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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 梢 斑 螟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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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锦年 陈 胜 黄 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浙江省淳安县姥 山林场 )

摘要 芽梢斑螟幼虫蛀害马尾松雄花枝
、

球果和嫩梢
,

造成果萎
、

断梢和形成小而密的树 冠
,

是我国马尾松等松类上新发现的重要钻蛀性害虫
。

该螟在浙江省淳安县为一年一代
,

以幼虫 在被

害雄花枝
、

球果和枯梢上越冬
。

本文通过系统的观察研究
,

叙述了该螟发生与林地气候
、

寄主 和

天敌等生态因子的关系
。

通过防治试验
,

提出灯光诱杀
、

早春用40 % S N
一

851 等杀虫剂 喷 梢 和

保护天敌等治理措施
。

关镜词 芽梢斑螟 , 生物学 , 生态学 ; 治理措施

螟蛾科 P yra lid ae 梢斑螟属 D 玄o1 那滋a 的虫种
,

绝大多数是林木的重要害虫
。

我国南方

马尾松林中
,

发生成灾的梢斑螟有两种
,

即芽梢斑螟 D io : ; e t, 犷a , ia i M u tu u r a e t M u nr o e

和微红梢斑螟 D
.

二加lla H a m p so n
。

前者幼虫以钻蛀雄花枝
、

球果为主
,

亦蛀害嫩梢 ; 后

者以钻蛀嫩梢为主
,

亦蛀害芽
、

果和干
。

芽梢斑螟是我国马尾松等松类上新发现的一种钻蛀

性害虫
,

有关该虫的发生规律国内未见系统报道
。

1 9 8 7 ~ 19 9。年笔者在浙江省淳安县姥 山林

场连续 4 年
,

对芽梢斑螟的生物学
、

生态学及综合防治进行了系统研究
。

本文叙述了该螟的

发生规律及其综合治理措施
。

1 研究方法

1
.

1 试验地设置

试验地姥山林场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

湖中
,

是一个四周环水的内陆岛
。

地处北纬

2 9
0

3 5
’ ,

东经 1 1 9
“

0 1 ‘
,

海拔在 1 10~ 2 5 0 m

之间
。

为了观察不同生境林地对芽梢斑螟生

长繁衍
、

种群数量变动及综合治理效果的影

响
,

选设 19 5 4~ 1 9 8 5 年分 批 定 砧
、

19 5 6~

1 9 9 0年分期嫁接的马尾松初级种子园(A )和

植被密的马尾松天然林(B )
,

分别进行观察

和测定(表 1 )
。

试验地年平均气温 17 ℃
,

极端

最高温4 1
。

8 ℃
,

极端最低温 一 7
。

6 ℃
。

年降雨

表 1 试验林地生境类型 (姥山 )

试验地
编 号

林 分 组 成 植 被 状 况

马尾松种子园
,

套

种黄挑和杏树等
。

单
A 层林冠

马尾松天然林
,

1 5

年生
,

平均 树高1 1
.

6

B (8一 1 6 ) m
,

郁 闭度

0 5
。

单层林冠

地表大多裸露
,

植被稀

少
。

林下植物主要有 白栋
、

复盆子
、

白茅
、

乌饭
、

杜

鹃
、

金 刚刺和戴类等

植被多达 10 2种
,

其 中优

势种苦楠
、

青冈
、

杨梅
、

稚木
、

锥栗
、

木荷
、

白栋
、

乌饭
、

杜鹃
、

铁芒箕
、

五

节芒和旅类等

量1 4 0 8m m
,

年蒸发量1 3 7 6
.

3m m
,

平均相对湿度为75 %
。

土壤为丘陵红黄壤
,

厚度50 c m 以上
。

本文于 19 9 0年 1 0月 1 8 日收到
。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宋士美研究员和刘友樵研究员分别鉴定芽梢斑螟和微红梢斑螟
、

松蛀果斑螟学名
。

姥山林 场

冯慧群
、

本所刘若平和浙江林校 实习 生陈益 民
、

王春雷
、

杨柳青
、

陈小忠和叶浩然参加部分试验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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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林间现案和宣内饲养

¹ 马尾松种子园选择 16 株开花结实树
,

按顶
、

中和
一

F部三位置
,

各选略垂直的 4 枝
,

标

记枝上全部 1 至 2 年生球果
,

间隔 5 天观察一次
,

连续三年
,

测定虫害果的纵
、

横径
,

剖果

鉴视害虫种类
、

发育进程
。

º 马尾松天然林定期调查雄花枝
、

嫩梢和球果的蛀害情况
,

幼虫

和蛹的发育状况及种群数量
。

» 利用沈阳产园林诱虫灯诱蛾监测
,

结合林间气象资料
,

分析

其发生量与林地温湿度的关系
。

¼室内饲育害虫及其天敌
。

各种方法互相比较
、

验证
。

1 . 3 综合防治试验

¹ 成虫羽化期采用园林诱虫灯—水盆诱捕器和浙江省江山县无线电厂产的高压杀虫电

网 (黑光灯 20 W / 22OV
,

有效杀虫面积30 ~ 50亩 )进行诱杀
。

º 越冬幼虫转移蛀害前
,

用40 %

氧化乐果等 4 种化学杀虫剂各30 0
、 500 倍液喷洒主

、

侧梢
,

对照喷洒清水
, 10 天后检查药效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生活史与马甩松生长发育的关系

芽梢斑螟在浙江省淳安县马尾松林内一年一代
。

各虫态的发生期与寄主的发育期密切相

关
。

以初龄幼虫在上代蛀害的雄花残枝
、

残果和微红梢斑螟蛀害过的残梢旧坑中越冬
。

翌年

4 月上旬
,

马尾松雄花开始散粉时
,

初龄幼虫即转蛀入当年雄花枝
。 5 月上旬二年生球果逐

渐膨大
,

部分幼虫蛀入果内
。 5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为越冬代蛹期

。 5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为成

虫期
。 6 月上旬至 8 月中旬出现第一代卵

。 6 月中旬后出现第一代幼 虫
。

年生活史见 表 2 。

衰 2 穿梢斑级年生活史与马甩松生长发, 期 ( ] 9 8 7一 19 8 9 ,

姥 山)

丫 一 矶 { 皿 一 租 一 Ix X

·

⋯
·

⋯一丽互 (雍花轰菠
一 梢

、

果内 )

一
月

\一一于一一余
!

一

幼 虫( 当年
雄花枝内 )

幼虫 ( 二年生球
果

、

嫩梢内)

蛹 (二年生球果
、

梢内 ) )

⋯
成 二 {

卵(雄花残 枝 、

虫

害梢等上 )

子之 幼虫 (雄花残枝 ,
虫害梢

、

果内少

马尾松生

长发育期

抽 梢 叭 封顶期 营 养 生 长 期 顶 芽 发 育 期 休眠 期

休眠期

雄花
粉

放 {
服 !

二年生 球果那大
、

生长期 球果成 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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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习性与生态的关系

成虫发生与气候的关系 芽梢斑螟成虫羽化集中于白天
,

以 16 ~ 20 时最盛
,

占总 羽

化数 ( 。 = 40 ) 的 5 1
。

6 %
。

羽化后蛹壳仍遗留于原坑道内
。

成虫白天隐匿于树梢针叶丛或林

下杂草灌木丛中
,

黄昏后开始活动
,

20 时后最活跃
。

成虫具较强的趋光性
,

常围 绕 光 源 飞

舞
,

扑灯高峰在 21
:
00 ~ 2 3 :

00
。

1 9 8 7年 5 月14 日至 6 月17 日利用园林诱虫灯
,

每夜诱捕 Z h
,

平均诱捕量为9 6
。

9头/ 次
。

最高一夜
,

Z h 达 629 头
。

林间成虫羽化期的 日平均温度为14
。

4~ 29
.

4 ℃
,

平均相对湿度为 “
。

7 %一99
.

。%
,

最

适温度为 20
.

1一 2 7
.

3 ℃
,

最适相对湿度为5 8
.

7 %~ 84
.

7 %
。

林间温湿度与成虫诱捕率 的关

系详见图 1
。

图 中可见
,

在最适温湿度范围内
,

随着温度升高
,

湿度降低
,

成虫诱 捕 率 上

升
,

反之则下降
。

雌雄成虫性比为 1 : 1
.

1
。

成虫需补充营养
,

在室内饲育中
,

如仅供 清水
,

寿命只 3~ 5 天 , 若饲以蜂蜜
,

平均寿命为9
.

4 ( 7 一1 3) 天
。

2. 2. 2 幼 虫钻蛀与寄主的关系

(1 ) 越冬场所 芽梢斑螟均以初龄幼虫越冬
。

拓年生的天然马尾松林中
,

幼虫大多栖居

于上代幼虫蛀害过的马尾松雄花残枝坑道中
,

吐丝结团
,

堵住坑口
,

取食坑内千物质 , 5~ 6

年生的马尾松种子园雄花枝量少
,

微红梢斑螟蛀害颇重
,

芽梢斑螟幼虫大多栖居 于 微 红 梢

斑螟等松梢害虫蛀食过的枯梢内
。

微红梢斑螟一坑道内仅居 1 头幼 虫 ; 芽梢斑螟一坑道 1 头

幼虫者占坑道总数 ( n = 9 6) 的 82
.

3 %
,

2
、

3 头共居一坑 者
,

分 别 占 1 4
.

6 % 和3
.

1 %
。

此

期
,

幼虫取食干物质
,

发育十分迟缓
。

(2 ) 转蛀雄花枝和嫩梢 4 月上旬
,

清明前后
,

林间平均 日气温达 14
.

2 ℃ (8
.

3 ~ 22
.

1℃ )
,

平均相对湿度达 84
.

4 %(63
.

7 %~ 95
.

3 % )
,

马尾松雄球花小抱子叶相互分离
,

花粉囊显见
,

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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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0 2 5 6 ·

3 0 7
一

5 1 0 1 5 2 0 2 5 昌0 7
一3 1

(月
,
日)

温
、

湿度与成虫食捕率(
。 二 6 2 03 )的关系

—
诱捕率 , : ⋯湿度 , 一

, 一温度

花开始散粉 ; 火炬松万二
: tae da L

。

嫩梢抽至 3
.

5~ 4
.

7 c m 长时
, 2 ~ 3龄幼虫陆续 遗弃旧

坑道
,

爬行迁移至雄花枝和火炬松嫩梢上钻蛀坑道
。

幼虫蛀入枝
、

梢后
,

立即吐一平均面积

为70
.

6 (抓
.

0~ 1朋
.

0) m m ,

的近椭圆形丝网
,
边蛀边将蛀屑和排泄物推至网上

,

形成一个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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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丝盖
,

封住孔 口
,

林中虫口密度高时
,

一

1分显眼
。

被害马尾松雄花枝 ( 儿 = 2 5) 的平均长

度为1 4
。

6 (6
.

2一2 一 4 ) e m
,

平均蛀孔大小为2
.

4 (1
.

1~ 3
.

7 ) m m
,

平均 蛀道长 为 4
。

7 (1
.

理~

13
.

1) c m
,

平均蛀道宽为2
.

1(1
.

2~ 3
.

0) m m
。

马尾松雄花枝蛀害后
,

大多折断
,

枝基当年i方

芽
,

萌生 。
、

1
、

2
、

3 和 4 芽者分别占总枝 数 (, == 1 0 6 8 ) 的 2 3
.

9 %
、

3 3
.

7 9百
、

3 1
.

5 %
、

7
.

8 %和 1
.

8 %
,

产生众多短小细枝
,

消耗寄主大量养分
。

几经侵害
,

致使被害株树冠小 而密
,

雌花数量逐年减少
。

被害火炬松嫩梢 (n = 19) 平均长度为 16
.

3 (6
。

o ~ 28
.

8) c m
,

平均梢底 径

为 5
.

4 (3
。

4 ~ 6
.

5 ) m m
,

平 均蛀道长度为3
.

2 (1
。

6~ 1 0
。

1) em
,

平均蛀道宽为3
。

0 (1
。

6~ 4
.

5 )

m m
。

蛀孔以上害梢逐渐枯黄
,

弯曲并倒悬树冠中
。

(3 ) 转蛀二年生球果 5 月上旬
,

林间 日平均温
、

湿度达 17
.

。℃ (1 1
.

6 ~ 2 1
.

6℃ )和 79
.

3 %

(52
.

3 % ~ 9 5
.

3 % )
,

二年生球果逐渐膨大时
,

钻蛀马尾松雄花枝的芽梢斑螟中龄幼虫转至球

果
,
从球果底部

,

近果柄处蛀入
,

取食种鳞和果轴
,

并在蛀孔外吐丝缀取果柄附近的松针叶

鞘和排出的粪粒
,

成一黄白色片状丝盖
,

覆于蛀孔上
。

夜间幼虫常爬至孔口
,

啃食孔沿种鳞
,

至幼虫成熟时
,

孔径大达 3
.

。~ 5
.

5 m m
。

害果平均纵
、

横 径 为 l
.

75 c m 和 1
.

3 1 c m
,

分 别

小于同期相邻健康果 。
。

77 c m 和 。
。

45 c m
。

果 内坑道壁光滑
,

略 呈
“

U ”
形

,

空无 籽 粒
,

仅

残存种鳞和薄片状果轴
,

成一棕色或灰褐色硬僵果
,

夏末秋初坠落地面
。

幼虫具转果危害习

性
,

定株标记观察表明
,

越冬代转移 2 次
。

林间该 虫蛀害后空果数占总害 果 数 (: = 2 9 2) 的

49
.

3 %
。

如阻止它转果危害
,

幼虫虽能存活
,

但处于滞育状态
。

19 8 8年 6 月中旬采 集 二 头

枯果内的中龄幼虫
,

室内不供新鲜球果
,

至次年 8 月底仍为 中龄幼虫
。

(4 ) 蛀害与寄主树龄的关系 幼虫发生的种群数量跟寄主树龄有密切关系
。

5年生前的马

尾松幼林
,

雄花数量较少
,

芽梢斑螟种群数量低
,

危害甚轻
。

5 年生后
,

数量逐渐增多
,

芽

梢斑螟猖撅成灾的可能性随之增高
。

据在姥山林场15 和25 年生马尾松天然林雄花枝的调查表

明
,

前者 (。 二 9 )雄花枝平均蛀害率 为23
.

3 % (8
.

7 % ~ 4 8
.

4 % )
,

后者 ( , 二 1 2) 为 2 5
.

0 %

(6
.

9 % ~ 5 0
。

9 % )
。

(5 ) 蛀害与树冠方位的关系 芽梢斑螟越冬幼虫在马尾松树冠转移危害时
,

喜通风和温

暖的生态环境
。

被害雄花枝调查表明
,

幼虫危害树冠顶部和外缘的 雄 花 枝
,

被 害率分别为

3 4
.

6 % 和4 0
.

7 %
,

高于中部 (30
.

4 % ~ 3 2
.

0 % )和下部(2 5
.

6 %~ 3 1
.

1 % )的被 害 率
,

而东

南西北四方位的被害率差异不显著
。

2
.

2
.

3 化蛹及其场所 初龄幼虫灰白略带赤色
,

中龄渐变成灰黑 色
,

至 成 熟 幼虫 即 呈漆

黑色
,

具 黑 蓝 色 金属光 泽
。

化蛹前 1 ~ 2 天
,

停止取食
,

排尽体内粪便
,

体呈青蓝色
。

大

多在害果内
,

少数在害梢或被害雄花枝中化蛹
。

蛹均位于距 蛀入 孔 1 ~ 2 c m 处坑 道 的 上

方
。

初化蛹为红褐色
,

羽化前变为黑褐色
。

室内饲养化蛹率为8 0
.

0 %
,

蛹历期13 一25 天
。

2
.

2
.

4 害虫发生与天敌 的制约作用 林 间芽梢斑螟种群数量变动受到天敌的制约
。

绒茧 蜂

APa 时el es sP
.

单寄生于芽梢斑螟幼虫体内
。

室 内 5 月上中旬蜂 蛆 老熟
,

从 寄主休内钻出
,

寄主仅剩头壳和表皮
。

4 一 5 天后
,

蜂蛆在寄主残骸旁结一长 径 4
.

7 ~ 6
.

s m m
、

横径 1
.

。~

2
.

4 m m 的圆筒形白茧
,

茧期 13 ~ 14 天
。

成蜂羽化后
,

从茧的一端咬出
。

室内饲育该虫发现
,

5 月中旬
、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和 9 月中旬出现三次成蜂羽化期
。

成蜂寿命 3 ~ 5 天
。

该蜂

自然寄生率达 2 1
.

4 %
,

是芽梢斑螟天敌中的优势虫种
。

长体 茧 蜂Mac 而‘翻云、
:
sP

.

为幼虫

内寄生
。

每头寄主体内具 2 ~ 15 头蜂蛆
。

寄生初期
,

寄主外部形态和活动能力与正常幼虫难



3 期 赵锦年等
:

芽梢斑螟的研究

以区别
。

蜂蛆近成熟时
,

寄主脆体开始肿胀
,

行动迟缓
,

蜂蛆即钻出寄主表皮
,

群集尸旁
,

各结灰白色丝茧
。

芽梢斑螟钻蛀球果期的自然寄生率为7
。

8 %
。

2
.

2
.

5 发 生与其它钻 蛀性 害虫的关 系 本种害虫常与松实小卷 蛾 尸et 而va cl fst at a (W al s
-

in g h a m )和微红梢斑螟的越冬蛹和幼虫共居同一害梢坑道中
。

表 3 为芽梢斑螟越冬幼虫与其

它害虫同居的比率
。

张润志 (1 9 9 0 )将油松球果膨大初期受害
,

不产种子
,

称前期受害球果 ;

球果膨大后期至成熟期受害
,

部分可产种子
,

称后期受害球果L甸
。

姥山马尾松林
,

从 5 月初

球果膨大至1。月上旬的整个生长季节中
,

前期受害球果系由芽梢斑螟越冬转移幼虫和松实小

卷蛾第一代幼虫钻蛀造成
。

15 年生的马尾松天然林
,

这两种害虫常伴随发生
。

害果率详见表

4
。

前期受害球果往往上部遭松实小卷蛾侵害
,

蛀孔外附有虫粪及白色流脂
,

凝成漏斗状突

起 , 下部遭芽梢斑螟蛀食
,

近果柄的底部具一丝盖的较大虫孔
。

果内蛀成纵横坑道
。

后期受

害球果皆由松实小卷蛾第 2 ~ 4 代幼虫侵害酿成
。

表 ‘ 芽梢斑扭越冬幼虫与其它容虫同居的比率 (1 9 90
·

3 15
,

始 山)

仅具芽梢斑 螟幼虫梢率 具芽梢斑螟和微红消斑 具芽梢斑螟幼虫和松实

词 查 梢 数
(% ) 螟 幼 虫 梢 率 (% ) 小 卷 蛾 蛹 梢 率

_

(% )

1 2 9 82
.

2 1 0
.

1 7
.

8

表 4 芽梢斑级
、

松实小卷峨的蛀果比牟

(1 98 7
,

姥山 )

调查

株号

调查

果数

蛀果率

(% )

芽梢斑娱

蛀果比率

(% )

松实小卷级

蛀 果 比 率

(% )

2
.

3 防洽试验和治理措施
2

.

3
.

1 灯光诱杀 用黑光灯诱捕 成 虫
,

不

仅可作该螟种群数量测报的工具
,

亦是治理

该螟的重要措施
。

1 9 8 8年 6月5 ~ 29 日利用园

林诱虫灯—水盆诱捕器诱杀成虫 9 793 头
,

平均每夜诱杀4 45
。

1头
,

最高一夭诱杀 量 达

2 69 0头
。

种子园亦可采用高压杀虫电网
,

该

电网中每毗邻二根铁丝间 具 3 5 00 ~ 4 0 00 V

高电压
,

当装置中的黑光灯诱引30 ~ 50 亩面

积中的芽梢斑螟成虫飞入铁丝间
,

即产生短

路电弧
,

将其击穿
,

部分虫体烧成灰末
。

经

6.1工b41
.

⋯
,

20叶�舀

?
上008977

j吸O甘户净6Q
.

. .

⋯
7
八“�4nUS

曰1.12285472..

⋯
,‘n,一,“,一几升内01‘J46,二魂匕后77

OOQ口,自亡dj
.

1丹J
7
月11人‘八

11皿丁V

云 3 3 5
.

4 6 4
.

9 1 5

试验该电网在诱杀芽梢斑螟时
,

亦可兼杀微红梢斑螟
、

松 实小卷 蛾
、

松 蛀果 斑 螟 A s sal a

ho 。: e e lla R o e s le r 和松墨天牛MO 而
e 几a报 . 5 a lt e , ”a t“5 H o p e 等蛀梢

、

果
、

干害虫的成虫
。

2
.

3
.

2 化学杀虫 剂防 治 芽梢斑螟越冬幼虫转移前
,

取食马尾松枯死雄花枝
、

枯梢中 的 碎

屑等干物质
,

发育缓慢
,

对杀虫剂的抵抗力较低
。 19 9 0年 3 月 9 ~ 10 日在姥山林场马尾松种

子园
,

用 4 种杀虫剂进行喷梢防治试验
,

10 天后
,

解剖枯梢
,

检查药效
,

详见表 5
。

表中可

见40 % S N 一
85 1 乳油和 20 % 8 3 0 2 乳油各300 倍液的校正死亡率分别为9 2

。

3 %和9 1
.

1 %
。

早

春 ( 3 月上旬前) 采用上述两剂喷梢防治
,

兼可杀灭微红梢斑螟越冬转梢前的幼虫
,

经试验
,

防治效果分别达81
.

4 %和 100 %
。

2
.

3
.

3 保护 天敌 4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
、

6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和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 是 绒

茧蜂和长体茧蜂成蜂羽化期
。

室内药膜试验表明
,

上述供试的5 00 倍液杀虫剂对长体 茧 蜂具

弧烈的触杀作用
。

接触药膜 4 h 内
,

成蜂即开始击倒死亡
,

12 h 全部杀死
’

而对照 1 天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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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5 越冬幼虫转移前杀虫加喷梢防治的药效试脸 (1 99 0
,

姥山 )

药 荆 种 类

4 0% 载化乐果乳油

(杭州农药厂 )

一。% SN 一5 1乳油

(上海农药 厂 )

2
.

5 % 敌杀死水荆

(江苏武进庙桥建化厂 )

2 0 % 8 3 0 2乳油

(浙江 化工研究所一浙农大研制 )

稀释倍数 供试株数
供试虫数

(条)
死亡率 (% ) 校正死亡率 (% )

,人8636
0048

,土叮目,土,山,人.L
‘.1‘.玉

{{)
“

口U U X :;; ::
’

:
8 8

.

6

6 4
.

3

,曰OJ,一3口�2

‘U,U

盛�.Ln丹,一OJ.,9339韶7292“818276916562
. .工d.人月1,工,工,人

{{{
“

舀U U X

,孟�勺‘1�11点七一七O曰咬口

:::二
j且��

{11
“

舀U U X

C K 1 83 1 5 2 0
.

0

有少量死亡
, 4 天才全部死亡

,

均属正常死亡时间
。

3 月中旬前用上述杀虫剂喷梢
,

该蜂正

处于蜂姐寄生阶段
,

经考查对该蜂生长发育无明显影响
。

林 中两蜂成蜂期应禁喷杀虫剂
,

以

利该蜂生殖繁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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