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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典 马尾松吉松叶蜂 (G “P i成a o as : 。成胡a X ia o) 发生于安徽省滁县长冲林场
,

三L要危害

20 一 30 年生马尾松纯林
,

疏林
、

林缘受害严重
。

1 9 9 1年 5 月调查
,

发生面积达 9 0 0 0亩
。

一年 发生

两代
,

6 月中 旬至 了月上旬
,

1 0月 下旬至 1 1月中旬老熟幼虫在枯枝落叶层 下
、

草丛根部
、 : lf. 壤

,

l
,

结茧
,

以预蛹越 夏
、

越冬
。

幼虫共 6 龄
,

1 一 5 龄食叶量平均 5 7 3
.

1 o m
,

第 6 龄不 取食
,

经 5 一

48 h结茧
。

一
、

二代幼虫危害期分别在 5 月上 旬至 了月上句和 9 月中旬至 11 月中句
。

幼虫雌 性 比

0
.

5
。

雌成虫交尾后将卵散产于松针中
,

产卵量平均87
.

6粒
。

关. 词 马尾松吉松叶蜂 , 生活史 , 防治措施

1 9 8 9年
,

安徽省滁县长冲林场马尾松人工林被松叶蜂危杏
,

面积达2 。。0 亩
, 19 9 1 年 增

至9 0 0 0亩
。

经鉴定该虫为马尾松吉松叶蜂 (G ilp fn fa 二 a s s o n ia n a X ia o ) 〔
‘] ,

是一种新 的森
,

t术

害虫
。

为了防治该种害虫
,

于 1 9 8 9~ 1 9 9 1年进行了马尾松吉松叶蜂生物学特性和防治方法研

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分布与寄主

该虫分布在安徽省滁县长冲林场
,

取食马尾松 (Pi
。。: m 。: : on ian : L a m b

.

)
、

火炬松 (尸
.
t“ -

。d a L
.

)
、

湿地松 (p
. e llio ttfi E n g e lm

.

)
,

而以马尾松为主 ; 室 内饲养尚取食黑松 (p
.

动。: be ; -

g 行 Pa rl
.

)
。

大发生时
,

30 年生马尾松最高虫口密度达3 0 0 0条/ 株
,

能将整株针叶全部吃光
。

2 形态特征

2
。

1 成虫

雌虫
:

触角基部暗黄色
,

端部黑色
。

头部黑色
, 唇墓

、

唇墓上区
、 _

仁唇
、

烦
、

眼后区均

黄色
,
上额部分红黑色

。

胸部黑色 ; 前胸背板两侧鲜黄色
;
中胸前盾片后部侧缘

、

中胸小后

片近中部横带淡黄色 ; 淡膜叶灰黑色
; 足基节

、

转节黑色
,

腿节背面红黑色
,

胫节华部黄色
,

胫节尖端
、

纷节红褐色
;
翅透 明

,

前翅 C 脉红褐色
,

R 脉黑色
,

R
、

脉前端色较 暗
,

终余翅

脉均褐色 , 翅痣后部黑色
,

前部黑黄色
。

腹部黑色
;
背板 1 或其大部分

、

2 一 8 前部
、

腹板

1 一 7 前部均淡黄色
。

本文于 19 9 1 年1 0 月2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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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虫
:
触角黑色

, 1
、

2 节带红褐色
。

头部黑色 ; 上唇
、

上额红黑色
。

胸部黑色 , 前胸

背板侧角淡黄色
。

腹部黑色 ; 外生殖器红褐色
。

其余色泽同雌虫
。

2
。

2 卯

长椭圆形
,

淡黄色
,

长1
.

5 6 m m
,

宽o
.

4 5 m m
。

2
.

3 幼虫

幼虫共 6 龄
。

初孵幼虫头壳
、

体均淡白色
,

体长 2
.

3 m m
, 2 ~ 3 h 后

,

头壳
、

胸足逐

渐变为黑褐色
,

二
、

三龄幼虫头壳黑褐色
,

体淡绿色
。

四龄幼虫头壳黑色
,

体淡绿色
,

并有

浅墨绿色亚背线
、

气门上线
、

亚腹线
。

五龄幼虫头壳黑色
,

胸足外侧黑色
、

内侧淡黄
,

体淡

绿色
,

有黑色亚背线
、

气门上线和亚腹线
,

气 门上线较宽
。

六龄幼虫头壳淡黄
,

仅单眼黑色
,

体缩短
、

扁平
,

体背面暗红
、

腹面淡黄
,

背线等均消失
,

仅在中
、

后胸
、

1 一 g 腹节两侧残

留黑 点
。

各龄幼虫头壳宽度及体长见表 1
。

表 1 各 龄 幼 虫 头 宽 及 体 长 (单位
:

m m )

一
. . . . ~ . . ~ ~ ~ ~ . . . .

虫

一
2 3 4 5 6

头

平

宽

均

0
.

4 2ee 0
.

8 8

0
.

6 7

0
.

8 3 ~ 1
.

0 9

0
.

96

1
.

1 3 ~ 1 5 8

1
.

3 2

1
.

5 1 ~ 2
.

1 6

1
.

8 7

2
.

1 9 ~ 2
.

3 7

2
.

2 4

1
.

9 5 ~ 2
.

2 1

2
.

12

体

平

长

均

2
‘

3 ~ 9
.

1

5
.

8

7
.

8 ~ 1 1
.

1 8
.

5 ~ 1 7
.

2

1 4
。

4

1 2
.

9 ~ 2 8
.

6 1 6
.

4 tw 3 5
.

7 1 8
.

2 ~ 3 0
.

6

图 1 马尾松吉松叶蜂形态及被害状示意

1 一
1

.

雌成虫 , 1 一
2

.

产卵器 , 1
一 3

.

锯腹片 , 1
一

4
.

雄成虫 ;

上的卵 , 1 一 8
.

卯 , 1
一

9
.

老熟幼 虫; 1
一

10
.

预蛹 , 1
一
1 1

.

茧 ,

1
一

5
.

雄成虫腹末解 剖, 1
一

6
.

阳茎瓣 ; 1
一

7
.

松针

1
一
1 2

.

被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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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茧
、

预蛹
、

蛹

茧椭圆形
、

丝质
、

有光泽
,

黄 褐 至 黑 褐 色
,

长 8
.

83 ~ 13
。

95 m m
,

平 均 1 1
。

7 5 m m
,

宽 4
.

15 一 6
.

60 m m
,

平均5
.

58 m m
。

预蛹黄褐色
,

体皱缩
,

两侧有黑点
。

离蛹淡黄色
,

仅眼部

黑色
。

3 生活史及习性

3
。

1 生活史

该虫在滁县一年发生 2 代
。

老熟幼虫在枯枝落叶下
、

草丛根部
、

土壤表层结茧
,

以预蛹

越冬
。

4 月中旬至 6 月上旬成虫羽化
, 4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孵化出第一代幼虫

,
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老熟幼虫在枯枝落叶下
、

草丛根部
、

土壤表层结茧
,

以预蛹越夏
。

9 月上旬至 10 月

上旬第一代成虫羽化
, 9 月中旬至10 月中旬第二代幼虫孵化

,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第二代幼

虫老熟结茧越冬
。

生活史见表 2
。

衰 2 马 见 松 吉 松 叶 峰 生 活 史

月 份 4 5 6 7 8 9 1 0 1 1 12 ~ 3 4 5 6

第 一代
e 田 e e 田 e 田e e 田田 e

十 十 + 十

第二代
e 田e e e e e e e 由 e e 田 e

十 + 十 + 十 十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卵 , 一 幼虫 l e 友
、

蛹 , 十 成虫
。

3
.

2 习性

3
。

2
。

1 成虫

(1) 羽化
:

成虫将茧的一端咬破成一圆形小盖
,

顶破小盖后钻出
,

羽化孔边缘整齐
。

羽化

时 间多在 9 一 15 时
,

占羽化总数的84 %
,

夜间不羽化
。

第一代成虫羽化始盛期为 4 月30 日
,

高

峰期为 5 月 8 日
,

盛末期为 5 月13 日
。

其中雌成虫羽化盛期 为 5 月 2 日
,

高峰期为 5 月 8 日
,

盛末期为 5 月 14 1
一

1 ;
雄成 虫羽化始盛期为 4 JJ3 0 日

,

高峰期为 5 )】3 IJ
,

盛末期为 5 月 1 1 日
,

雄成虫各羽化期均比雌成虫提前
。

第二代成虫羽化始盛期为 9 月 6 口
,

高峰期为 9 月巧 日
,

盛 末期为 9 月20 日
。

成虫羽化率平均为7 4
.

9 %
。

羽化期间温度如低于 12 ℃时不羽化
。

对一
、

二代未羽化的茧
, 2 个月后解剖观察

,

其中有一部分是活预蛹
,

说明预蛹在茧 内有 滞 育现

象 [z]
,

其比例为2
.

8 % ~ 6 %
。

(2 ) 交尾
:

成虫羽化后即
一

可进行交尾
,

时间多在 9 ~ 15 1讨
,

持 续 0
.

5 ~ 3 h
。

交 尾方式

呈一宇型
,

多在树冠针叶上
,

遇
二

f 扰时雌成虫可携带雄成虫爬行或作短距离飞翔
。

雌成虫只

交尾一次
,

雄成虫可交尾多次
。

(3 ) )亡 ;

卵
:

雌 J戊虫交尾后即 可产卵
, ),七卵 11古I’[

ll多在 9
一

4 n
、

r
。 ;‘卵11寸厂11足抱住针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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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器在针叶上来回移动刺破表皮
,

将卵产于其中
,

外部可见产卵部位松针发黄并隆起
。

卵散

产
,

每根针叶产卵 1 粒
,

少数 2 ~ 4 粒 (详见表 3 )
。

每产一粒卵需时 1
。

5~ 4 m in
,

产卵部位

距叶鞘平均为 2
.

8 c m
,

产卵槽长平均为3
.

64 m m
。

据解剖
,

雌成虫孕卵量为32 一 14 8粒
,

平

均94
。

1粒 , 遗腹卵 1 一 26 粒
,

平均 6
.

5粒
。

雌成虫体重与孕卵量关系见表 4
。

表 石 针叶上产即橄l 统计 衰 4 . 成虫休, 与孕娜t 关系

每根针叶产卵数盈 (粒)

. . . . . . . . . . . . . . . 州

体 重
(m g )

~ 目
.

.
. . .. . . .. . . .. . .. . .. . . ..

针叶致(根 )
孕 卯 盆

(较 )
5 7 7 0 1 0 3 1 0 5 1 2 1 14 8

(4 ) 性 比
:

室内观察80 0个茧
,

羽化数 6 75 个
,

其中雌成虫340 个
,

雄成虫33 5个
,

性比近

1 : 1
。

(5 ) 活动
、

寿命
:

林间成虫多在 8 时后在树冠层飞翔
,

寻找配偶或产卵
,

一般林内气温

16 ℃以上的无风天气更为活跃
。

成虫寿命 l ~ 7 天
,

平均 3 天
。

3
.

2
.

2 卵期 卵孵化前卵壳发亮呈透明状
,

并略有膨胀
。

孵化多在清晨
,

幼虫先咬卵 的 一

端
,

破壳后继续咬卵壳呈一长缝
,

虫体爬出
。

卵期 5 ~ 12 天
,

平均7
。

5天
,

孵化率 1 00 %
。

3
。

2
。

3 幼 虫期

(1) 取食
: 幼虫孵化后即取食针叶

,

取食时从针叶顶部向下蚕食
。

1 ~ 2 龄幼虫仅将针

叶咬成缺刻状
,

达针叶宽度的1/ 3~ 1 / 2
。 3 龄后食量增加

,

取食整枚针叶
,

仅留近叶鞘 1 一

2 c m 处针叶
。

4 龄幼虫胸足抱握松针较紧
,

不易掉落
,

食量平均 90
.

7 c m
。

5 龄幼虫食量猛

增
,

平均 4 30
.

6 c m
,

占整个幼虫期食量的7 6
.

6 %
。

第一代幼虫只取食老针叶
,

不 食当年新

梢上长出的针叶 ; 第二代幼虫将老针叶吃完后
,

再取食当年生新针叶
。

l ~ 5 龄幼虫昼
、

夜

均取食
,

一生取食针叶 3 0 3
.

4~ 9 03
.

8 c m
,

平均 5 73
.

1 c m
。 6 龄幼虫不取食

,

排空体内废物

后即掉落树下结茧越夏
、

越冬
。

各龄幼虫历期
、

食量见表 5
。

表 5 各 赞 幼 虫 发 , 厉 翔 与 t t

虫 龄 1 2 3 4 5 6

5

骥
5 ~ 8

7
.

0

在~ 1 0

6
.

2

5 ~ 1 6

9
.

5

0
.

2 ~ 召

1
.

1

日日期均厉平

食

平

量 (e m )

均 (e m )

1
.

6 ~ 3
.

3

2
。

0

5
.

2 ee 1 0
.

7

8
.

0

3 3
.

1 ~ 5 0
.

8

遨1
.

4

5 0
.

0 ~ 2 0 3
.

0

9 0
。

7

注3 5
.

0 ~ 6 50 0

魂3 1
.

0
下树结茧

(2 ) 脱皮
:

幼虫一生脱皮 5 次
,

脱皮前数小时至一天停止取食
,

排空体内粪便
,

脱皮持

续0
.

5 ~ Z h
。

有极少部分幼虫因胸足或尾部老皮脱不掉而致死亡
。

脱下的皮缠绕 在针叶上
,

遇风
、

雨即掉落
,

虫口高时
,

在树冠下可见到大量似雀粪状的脱皮
。

(3 ) 虫粪
:

虫粪形状为长菱形
,

黄绿色
,

一生排粪8 69 ~ 1 6 9 2粒
,

平均 1 275 粒
。

各龄虫

排粪量及大小见表 6
。

对各龄虫粪长
、

宽进行多重比较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虫粪长
、

宽各龄

之间差异均极显著
。

(4 ) 活动
:
初孵幼虫爬行较慢

,
3 龄后爬行较快

,

幼虫在针叶上较少活动
,

仅在针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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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6 各 肠 幼 虫 排 扮 t 及 大 小

虫 淤 1 2 3 4 5

排 粪 盆 (较 )

平 均 (粒 )

虫龚长度 (m m )

虫粪宽度 (m m )

1 9 0 ~ 2 5 7

2 2 0

12 0 ~ 1 7 5

1 46

1 6 5 ~ 3 4 9

2 5 3

1 4 7 ~ 忍10

2 3 7

2 4 7~ 6 0 1

4 1 9

1 4

3 5 :: :: ;; ::

完后转移到附近针叶上继续取食
。

3
。

2
.

4 茧期

(1) 结茧场所
:

老熟幼虫在落叶层下
、

草丛根部
、

土壤中结茧
。

在土壤中结茧者入土址

深达 10 c m
,

大部分在土表 2 c m 左右处
。

95 %的茧在树冠投影下根部周围
。

(2 ) 茧大小
:
采集 1 00 个茧

,

测量其长宽
,

并按大小分为两组
,

结果茧较大的一组 羽 化

后全部为雌成虫
,

茧较小的一组仅 1 个为雌成虫
,

其余皆为雄虫
。

雌成虫茧长度 12
.

5 m m
,

宽 5
.

74 m m , 雄成虫茧长度 1 0
.

6 m m
,

宽 4
.

91 m m
。

经方差分析
,

雌雄茧的长宽 差 异 均显

著
。

(3 ) 茧重量
:

分别将雌雄各10 个空茧称重
,

雌虫茧平均2 0
.

6 m g
,

雄虫茧平均 10
.

4 m g
,

雌虫茧比雄虫茧重约一倍
。

(4 ) 预蛹
、

蛹
:
老熟幼虫结茧后

,

在茧中 2 一 5 天变为预蛹
,

预蛹历 期 第一代86 ~ 1 12

天
,

第二代 1 7 4一 2 1 8天
,

蛹期 7 ~ 1 0天
,

平均 8
.

5天
。

4 天 敌

观察越冬茧8 00 个
,

被寄生58 个
,

寄生率 7
.

25 %
,

滞育率6 %
,

自然死亡 率 2
.

38 %
。

采

集第一代茧 3 54 个
,

被寄生71 个
,

寄生率20 %
,

滞育率 2
.

83 %
,

自然死亡 率 n
.

63 %
。

寄生

天敌有寄生蝇 2 种
,

姬蜂
、

白僵菌
、

病毒
、

小蜂 ; 捕食天敌有裙腹猎蜡
、

大山雀
。

各种天敌

寄生率见表 7 。

衰 7 天敌寄生百分率

(单位
:

% )

表 8 产即傲t 与环境关系

(单位
:

软 )

数t 寄 寄 自 病 小
项 目 ! t毛 少胜 任

(个 ) 绳 蜂 蔺 毒 计

第一《之茧

第二代茧

3 5 4 7
.

8 5 5
.

0 8 6
.

5 0

8 00 1
.

8 8 1
.

2 4 3
.

0 0

5 7 2 0

1 3 了

0 0

2 5

调 查 树 冠
林 缘 林 内 林 下

—
马尾松 火炬 松

株 号 上层 中层 下层

1 2 5 通 3 2 4 1 5 7 7 2

2 1 9 1 2 4 4 3 3 1 18 1 4 0

小 计 4 4 1 6 7 6 7 4 6 2 5 2 1 2

注 : 每处理调查东南西 北 4 个方向各 1 个 小枝
,

每小

枝约2 0 0束 松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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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生与环境关系

该虫的发生与林分郁闭度
、

林龄
、

树种等有一定关系
。

据调查
,

一般郁闭度小的林分受

害严重
,

郁闭度大的受害较轻 ; 林分中林缘
、

孤立木受害最重 ; 20 一30 年生的大树比10 一 15

年生小树受害重
,

3年以下新造林未见发生 ; 马尾松受害最重
,

火炬松
、

湿地松上虫口很低
,

受害很轻
。

产卵数量与环境关系见表 8
。

6 防治方法

(1) 加强抚育
,

促使幼林郁闭成林 ; 已经郁闭的成林
,

抚育时避免过度修枝和间伐
,

保

持郁闭度在 0
.

7 以上
。

(2 ) 利用微生物天敌进行防治
。

分别于 6
、

10 月幼虫期在林间树冠投影下洒白僵菌粉或

高抱粉
,

使下树结茧的幼虫感病
。

用量
:
三级菌粉每 亩 0

.

5 k g
,

高抱粉每亩 10 ~ 15 9
,

可

收到一定效果
。

(3 ) 化学防治
。

从表 9 可见
,

10 %敌虫菊醋 3 0 0。倍液
、

5 %氯氰菊醋3 0 00 倍液
、

2
.

5 %

敌杀死 4 0 0 0倍液
、

80 %敌敌畏 1 0 00 倍液以及1 :
15

、

10 %敌虫菊醋柴油热雾 剂
、

1 : 15
、

5 写

氯氰菊醋柴油热雾剂对 4 龄以下幼虫均有很好的毒杀效果
。

室外用 10 %速灭灵烟雾剂 I“11 : 14

一16 喷烟处理
,

效果均达98 %以上
。

林间防治时
,

在地势较平缓
、

水源方便
、

树冠低矮的林

区
,

可选用上述几种药剂和浓度喷雾防治 , 在水源缺乏
、

树木高大
、

郁闭度较大的林区可选

用热雾剂喷烟防治
。

表 9 几种农药对马尾松吉松叶蜂幼虫室内毒效试验 (安徽滁州
,

1 9 9 1年 )

一
\

一
虫 数

处理方式 药剂名称 稀释倍 数 虫龄
(头 )

重复

次数
曳 数
(头 )

虫 致 虫 数
(头 ) (头)

9魂43几
�94779伪109

UOJ,自Q.

吸O口的‘屯自O幽七.七n.,孟.U00
8.4.3.4.0.8.4.8.6.6.0.1.0.8.0

0.内了O曰斑匕
�n�n石0.月了.Ot‘n�0.汽“�60

dl11fl

896758849080857871699082809047 0
1知8
口,O甘6
‘性2
.
1.14,JQ口月,一bl知7

皿,
8
1匕J�2
11
1
1月性,口84.6.5.7.4.8.5.4.2.1.1.4.尔8.0

UO亡Jt才通7SR
一七�了�七Q�OOQ�叮.7651“4367537758“558276847106106183

几舀
7879
,JO口勺.上�“�一�17

内J氏Q一bt了九b00八On�5.1.0.5.1.6.7.3.3.7.6.乐3.0.0
�七.舀户勺时Q几b通
孟��J.Q匕甘�J。Ut子目。叮‘0.81�J介山一�月舀已O八U

J
l.J00,1工J几On一�,创月峨门0lb月咭通几舀一�通月才叮月叮‘的O3333

介J
3
.舀九Q
3333333On‘”nU.八.n.几甘八甘.Un甘比�O八11

�八U.U9g99Q
�
99990
臼O�OUO曰O目O曰

喷 多

3 00 0

5 00 0

3 00 0

5 00 0

4 0 00

6 0 0 0

1 0 0 0

1 5 00

1 00 0

1 5 00

3 ~ 4

3 ~ 透

3 ~ 4

3~ 4

3~ 4

3~ 4

3ew 4

3~ 4

3~ 4

3~ 么

喷烟¹

敌虫菊醋

敌虫菊醋

级氛菊醋

氯氛菊诩

敌 杀 死

敌 杀 死

敌 敌 畏

敌 敌 畏

氧化乐果

氧化乐果

敌虫菊醋

敌虫菊酷

氯银菊醋

氛银菊酚

3~ 4

3ee 4

3ee 4

3 4

匕J汽比l�J‘11.
1221

对 照

¹ 喷烟处理中药剂用柴油稀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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