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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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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知识 �������” �优�����硒���以 月二 ��� �����

摘 要 黑葛是新引进的第三代小果类植物
。

本文简要报告黑毒上 �� 科 �� 种鳞翅 目害虫的发生为害

习性
。

其中食叶为主的害虫 �� 种
，

蛀果为主的 �种
，

蛀干为主的 �种
，

吸果夜蛾 �种
。

提出了以搞好果

园管理为基础的综合防治技术
。

关键词 黑幕
，

鳞翅 目害虫
，

发生
，

为害
，

防治
。

黑葛浆果的营养与风味俱佳
，

适于加工
。

��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引

种成功
。

目前市场需求量大
，

发展迅速
。

鳞翅

目害虫是黑葱害虫的主要类群
。

���� 一 ���� 年

间
，

我们在江苏各地共查获鳞翅 目害虫 �� 余

种
，

已鉴定出其中 �� 种
，

大致可分为食叶
、

蛀

果
、

吸果和蛀干 �类
。

有关发生为害习性等
，

胡

森等曾做过初步研究�‘
，
�」。

� 种类及为害习性

�
�

� 食叶为主的害虫

食叶为主 的害虫共有 �� 种
，

即织蛾科

��
�
叩�

������� 的苹凹织蛾 ����� ����而比 ��������

卷蛾科
�

����������
�
的棉褐带卷蛾 �汰更坎邓分弓℃， ���

�

�� ��������
�
�� 砌

�

�����
�

，

后黄卷蛾 ������
巧

�������。 ������������
，

棉双斜卷蛾 以孚
乃�� ，�����

�
��

����
” ����

，

茶长卷蛾 月�����
��破猎刀���

�� ���
�

������， 草 蓦 镰 翅 小 卷 蛾 ��汉����� ��呷
艺以刀。

�翔�����螟 蛾科 ��������� 的纹 歧角螟 ��
�

叙滚汤
。
�������站 ������� 蓑蛾科 ��������� 的大

袋蛾 腼
。 讯 �。 了��

��之� ��
�����

，

茶袋蛾 �
�

而。
�

���� �����
�，

白囊袋蛾 以。 �勿艺之及活 肋刀放���� ���
�

����刺蛾科 �������� 的黄刺蛾 ��及么
奴�

��
�

�� 刀
“ 彩已‘����� ��

������
，

扁 刺 蛾 �乳。 肥� ，�
�

��

�����
��
�

，

桑褐刺蛾 ������洲
��

���
�。 ��

���������
，

背刺蛾 ��������“ ��厅�故
� ������

，

白眉刺蛾 �����
。

���
���� �脚

����尺蛾科 ��田���由��� 的大造桥虫

����
�站 �����往��� ��

���� �� ��������������
，

东方净

突尾尺蛾 ���������� ������� ��
�

�����夜蛾科

�����记�� 的 棉 铃 虫 ���
�沈刀龙滩汉� �。 妙��

�����
〕�����

，

小地老虎 乃邵
〕���那���� ����������祀笔�

，

大地老虎 �
�

���俪�������
�，

红棕灰夜蛾 ��俪 ��
�

��乙� ������
，

峡灰夜蛾 尸
� 。�����������������

���
，

丽木冬夜蛾 ����������� ��������
，

桥夜蛾 ��
�

�

二���吧
�在 �������舟蛾科 ��

�仅�������� 的茅葛

蚁舟蛾 �������
�� ������� ����� �毒蛾科 �刁��以石

�

��� 的茸毒蛾 从哪认��� 尸������汉农� ��
������

�
，

肾

纹毒蛾 �和�� �����
，��、 ������

，

盗毒蛾 ��此俪�依

�

������ ���
��

����
，

戟盗毒蛾 尸
�

肋���、 �� ���
�� ，

古

毒蛾 �了郡
�砚

呱恻
����、

�
，

角斑古毒蛾 �
�

�����
��召刀双忑 ����������

，

星黄毒蛾 凡明��������俪
�

��协 ��
������

，

折带黄毒蛾 �
�

乒乙。 ��
�������

，

云星黄毒蛾 �
�

���护
汉〕��� ��������

，

幻带黄毒蛾

�
�

���。 ��
�������灯蛾科 入������ 的人纹污

灯蛾 今�����您�� 、

���
�

����
� ��

������
，

星 白雪灯蛾

助而��、 ���
沉 ��

��茸�

��大蚕蛾科 ���������
�

记�� 的 绿 尾 大 蚕 蛾 ������ ������ �盯娜
入，�
��

������
�天蛾科 街茄����� 的蓝 目天蛾 彻记�����。

����哪 ��】����弄蝶科 ��
�����记�� 的花弄蝶 枷

�

那�
以
咖

�
��� �� ����等

，

计 ��科 �� 种
。

其中棉褐带卷蛾在黑毒上 �年发生 � 一 �

代
，

卷叶为害
，

东�月间可兼害花蕾
，
�月间兼害

嫩果
。

幼虫吐丝粘缀果穗
，

居间取食
，

剥食果

肉
，

露出种核
，

粪泄其间
，

被害果穗不能正常生

长
，

干热天气为害加剧
。

棉双斜卷蛾以春季第

一代于 �月间发生较重
，

卷缀并食毁嫩头
、

嫩

叶
，

兼害幼嫩蕾花序
，

以后各代轻微
。

茶长卷蛾

幼虫体大型
，

绿色
，

头及前胸背板黑褐至黑色
，

光亮
。

黑蓦上 �年发生 �一 �代
，

幼虫 �月下旬

始见
，

�� 月下旬终见
，

缀 �至数个单叶成包
，

低

龄时在包内剥食叶肉
，

大龄幼虫将身探出包外

取食
，

食量较大
，

发生普遍
，

但未构成严重危害
。

大袋蛾 �年 �代
，

以老龄幼虫在枝头越冬
。

越

冬幼虫春季继续为害
，

常累及蕾花
。
�月间化

蛹
，
�月初出现初孵幼虫

，
�一
�� 月盛害

，

重时吃

光叶片
，

剥食枝皮
，

但近年发生轻微
。

黄刺蛾
、

桑褐刺蛾
、

扁刺蛾在黑暮上 �年均可发生 �代
，

黄刺蛾在干旱年份或园区发生加重
，

扁刺蛾的

发生为害最为普遍
。

背刺蛾在江苏各地 �年 �

代
，

以老熟幼虫入土结茧越冬
，

翌春化蛹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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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羽化
。

成虫卵散产
，
�月底始见初龄幼虫

。

幼虫头部埋人胸下
，

足退化消失
，

身体分节不

明
，

水绿色无棘毛
，

全体光滑作毛玻璃状
，

无论

从背面或四周看
，

都呈珠贝状
，

为阳性昆虫
，

在

叶正面取食和栖息
，

中低龄幼虫剥食叶肉
，

残留

膜状下表皮
，

大龄幼虫缘叶吃成缺刻
。

除取食

外
，

一般不移动
，
�月下旬至 �月上旬老熟

。

����
、
����及 ����

、

����年赣榆县和南京发生

较多
，

局部较重
，

赣榆尚见为害酸枣和板栗
。

梨

剑纹夜蛾在黑毒上 �年可发生 �代
，

幼虫 �一 ��

月间为害
，

以中老龄幼虫在枯枝落叶等处越冬
。

卵块孵出的幼虫团先剥食背面叶肉
，

残留膜状

上表皮
。
�龄后扩散为害

，

亦可为害幼嫩蕾花

序
，

分布广泛
，

局部较重
。

红棕灰夜蛾 �年 �

代
，

以 �一 �龄幼虫越冬
。

春季 �一 �月食害黑

毒嫩头
、

嫩叶及蕾花
，
�

、

�月间老熟
，

在表土下

做土室越夏
，

歇�月间羽化
，

幼虫为害到 �� 月

中下旬
。

峡灰夜蛾幼虫习性与地老虎相似
，

于

�月下旬至 �月上旬
，

在近地面咬食嫩叶及出

土新笋
，

或截嫩叶拖回洞 口取食
。

仅在漂水见

有此虫为害
。

丽木冬夜蛾幼虫 �年 �代
，

幼虫 �

龄前全体淡绿色
，

气门线淡黄色
，
�或 �龄时全

体转红棕色
，

头红褐色
，

前胸背板绒黑色
，

两侧

边柠黄色为其特点
。
�一 �月间老熟

，

人土做土

室越夏
、

越冬至翌春 王�月间羽化
。

桥夜蛾在

江苏 �年发生 �一 �代
。

幼虫 �月下旬始见
，
�

月下旬至 �� 月中旬绝见
，

各代卵历期 �一 �天
，

幼虫期 巧 一
�� 天

，

蛹期 �一 �� 天
。

幼虫绿色
，

匀长
，

第一
、

二对腹足退化
，

行止作尺镬形
。

已

观察到野生寄主有悬钓子属�尺
�功。 �

、

栋类及板

栗
。

黑墓柔嫩多汁
，

种黑毒的前 �
、

�年发生严

重
。

幼虫食害嫩头
、

嫩叶
，

咬断叶柄及嫩梢
，

大

量嫩头嫩梢被食
，

衰弱树势
，

影响产量
。

幼虫发

生为害以赣榆最重
，

南京其次
，

漂水最轻
。
����

年赣榆县吴山林场咬梢率达 ���
一
���

。

卵

期和幼虫期天敌种类较多
，

对发生有明显控制

作用
。

室内饲养
，

幼虫和蛹不能越冬
，

成虫亦在

�� 月底前死亡
，

推测可能有迁飞习性
，

成虫吸

果
。

茅毒蚁舟蛾在南京 �年 �代
，

喜通风性虫

种
，

主要发生在果园边上
，

幼虫群集于植株中下

图 � 茅毒蚁舟蛾幼虫栖息状及叶片被害状

部取食叶片
，

局部重
。

肾纹毒蛾在黑葛上以春

秋两季发生较重
，
�

、

�� 月间
，

初孵幼虫团剥食

背面叶肉
，

残留膜状上表皮
，

以 �龄幼虫越冬
，

春季继续为害
，

食害嫩芽
、

叶
，

偶亦食害蕾花
，

局

部严重
。

折带黄毒蛾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
，

漂

水最重
，

南京其次
，

黑薄上 �年发生 �一 �代
，

以

�
、

�月间 �代幼虫发生最多
，
�龄前攀丝结网

，

群集为害
，

食害嫩叶
、

嫩头及幼嫩花序
，
�个枝

条吃完后再群集转移为害其它枝
，
�

、
�龄时分

散为害
，

以后各代主要因天敌控制而下降
。

�
�

� 蛀果害虫

蛀果害虫主要有螟蛾科 �沙旧〕���� 的桃蛀野

螟 ����������� ����
�诉����� ����民 和桃白条紫斑

螟 。 �
御“ “ 超

匆诊功汉行 �白」��
�
两种

。

此外
，

卷蛾

科的一些种类�已如上述�
，

以及尺蛾科的大造

桥虫等数种幼虫
，

都兼有剥食幼嫩果面的习性
。

桃蛀野螟幼虫吐丝缀连果穗
，

并在果粒间

形成丝质走道
，

剥食未成熟的果肉
，

粪泄其间
，

常使全果穗被毁
。
�个果穗内常生有 �一 �条

幼虫
，

果软熟后
，

蛀人果心
，

取食非浆质的柔软

组织
，

全省都有发生 �桃白条紫斑螟主要为害未

成熟果
，

幼虫吐丝缀连果穗
，
�个果穗内可有 �

一 �条或更多的幼虫
，

啃食果肉
，

使露出种核
。

千热天发生为害加剧
，

南京较为多见
。

�
�

� 吸果夜蛾

夜蛾科 �����记�� 的小造桥夜蛾 �

�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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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桃蛀野螟幼虫蛀果状

�

加
�砚

��������
� ，

桥夜蛾 �
�

�
。
���� ������

，

石榴

巾夜蛾 ��������记
、�

卿�� ���������
�
�

，

玫瑰 巾夜

蛾 �
�

����沉
�‘ 刀池 ��

����
，

霉 巾夜蛾 尸
�

���流
��

������
，

鸟嘴壶夜蛾 �，�缸 ������ �����
� ，

果肖

毛翅夜蛾 �滋邵�加��了期
。 ������

，

落叶夜蛾 你入�
�

�����户汤���
。 ����‘ �� 等的成虫

，

是黑毒的重要

吸果夜蛾
。

深人果心部
，

有时白天也在荫蔽处吸食
。

玫瑰

巾夜蛾成虫是黑毒的主要吸果夜蛾
，

以漂水最

多
，

是傈水黑毒吸果夜蛾最主要种类
，

南京其

次
，

成虫黄昏人园
，

黎明离去
。

霉巾夜蛾成虫为

大型蛾
，

是赣榆县常见的吸果夜蛾
，

有时自天也

在荫蔽处吸食
。

咏伸达果心部
，

果面孔 口大
，

直

径可达 �一 ��
。

鸟嘴壶夜蛾分布面广
，

尤以赣

榆和南京的黑毒受害较重
。

果 肖毛翅夜蛾成虫

体大型
，

强壮
，

各地黑毒上常见吸果夜蛾
。

浆果

被刺吸后
，

果心组织瓦解
，

果面呈坏豆沙色
，

容

易腐败脱落
，

被害果完全没有利用价值
。

�
�

� 蛀干害虫

蛀干害虫主要是木蠢蛾科 ����记
��
的咖啡

豹蠢蛾 ��二��
以莽

于
�� ������

� ，

其次尚有螟蛾科

巧班����
�
的 桃 蛀 野 螟 ���，�、 �� ��、 �诱��怂

��
��芭�

。

咖啡豹蠢蛾幼虫于 �
、
�月间开始发生

，

自

叶柄基部等处蛀人
，

造成蛀孔以上枝干枯萎
，

果

穗不能成熟
。

幼虫常选择生长旺的枝干或主干

蛀害
，

造成严重减产
。

����
一 ��� 年全省发生

甚重
，
����

一 ���� 年发生较轻
。

桃蛀野螟幼虫

于 �一 �� 月间
，

蛀食黑葛枝条
，

以 � 一 �� 月最

重
，

蛀孔处附着许多粪屑
。

全省普遍发生
，

干旱

时为害加剧
。

所蛀枝条较细
，

但发生数量较多
，

且常转枝为害
，

故不应忽视
。

图 � 鸟嘴壶夜蛾成虫吸果姿态

其中小造桥夜蛾成虫于 �月夜间吸食黑毒

浆果
，

一般仅吸食单粒小浆果
，

危害程度较轻
，

但有时虫量甚多
。

桥夜蛾 �代成虫于 �月下旬

羽化
，

正值黑葛浆果成熟
，

所以是黑葛吸果夜蛾

的重要成员
，

赣榆最重
，

南京其次
，

傈水最轻
。

石榴巾夜蛾成虫是黑毒的重要吸果夜蛾
，

南京

最重
，

赣榆其次
。

虫体较大
，

吸 口也较大
，

嚎可

� 防治原则

防治黑葛上的鳞翅 目害虫
，

应在加强果园

管理为主的农业防治的基础上
，

注意保护利用

天敌
，

辅以必要的药剂防治
，

把对鳞翅 目害虫的

药剂防治
，

纳人到黑毒害虫的总体防治措施中

去
。

�
�

� 农业与生态防治

�
�

�
�

� 结合冬春施肥
、

锄地除草
，

杀灭土 中越

冬越夏的扁刺蛾
、

桑褐刺蛾
、

梨剑纹夜蛾
、

红棕

灰夜蛾
、

峡灰夜蛾
、

地老虎及丽木冬夜蛾等的幼

虫和蛹
。

�
�

�
�

� 及时巡检 田园
，

摘除梨剑纹夜蛾
、 ‘

肾纹

毒蛾
、

盗毒蛾
、

折带黄毒蛾及刺蛾类等的幼虫

团 �随时剪除咖啡豹蠢蛾及桃蛀螟的枯枝
，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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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毁
。

�
�

� 保护利用天敌资源

蜘蛛是黑毒上鳞翅 目害虫的主要捕食天

敌
，

还有蛙螂和鸟类
。

在夜间
，

孟斯对桥夜蛾幼

虫有很强的捕食作用
，

均应保护利用
。

鳞翅 目

幼虫的寄生性天敌种类更多
，

如桥夜蛾卵受松

毛虫赤眼蜂 �沁云。 ��’���刀矶 �����������的寄生率
，

赣榆县 ����年 �月 �� 日为 ��
�

���
，
�月 � 日

为 ��
�

�� 一
��

�

�� �����年 �月 � 日为 ��
�

���

一 ��
�

��
，

但虫种变为松毛虫黑卵蜂 �������
��

了����〕��
�

�
，

占 ��� �松毛虫赤眼蜂 占 ����
。

此外
，

桥夜蛾幼虫期的绒茧蜂 助朋犯��� ���
� ，

折

带黄毒蛾幼虫期 的双色真径茧峰 五“ �夸乙认��

�诉。
� ，

茸葛蛾幼虫期的短翅悬茧姬蜂 口讯卜

��� ����扣甲
��
二

，

梨剑纹夜蛾幼虫期的小腹茧蜂

材沈八嚼
记钻��� ��

� ，

及寄生多种鳞翅 目害虫幼虫期

的螟岭悬茧姬蜂 �汉�八��” ������
�

等对害虫的寄

生率都很高
，

对幼虫的发生为害常有控制作用
，

应注意保护利用
。

��� 药剂防治

�
�

�
�

� 春季抽条至蕾花期

这时是卷叶虫类
、

毒蛾类
，

多种夜蛾及蓑蛾

幼虫盛发期
，

可选用敌百虫
、

敌敌畏及拟除虫菊

醋类农药
，

单用
、

混用或交替使用
，

对蜡蝉类
、

金

龟子类
、

叶甲类及象甲类和咖啡豹蠢蛾有兼治

作用
。

应在盛花前用药
，

避免杀伤传粉昆虫
。

�
�

�
�

� 夏梢秋梢抽条期

�月下旬至 �月初
，

随着浆果成熟采收
，

夏

梢迅速抽出
，

此时桥夜蛾等夜蛾类
，

卷叶虫类
，

刺蛾类
，

咖啡豹蠢蛾
，

桃蛀野螟
，

毒蛾类及蓑蛾

类盛发为害
，
�

、

�月间还有秋梢抽出
，

食叶害虫

再次出现为害高峰
，

应结合蜻象和同翅 目刺吸

式害虫等具体情况
，

适当进行药剂防治
。

致射 承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友

樵
、

赵仲荃
、

方承莱先生帮助鉴定部分鳞翅 目虫

种 �中国科学院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所长贺善安

研究员
、

顾姻及孙醉君研究员给予支持和帮助 �

该所吴文龙
、

蔡剑华先生
，

赣榆县吴山林场马传

斌
、

姜启功等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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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虫 ����年首次发现为害元胡 ��明及
艺�

��� 邓����� �
�

�
�

�����
，

以幼虫钻蛀叶片
、

叶柄

及地下茎
，

造成叶片枯死
，

严重的甚至整株枯

死
。

该虫近年为害逐年严重
，

据田间调查
，

在浙

江省磐安县 ����年虫株率为 �� 一 ��
，

元胡减

产 ��
，

经济损失 ���万元
，
����年虫株率达

��� 一 巧�
，

元胡减产约 ���
，

经济损失约 ���

万元
。

为摸清其生物学特性
，

尽快控制该虫危

害
，

我们于 ���� 一 ����年对该虫进行了研究
，

初步结果整理如下
。

� 形态特征

�
�

� 成虫
�

体长约 �
�

���不包括管状咏�
，

宽

约 �
�

��
，

体黑色
。

管状咏细长
，

有毛
，

长约

�
�

，

向下弯曲�触角膝形
，

�� 节组成
，

末 �节膨

大
，

第�
一 �节有毛

，

着生于管状咏的近端部 �鞘

收稿 日期
�����

一

�’�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