

�
�

� 防治的最佳药剂为 ���辛硫磷
、

增效辛

硫磷乳油和 ���氧乐果乳油
。

最佳浓度均为

��《�〕 一 巧�� 倍稀释液
，

在春季越冬成虫上树危

害产卵前
、

卵孵化盛期和成虫越冬前期
，

喷洒树

冠和基部土壤
，

杀虫效果显著
。

�
�

� 可根据虫情历期预测和物候期预测
，

对花

椒潜跳甲的成虫
、

初孵幼虫的发生期提高预测

预报准确度
，

及时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
�

� 加强椒树的抚育管理和修枝工作
，

清除虫

源
，

积极开展群防群治
，

以减少经济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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