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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卵圆涛属蜂科
,

是近年来在竹子上新发生的重要害虫
, 1 9 8 4年竹林发生面积

仅 1 3 ha
, 1 9 8 7年 蔓延到 1

.

2 9万h a
。

被害严重者毛竹枯死率高达76 %
,

仅德清县 3 00 0

ha 竹林 3 年 内死竹45 万株
。

被害 竹 林下 年 度 出 笋 减少
,

新竹眉围下 降 1 3
。

1 8一

54
.

78 %
,

竹林荒芜
。

此虫一年 1 代
,
以 2 一 4 龄若虫在地面枯枝落叶下越冬

, 4 龄 若 虫 占95 %
。

次年需 日均 气温10 ℃以上 3 d
,

即 4 月上中旬
,

越冬若虫爬行上竹
,

群集取食
。

5

月下旬
、

6 月上 旬羽化成虫
,

成虫期 3 个 月
,

雌成虫 寿命70 余天
。

6 月下旬产印
,

每雌产卵30 一 60 拉
,

卵发育起
.

点温度20
.

3 ℃
,

积温39
.

2( 日 )度
。

若虫 5 龄
, 1 龄 若

虫不取食
。

若虫于1 0 月底
、

n 月上 旬越冬
。

关键词 竹卵圆涛 ; 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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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卵圆祷是近年来在竹子上新发生的重要害虫
。

肖采瑜先生 1 9了7年〔’1仅记载该虫的形态

及分布
,

作者于1 977 年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千山毛竹上首次采到该虫成虫
,

系浙江省新记录
,

寄主新记录
。

1 9 8 4年莫千山有13 ha 毛竹林被该虫严 重 为害
,

当年冬季被害致死毛竹 1
.

2万

株
。

近几年来该 虫扩展很快
,

为害加重
,

莫干 山被害的34 ha 毛竹林
, 4 年 间被害致死毛作

7
.

2万株
,

直接经济损失22 万元
。

据湖州市
、

杭州市的 5 县 1 区1 9 87 年夏调查
,

受此虫 为 害

的竹林面积为1
.

24 万 h a ;
浙江南部山区绪云县毛竹 林也发现该虫为害

。

1 9 87年安吉县被严

重为害竹林
,

毛竹株死亡率最高达76 %
,

全县虽经防治
,

当年仍被害致死毛竹 7 万余 株
,

直

接经挤损失约20 余万元
。

德清县原有虫面积仅数十公顷
,

现已扩展到 3 5 00 ha
。

三年来已枚

本文于 1, 8 8年 8 月 19 日收到
,

蒙郑乐怡先生鉴定学名
。

浙江林校实 习生杨家有
、

兰文清
、

屈道金
、

周建
、

刘益胜
、

何鸿海
、

林 雪 方 同 学 于 1 , s4 一
1 9 盯年分别参加部分工作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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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致死毛竹 45 万株
,

直接经济损失1 30 余万元
。

被害竹林下年度出笋减少
,

新竹眉围下降
,

致

竹林荒芜
。

作者等于1 9 8 5一 1 9 8 7年分别在余杭县南山林场 及莫干山管理局对该虫进行研究
。

一
、

名称
、

分布及为害情况

竹卵圆蛤俗名放屁虫
,

属半翅目
、

蜷科 Pe nt at o m ida e
、

蛤亚 科 Pe llt at o m in ae
、

卵圆持

属
,

学名H ip p o ta do
r sa lis (St盈l)

。

竹卵圆蜻分布于浙江 (湖州市郊区
、

安吉
、

建(建阳
、

邵武) [‘]
、

江西 (庐山 ) [ ’] , 印度 [ ’l
。

1
。

衰 1 浙江省竹卯
二

为容面积

(1 9 87
.

6 )

县 名

翻州娜区

长 兴 县

招 清 县

安 吉 县

余 杭 县

, 阳 县

潇 山 县

绍 云 县

共 计

”害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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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
、

长兴
、

余杭
、

富阳
、

萧山
、

绪云 )
、

福

1 9 8 7年浙江省调查全省毛竹林被害 面 积 见表

据林镜鉴 (章士美1 9 85 tzl ) 记 载
,

该 虫
“

仅见为害竹
。

成
、

若虫在叶片上吸食汁液
。 ”

据笔者观察
,

该 虫确实主要为害竹
,

偶 见个

别成虫在 3 种藤本植物上进行补充营养 , 但

成
、

若虫极少在竹子叶片上取食
,

而是不同

时间分别在竹子的大
、

小枝及竹秆节的上
、

下群集刺吸汁液
。

该虫主要为害毛竹
、

红壳

竹
、

黄枯竹
、

淡竹
、

刚竹
、

石竹及路边小杂

竹
。

被害竹在 5 月中旬出现小枝枯死
,

以后

逐渐大枝枯死
,

最后全株干枯而死
。

枯死竹

伐倒后蒲头枯白
,

无渗出液
。

据调查该虫一

般为害大
、

小枝枯死l / 5一1 / 2
,

死竹 1一5 % ,

3 a 为害
,

枯枝 1 / 2一4 / 5
,

死竹 2 0一 40 %
,

最高死竹达76 %
,

林相残败
。

被害竹林下年 度出 笋

减少
,

新竹眉围下降
,

被害 3 a 后新竹眉围下降较多
。

据在莫千 山
、

余杭选标地调查
,

标地

面积 为 。
.

34 h a (15 x 15 m )
,

其结果见表 2
。

被该虫为害 3 a 后的毛竹林
,

新竹 眉 围 下降

1 3
.

1 8一54
.

78 %
,

眉围越小
,

所发的新竹越多
,

是竹林衰败的表现
。

衰 2 故容竹林断竹 . 日下降愉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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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形 态 特 性

成 虫 体长1 3
.

5一 1 5
.

5 m m
,

体宽7
.

5一8
.

o m m
。

背面隆起颇高
。

初羽化成虫乳黄色
,

4 h 后为灰青色
,

略具光泽
,

后变为灰黄色
、

灰褐色
、

青褐色
,

密布黑色刻点
,

具自粉
。

头

为钝三角形
,

前端缺口状
,

中叶短于侧叶
。

复眼暗红色
,

内侧有一无刻点光滑小区
。

触角 5

节
,

黄褐至黑褐色
,

末节基半部黄白色
。

前胸背板前侧缘黑色
,

服深乳黄色
,

刻点少
。

小盾

片末端有黄白色月牙形斑
,

无刻点
。

前翅膜翅片淡黑色
,

革片侧缘基部黑色
。

足淡黄色
。

印 桶形
,

高 l
。

4 m m
,

直径 1
.

2 m m
,

卵盖直径 l
.

o m m
。

淡黄色
。

块 产
,

每 卵 块有

卵 8 一28 粒
,

以14 粒为多
,

呈两行交错排列
。

卵近孵化前
,

在卵盖一侧出现 1 黑色三角形
,

中间被 1 黑线垂直分为 2 ,

在三角形两底角下方各有 1 红色椭圆形点
。

若 虫 竹卵圆蛤若虫 5 龄
,

各龄若虫体长与体形为
: l 龄若虫体长1

.

8一 2
.

o m m
,

体

宽1
.

4一1
.

6 n ar比 ,

短椭圆形
,

黄白色
。

头部中叶与侧叶等长
,

复眼暗红色
。

触角 4 节
,

基节

与末节端半部浅黑色
。

前胸背板浅灰色
,

足附节浅黑色
。

2
、

龄若 虫体 长 2
.

8一3
。

5 m m
,

宽

2
.

。一2
.

2 m m
,

灰黄色
,

有黑色刻点
。

头前端成正方形凹入
,

侧叶 长 于 中叶
。

触角 4 节
,

浅黄色
,

末节浅黑色
。

前胸背板浅黑色
,

背中线色浅
,

侧缘浅黄白色
。

3 龄若虫 体 长4
.

6一

5
.

3 m m
,

宽3
.

2一3
.

8 m m
。

棕黄色
,

有黑色刻点
。

头前端缺口 状
,

侧 叶 长于中叶
。

中后胸

背板侧缘黑色
,

腹部侧缘黄白色
。

4 龄若虫体长7
.

0一9
。

1 m m
,

宽 4. 5一5
.

Z m m
。

棕黄色
,

有黑色刻点
。

触角 4 节
,

乳黄色
,

末节浅黑色
。

复眼褐色
。

中后胸背板侧缘黑色
,

从上述黑

斑到腹末连接成黑色
“

V
”

字形斑
。

5 龄若虫体长 9
.

5一1 3
.

Om m
。

棕黄色
,

有黑色刻点
。

触 兔

4 节
,

灰黑色
。

翅芽黑色
,

从服到翅芽为弧形黑斑形成
“

V
”

字形黑斑
,

腹部侧缘浅 黄 色 (图

1 )
。

三
、

生 物学 特 性

(一) 研究方法

观察分别在室内
、

外进行
。

室内采带竹叶的枝条插入盛10 %的糖水瓶中
,

移于高25 c m
、

直径 18 c m 饲养缸中
,

放入卵
,

不同龄期若虫或成虫
,

每 3 一 s d 更换竹枝 1 次
,

饲养若虫

死亡
,

立 即移入同龄若虫继续饲养
。

观察若虫龄数
、

龄期
、

蜕皮
、

羽化
、

交尾
、

产卵
、

孵化

及若
、

成虫的取食
、

停食习性
。

室外用尼龙纱围竹饲养
,

用红
、

黄
、

绿油漆标记饲养及调查换算与室内饲养对照
。

在不同为害地点
,

选择三块竹林
,

每块约 20 x 25 m
Z ,

每 3 d 调查 1 次
,

分别 记 载40 徐

竹的出笋年
、

每竹上各龄若虫数
。

4 月 10 日后
,

选择其中 2 块竹林
,

每块随机 选 定 毛 竹2。

株
,

每天上午
、

中午
、

傍晚各观察 1 次
,

记载风
、

雨
、

温度
、

湿度与若虫上竹活动关系
。

(二 ) 生活史

竹卵圆蜷在浙江省为一年 1 代
,

以 2
、

3
、

4 龄若虫于10 月底
、

11 月上旬越冬
, 4 龄若虫

占9 5一98 %
, 2 龄偶见

。

4 月上中旬越冬若虫开始活动
,

爬行上竹 取 食
, 5 月底

、

6 月 上

句开始羽化成虫
。 6 月中旬交尾

,
“月底交尾高峰

。 “月下旬开始产卵
,

7 月中 旬产 卵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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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

7 月上旬出现若虫
,

10 月底
、

n 月上旬若虫越冬
。

因气温变化
,

不同年份各虫态有提前

或延迟10 d 左右时间
。

详见表 3
。

吕
‘裤摹餐

·

图 1 竹卵团络形态
1

.

将牌卵粒 , 2
.

卯块 . 3一7
.

1一5岭着虫
. 8

.

成虫

竹卯日 . 生活史与毛竹生育期关系
(1 9 8 5一19 8芍)

表 3

飞二二二
_ 。

不下习下厂丁
项目\

、

万瓜
_
中 : *
卜

一,
.

。
}

「「
- 下

---

压二二
下下

上上 中 卜卜
一

L
.

中一卜卜 上
.

中
.

‘

下下
匕

.

中
, 一

以‘吐l止

若虫

成虫

卯

若虫

二二二二二石二舀‘. ~ ,

一
‘

一一一

一
一

下下下

「了二互互
一

,
. 曰. , , ,,

1 QQQ
QQQQQQQQQQQ

上上
.

中
.

‘

下下 上
.

中 卜{上
.

中
.
;;; lll 卜

. ‘

住住

lllllll七 l胜也也也

竹卯口.

毛 } 大年
竹 l一一
生 「

-

贾 l 小年

害虫与奋主关系

竹叶裸绿

孕育笋

燮协扮扒
尸- - 一- 一~ - 一

目

- -

一
! 若虫越冬

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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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习 性

1
。

成虫期

(1 ) 羽化 老熟若虫群聚竹节上下取食
,

羽化前 2 一4
.

5 d 停止取食
,

爬离到枝上
、

竹秆

下部停息
。

羽化日夜均可进行
,

羽化时若虫 6 足抱竹固定
,

头从背裂线伸出
,

体向外仰
,

前
、

�东�侧躺友半
90即70

\、
-

中
、

后足依次脱出
,

体外仰角度逐渐增大到

体全部向下悬挂
,

腹面向外
,

全部离壳
。

羽

化需时 1 00 m in 以上
,

再经 Z h
,

体 由 软变

硬
,

体色加深
,

成虫即可活动
。

成虫羽化与

相对湿度关系密切 (图 2 )
,

相对湿度在70 一

90 %之间
,

成虫羽化正常
,

在此范围内
,

相

对湿度越高
,

羽化数越少
。

相对湿度低于65 %

以下
,

成虫不能正常羽化
多 相 对 湿 度 70 %

时
,

羽化成虫常展翅不正常
。

( 2 ) 活动取食 成虫羽化后
,

即可爬行
,

不太活跃
,

少飞翔
,

爬行到竹秆节上下取食
,

3 。

!
火

‘厂
‘ . 、

,’..v厂一
“

‘

\/
\\

‘

一 /

0021
一(承�孕哥

6 。 1 2

圈 2

1 4 1 6 1 8 2 0 2 2 2 4 2 6 2 8

月
、

日

竹卯日. 羽化与相对泣度关系 ( 1 9 86 年)

进行补充营养
。

成虫取食时常群聚在老龄竹
、

倒伏竹或被害濒死竹上
,

一株竹上多达千头
,

一

个竹节上多达1 49 头
。

成虫聚集在竹节后
,

除被害竹枯死后
,

很少转移
。

口器刺入竹秆中
,

数

天不拔出
,

只有受到惊动
,

才拔出口器
,

转移飞去
,

一般飞行距离较近
。

成虫有假死性
,

一

经击动
,

坠落地面
,

很快钻入草丛或枯枝落叶下
,

难于寻找
。

(3 ) 交尾 成虫羽化后
,

经1 5一35 d 补充营养
,

开始交尾
。

交尾前雄成虫比 较 活跃
,

触角摆动
,

到处爬行寻找雌成虫
,

当接触雌虫后
,

雄虫前翅展扑
,

抱握器张开
,

并以触角探

试雌虫尾部
,

若不被拒绝
,

即转体18 0度进行交尾
。

开始交尾以 8 时
、

17 时左右为多
,

中午较

少
,

每次交尾需 时 l d 多
,

最长 达 64 h 。

交尾时雌雄成虫均可在竹秆
、

小枝上继续取食
,

若

受惊扰
,

交尾成虫缓慢地拔出口器
,

雌成虫拖着雄虫转移或短距离飞行
,

惊动较甚
,

可终止

交尾
,

各自飞逃或假死坠落地面
。

雌雄成虫均具多次交尾 习性
,

据标记饲养成虫最多交尾 5

次
,

两次交尾间相隔 3 一 4 d
,

相隔 l d 者少数
,

最多相隔 s d ,

估计野外交尾次数会更多
。

(4 ) 产卵 成虫经多次交尾后可以产卵
,

产卵时间多在1 5一8时
,

其他时间偶见产卵
,

以

20 时左右产卵最多
,

占70 %
。

每次产卵需时 8一29 而
n 。

产卵前
,

雌成虫从老竹转移到当年

新竹或前一年新竹的小枝上
,

在竹叶背面产卵
,

少数产于竹枝或竹叶正面
。

卵成块
,

每卵块有卵

6 一28 粒
,

以 14 粒为多
,

占80 %以上
,

卵块呈 2 行交错排列
。

竹林中
、

林缘杉木
、

柳 杉
、

雪

松叶背可以产卵
,

以杉木叶背被产卵较多
,

竹秆上捆杉木枝
、

蓝色尼龙纱
,

均有 诱 集 产如

作用
。

每雌产卵 3 一 5 块
,

30 一60 粒
,

据解剖每雌约有卵8 0一90 粒
。

每次产卵后 平 均 相 隔

6 d 再产一卵块
,

长者相隔10 d
。

(5 ) 寿命 成虫寿命与补充营养
、

雌雄性别关系密切
。

据统计
,

不供给补充营 养
,

成 虫

羽化后 4 一 g d 死亡
,

雄虫寿命略长
。

笼罩
、

标记饲养者
,

成虫寿命 均 在 20 d 以 上
,

平均

雄成虫 34
。

s d
、

雌成虫5 5
。

6 d
,

雌成虫最长达72 d
。

2
。

若虫期

(1 ) 卵及孵化 卵经 4 一 7 d 孵化
,

孵化全天进行
, 以玲时至 5 时最多

,

占孵 化总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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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以上
。

产卵后 3 d
,

在卵盖的一侧出现灰黑色的三角形
,

3
.

s d 在三角形两 底 角 下 出

现椭圆形的红点
,

再经 1
.

5 d 孵化
。

卵发育起点温度 20
.

3 ℃
,

积温为 39
.

2( 日)度
。

(2 ) 取食活动 初孵若虫由黑色三角形处
,

卵盖缝中出壳
,

即围在卵壳四周
,

不吃不动
。

体长1
.

2一 1
.

3 m m
,

体色由浅逐渐加深
,

体也逐渐增大
,

当体长增至 1
.

70 一 1
.

85 m m 时
,

即

约经 3 一 6 d 蜕皮为 2 龄若虫
。

2 龄若虫比较活跃
,

蜕皮完毕即可爬行
,

多爬至竹的小枝节上或枝又交界处取食
,

很少

活动
,

经 3 5一4 0 d 取 食
,

若虫停食 l 一 3 d
,

再第二次蜕皮
。

3 龄若虫也要爬行 转 移
,

选

择大枝节上
、

枝叉交接处或竹秆下部节上取食
,

取食后少活动
,

受惊可排出少量臭液
。

此阶

段值台风季节
,

遇台风侵袭时
,

多坠落地面于枯枝落叶下停息
,

台风过后再爬行上竹
,

多停

于竹秆基部节上取食
。

共经 2 0一45 d 取食后
,

停食 2 一 4 d 蜕皮为 4 龄若虫
。

4 龄若 虫 又

爬上大枝节上
、

枝叉交接处或竹秆上部节上取食
,

取食若虫腹部很饱满
,

受惊或 自排臭液
,

臭液可使人的皮肤发黄
、

起泡
,

严重者可溃疡
。

4 龄若虫经 35 一50 d 取 食
,

开 始 停 食
,

排

除臭液
,

准备越冬
。

(3 ) 越 冬 当日平均气温下降到 10 ℃左右
,

若虫开始坠落地面
,

在地 面爬行
,

选枯枝

落叶层厚的地方爬入越冬
。

如气温回升
,

部分若 虫仍能上竹活动
,

或爬出落叶另选越冬地点
。

越冬若虫 4 龄 为主
,

占95 % , 2 龄最少
,

占 1 %
。

越冬后
, 2 一 3 龄若虫又有部分 死 亡

,

春天调查时
, 4 龄若 虫比例上升达9 8

.

4 5 %
。

(4 ) 越冬若虫上竹 当日均气温 10 ℃以上
,

持续 3 d
,

越冬若虫即上竹取 食
,

时 间 约

为 4 月上中旬
。

1 9 8 7年 1 月 7 一n 日
,

遇数十年少有高温
,

日均气温 10 一17
.

4 ℃
,

最高气温

27
.

4 ℃
,

越冬若虫上竹为害
, 1 2 日大雨

,

气温下降
,

越冬若虫复下竹
,

爬入枯枝 落叶层下
。

2
.1

�味�零叫州梅零姗

到 4 月 9 日气温上升后
,

再次上竹
,

在落叶

层下又蛰息近 3 个月
。

越冬若虫上竹时
,

遇湿度太 大 或 落 雨

时
,

停止上竹
。

若虫上竹后
,

气温下降
,

会

再坠落地面
。

若虫上竹时除对气 温 有 要 求

外
,

对相对湿度要求颇严
。

相对湿度 55 %以

下
,

未见有爬行上竹者
, 相对湿度65 % 以上

,

湿度越大
,

若虫上竹越少
,

详见图 3 ,

其直

线回归方程为Y = 75
。

87 一 0
.

77
x 。

离回归 标

准差s.
,
= 士 1

.

4 20

越冬若 虫上竹时
,

对 毛竹竹 龄 也 有 选

相对湿度 ( 肠 )

田 3 若 虫上竹致与相对退度关 系

择
,

以老竹为多
。

据两年调查结果
,

当年或隔年嫩竹每竹平均有若虫数
,

仅占上竹总若虫的

5 %
。

而竹龄 3 a 以上的老竹每竹平均有若虫数
,

占上竹总若虫数的8 0 %以上
,

详见 图 4
。

由于 3 a 以上老竹上竹若虫多
,

被害严重
,

死亡率也高
。

4 月下旬后
,

日均气温较稳定
,

若虫几经下竹上竹
,

最后多群集竹秆上取食
,

少活动
,

常停息一处取食
,

数日不动
,

取食凶猛
。

人为拔出若虫口器
,

若虫刺孔处可 冒出水珠状的竹

液
。

同时若虫排出分泌臭液也多
,

群集若虫下方竹秆及地被物上
,

被排泄物所润湿
,

故走到

扭害竹林林缘
,

即可嗅到臭味
,

可以据臭味大小
,

判断竹林被害轻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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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显著的 MG 满果粉系列产品研制成功

衰 1 MG 润果粉提离坐果率的作用

—
一 一 一

} 坐 果 率 (幻
植 物 名 称

喷药组
对 , 组

{
, . 比例

经经 挤 林林 板 栗栗 8 8
.

666 70
。

222 2 6
.

222

血血血 拍拍 贾 7 肠肠 1 口
_

己己 1 2 333
门门比 山廿廿 柑 枯枯 一

.
”

’
一一!

‘ ’ . ’’

! 一
’

---

1111111
.

忍666 1
。

4000 3 2
.

999

,, 阵 , ,,

梨梨 8
.

3 000 2
。

5000 2 3 2
.

000

{{{{{ ~ 一 lll
, . _ _ 、

{{{{
_ , 、

iii!!!
弓弓 不不 气1勺

。

七 ))) 叹石
一
切)))

柳柳 衫衫 (2 0
.

9 ))) (4
。

0 )))

注 . 有括号者
,

为球果内胚珠成育率
。

4 2
。

3个增加到 6 3
.

0个
,

豆英数增长了4 8
。

8 %
,

根据国内外植物栽培学方面的一系列最

新科研成果
,

针对植物开花
、

结实
、

长 籽 的

需要
,

选用适当的材料
,

科学配方
,

精 制成

M G 满果粉系列产品
,

经对板栗
、

柑桔
、

杉

木
、

柳杉
、

黄豆
、

油菜等植物的广泛试验
,

证明有显著增加花芽数量
、

提高坐果率
、

充

实种子饱满程度等功效
,

增产作用稳定
,

无

毒害
,

无副作用
,

增产率在20 % 以上
,

其经济

效益可以超过成本的五倍
。

这为果园
、

林木

种子园及其它多种作物的生产带来了福音
。

满果粉提高坐果率和林木种子成 育 率 的 效

果
,

见表 1
。

对黄豆喷施满果粉后
,

单株 结 荚 量 由

且种粒饱满
,

产盘差异更大
。

M G 满果粉
,

是一种拟花粉状粉剂
,

淡黄色
,

能溶于水
。

现有三种型号
,

可供用户选择
。

其 中
,

MG 一1 型
,

主 要适 用于油菜
、

黄豆等农作物 , M G 一 2 型
,

主要适用于杉木
、

柳杉等

木本植物 , M份3 型
,

主要适用于柑桔
、

荔枝
、

柿子
、

银杏等果树
。

(亚热. 林业研究所 肺宁林 王成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