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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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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沁云。 9 1’a n l刀矶 de rU t or ilm
i 的寄生率

,

赣榆县 19 9 3 年 7 月 17 日为 4 5
.

7 1%
,

9 月 2 日

为 87
.

5% 一 88
.

9 % ;l 99 4 年 9 月 2 日为 64
.

64 %

一 75
.

0%
,

但虫种变为松毛虫黑卵蜂 eT le no ~
de

了u l (r 〕11~
i

,

占 60 % (松毛虫赤眼蜂占 4o % )
。

此外
,

桥夜蛾幼虫期的绒茧蜂 助朋犯 les sPP
. ,

折

带黄毒蛾幼虫期的双色真径 茧峰 五“ d夸乙认is

~ 诉。
a ,

茸葛蛾幼虫期的短翅悬茧姬蜂 口讯卜

osP bacr 扣甲
te二

,

梨剑纹夜蛾幼虫期的小腹茧蜂

材沈八嚼
记钻et :

sP
. ,

及寄生多种鳞翅 目害虫幼虫期

的螟岭悬茧姬蜂 a 汉 z八 )1” bico l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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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药剂防治

2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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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3
.

2 夏梢秋梢抽条期

7 月下旬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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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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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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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仲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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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姻及孙醉君研究员给予支持和帮助 ;

该所吴文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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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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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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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胡龟象生物学特性及防治

陈斌龙 潘兰兰 赵依勤 吕艳君
(浙江省磐安县中药材研究所 磐安 322 300 ) (浙江省磐安县农业局植保站 磐安 322 3 00

元胡龟象 aC lo o io sP
.

属象甲科
,

短沟龟

象属
。

该虫 199 5 年首次发现为害元胡 co 明及
艺-

ils 邓hn o uo W
.

T
.

Wd l l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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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7 年虫株率为 3% 一 7 %
,

元胡减

产 5 %
,

经济损失 31 8 万元
,

199 8 年虫株率达

10 % 一 巧%
,

元胡减产约 10 %
,

经济损失约 7 00

万元
。

为摸清其生物学特性
,

尽快控制该虫危

害
,

我们于 1997
一 199 8 年对该虫进行了研究

,

初步结果整理如下
。

1 形态特征

1
.

1 成虫
:
体长约 2

.

5~ (不包括管状咏 )
,

宽

约 1
.

6~
,

体黑色
。

管状 咏细长
,

有毛
,

长 约

1
~

,

向下弯曲 ;触角膝形
,

10 节组成
,

末 3 节膨

大
,

第3 一 7节有毛
,

着生于管状咏的近端部 ;鞘

收稿 日期
: 199 8

一

0’7
一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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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宽于前胸
,

每一鞘翅上具纵沟 10 行 ;后翅膜

质透明
,

各足胫节端部具刺突
。

1
.

2 卵
:
长约 1

~
,

宽约 0
.

6~
,

椭圆形
。

初产

时乳白色
,

后变为淡黄色
,

半透明而具光泽
。

1
.

3 幼虫
:
成长幼虫体长约 4

.

5~
,

淡黄色半

透明
,

身体柔软肥胖
,

多皱纹
。

头淡褐色
,

发达 ;

无足 ;尾部体内可见黑褐色肠道粪便
。

1
.

4 蛹
:
长约 3~

,

初化时为乳白色
,

复眼黑褐

色
,

后全身变黑色
。

2 生活习性

成虫始见于 2 月上中旬
,

盛期在 2 月下旬

至 3 月上旬
,

末期至 3 月下旬
。

卵始见于 2 月

中下旬
,

盛期在 3 月上中旬
,

末期在 4 月初
。

幼

虫始见于 2 月底
,

3 月盛期
,

4 月 中下旬仍可见

幼虫为害
。

3 月底 4 月初开始化蛹
,

4 月 中旬为

成虫羽化高峰
。

1 年 1代
,

以成虫在溪沟边杂

草上或田埂附近杂草
、

土缝
、

树木等处越夏越

冬
。

初步调查研究
,

元胡龟象主要为害元胡
,

若

将老熟幼虫剥离原寄主
,

放置于雀舌草
、

看麦

娘
、

小麦
、

油菜
、

紫云英
、

白菜等作物和其它杂草

上观察
,

幼虫可蛀人雀舌草茎内为害
,

对油菜
、

白菜 (均已开花 )等只取食叶片表皮
,

不能蛀茎

为害
,

对其他作物和杂草未见取食
。

成虫有假死性
,

喜欢在温暖晴朗的白天 活

动和产卵
,

爬行速度约 10 一
20

c
m/ 分钟

,

气温骤

降
、

有露水
、

大风及下雨等天气不利其活动
。

卵

单个散产于元胡叶片背面
,

喜选择在宽厚嫩绿

的元胡叶片上产卵
,

多产于叶片近基部
,

少数产

于叶片中上方
。

在 日均温 10 ℃左右时
,

卵平均

历期为 5
.

6 天
。

幼虫孵化后即潜叶为害
,

取食

叶片中的叶肉组织
,

叶片受害后 留下宽度约为
1
~ 的细长弯曲虫道

,

1 一 3 天后钻蛀叶柄髓部

为害
。

刚蛀入叶柄 1 一 3 天
,

该虫取食少
,

钻蛀

速度慢
,

3 一 5 天后取食量增加
,

钻蛀速度快
,

每

天快时可向下蛀食 3 一 S Cm
,

被蛀叶片逐渐枯萎

而死
,

最后蛀食元胡地下块茎 (药用部分 )
。

有

时幼虫在蛀人元胡块茎前
,

可从地下茎处蛀食

另一片叶的叶柄
,

最后返回再蛀食元胡块茎
,

受

害元胡最后 整株死亡
。

幼虫整个为害过程约

20 天
,

田间未发现幼虫转株为害
,

只在室内饲

养时
,

幼虫可转株为害
。

老熟幼虫在元胡块茎

附近筑土室化蛹
。

土室长 3 一 4
~

,

宽 2 一 3
~

,

椭圆形
,

内壁光滑
,

老熟幼虫在土室内呈 C 形

弯曲化蛹
。

蛹期约 16 天
。

多在晴天上午羽化
,

土室如被破坏则蛹不能正常羽化
。

羽化后成虫

在田间或田埂边的杂草
、

树木上及地面活动
。

据田间调查
,

该虫在旱地元胡上危害重 于

水田
,

沙性土重于粘性土
,

不喜在阴湿元胡田内

活动
,

有栏肥或稻草覆盖在畦面 的元胡田虫量

明显增多
。

3 防治试验

19 9 7 年 3 月在冷水镇冷水村进行防治药

剂筛选试验
,

试验设 20 % 三哩磷乳油 500 倍稀

释液
、

50 % 虫杀手可溶性粉剂 1(众 ) 倍稀释液
、

5 0 % 甲胺磷乳油 500 倍稀释液
、

40 % 乐果乳油

500 倍稀释液
、

20 % 杀灭菊酷乳油 2`x幻倍稀释

液等 5 个处理
,

于 3月 H 日用手动喷雾器将药

液均匀喷于元胡茎叶
,

另喷清水作对照
,

各处理

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3 次
,

小区面积为 14
.

4砰
。

施药前和施药后 12 天调查各小区定点 1耐 的

活虫数
,

计算虫 口下降率
。

19 98 年 3 月在安文镇联进村进行防治试

验
,

试验设 20 % 三哩磷乳油 7 50 倍稀释液喷 2

次
、

500
、
1(XX)倍稀释液及 40 %百磷 2 号 1以X)倍

稀释液喷 2 次
、

1(X幻
、

巧 oo 倍稀释液等 7 个处

理
,

于 3 月 13 日用手动喷雾器将药液均匀喷元

胡茎叶
,

另喷清水作对照
,

于 3 月 26 日喷第二

次
。

各处理随机区组排列
,

重复 3 次
,

小区面积

22
.

4时
。

施药前和施药后 19 天调查小区定点

1耐 的活虫数
,

计算虫 口下降率
。

4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见表
,

用 20 % 三哩磷乳油 750 倍

稀释液于幼虫危害叶片始盛期喷雾 1次
,

隔 13

天再喷雾 l 次
,

防治元胡龟象效果理想
,

虫 口下

降率达 99
.

3%
,

而用 20 % 哇磷乳油 500 倍稀释

药液喷雾防治 1次
,

虽在 12 天虫 口下降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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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

0%
,

但由于该虫为害期长
,

施药 19 天
,

虫 口

下降率仅为 68
.

7 %
,

因此
,

严重危害田块
,

只用

药 1 次
,

难以有效控制该虫危害
,

生产中可考虑

在该虫危害较轻的元胡田上应用
。

几种农药对元胡龟象的防治效果表 (浙江磐安
,

199 7 一 199 8)

年份
施药前活虫

数 (头 /时 )

施药 12 天活虫

数 (头 /心 )

施药 19 天活虫

数 (头 /扩 )

虫 口下降率

( % )

199 8 加 %三哇磷 cE 75 0 倍 (喷 2 次 )
’

2O %三哩磷 cE 5 00 倍

20 %三哇磷 & 10 ) 〕倍

40 %百磷 2 号 E c l仪 x〕倍 (喷 2 次 )
`

40 %百磷 2 号 CE 10以) 倍

4D % 百磷 2 号 cE 巧 oo 倍

CK

`
喷药间隔 13 天

。

97
.

0

醉
.

4

7 9
.

7

49
.

6

34
.

0

一 1 1
.

7

99
.

3

68
.

7

5 1
.

5

7 1
.

1

38
.

1

3 1
.

4

一 28
.

3

337巧626267991047412394印1卯 7 20 % 三哇磷 cE 5 00 倍

50 %虫杀手粉剂 l (洲幻倍

50 % 甲胺磷 cE soo 倍

40 %乐果 E
c

5 00 倍

20 %杀灭菊酉旨E C Z以减〕倍

C K

42 0
.

3

巧 4
.

7

20 9
.

7

45 13

2 1 13

36 24 7

20 25
.

7

致谢 承蒙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润志先生鉴定

学名
,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徐志宏先生审阅
,

台

州农校实习生朱丽燕参与部分研究工作
。

18 % 杀虫双撒滴剂对家蚕安全性的测定

程忠方 沈卫新 陆琪琪
(浙江省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湖州 3 13以叉) )

朱明泉 潘欣葆 吴其章
(浙江省湖州市农业局植保站 湖州 3扮仪幻 )

18 %杀虫双撒滴剂 的主剂为杀虫双
,

增添

特种助剂和利用特制药瓶内盖上的撒滴孔
,

将

药剂直接撒到稻田水面上
,

下沉土表
,

通过稻根

吸附
,

以其毛细管作用
,

分布于稻株内
,

达到治

虫 目的
。

本研究通过几项主要指标的试验测

定
,

综合评价该药剂对家蚕饲养的安全性问题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供试农药

安徽省和县农药厂生产的 18 % 杀虫双撒

1
.

2 供试家蚕

春蚕
、

早秋蚕和 中秋蚕的品种分别为春蕾
x
镇珠

、

54 A x
丰 1和秋丰

x
白玉

,

试验测定时

均为 3 龄家蚕
。

1
.

3 试验方法

1
.

3
.

1 对家蚕触杀致死中浓度的测定

设 21 个浓度
,

每浓度用 10 头家蚕 ;用喷雾

法把不同浓度的药液喷在蚕体上
,

待蚕体上跳

药液晾干后喂饲无毒桑叶
,

以观察 2 天内的家

蚕中毒死亡率转换成机率值
,

用最小二乘法术

毒力回归方程和致死中浓度
。

滴剂 (水剂 )
。

收稿日期
: 199 8

一

12
一

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