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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oryctria rubella Hampson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Pinus kesiya var. langbianensis Chev. in Pu’

er city，Yunnan province has 3 generations a year and overlap extensively according to the field and laboratory

observations of its biology and ecology. Its larvae infest shoots of pines and have the habit of transferring shoots，

branch，and plant which based on the climate and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its host. In the rain season，

the damage rate is 35% － 40% via the action of tranferring plant. In the dry season，the damage rate is 90% －

100% via the action of transferring shoot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D. rubella can cause more damage than the

first and second one.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D. rub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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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茅松微红梢斑螟 Dioryctria rubella Hampson 在云南省普洱市 1 年发生 3 代，世代重叠 现 象 严

重。幼虫具有转梢、转枝、转株为害习性，这与气候 因 素 和 寄 主 思 茅 松 的 生 长 状 态 密 切 相 关。雨 季 幼 虫

以转株危害为主，危害率为 35% ～ 40% ;旱 季 幼 虫 以 转 梢 危 害 为 主，危 害 率 为 90% ～ 100%。第 3 代 微

红梢斑螟发生严重，造成的损失最大。这为综合控制微红梢斑螟对思茅松的危害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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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红 梢 斑 螟 Dioryctria rubella Hampson 在

我国分布广泛，主要危害松属植物的球果和枝

梢，造成树 木 枯 梢 和 树 冠 畸 形
［1 ～ 3］。国 内 学 者

对不同地区危害马尾松、油松、火炬松等树种的

微红梢斑螟 生 物 学 和 生 态 学 习 性
［2 ～ 6］、空 间 分

布及抽样 技 术
［7，8］、天 敌

［9］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研 究

报道。例 如，微 红 梢 斑 螟 在 湖 南 1 年 发 生 2
代

［2］，安徽合肥、浙江和江苏南京地区 1 年发生

2 ～ 3 代
［3，4，6，10，11］，在 福 建 明 溪 1 年 发 生 3 ～ 4

代
［5］，在广东 1 年发生 4 ～ 5 代

［12］。但是，目前

还没有学者对我国西南地区思茅松林中微红梢

斑螟为害行为、生活史和生活习性进行系统研

究。
思 茅 松 ( Pinus kesiya var. langbianensis

Chev. ) 是中国西南部山区的代表树种，天然分

布于云南南部哀牢山以西的亚热带南部和热带

北缘山地，包括云南省的普洱、西双版纳、临沧、
红河、保山、德宏等州市。微红梢斑螟主要危害

思茅松 2 ～ 4 年生幼林的主梢，受害率有时高达

53. 9%。受害顶梢 当 年 枯 死，其 下 丛 生 多 个 侧

梢，呈星头状;生长最快的侧梢代替主梢继续向

上生长，引起偏冠，干形弯曲，降低了木材质量;

亦有多个侧梢生长不分彼此，没有明显的主干，

树冠成扫帚状。针对云南省微红梢斑螟对思茅

松林的严重为害现状，作者对其生物学、生态学

习性进行长期观察，为该害虫的综合治理奠定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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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林设在普洱市，其位于云南省西南部，

北纬 22°04′ ～ 24°50′，东经 99°09′ ～ 102°19′之
间。全市受北部湾东南暖湿气流和孟加拉湾西

南暖湿气流影响大，形成热量高、年降雨量大的

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在 18 ～ 20. 2℃ ，年降雨

量在 1 200 ～ 1 500 mm 之 间。旱 季 和 雨 季 明

显，呈典型的南亚热带气候类型。
1. 2 微红梢斑螟生物学习性观察方法

1. 2. 1 年生活 史 观 察 结 合 室 内 饲 养，定 期

从林间采集受害枝条解剖观察，记录微红梢斑

螟各虫态的发育历期。
1. 2. 2 各虫态习性观察 详 细 记 录 成 虫 羽 化

时间和羽化盛期，并将当日羽化的成虫取出单

独饲养，观察其活动习性。幼虫孵化后 用 新 鲜

枝条饲养:取 50 枝新鲜枝条分别插入有水的烧

杯中，将 初 孵 幼 虫 放 入 距 枝 条 顶 端 15 ～ 20 cm
处，每隔 1 ～ 2 d 观察幼虫在嫩皮下蛀食幼嫩组

织情况。幼虫进入髓心后，3 ～ 5 d 定期用刀纵

切枝条剖面观察幼虫的龄级、蛹、蛀食 坑 道、排

粪等情况。进入蛹期后，将枝条移至养 虫 茏 中

观察成虫习性。结合林间取样，观察幼 虫 对 枝

条的危害习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物学特性与生活史

根据 3 年室内人工饲养 和 林 间 观 察，普 洱

市思茅松微红梢斑螟 1 年发生 3 代。第 1 代从

l 月中下旬至 7 月中下旬;第 2 代从 5 月中下旬

至 11 月中下旬;第 3 代从 9 月中下旬至翌年 3
月中下旬( 图 1)。成虫羽 化 期 较 长，羽 化 高 峰

不明显，因此导致卵的孵化、幼虫、蛹呈 现 世 代

不整齐现象。
微红梢斑螟主要以幼虫、蛹 在 被 害 的 枯 梢

内越冬，越冬态不明显，越冬的各虫态仍可继续

发育，羽化为成虫。但由于冬季的温湿 度 相 对

偏低，各虫态的生长发育历期稍长。在 室 内 温

度 30 ～ 32℃、相对湿度 80% ～ 90% 条 件 下，卵

的历期 5. 5 ～ 9 d，平均 7 d;幼虫期 95 ～ 112 d，

平均 103. 5 d;蛹期 l6 ～ 20 d，平均 18 d;完成 1
代需要 116 ～ 141 d，平均 l28. 5 d。产卵后的雌

成虫寿命为 3 ～ 5 d，平均 4 d;雄成虫 5 ～ 7 d，平

均 6 d。

图 1 微红梢斑螟年生活史( 普洱市，2003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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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生态学习性

卵:卵在温度 20 ～ 30℃ ，相 对 湿 度 75% ～
90% 条件下均能孵化，孵化率在 87. 4%。温度

低于 l5℃ 或高于 35℃ ，相对湿度低于 60% 时不

利于卵的孵化。未受精卵虽能产出，但 不 能 孵

化。
幼虫:幼虫共分 5 龄。幼 虫 孵 化 后 即 从 松

梢顶端绒毛下的孵化处向下钻破嫩芽皮，进入

嫩皮下来回蛀食幼嫩组织，蛀食成丝状弯曲、不
规则坑道或块状，进而逐步向下取食入髓心，沿

枝梢髓心由上而下或转梢后再由下而上取食危

害，具虫枝梢 往 往 表 现 为 钩 形 弯 曲 状。1 个 枝

梢中仅有 1 头幼虫，蛀孔口与外界相通并有颗

粒状粪便向外排出。当幼虫危害至木质部时具

有转梢、转枝、转株取食危害习性。蛀道内壁光

滑，其长短和直径因嫩梢至木质部的位置长短、
大小 而 定，一 般 长 5 ～ 40 cm，直 径 在 0. 5 ～
1. 0 cm之间。被危害的枝梢中空，7 ～ 8 d 后干

枯死亡。
蛹:老熟幼虫转移至被危害枝梢尖端，化蛹

前先咬 1 个圆形羽化孔。在羽化孔稍下做 1 个

蛹室，吐丝连缀木屑封闭孔口，然后织成薄丝网

堵塞蛹室两端。幼虫头部一律朝上。在丝状薄

网的蛹室内，静伏不食不动进入预蛹，经 1 ～ 3 d
预蛹后脱皮进入蛹期。

成虫:成虫羽化全天发生，但多在夜间或阴

天的上午 9:00 ～ l2:00 时羽化。成虫羽化时向

上爬行顶破蛹壳和蛹室上端的薄丝网而出，蛹

壳及丝状网仍留在被危害的枯梢中不外露。刚

羽化的成虫在枝梢上作短距离爬行或静伏，白

天多隐蔽在阴暗浓密枝梢针叶基部或粗皮间隙

处，夜晚 l9:00 ～ 21:30 时 成 虫 开 始 飞 出 活 动。
成虫需补充营养，具有趋光、趋糖酒醋 液 习 性。
羽化后的成虫当天即行取食、交配和产卵活动，

交配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交配后的成虫

即可产卵，卵为单产，每次产卵多为 l 粒，亦有 2
粒的。产卵具有趋微红色或枯黄色习 性，卵 多

产在主梢尖端绒毛下，不易被发现。
2. 3 微红梢斑螟发生危害与思茅松幼 树 生 长

的关系

根据 2003 ～ 2006 年调查结果，思茅松幼苗

定植成 活 后 每 年 发 生 4 次 新 梢 抽 生 过 程 ( 表

1)。
第 1 代微红梢斑螟前期发生的幼虫与第 3

代末期发生的幼虫以转梢取食方式危害第 4 次

抽生的新松梢，中后期发生的幼虫主要以转株

取食方式危害第 1 次抽生的新梢。普洱市雨季

具有气温高、湿度大，降雨充沛的特点，适 宜 的

气候条件为思茅松幼林生长、抽梢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特别是定植后 2 ～ 3 年抽生的主梢长

30 ～ 50 cm，最 长 的 达 60 ～ 90 cm，且 枝 梢 木 质

化进程较快。发生在此期的幼虫，从主 梢 顶 端

取食危害至木质化部位时，即从该木质化部位

钻出，吐丝下坠到地面，再爬行到邻近的幼松树

主梢上，沿主梢向上爬行时多次试探性咬破主

梢皮，致使破皮处松脂溢出。爬至主梢 近 顶 端

20 ～ 30 cm 幼嫩处，咬破嫩皮进入髓心部，由下

向上取食危害，形成株间或枝间转移危害，但是

枝间转移危害在幼松林中极少发生。
第 2 代微红梢斑螟前期发生的幼虫危害第

1 次抽生的 新 梢，中 后 期 发 生 的 幼 虫 主 要 危 害

第 2 次 抽 生 的 新 梢。该 代 幼 虫 经 历 雨 季 中 后

期，幼虫主要以转株方式取食危害，转株危害占

被危害株的 35% ～ 40%。
第 3 代微红梢斑螟幼虫主要危害思茅松第

3 次和第 4 次抽生的幼松梢。由于这两次抽梢

时间处在全年干旱期，绝大多数幼松梢都处于

停滞生长或 生 长 缓 慢 期，幼 松 梢 抽 生 长 度 为 5
～ 20 cm，松梢尖呈短束丛状。第 3 代微红梢斑

螟和第 1 代少量前期孵出的幼虫，先从梢顶向

下取食，至主梢基部木质部钻出，再从基部处进

入侧梢髓心部由下向上取食，至该侧梢顶端后

又钻出并蛀进另一侧梢顶端，由上向下取食，形

成梢间转移危害。几经反复，直至该束 梢 丛 被

全部蛀空后枯死，梢丛间转移危害占被危害梢

丛的 90% ～ l00%。干旱期间未发现有枝间、株
间转移危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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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微红梢斑螟发生与思茅松幼树生长相关分析( 普洱市，2003 ～ 2006 年)

微红梢斑螟发生危害情况 思茅松幼松年抽梢生长量及受害程度

代数 发生危害时间 抽梢次数 新梢抽生时间 新梢长度( cm) 降雨情况 危害程度

第 1 代 1 月中下旬 ～ 7 月中下旬 第 1 次 4 月中下旬 ～ 6 月中下旬 20 ～ 90 雨季 轻度

第 2 代 5 月中下旬 ～ 11 月中下旬 第 2 次 6 月中下旬 ～ 9 月上中旬 20 ～ 60 雨季 轻度

第 3 代 9 月中下旬 ～ 翌年 3 月中下旬 第 3 次 9 月中下旬 ～ 12 月中下旬 5 ～ 20 早季 中度

第 4 次 12 月中下旬 ～ 翌年 4 月上中旬 5 ～ 15 旱季 重度

3 小结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松微红梢斑螟 1 年发生

3 代，世代重叠，生活史不整齐。第 3 代微红梢

斑螟是全年发生危害最严重、造成损失最重的

一代。成虫具有趋光、趋糖酒醋液习性，产卵具

有趋微红色或枯黄色光习性，可采取灯诱、糖酒

醋诱等方法进行防治。幼虫营隐蔽生 活，具 有

转梢、转枝、转株取食危害习性，可抓住 这 一 时

机进行化学防治。
微红梢斑螟以松梢幼嫩髓 心 为 食，其 发 生

危害规律与思茅松年抽梢次数、抽梢季节、松梢

生长长短、幼嫩程度密不可 分。例 如，在 旱 季，

幼虫以转梢方式取食危害;在雨季，幼虫以转株

方式取食危害。幼虫生长、取食与生态 环 境 因

素密切相关，表现出高度的同步适应性和选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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