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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德跳蜘是我国森林昆虫竹节虫目的一新虫种
。

在广东省英德县首次发现危害黎茹拷

林成灾得名
.

若虫和成虫危害黎茹拷为主的壳斗科树叶
,

以成虫危害最烈
.

该虫在英德县 l a
发生

2 ~ 3 代
,

世代重登
。

以第 1
、

2 代成虫产的卵在枯枝落叶层下越冬
,

翌年 2 月下旬卵开始孵化
,
5 月

中
、

下旬为越冬代成虫高峰期
。

在 5 月上
、

中旬使用 3写 6“ 烟剂 15 k g /h m
,

防治
,

效果达 85 % 以

上
,
使用绿僵菌 1

.

5 x 1 01 ’

个 /h m
,

抱子防治
,

效果可达 70 % 以上
。

关键词 英德跳嫌
、

生物学
、

防治
、

黎茹拷

英德跳蜘 (M ic a d i, :a 少in g d e e , : 5 15 Ch e n e t H e )属竹节虫 目
,

枝蜘科
,

跳蜻属
〔‘〕。

2 9 5 5 年广东

省英德县的黎茹拷林受该虫轻度危害
,

未引起林农的注意
。

1 9 8 9 年 5一 8 月间
,

在该县的连江

口
、

下泰
、

黎溪三个乡
、

镇受害面积扩大到 2 0 00 h m
, ,

其 中枯死树面积约 40 0 h m
, ,

损失木材约

3 万 m
3 ,

此时林农才上报林业主管部门
。

由于不认识该虫
,

也没有记载资料
,

未能及时找到有

效的防治措施
,

到 一9 9 0 年
,

受害面积约 3 5 0 0 hm
, ,

其 中枯死面积 8 0 0 h m
, ,

损失木材 5 万 m
, ,

经济损失 50 0 多万元
。

黎茹拷 (e a st。 。OP
s i: 刀5 5 。 R e h d

.

e t W ils
.

)是广东省造林绿化
、

水土保持
、

建筑
、

造纸
、

薪炭

用材
、

速生丰产的主要树种之一
,

是开发 山区经济
,

林农治山致富的乡土树种
,

全省现有造林面

积约 20 万 hm
, .

据调查
,

近年清远市
、

韶关市
、

肇庆市部分山区县的黎茹拷林都受到该虫不同

程度危害
.

严重的
,

树叶全部被吃光
,

植株枯萎似火烧
,

如不及时砍伐
,

茎部流黄水
,

根部腐烂而

失去萌芽力
,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

为保护绿化成果
、

发展山区经济
,

为防治该虫提供科学依

据
, 1 9 8 9 年秋末冬初在林间开始调查该虫的越冬虫态及场所川

。

1 9 90 一 1 9 91 年在英德县连江

口镇林业站设室内养虫与林间调查相结合
,

对该虫进行系统观察及防治试验
〔3〕。

现将结果整理

如下
。

1 形态特征

1
.

1 成虫

雄虫 体长 33 ~ 38 m m
,

体呈深绿色
,

头大
,

两侧近乎平行
,

明显宽于前胸
,

头顶至后头有

3 条纵沟
,

眼圆外突
,

触角第 1 节长略大于宽
,

稍长于第 2 节
,

短于第 3 节
,

前胸背板长方形
,

中

央有黑色宽纵纹
,

中纵沟伸达后缘
,

横沟位于前方 1 /3 处
,

中胸长约为头与前胸之和的 1
.

5 倍
,

约与中足股节等长
,

表面有不规则
,

颗粒状
,

有背中脊与侧脊
,

中脊中央具细沟
,

前翅鳞片状
,

长

1 9 93一 0 6一 0 7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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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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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大 于宽
,

中域前有钝形黑 色隆

缈
3

图 1 英德跳虫情形态

雄成虫 , 2
.

雌成虫 . 3
.

卵 , 4
.

1 龄虫 ;

5
.

2 龄虫 ; 6
.

3 龄虫 ; 7
.

4 龄若虫

起
,

前缘为黄色
。

后翅长
,

伸达

第 6 腹节中部
。

腹部长于头与

胸部之和
,

第 8 背板向上隆起
,

并长于第 7 或第 9 节 (一臀节 )

背板
,

臀节斜向下后方
,

中脊不

明显
,

下生殖板膨大
,

稍短于第

8 腹板
,

端 圆
,

尾 须明显
,

端 部

向内弯曲 (图 1
一

1 )
。

3 对足中等

长
,

前足股节约与头
、

前 胸
、

中

胸之和等长
,

并长于胫节 ; 中足

股节短于前胸
、

中胸之和 ; 后足

股节长于胫节并与前足股节约

等长
。

雌虫 体长 42 一 47 m m
,

体呈绿色
,

一般 构造 和雄虫相

似
,

后翅伸达腹部第 5 节中部
。

腹端部 3 节约等长
。

臀节后缘

略 内凹
,

肛上板 小
,

略钝
,

背 中

央具脊
,

下生殖板端部角状
,

伸

达第 8 腹板前缘
,

产卵器露于

下生殖板后面
;尾须直

,

伸向后

方
,

明显 超过 肛 上板
〔l

一

(图 1
-

2 )
。

1
.

2 旦日

圆桶形
,

Z m m 又 l
·

s m m
,

呈褐 色
,

具卵盖
,

端缘平 滑
; 卵

壳坚硬
,

有灰白色网纹
,

卵的一

侧有一凤眼状 凹入
,

为卵孔板

所在地
,

卵孔板呈灰 白色
,

上尖

下宽
,

下部中央有 一褐 色小点

(图 l
一

3 )
。

1
.

3 若虫

共分 4 龄
。

1 龄若虫体长 5

一 8 m m
,

呈淡黄 色
,

头大
,

头顶

至后头有 3 条纵 沟
,

眼圆外突
,

体 背中央具黄 色细 沟 ; 触角及

3 对足棱脊上有不规则淡棕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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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毛
,

较密且长
。

2 龄若虫
,

体长 n 一 13 m m
,

呈淡黄绿 色
,

头较大
,

眼圆外突呈褐 色
,

触角和 3

对足棱脊上的刚毛呈黄褐色
,

较 1 龄短
。

3 龄若虫
,

体长 19 一 21 m m
,

呈黄绿色
,

前翅呈三角形

翅芽
,

后翅伸至第 3 腹节
,

可辨雌雄性
,

触角及足棱脊上的刚毛缩短成颗粒状
,

口器
、

触角及各

足胫节
、

跄节
、

尾须均呈淡红色
,

股节棕黄色
。

4 龄若虫体长 35 一 40 m m
,

复眼呈黑褐 色
,

前翅为

鳞片状
,

后翅伸达腹部第 4 或第 5 腹节
,

各足爪黑褐色
。

雄虫第 8 背板 向上隆起
,

生殖板膨大
。

雌虫第 7 背板下生殖板端部角状
,

伸达第 8 腹板前缘
,

尾须明显 (图 1
一

4 ~ 7 )
。

2 生活史及习性

2
.

1 生活史

该虫在英德县 l a 发生 2 ~ 3 代
,

世代重叠 (表 1 )
,

2 月下旬越冬卵开始孵化
,

3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是孵化高峰期
,

卵期是 70 一 80 d ; 4 月中
、

下旬是若虫高峰期
,

生长期为 5 0 产一 6 O d ; 5 月

中
、

下旬是成虫高峰期
。

6 月下旬第 1 代卵孵化
,

卵期为 40 一45 d ; 此时林间开始存在多种虫

态
。

成虫在 8 月上
、

中旬交尾产卵
,

使林间出现第二个成虫高峰期
,

也是林木受害表现最严重

期
。

9 月下旬为第 2 代卵的孵化始见期
,

卵期为 40 一 45 d ;
若虫生长期 40 一 45 d ; n 月上

、

中旬

第 2 代成虫交尾产卵
,

12 月中
、

下旬遇到低温
、

霜冻
,

成虫死亡
。

第 1
、

2 代雌成虫产的卵在林间

枯枝落叶层下越冬 (见表 2 )
。

表 l 英德跳蜘生活史 (英德
, 1 9 9 0 一 1 9 9 1 年 )

代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2 0 月 1 1 月 1 2 月

下旬中旬上旬下旬中旬上旬下旬中旬上旬下旬中旬上旬下旬中旬上旬下旬中旬上旬下旬旬中上旬下旬旬中上旬下旬旬中上旬下旬旬中上旬下旬旬中上旬下旬中旬上旬

十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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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 + + 十 十 十 十 十 + + 十 +

+ + 十 + 十 +

越冬代第一代第二代

注
:

卵
·

;若虫一 ; 成虫 +
.

表 2 英德跳蜘各虫态历期 (单位
:
d

,

英德
,

1 9 90 一 1 9 91 年 )

代 别
观察 日期
(月一日 )

歹日 期 龄若虫 2 龄若 虫 3 龄若虫 4 龄若虫 若虫生长期 成虫寿命

越冬代

第 l代

第 2 代

0 2一 0 5 ~ 0 8一 2 2

0 6一 2 4 ~ 1 2一 1 3

7 5

4 2
.

5

1 8
.

5 1 6
.

3 1 5
.

5 9
.

5 5 9
.

8

4 1
.

7

0 9一 25 ~ 12 一 2 7 4 1
.

2

1 5
.

0 9
.

9 6
.

8

1 4
.

0 10
.

0 1 0
.

0

1 0
.

0

10
.

6

7 1
.

4

2 1
.

5

据观察
,

越冬代成虫于 8 月中
、

下旬全部死亡
,

第 1 代和第 2 代成虫至 12 月中
、

下旬遇低

温霜冻影响而死亡
。

第 1 代成虫寿命最长
,

雌虫 比雄虫寿命长
。

雌雄性 比为 3 : 1
.

2
。

越冬代平

均每头雌虫产卵量 3 48 粒
,

最高 4 98 粒
,

日平均 7
.

4 粒
。

第 l 代平均每头雌虫产卵量 6 06 粒
,

最

高 8 18 粒
,

日平均 9
.

4 粒
。

第 2 代平均每头产 卵 2 00 粒
,

最高 2 70 粒
,

日平均 8
.

4 粒
。

卵的孵化

率平均为 90 %以上
,

若虫成活率 8 5 % ~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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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生活习性

卵在上午或傍晚 7一 8 时孵化最盛
,

初孵若虫先用头顶开卵盖
,

头先出
,

身体摇动
,

前足伸

出壳外抓着卵壳两侧
,

引体向上脱离卵壳
。

出壳即走动
,

爬行迅速
,

遇水即饮
,

然后爬至嫩叶背

面
,

体贴叶背主脉下端不动
,

经 2~ 3 h 后
,

才开始取食嫩叶
,

留叶脉
。

2 龄若虫爬行稍缓
,

静止

时体贴叶背主脉下端
,

前足伸向头部与触角往前伸展
,

取食嫩 叶
,

留下叶脉
。

3 龄若虫爬行较

慢
,

受惊时
,

能以 3 对足爪攀附枝叶不动
,

静止时体贴叶背
,

前足与触角前伸
,

触角末端略翘起
,

取食嫩叶和新叶
,

留部分主脉
。

4 龄若虫静止时体贴叶背
,

受惊时即呈假死跌落或爬行
,

取食

新
、

老叶
,

留老叶柄
。

成虫喜数个栖息于叶背
,

受惊时呈假死跌落
,

随后爬 回树上或短距离迁飞

另一树上
,

取食嫩叶
、

老叶
,

不留叶脉
。

在食料充足时
,

活动
、

取食稳定
,

不迁飞
。

当种群数量增

大
,

纯林黎茹拷叶片吃光时
,

则大量飞迁到附近的林间
; 在混交林

,

先把黎茹拷 叶片吃光后
,

再

取食壳斗科其它树种叶片
。

越冬代平均每头虫一生食叶量 74 9
.

43 。m
’ ,

相当于黎茹拷中等叶

14 片
。

第 1 代平均每头虫一生食叶量 9 41
.

2 c m
, ,

折算中等树叶 18 片
。

第 2 代成虫受低温
、

霜

冻影响早死
,

平均每头虫一生食叶量 3 82
.

58 。m
Z ,

折算中等树叶 7
.

4 片
,

各代虫龄食量见表 3
。

表 3 各代不同龄虫食 t (英 德
, 一9 90 一 19 9 1 年 )

代 别 越 冬 代 第 1 代 第 2 代

虫 麟 1 2 3 4 成 1 2 3 4 成 1 2 3 4 成

日食t (e m . ) 0
.

9 2 1
.

8 5

麟期食量(e m 忿) 1 7
.

0 2 3 0
.

1 6

占总食t (纬) 2
.

3 4
.

0

6
.

1 2 1 1

1 2 3 4 成 1 2 3 4 成

0
.

9 4 2
.

0 5 3
。

R 6
.

7 1 1
_

9 4 n
_

q 连 夕 n 连 又 Q 只 只q 1 1 9

5 4
.

7 5 5 8
.

1 4 5 8 9
.

8 6 14
.

1 0 2 0
.

3 0 25
.

8 4 6 7
.

0 8 1 3
.

9 6 1 3
.

1 6 2 0
.

4

7
.

8 7 8
.

1 1
.

5 2
.

2 2
.

7 7
.

1 8 6
.

5 3
.

4 5
.

3

3 9
.

0 6 9
.

0 6 9
.

2 2

1 0
.

2 1 8
.

1 6 3
.

0

从表 3 可知
,

若虫随着虫龄增大
,

取食量也增加
,

成虫食量最大
,

以第 1 代成虫食量最高
,

占总食量 86
.

5%
。

成虫交尾时
,

雄虫追随雌虫
,

每天可交尾 2 ~ 3 次
,

交尾后 2一 4 d
,

雌虫不择场所开始产卵
。

产卵时
,

先排粪便
,

接着排卵
,

一次可产卵 1一 13 粒
,

每天可产卵 2 次
,

也有隔夭产卵一次
,

产卵

期有间歇补充营养现象
。

3一 4 月上旬的气温变动与若虫成活率成正比
,

可预测当年该虫的发

生量及其对林木的受害程度
。

冬季室内温度高于 15 ℃时
,

成虫活动
、

取食正常
,

雌虫仍可交尾
、

产卵
。

卵在 20 ℃以上时仍可孵化
,

若虫取食
、

活动也正常
,

没有明显越冬现象
。

该虫喜欢栖息在纯黎茹拷林危害
,

猖撅时
,

食料不足
,

壳斗科及 山毛棒科树种的树叶也取

食
。

此时每一叶片有虫达 8~ 14 头
,

一株 2一 3 年生
,

树叶不足 100 片的植株
,

有虫达 45 0 多头 ;

一株 6一 7 年生
,

树冠直径不到 1
.

s m 的植株
,

有虫达几千头
;砍伐后萌芽的新枝叶

,

每平方米

林地有虫 5一23 头
。

原为生长茂密的林木不到 10 d 便被吃光
,

植株枯萎死亡
。

3 防治试验

采用边试验
,

边指导生产除虫
,

以化学农药速杀
,

降低虫 口 密度
,

生物农药为持续控制
,

使

林 间有虫不成灾
。

1 9 9 0 年 3 月 22 日一 5 月 28 日在室内和林 间小面积进行试验
,

室内试验用黎

茹拷枝条在养虫笼内保湿养虫
,

使用手提式喷雾器
;
林 间设样地

,

使用 日产丸山 MK 1 60 型多

用植保机
。

药效检查 (含对照 )
,

每处理均重复 3 次
,

结果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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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英德跳蜻药剂试验结果 (英 德
.

19 9 0 年 )

死 亡 率 (洲 )

药 剂 名 称

剂 用 药 量

浓度 用 量

型 (倍) (k g / hm , )

试验面积

(hm
Z
)

检查虫数

(头 )
2 h 4 h 2 4 h 4 8 h

最 后校正

死 亡率

(% )

O一吕0
�
b00�00�111 .1

。

⋯羚
�

一一
仁J00�X�,曰

.

⋯
�h亡J41100O曰月了�心月了0lbO

J任R4月b0000户n工JU,�09一1上0亡口nJ,目11几JliCJ心自11C乙
3 0 0 0

3 0 0 0
.

0 75 是夕
水粉

2
.

5%敌 杀死

40 % 敌敌畏
水 8 0 0

粉 3 7 絮
9 6 % 晶体敌百虫

1 % 甲基 1 6 0 5

3 % 6 6 6 烟剂

0
.

7 5

l 5

l 5

4 5

4 5

4 5 ::

对 照
室 内

4
.

5 0 0 0 0

水白清空

从表 4 可见
,

90 % 晶体敌百虫没有效果
,

原因不明
,

尚需继续试验
。

其余 4 种化学农药均对

该虫有较好的触杀和薰烟效果
,

杀虫速度快
.

喷药后不到 Z h 跌落在地面的虫体便逐渐死亡
。

3 % “6 烟剂效果最佳
,

烟到之处
,

虫体即跌落中毒死亡
,

而且使用方便
,

成本较低
。

为生产救

灾
,

英德县林业局即购进该药 4 又 10 5
k g ,

防治面积 2 26 7 h m
, ,

效果达 85 % 以上
。

为探索对该虫长期有抑制作用
、

不污染环境
,

有利于生态平衡 的生物防治方法
〔‘二 ,

应用该

虫催病僵体分离出来的绿僵菌
,

经提纯在室内测定毒力后
,

进行林间小面积防治试验
,

室内用

5 x l护 个 / m L 抱子悬浮液喷雾
,

喷菌后 25 d 效果达 80
.

4 %
。

林间使用 1
.

5 火 1 01 3

个 /h m
’

抱子

喷粉剂
,

试验面积 1
.

33 h m
, ,

施菌后 30 d 效果达 7 2
.

2 %
,

见表 5
。

表 5 绿僵菌对英德跳蜻致病力试验结果 (英德
,

1 9 9。年 )

试量试验 供数日期
‘年一月一 日 )

用菌量

( 万亿个泡子 )

死 亡 率 ( % )

5 h 7 h 2 5 h 3 0 h

校正死 亡率

( % )

1 9 9 0一 05一 0 4 室内
Q

.

5

清水

3 0 0 头

1 0 0 头

3

:
.

:
8 2

.

0

8
.

3

19 9 0一 06一 0 8 1

林间 空 白

1
.

3 hm Z

0
.

0 2 hm Z

8
.

5 4 3
.

0 0

该菌抱子在林间能自然扩散
,

遇到适宜的环境条件
,

可使英德跳蜻形成流行病
。

1 9 8 9 年 7

月上旬
,

在英德县连樟管理区丈面 山调查时
,

看见遍地是该菌饱子感染致病死亡 的英德跳蠕

僵体
,

使丈面山数十公顷黎茹拷林的灾情控制下来
,

这一发现为今后应用绿僵菌防治该虫提供

了可靠的依据
。

4 结 语

( l) 英德跳蜘是我国森林昆虫竹节虫 目的一个新虫种
,

通过对该虫观察调查
,

初步掌握其

年生活史和发生
、

发展规律
,

为生产除虫提供科学依据
。

在越冬代老熟若虫的高峰期
,

使用 3 %

“6 烟剂
,

防治面积为 2 2 67 h m
, ,

效果达 85 % 以上
,

避免损失木材 15 万 m
3 ,

挽 回经济损失

1 5 0 0 ~ 2 0 0 0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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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虫繁殖力强
,

种群数量大
,

世代重叠
,

每年 5一 10 月林木受害最重
。

遇 台风
、

暴雨或低

温霜冻均能致死
;
高温

、

高湿会形成流行性病
。

(3) 防治上要加强虫情测报
,

3 ~ 5 月查清虫情
,

在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使用高效低毒化学

农药或 3 % 6 66 烟剂防治
。

受害轻度
、

虫口较低时
,

使用绿僵菌粉剂或以菌粉剂为主
,

加入少量

化学农药混合喷粉防治
,

可起到长期有效的控制作用
。

(4) 注意保护天敌
。

卵期有蚂蚁
,

若虫和成虫期有蚂蚁
、

蜘蛛等天敌昆虫和鸟类捕食及绿僵

菌寄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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