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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婆 鞭角华扁叶蜂是柏木
、

柳杉的重要害虫
,

一年 l 代
,

以老熟幼虫在土室 中变为预蛹越

夏
、

越冬
,

翌年 5 月上旬成虫羽化并产卵
, 6 月中下旬为幼虫危害盛期

。

林间防治采用 3 Y
一

35 型

喷烟机
,

5 %澳氛菊脂 1 份和柴油20 份的混合剂雾化熏杀 1 ~ 4 龄幼虫效果 良好
。

关健词 广腰亚目 扁叶蜂科 鞭角华扁叶蜂 生物学特性 防治方法

鞭角华扁叶蜂〔Chin。勿叮
。 jla g e llic 。; n is (F

.

Sm ith )〕属膜 翅目 (H ym e n o p te ra )
、

广

腰亚目(Sym p hyt a )
、

扁叶蜂科(Pa m p h iliida e )
、

华扁叶蜂属(C无in o l, d a )
,

是柏木 (C u p r e -

ssu s f“, e brl’S E n d l
.

)
、

柳 杉 (C , g p to 爪 er ia fo r tu , 。1 H o o ib re n k e x o tto e t D ie tr
.

) 的

一种重要食叶害虫
。 1 9 8了年国营仙居萍溪林场发现10 余公顷柳杉

、

柏木受害
,

到 1 9 8 9年扩展

到 16 4 h a ,

其中成灾面积 63 h a
。

幼虫取食叶片和直径 0
.

2~ 。
.

5 c m 的一二年生枝条树皮
,

危害严重林分每树有虫达 3 0 00 ~ 7 000 条
,

多则上万条
,

大龄幼虫 3 ~ 5 天内可将枝叶食害殆

尽
,

树林一片枯焦
。

1 9 8 8 ~ 1 9 9 1年 7 月
,

笔者对此虫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

如后
。

l 分布和寄主

鞭角华扁叶蜂分布于四川省万县
、

云阳
、

南充
、

忠县 ; 湖北省巴东 , 浙江省丽水
、

磐安
、

黄岩和仙居等县市
。

在仙居县该虫垂直分布为海拔350 ~ 1 10 o m
,

危害柏木和柳杉
。

2 形态特征

成虫 雌虫体长 11 ~ 1 4
.

5 m m
,

翅展23 ~ 28 m m
,

体红褐色
。

头部色斑见图1一 1
。

上颖尖

端
、

触角鞭节两端
、

中窝两旁
、

单眼区
、

中胸基腹片
、

中胸前侧片全部或一部分均黑色
。

足

红褐色
。

翅半透明
,

黄色
,

前翅端部1/ 3处烟 褐色
,

翅痣基部黄色
,

端部黑褐色
,

翅脉 暗 黄

色
,

前端约1/ 3翅长处翅脉黑褐色
,

顶角有凸饰如韧革
。

唇基中央隆起
,

向前 突 出
,

两侧凹

本文于 19 9 1年 3 月 15 日收到
。

* 承蒙巾国林科院萧刚柔先生鉴 定昆虫学名并修改文稿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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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 2

笼一 S

图 1 . 角华扁叶蜂 1 一

1 雌成虫头部 背 面 色 斑 ;

1
一

2雄成虫头部 色斑 . 1 一

3雄成虫下生殖板 ,

i 一 召阳 茎瓣 , 1
一

5右上豪 , i
一

6前翅m + C u 一 扭

脉 , 1 一 7据梢

入
,

向中央倾斜
,
额脊近锥形 ; 前幕骨陷深

,

无中窝
,
横缝

、

冠缝
、

侧缝明显
,
触角鞭节

扁而粗 , 眼后头部不收缩
。

右上领齿见图l -

5
。

前翅 m 十 C u 一 a 脉见图l一 6
。

头顶及眼上

区刻点细稀
,

横过单眼两眼间刻点粗密
,
触

角侧区下部无刻点
。

唇基刻点粗疏
。

有后颊

脊
。

锯鞘见图1 一7
。

触角28 ~ 33 节
。

雄虫体长

11 ~ 1 2
.

5 m m
,

翅展2 1一2 续
.

s m m
。

头部色

斑见图 1一 2
。

除颈片一部份或全部
、

前胸基腹

片
、

中胸前盾片
、

中胸盾片前部为黑色外
,

其余色泽同雌虫
。

头部刻点较租深
。

下生殖

板见图 1 一3 , 阳茎瓣见图 1一 4
。

触 角 3 0 ~ 3 2

节
,

个别2 8节
。

卯 椭圈形
,

长径 1 ~ l
.

6 m m
,

短径

。
·

4 ~ 0. 6 m m
,

初产时黄色
,

近孵化时乳黄

色
,

卵体较初产时稍膨胀
。

幼虫 初孵幼虫体黄绿色
,

一天后转绿

色
,

头部由黄绿色转褐色
, 2 龄起体背积侧

面 6 条
、

腹面 1 条白色纵带开始明显
,

越冬

幼虫纵带消失
,

皱纹多
。

老熟幼虫体
一

长16 ~

25 m m
,

体橄榄绿色
,

部份黄绿色
。

各龄幼

虫体长
、

头宽见表 l

衰 1 幼 虫 各 肠 体 长 和 头 宽 (单位
.

m m )

虫 岭 1 1 111 开 V 砚 孤

4
.

29

(2
.

4 ee 6
.

5 )

7
.

2 9

(5
.

0 ~ 1 0
.

0 )

头 宽

1
.

0 7

(0
.

9 ~ 1
.

2 )

1
.

3 3

(1
.

0 ~ 1
.

6 )

1 0
.

9 3 12
.

8 3 1 6
.

C9 19
.

6 7 2 0
.

9 9

(9
.

3 ~ 1 2
.

今) (12
.

5 ~ 1 3
.

1 ) (1 4
.

0 ~ 17
.

2 ) (17
.

7 ~ 2 1
.

2 ) (16
.

3~ 2 6
.

0 )

1
.

75 2
.

0 2 2
.

33 2
.

5 2 2
.

9 7

(1
.

6一 2
.

0 ) (1
.

9 ~ 2
.

1 ) (2
.

1 ~ 2
.

5 ) (2
.

3一 2
.

7 ) (2
.

7 ~ 3
.

2 )

幼 体长9
.

8 ~ 12
.

9 m m
,

刚化蛹时鲜绿色
,

后变黄褐色
。

触角长至腹部第 5 节以下
,

上

领前端红褐色
。

复眼黑色
,

单眼黑褐色
,

中胸背板前端有一对黄白色近三角形的斑点
,

中后

端有一倒
“

品
”

字小瘤状体
,

后胸中央有一近圆形凹斑纹
,

其底部呈纵向沟裂
。

3 生物学特性〔
l一 2〕

3
.

1 生活史

鞭角华扁叶蜂一年发生 1 代
,

以老熟幼虫在土中筑土室变为预蛹越夏
、

越冬
。

翌年 4 月

中旬开始化蛹
, 5 月中旬为盛期

, 6 月上旬为末期 , 成虫 5 月上旬末开始羽化
,

下旬为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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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初为末期多 5 月中旬初卵始见
, 6 月上旬初为盛期

,

下旬为末期
, 幼虫 5 月中旬末

始见
, 6 月中旬初为盛期

, 7 月上旬初为末期 ; 老熟幼虫 6 月底开始坠地入土进入越夏
、

越

冬
, 7 月上旬为盛期

,

中旬初为末期
。

生活史见表 2
。

裹 2 段 角 华 扁 叶 蜂 生 活 史 (l 9 90 年
,

仙居 )

月份

旬别

5
.

下 上 中 下 上

8 ro 12

上 中 下

4

上 中 下 中 下 上 中 下

6

上 中 下

7

上 中 下

(一 ) ( 一 ) (一 )

△

( 一 )

△

(一 )

乙

十

(一 )

△

‘

云
’ (一 )

△

+
.

+.+.
十.十.

(一 ) (一 ) (一 ) ( 一 ) ( 一 )

注 : “

(一 )
”

示越夏及越冬幼虫 , “ 一 ”

示危害期幼虫 , “

△
.

示蛹 , ‘ + .

示成虫 , ‘

.
”

示卵
。

3
。

2 生活习性

成虫 成虫羽化后用上颖咬破土室爬至土表
。

每夭以10 ~ 13时出土最盛
,

8 ~ 10 时次之
,

下午较少
。

刚出土雌虫多喜欢单独在杂草
、

灌木枝叶上爬行
,

雄虫喜欢结群飞翔
,

早晚栖息

于灌木杂草枝叶下方
。

晴天 9 时后当气温 高 于 22 ℃时
,

雄虫首先开始活动
。

气温高于 25 ℃

时雌雄虫活动进入高峰
,

雄虫找到雌虫后马上与之交尾
; 11 ~ 13 时在树冠投影下 阳光很少照

射到的树干
、

灌木
、

杂草
、

枯枝落叶及地面上雌雄成虫交尾
,

随处可见
。

雌虫出土后经1
.

5 ~

Z h 便可交尾
,

每次交尾历时 18 ~ 63 m in
,

并可多次交尾
。

雌 虫交尾后s h 即可产卵
。

卵在新

发生区被害较轻的林中集中产
一

于柏木
、 ·

柳杉树冠下部的枝叶背面 , 在受害重的林分全株树冠

枝叶背面均有卵分布
。

每一卵块有卵 4 一26 粒
。

根据伐倒木调查
,

每树卵数达6 3 00 粒
。

每头

雌虫一生总卵数 21 一50 粒
,

一般 30 粒
。

雌雄性比 2 : 1
。

室内个体饲养未经交 尾雌 虫 寿 命 达

2 6~ 1 9天
,

经交尾的 1 ~ 1 2天 ; 雄虫 1 ~ 4 天
。

卵 卵期 6 一16 天
,

平均 8
.

3天
,

孵化率 5 4
.

1 % ~ 100 %
,

昼夜可孵化 , 湿度高对 孵 化

有利
。

幼 虫 初孵幼虫群集卵壳周围
,

身体腹面向上
,

吐丝把叶片联缀起来从中取食
。

虫龄增

大后
,

幼虫栖息在扩大的网巢内
,

把周围叶片或小枝咬断后拖至网巢边
,

先吐丝将其缀住再

取食
。

周围枝叶吃食殆尽后
,

又转移到新的枝叶上继续取食
。 6 龄前幼虫常数条至十余条群

栖一处
,

昼夜取食 ; 7 龄幼虫单独活动
,

取食 3 ~ 7 天便坠地钻入土层筑土室越夏
、

越冬
。

土室椭圆形
,

纵径1
.

2 ~ 2 c m
,

横径0
.

7 ~ 1 c m
,

内壁光滑
,

入土深 2 一 20 c m
。

树木主干附

近土壤中虫口密度高
; 干燥

、

疏松的土壤 以 6 ~ 15 c m 深土中虫数最 多
, 1 ~ 5 c m 次之多 坚

实的土壤或有石砾的土壤 以 1 0 c m 深土中虫数最多
。

林内食料不足时幼虫可提 前 3 ~ 5 天进

入越夏
、

越冬
。

海拔 40 O m 该虫危害期要比8 00 m 的早 5 ~ 10 天
。

幼虫虫龄经室内饲养观察为 5 ~ 7 龄
,

其中第 7 龄只取食 3 ~ 7 天
。

幼虫对林木危害期

为1 6
.

8 ~ 2 3
.

6天
,

平均19 天
; 越夏及越冬期为2 90 ~ 3 30 天

,

幼虫最后一次脱皮一直留在蛹的

腹末
,

直至成虫羽化
。

各龄幼虫发育天数见表 3
。

蛹 昼夜均可化蛹
,

凌晨 4 时前后数量略多
。

初化蛹体幼嫩
,

个体肥大
, 2 ~ 3 天后转

为正常
。

蛹期 5 ~ 巧天
,

一般 13 天
,

五月中旬后一般 9 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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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各 价 幼 虫 发 , 天 . (单位
:

d )

虫 龄 工 兀 l 砰 V H 而 合 计

3
.

1 3 1 3
.

0 3
.

4 2
.

3 2
.

3 4
.

5

1 9 , 。年 (2 ~ 魂)
(2 ~ 4 ) ( 2 ~ 5 ) ( 1~ 4 ) (2 ~ 3 ) (2 ~ 6 ) (2 ~ 7 )

3
.

今 2
,

7 3
.

心 2
.

8 2
.

色 3
.

3 3
.

5

19 9 1 年 (2
.

0 一。
.

5 ) (1
.

0一6
,

7 ) (1
.

。一 5
.

。) (1
.

0一 6
.

5 ) (1
.

0一 6
.

‘) ( 1
.

0一 5
.

7 ) (2
.

0一 6
.

0 )

2 3
.

6

2 1
.

5

4 防治试验

4
.

1 宜内试牲

4
.

1
.

1 喷雾毒杀 将 2 ~ 5 龄幼虫置于培养皿内
,

同时置少量柏木枝叶
,

每种浓度设 3 个重

复
,

对照为清水
,

将农药稀释液及清水用卫生喷雾器喷到枝叶及虫体上至雾湿为止
。

喷药后

2 4 h 观察杀虫效果
,

见表 4
、

5
。

衰 4 宜内三种农药不日浓度对 3 一 4 . 幼虫容杀效 . (1 9 9 0年 )

农药种类 稀释浓度
喷药时间

(月
·

日 时 : 分 )

供试总虫效

(头 )

2’h后总存活 虫效 死 亡 率

, 复
(头 ) (% )

,J3,J咤」,几月,,J.场.目亡曰eU一吕

20 写三哇礴

乳 油

(仙居农药厂 )

8 0 0 火

1 6 0 0 又

2 5 0 0 减

5 0 00 火

6
·

2 0 8 一45

6
·

2 0 9 : 0 7

6
·

2 0 9
:
0 0

6
·

2 0 9
1
0 4

2

:

9 5 1

9 0
.

1

8 8
.

9

7 5
.

0

清 水 对 照 的 5 6 6
.

7

9一b

几J,甘九JnJ6
.
1几一,弓习山J,

2
.

5 % 澳佩菊

脂 乳 油

(法国进 口 )

8 0 0 减

1 6 0 0 火

2 5 00 义

5 0 0 0 火

6
·

2 0 9
: 2 2

6
·

2 0 9
: 1 4

6
·

2 0 9 :
1 8

6
·

2 0 9
: 2 0

1 0 0
.

0

7 1
.

4

8 1
.

2

8 3
.

3

清 水 对 照 4 5 3 40 1 1
.

1

4 0 % S N
一

8 5 1 5 00 x 6
·

2 0 9
:
26 5 4 3 6 8 8

.

9

乳 钊 8 0 0 x 6
·

2 0 9
,
3 1 45 3 9 8 0

、

0

(上 海农药 J一 ) 1 2 0 0 又 6
·

2 0 9
: 3 6 3 3 3 6 8 1

.

8

清 水 对 照 30 3 28 6
.

7

4
.

1
.

2 喷烟毒杀 将 3 ~ 4 龄幼虫和少量柏木枝叶同时置于果酱杯内
,

然后 将 1 份 供 试 农

药和 40 份 O 称

柴油的混合液用 3 Y
一

35 型喷烟机喷烟入杯
,

为时 1 5 左右
,

用纸封 住 杯 口
,

2 m in 和 10 m in 后打 开封 口纸
,

24 11 后检查效果
,

对照不喷烟
,

详见表 6
。

4
.

2 林间防治试脸
4

.

2
.

1 林间弥雾法 按设计浓度用3 M F一 4 机动弥雾机弥雾参试农药
,

以虫体
、

枝叶雾湿 为

止
,

经。
.

s h 采回带虫枝条
,

插于湿沙内
,

24 h 后检查效果
,

未经弥雾的带虫枝叶为对照
,

结果

详见表 7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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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5 室内灭扫利
、

灭幼. 1 号对 2 ~ 5 阶幼虫毒杀效果 (19 9 1年 )

喷药时间

(月
·

日 )

供试总虫数
12 0 h效果检查

死 亡 率
农药种类 使 用浓度 重 复

(头 )
死 虫 数 总活虫数

(头 ) (头 )
(% )

3,d氏J�毖�舀�毖户舀�舀
‘

组
‘砚通马J妞月明‘任

2 0 % 灭扫利

4 00 X

清 水对 照
6

·

2 0

336 0 0 X

清 水对 照
6

·

2 0

33
( 日本进 口 )

吕OO X

清水对照
6

·

2 0

4 4 1 9 7
.

8

5 4 0 1 1
.

1

4 5 0 1 0 0
.

0

0 4 5 0

4 3 2 , 5
.

6

6 3 9 1 3
.

3

3 4 5 87
.

2

0 39 0

330.0曰O甘O�OJQ�几J,目内O,口,d,目I O00 X

清水对照
6

·

2 0

灭幼脉 1 号

3

:
8 2

.

1

7
.

7

331 5 0 0 X

清水对 照 6
一

2 0

5333433 6(石家庄农药厂 ) 2 O0 0 X

清水对照
6

一

2 0

8 7
.

2

1 5
。

3

表 6 宣内三种农药不同燕杀时间2 4 h后对 3 ~ 4赞幼虫弃杀效果 ( 1 9 9 0年 )

喷烟时间

(月
·

日 )

(时
t

分 )

熏 Z m i n 熏 1 0 m i n

死亡率

( % )

亡数,

头

死虫(
复重

试致)
虫头

供总(率)亡%死‘活数)存头总虫(亡数)

头

死虫(
复重

试数)
头虫

供农药种类 总‘

2 5 %菊乐合脂

(上海农药厂)

对 照

2
.

5 % 澳抓菊脂

(法国进口 )

对 照

2 0 % 帆戊菊脂

(杭州农药厂 )

对 照

6
·

1 6 6 4
.

3 9 5
.

2

8 : 3 0 11
.

9

6
·

16 8 8
.

1 9 5
.

2

9
:
0 0 42 0

6
·

16 8 8 0
.

9 8 8
.

1

9 : 45 8 3 4 19
.

0

裹 了 林间20 %三吸礴乳油防治 2 ~ 5 龄幼虫效果 ( 1 99 0年 )

验 药

度 时 间 ( 月
·

日 )

2 4 h 效 果 检 查

死 虫 数 总活虫数

(头 ) (头 )

死 亡 率

(% )

2 50 X

3 30 X

5 00 X

对 照

7
·

2 1 7时

7
·

2 1 8 时

7
·

2 1 6 时

9 4
.

1

8 2
.

6

8 3
.

3

4
.

4

J,‘扭月n

勺Jn甘片艺月吧n�,‘

用l

月皿9
�UZ一b

‘.二几舀立甘几J6
1匕62

,口J,

1 0 0 0 X

1 6 0 0 X

2 9 7时

2 9 8 时

40 0

73

8 0
.

心

7 3

斑匕6

对 照 5 0 1 4 9 2
.

0

. 口 . . . . . 曰 , . . . . 曰. . . . . . . . . 口. . . . .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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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8 林间灭幼皿防治 1 ~ 5 价幼虫效果 (19 马一年)

川 t

地 点
(月

·

日 ) ( g )

检查 历期

(h )

检 杳 总
虫 数

(头 )

死 亡 数

(头 )

总存活数 死 亡 率
.

比期药喷日

(头 ) (% )

田塘林点

对 面 山

6
·

2 6

空

6
·

2 6

空

6
·

2 6

空

2 0

自 对 照

1 5

白 对 照

1 0

白 对 照

7 8

4

5 2

7

5 6

4

4

1 7

4

40

1 3

2 6

9 5
.

1

] 9
.

0

9 2
.

9

1 4
.

9

名1
.

2

1 3
.

3

,白,.1�ht百O曰八U00,‘5
奋九经h,d,曰2,

r�,‘60�曰了�了月了月了�b口了

4
.

2
.

2 林间喷烟 法 材料
: 2

.

5 %嗅氰菊脂
,

法 国进 口 , 5 % 复方澳氰菊脂
,

浙江赚县卫生

日用化工厂产 品 , 20 % 灭扫利
,

日本进 口 ; 20 % 氰戊菊脂
,

杭州农药 厂产品
。

其方法将上述

农药分别按一定 比例和 。称柴油混溶
,

在早晚间气流相对稳定时用 3 Y 一
35 型喷烟 机 喷 烟 熏

杀
,

林间烟停留3 m in 以上
,

喷烟后24 h分别检查林间树枝和地面上死活虫数
,

计算 杀 虫效

果
,

详见表 9
。

衰 9 林间峨姻防治 1 ~ 6 龄幼虫效 . ‘1 9 90年 )

点
长 旗 岭

下 半 山

里 壁 岩 长旗岭头 田墉 人家里 田塘人家里 电 璧 岩

树 高 ( m )

郁 闭 度

农 药 种 类

油
、

药 配 比

喷 烟 日 期

(年
·

月
·

日 )

4 ~ 8

> 0
.

7

2
.

5 % 澳讯
菊 月行

4 0 : 1

1 9 9 0
·

6
·

2 2

8 ~ 9时

5 ~ 10

> 0
.

7

2 0 %佩戊
菊 脂

2 0 : 1

19 9 0
·

6
·

22

1 6 ~ 1 8时

4 ~ 8

> 0
.

7

6 ~ 1 0

> 0
.

7

5 ~ 1 0

> 0
.

7

5 %复方澳
氛 菊 脂

2 0 一1

4 ~ 1 0

> 0
.

7

2 0 % 像戊
菊 脂

20 : 1

1 9 9 0
·

6
·

2 7

7 ~ 8 时

3 30

4 2 9

4 3
.

5

5 % 复方澳
银 菊 脂

2 0 t l

2 0 % 灭扫利

4 0 1 1

1 9 9 1
·

6
·

2 2 1 99 1
·

6
·

2 2 19 9 1
·

6
·

17

2 4 h 地面死虫数 (头 )

地面活虫教 (头 )

死亡 率( % )

树
_

七死虫数 (头 )

树 卜活虫敬 (头 )

死亡 率 ( % )

2 2

6

7 8
.

6

2 9

忿9

4 2
.

G

4 3 一住
、

6 O

7 6
.

2

平均死亡率( % )

防治面积( 亩 ) ::
’

。 7 8
.

6

1 2 5 ;:
‘

2

7 G 5 1

5 9

9 3 8 8 5
.

0

9 3
.

8 8 5
.

0

2 0 2 0

咒lu

口�八�
,工一�J叮‘月h,二几JOJ工勺‘兮7

内动,孟

后杀虫效果

(D喷烟后 s h 枪查效果
。

5 结论与讨论

鞭角华扁叶蜂危害期正处于梅雨季节
,

而
.

且虫口密度大
,

虫龄短促
,

幼虫孵化期长达40

天
,

加以发生地处于深山陡坡
,

树高达 12 m
,

采用其它防治方法都比较 困难
。

由于发生地林 分

郁闭度大于0
.

6 ,

喷烟杀虫是大面积防治行之有效的方法
。

最适宜防治虫龄 4 龄以下 幼 虫
。

柴油与农药比和熏杀效果为
:

¹ 5 % 复 方嗅氰 菊 脂 为 油 20 份
,

药 1 份
,

24 h 杀 虫 效 果

93
. 8 % . ¿ 2 . 5 %滇氰菊脂为4。: 1 ,

效 梁 83
. 6 % , » 20 % 灭扫 利 40 , 1 效果为 85 %

。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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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角华扁叶蜂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方法的研究

流稳定
,

林间烟雾停留时间越 长
,

效果越好
。

对于树高 4 m 以下
、

郁闭度低于0
.

5
、

地势平坦
、

水源方便的幼林
,

使用弥雾方法 防 治

1 ~ 7 龄幼虫均有较好效果
。

使用农药和浓度为
:

¹ 灭幼腮 1号每亩20 9 ,

稀释 625 倍
,

72 h

杀虫效果为95
. 1 % ,

每亩巧 g , 8 33 倍液 72 h 效果92
.

9 % ; º 20 %三哇磷乳油250 倍液 24 h

杀虫效果为94
. 1 % , 330 倍液则为8 2 . 6 % 。

喷烟熏杀每亩防治费为1 .

34 ~ l 。

99 元 ,

弥雾杀虫每亩防治费 为 2 .

44 ~ 4 .

33 元
,

20 % 灭

扫利喷烟每亩防治费为1。 74 元
,

只为弥雾杀虫防治费3
.

03 元的5了. 4 % ,

为弥雾最高 每 亩 防

治费4
. 33元的40 . 2 %

。

因此喷烟杀虫在生产上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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