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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蓖 舟 蛾 的 研 究
*

徐 天 森 吕 若 清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 业研究所 ) (浙江省余杭县南山林场 )

摘要 竹蓖舟峨是竹林重要害出之一
,

分布于长江 以南各省
。

浙江省一年 4代
,

以幼虫在竹上越冬
,

中午 气温 高时
,

可 以取食
。

成虫分别于 4 月初~ 6 月上 旬
、

6

月上旬~ 7 月中旬
、

8 月上 旬~ 9 月 中旬
、

9 月中旬~ n 月上 旬出现 ; 幼 虫取食期

为 4 月底~ 7 月初
、

6 月下 旬~ 8 月底
、

8 月中旬~ 1 0月中旬
、

1 0 月初~ 下年 5 月

上 旬
。

各代幼 虫食叶量分别为4 1 1
.

8 5
、

3 9 0
。

0 2
、

3 3 5
。

8 5
、

3 2 4
.

9 5 e m
, 。

产印量为8 0

~ 49 0拉
。

天敌有黑印蜂
、

赤眼蜂
、

猎蜂
、

内茧蜂
、

瘦姬蜂
、

啮 小蜂等
。

防治方法 以

保护 天敌
、

灯光诱蛾及 药剂防 治 为主
。

关社词 竹 蓖舟蛾
, 生物学特性 ; 防 治 , 竹

竹蓖舟蛾又名纵褶竹舟蛾
,

属鳞翅目
、

舟蛾科
,

学名 B es ai a g od d l ica (Sc h a u s)
。

陕西

及长江 以南各省(区)均有发生
,

是竹子重要害虫之一
,

危害毛竹
、

淡竹
、

刚竹
、

五月季竹
、

红壳竹
、

石竹
、

早竹
。

1 9 3 5 ~ 19 3 6年
,

浙江省富

阳县大发生 [‘
, ‘, ‘J ,

被 害竹林千余亩
,

损失万

余元 〔8 ]
。

1 9 7 3 ~ 1 9 7 6年
,

浙江余杭
、

富阳
、

德清
、

长兴
、

安吉均先后发生危害 [,1 , 1 9 7 9

年安徽省皖南大发生
,

被害竹林面积 20 余万

亩
,

竹叶几乎被吃光
,

被害严重者
,

毛竹枯

死
,

下年新竹减少 30 %
,

新竹胸径下降40 %
。

该 虫虽有报道 [e, ’, “; ,

但由于该虫各代发生

期长
,

世代重叠
,

又与竹镂舟蛾混合发生
,

观察困难
。

报道中年生活史有错
,

同省份发生

期相互不一
,

习性也多有差异
,

笔者将 1 9 8 2 ~

19 8 4年在浙江省余杭县的研究整理如下
。

一
、

形态特征

成虫 雌体长2 0 ~ 2 5 m m
,

翅展5 0 ~ 5 8

m m , 雄体长 19 ~ 2 3 m m
,

翅展4 3一5 1 m m
。

体灰黄至灰褐色
,

前毛簇
、

基毛簇的毛特长
。

雌蛾前翅黄白至灰黄色
,

从顶角到外线下
,

图 1 竹蓖舟蛾形态

吐戌虫
: 3

.

卵 , 4
.

幼虫 , 5
.

蛹

本文于 1 9 9 0年 5 月 2 8 日收 到
。

* 泉蔡荣权先生鉴定舟蛾学 名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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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灰褐色斜纹
,

斜纹下臀角区灰褐色
。

雄蛾前翅灰黄色
,

前缘黄白色
,

中央有一暗灰褐色

纵纹
,

下衬浅黄白色边
。

外缘线脉间有黑色小点 5 ~ 6 个 ; 后翅深灰褐色
。

印 卵圆形
,

长径 1
。

4 m m
,

短径1
.

2 m m
。

乳白色
,

卵壳平滑
,

无斑纹
。

幼 虫 初孵幼虫体长 3 m m
,

淡黄绿色
。

老熟幼虫体长 48 一62 m m
,

粉绿色
,

背线
、

亚

背线
、

气门上线粉青色
,

较宽
,

各有一狭黄色边 ; 气门上线黄色
,

大孤 触角至单眼下方深

棕黄色与气门线连结
。

气门黄白色
,

前胸气门附近棕红色
,

上方及中后胸 和腹部气门后方各

有一个黄点
。

幼虫龄数有 5
、

6 龄
,

各龄幼虫平均头 宽 5 龄 者 分 别 为 0
.

8 04 7 、 1
.

1 4 0 8.

1
.

8 0 6 4
、

2
.

8 3 2 3
、 4

.

3 15 2 m m , 6 龄者为O
。

7 9 7 2
、

1
.

1 2 9 8
、

1
.

6 5 9 5 、 2
。

4 2 7 2 、
3
。

5 0 2 1 、

4
.

5 7 6 8 m m
。

平均体长 5 龄为3
.

4
、

8
.

7
、

1 4
。

0
、

3 2
。

5
、

5 6
.

2 m m , 6 龄者为3
。

4
、

8
.

3
、

1 3
。

5
、

2 7
.

5
、 4 7

。

7
、

5 7
。

6 m m
。

蛹 体长20 一26 m m
,

红褐至黑褐色
,

臀棘 8 根
,

以 6
、

2 分两行排列
。

二
、

生 物 学 特 性

(一) 生活史

竹蓖舟蛾在浙江省一年发生 4 代
,

以幼虫在竹上越冬
。

报道一年 3 代
,

以蛹越冬者
,

是

将第 3 代蛹误认为越冬蛹
。

幼虫在竹上遇 日均气温 1 ℃ 以下时
,

不取食 , 日均气温在 3 ℃以

上
,

最高气温在 8 ℃以上时
,

中午幼虫均可取食
,

3 月份食叶量增大
,

4 月上旬幼虫老熟
。

各代各虫态发生期详见表 1
。

表 飞 竹
.

蓖 舟 蛾 年 生 活 史 (浙江余杭
,

1 982 ~ , 9 8 3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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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生物学特性

1
。

成虫期

(1 ) 成虫羽化 成虫羽化多在晚上
,

清晨及中午偶见
, 1。时至晨 1 时半羽化 占弱 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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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以 19 ~ 20 时
、

23 ~ 24 时最集中
。

雄成虫早羽化 l ~ 3 天
,

一天中亦是雄成虫先羽化
。

成

虫羽化时
,

蛹体各节伸长
,

不断扭动
,

随之蛹背破裂
,

头部外露
,

全体爬出在茧附近爬动
、

翻滚
、

抖翅
,

约15 m in 停息展翅
,

再经 5 ~ 10 m in 翅展好
,

寻适宜地点
,

静伏不动
。

(2 ) 成虫交尾
、

活动 雌成虫羽化后不久
,

雄成虫可飞来交尾
,

以次日为多
。

交尾时间

多在下半夜及清晨
,

少在傍晚
。

交尾时雌成虫头向上自然停息
,

雄成虫飞来头向下交尾呈一

字形
,

或悬挂于雌成虫体下
。

交尾需时 1 00 m in
,

多达 23 0 m in
,

雌雄成虫一生只交尾 1 次
。

成虫白天不活动
,

多静伏在竹枝上或灌木上
,

遇惊动仅作短距离飞翔
。

夜晚成虫活动
,

飞翔

力强
,

可成群迁飞到山间小溪
、

山洼吸水
,

或飞向生长茂密竹林产卵
。

成虫有趋光性
,

扑灯

以 2 0 ~ 2 1时为多
。

(3) 成虫产卵 雌成虫交尾后不久即可产卵
,

卵散产或条产于竹叶背面
,

每条有卵4 ~ 7

粒
, 1 叶最多产卵 8 ~ 10 粒

,

在毛竹上以中下部竹叶上卵为多
。

每雌虫产卵期 4 一 12 天
,

一

般怀卵在20 0粒 以内者
,

4天可产卵完毕
,

怀卵

2 5 0粒左右者需 5 ~ 8 天
; 3 0 0粒者需 1 0天左

右
。

产卵期 凌一 6 天者
,

前两天产卵量占50 %

以上
,

产卵期 10 天左右者
,

前两天产 卵 量

仅占2 。%
。

每雌平均产卵量以第一代最多
,

约 3 0 0粒
,

其他各代产卵量见表 2
。

成 虫 产

卵后 即死亡
,

多有遗腹卵
。

雄成虫寿命 3 一

1 0天
,

雌成虫 5 ~ 14天
。

2
.

幼 虫期

裹 2 室内各代成虫产卵嫩 (1 0 3 2 ~ 1 0 5 3 )

。 , :

{
。 。

⋯
产。次 , }产 卵 。

遗 卵 数

8 0 ~ 2 2 1

(1 5 7
.

6 )

4 ee l l

1 8 一 5 ~ 8

15 5 ~ 3 0 9

(2 10
.

2 )

1 7 7 ~ 4 9 2

(2 8 9
.

2 )

0 ~ 75

(1 7
.

8 )

0 ~ 5 7

(1 2
.

8 )

0 ~ 4 7

(15
.

1 )

(1) 幼 虫孵化 各代卵分别经 6 一 10 天孵化
,

孵化前卵由乳白转淡黄色
,

再变浅灰色
,

卵顶天蓝色
,

卵内有一较粗 的淡黄色线和棕色纹
,

两者之间有淡黄色点时即将孵化
。

初孵幼

虫出壳后
,

稍停片刻
,

即回头爬到自己的卵壳取食
,

将卵壳吃去大半
,

才分散静伏
,

约 4 一

6 h
,

分别爬行取食
。

曾将未取食卵壳的幼虫
,

在同等条件下
,

分别饲养
,

幼虫生长正常
,

但不能化蛹
,

而先后死亡
。

(2 ) 幼虫脱皮 各龄幼虫取食量由多逐渐下降
,

随之停食 10 ~ 45 h
,

排尽体内粪便
,

静

息不动
。

待头壳光亮
,

青灰色 , 体由粉绿色转为略透明时
,

头翘起突出
,

体缩短
,

头与前胸

间旧皮裂开
,

幼虫身体扭动
,

}}J皮逐渐从体向后脱至腹末
,

然后摆动头部
,

脱下头壳
,

头壳

完整
。

只有末龄幼 虫化蛹时
,

头壳从脱裂线裂开脱落
。

5 龄
、

6 龄龄数不一的幼 虫
,

同 1 龄

幼虫
,

龄数多者头壳略小
,

详见幼虫形态
。

(3 ) 幼虫龄数及龄期 竹蓖舟蛾一年有 4 代
,

各代幼虫龄数不一
,

第 1 代幼虫有 5 龄
、

6 龄 2 个龄数
,

第 3 代只有 6 龄
,

第 2
、 4 代有 6 龄

、

7 龄 2 个龄数
。

龄数多者
,

幼虫期长
,

但与羽化成虫的雌雄性没有关系
。

各代幼虫各龄龄期也不一
,

第 1 ~ 3 代幼 虫
,

以 1 龄
、

末

龄龄期为
一

长;
第 4 代以4 龄为长

,

达 2 ~ 3 个月
。

据室内饲养的4 5条幼虫统计
,

12 月有68
.

89 %

的幼虫脱皮
, 1 月份无幼虫脱皮

, 2 月份有 2 2
.

7 3 %的幼虫脱皮
, 3月份大多数幼虫均 脱皮

,

其中有16
.

2 8 %的幼虫脱皮 2 次
。

各代幼虫各龄龄期详见表 3
。

(4 ) 幼虫取食 初孵幼虫因世代不同
,

分别需停息 4 一12 h 开始取食
,

将竹叶边缘吃成

小缺刻
,

缺口整齐
,

每天食竹叶量为0
.

79 ~ 1
.

02 c m
, , 1 龄幼虫总食叶量占幼虫期总取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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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竹蓖舟峨各虫态历期 (浙江 余杭 1 9 8 2 ~ 1 9 53 年)

) 价牛井价⋯
成虫期

(d )

5 ~ 8

(7
.

0心)

5 ~ 7

(6
.

8 9 )

爪一⋯洲工
12 5一 3 1 } 3一‘ { , 1一 1 8 r 3一。

!(2 8
.

4 7 ) { (3
.

3 9 ) 一(1 3
.

连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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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

8
{
“5

⋯“ } “ } “‘ 8

} 2 6 ~ ‘o }
3一 5 }, ‘~ : s { 5 ~ i‘

_
‘(”4

·

7 7 ) ! (4
·

’3 , }(’5
·

7 4’ }竺些二
}: 一 :

} } 1 8一 i3 r : 一: 。 {, 5一 3 : ! : s一 , 。‘{1。一 : 3 !11 一2 。} {1 6 了一 1 5 5 } 3一。 {, 5一 2 3 } 3一 1 2

}
, ~ ‘ . 、

1 6 } 2 9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30 ) !
’

{
. “

} (9
.

6 2 ) } (1 0
.

4 5 ) ! 2 0
.

2 1 } (9 1
.

3 7 ) 1 (2 2
.

5 6 )}(l 6
.

1 0){ {

(1 7 7
.

6 1 ) 1 (5
.

6 2 ) {(1 7
.

3 7 ) 1 (8
.

33 )
4 } } } 一 { } } } ! }

_

{ } !
_

_ {
{ 8 {

。
{

。
{ 9 ~ 11 } 11 ~ 1 5 } 1 9 ~ 3 2 } 6 9 ~ 9 8 } 1 6 ~ 2 4 } 9 ~ 1 4{1 2 ~ 1 5 }1 7 8 ~ 1 88 ! 4 ~ 5 } 1 4 ~ 1 7 } 3 ~ 1 0

{ “ } 7 { 6 }
“ 占 ‘

{
沪 ‘ 诊 “

.
‘ “ 甘 “ }

v “ 叮 “
{
‘ , “ , l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一
一

} ! } {“o
·

”3 )⋯‘
’2

·

“3 )}(
2 3

·

“”, }
,

“ 9
·

1 , ’}‘2 0
·

1 7 , }“ 2
·

1 7)
卜

, 3
·

“7,{‘土
81

一

“‘’{(4
·

2 5’{(‘
5

·

8 7 ’{(“
·

5。’

的。
.

18 %一 0
.

29 %
。

以后幼虫每增加 1 龄
,

取食量以 2 一 3
.

5倍递增
,

龄数多者递增倍数偏

小
,

唯各代末 2 龄幼虫到末龄幼虫是以4
.

8 ~ 6 倍增加
。

末龄幼虫食叶剧增
, 1 头幼虫 最 多

者 1 天可食竹叶 120
.

13 c m 么 ,

约有竹叶15 ~ 20 片
。

末龄幼虫除第 4 代 7 龄外
,

幼虫食叶量

占幼虫期总取食量的72 % ~ 82 %
。

故防治该虫工作应掌握在幼虫 3 一 4 龄前进行
,

方可避免

损失
。

幼虫 日夜均可取食
,

白天取食略多
,

在取食时
,

常将竹叶咬成碎片
,

散落地面
,

占幼

虫取食量的15 % ~ 30 %
,

加重了竹林被害程度
。

该虫各代幼虫期取食量相差很大
,

以第1代

食叶量最多
,

详见表 4
。

表 4 各代末阶幼虫及幼虫期* 叶任 (c m ? ) (1 。: 2 ~ 王。5 5年)

一一口土一一召一;一nU一内臼

5 龄 6 龄 6 龄 6 龄 6 龄 7 龄

!
l巴
.

⋯
一J酬

.

l
.

J

⋯
末龄幼 虫食叶盘

.

2 1 8
.

6 3 ~ 3 96
.

6

1 (3 1 2
·

3 1 )
2 7 4

.

6 6~ 48 5
.

3 2 }25 8
.

5 6 ~ 36 5
.

1 4 18 2
.

9 1 ro 3 7 0 2 D}1 9 9
.

7 9~ 3 2 9
.

3 8
.
1 5 7

.

1 8 ~ 1 9 7
.

3 6

(2 9 8
.

9 5 )

占一生食叶量
(% )

8 2
.

6 4

(35 0
.

8 8 )

7 8
.

70 7 7
.

3 7

幼 虫期食叶量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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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食叶量与发育成雌成虫产卵量关系密切
,

据室内饲养观察
,

幼虫食叶量在 3 3 0 c m
“

以

下者
,

成虫产卵在19 0粒以下 ; 食叶量 在 3 6 0 c m “
左右者

,

产卵量 2 30 粒左右 ; 食叶量在4 30

c m “以上者
,

成虫产卵量在30 。粒左右
。

幼虫排粪量 1 龄干重为0
.

6 m g 左右
,

占幼虫食叶干

重 3 m g 的20 % ; 幼虫 2 龄后
,

排粪量增加
,

约占食叶量 的 45 % , 4 龄幼虫占52 %左右
,

老熟幼虫占65 % 以上
。

幼 虫营养转化率
,

从小幼虫到幼虫老熟逐渐下降
。

<5) 化蛹 幼虫老熟后
,

坠落地面或沿竹秆下行落地
,

在地面爬行寻竹秆下方土层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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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

入土深 2 一 3 c m
,

作土室化蛹
。

在竹林中常 见 有 2 头蛹于一上室中
,

也偶见有 4 或

6 头蛹在一室中
,

亦均是 2 头蛹一连的
,

特别是在大发生时更为明显
。

幼虫化蛹前排完体内

粪便
,

体缩短
,

色变为铜绿
、

腹面紫红时成预蛹
。

各代预蛹期不一
,

为 2 ~ 9 天
,

详见表3
。

各代蛹期也不一
,

短者平均 6 天
,

长者达 17
.

37 天
,

亦请见表 3
。

3
.

天敌 竹蓖舟蛾初龄幼虫的捕食性天敌有蚂蚁
、

蜘蛛及蛤的幼虫
,

中
、

老龄幼 虫 有

大刀螂及广腹蝗螂
、

黄足猎蜷 Sl’灯丙e : e 。 flau fp e : (S 亡舰)及多种鸟类
。

寄 生 性天 敌 在 卵 期

有赤眼蜂 T : fc ho g r a二n ‘a sp
. 、

舟蛾黑卵蜂 T 。le : o o u s s p
. ,

幼虫期有内茧蜂 R ho g a s s p
. 、

瘦

姬蜂 Cam p o p le x s p
. 、

伞裙追寄蝇 E 万。; i: ta c iv ilis R o n d a n i
,

幼 虫 期 寄生到蛹期出蜂的有

舟蛾啮小蜂 T o tra : 厅ch “,

sP
.

及细颖姬蜂 E , ico 印il us sP
. 。

其 中 舟 蛾 黑卵蜂寄生率常年在

15 %一 30 %
,

该虫大发生时寄生率高达56 % 以上
。

黄足猎蜷捕食率也较高
。

其它寄生蜂
、

寄

生蝇寄生 率 在 5 % ~ 15 %不等
,

对 竹蓖舟蛾起了重要的抑制作用
。

三
、

防 治 方 法

1
.

保护 天故 该虫天敌较多
,

其中以黑卵蜂
、

黄足猎蜷的寄生率
、

捕食率高
,

在天敌发

生期应少喷药
。

2
.

灯光诱峨 各代成虫发生期
,

利用黑光灯诱杀
,

特别是第 1 代成虫效果更好
。

最多一

晚 20 W 黑光灯可诱杀成虫35 0余只
。

3
.

加强竹 林抚育 毛竹出笋大年常进行竹林抚育
,

应将抚育时间安排在 10 月
,

可以杀灭

该 虫在地面的蛹
。

4
.

药剂防 治 用敌敌畏插管烟剂防治 4 龄以下幼虫
,

效果9 5
.

4 % ; 防治 5 龄以上幼 虫

效果在75 % 以下
。

用80 %敌敌畏 2 0 0 。倍液
, 2

.

5 %澳氰菊醋1 0 0 00 倍液防治 4 龄幼虫
,

效果

9 8
.

5 % , 防治老熟幼虫效果为82
.

8 %
。

, 考 文 献

仁z 〕 各县消息
,

1 9 3 5
,

富 殊J发生竹叶害虫
,

昆虫 与植病
, 3(3 2 )

: 6 5 2 。

〔2 〕杨级清
,

1 93 6 ,

富阳竹眼蛛考察纪要
,

昆上与植病
, 4 ( 2 )

:

28 一30
。

〔3 〕 各县消 息
, 1 9 3 6 ,

竹叶害虫 危害之损失
,

昆虫与植病
, 4 (6 )

: 1 1 6 ~ 1 1 7 a

〔4 〕 本局消息
, 1 9 3 6

,

富 阳竹眼 娜为天社蛾之一 种
,

昆虫与植病
, 4 (1 6 ~ 1 7 )

:
3 54 。

〔5 习郑积微等
, 1 9 8 1

,

竹舟蛾的生物学特性与防治
,

林业病 虫通 讯
,

(1 )
:

11 一1孔

〔6 〕 王思政等
,

19 8 1
,

竹舟蛾研究简报
,

植物保护
,

( 4 )
:

22
。

〔7 〕 中国林科院主编
,

1 9 83 , ,

牛
,

国森林昆虫
,

中国林业 出版社
, 76 6 ~ 76 7

。

〔8 〕 赵 萍
, 1 98 3 ,

纵褶竹舟蛾初步观察
,

昆虫知识
, 2 0 (3 ): 1 2 5 ~ 12 7

.



6 期 徐天森等
:

竹蓖舟蛾的研究 5 73

S T U D !E S ON B E S A IA G O D D R IC A

(N O T O D O N T ID A E
,

LE PID O PT E R A )

X u T ia n s e n

(T h。 R e s e o r。 h Io s t‘to re o
f s 。b tr o 尸fc a l F o r e s 才川 C A F )

L位 R u o q in g

(N a 。 : h a o F o r。 : t F a r 二 。
f Y o ha 。夕 C o u , t夕

,
Z ho jl. a 。夕 P r o o fo c e )

肋
st r ac t B e s a ia g o d d 了玄c a (S e h a u s )

, o n e o f th e m a in Pe s ts o f th e ba m b o o s ,

a tta e k s th e s Pe e ie s o f Ph 梦llo st a c h万5 a n d ha s b e e n o b s e r v e d in th e w id e a r ca s

o n th e s o u t五 o f th e Y a n g tz e R iv e r a s w e ll a s in S h a n x i P r o v in e e
.

W it h fo u r

g e n e r a t io n s p c r y ea r in Z h e jia n g p r o v in e e ,
th e p c s t in s ee t o v e r w in te r s o n

ba m b o o s b y la r v a e w h ic h m a y fe e d o n th e fo lia g e o e e a s io n a lly a t w a r m n o o n

in w in t e r ,
b u t n o r m a lly e a t m o r e in th e n e x t M a r e h

.

T h e ad u lt s a PPe a r in

ba m b o o g r o v e s fr o m e a r ly A Pr il to e a r ly Ju n e , e a r ly Ju n e to m id
一

Ju ly
,

e a r ly A u g u s t t o e a r ly S e Pte m bc r a n d
,

m id
一

S e Pte m be r to e a r ly N o v e m be r

r e s Pe e ti v e l了
.

T h e la r v a e fe e d o n th e fo lia g e fr o m la te A Pr il t o e a r ly Ju ly
,

la te Jun
e to lat e A u g u st ,

m id- A u g u st to m id
一

o e to b c r a n d
, e a r ly o e to be r to

th e n e x t e a r ly A Pr il
.

T 五e m e a n fe e d in g a m o u n t o f th e le a v e s Pe r la r v a in

e a e h o n e o f t吮 fo u r g e n e r a t io n s 1 5 r c s Pe e tiv e ly u P to 4 1 1
.

8 5 , 3 9 0
.

0 2
,

3 3 5
.

8 5

a n d 3 2 4
.

9 5 e m
Z

in a r e a
。

E a e h fe m a le a d u lt m a y la y e g g s v a r yin g fr o m 8 0

t o 4 9 0
.

T h e r e a r e m o r e th a n t e n n a tu r a l e n e m ie s a tta e k in g th e Pe s t ,

m a in ly

in e lu d in g T l玄c ho g 犷娜m a sP
. ,

T e le往 o m u s s P
。 ,

C a m p OP le x sP
. ,

E x o , is ta c iv 玄lfs ,
S fr the n e a

jla v
动

e s a n d E n 玄c o印玄lu s s P
. ,

T h e e ffe e tiv e e o n tr o l o f th e Pe st e a n b e a e h ie v e d

b y th e m e a s u r e s o f te n d in g o f ba m b o o g r o v e s ,

lig h t一t r a P Pin g
, a n d a PP lie a -

t io n o f D D V P sm o k e g e n e r a t o r
。

K e y w o r d s B e s a ia g o d d 了玄c a (S e h a u s ) : b io lo g ie a l e h a r a e te r is tie s : e o n t r o l

m e a s u r e s ; b a m b o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