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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卷蛾发生规律与防治的研究
‘

陈佩珍 顾茂彬 郑日红 严培吉

关被词 按小卷蛾 发生规律 防治技术

按小卷蛾在我国按树分布地区普遍发生
,

危害顶梢和嫩叶
,

严重影响幼林的高生长
。

 

年
、

” 年
,

先后在海南岛国营上蛹林场
、

广东省雷州林业局对该虫进行 了发

生规律调查和防治试验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生物学特性

按小卷蛾 尸 在广东每年发生 代〔’」
,

且世代重叠
,

无越冬现象
。

成虫晚

间交尾产卵
,

卵散产于嫩梢
、

嫩叶或嫩叶柄上
,

孵化后吸嫩梢或嫩叶结成苞
。

龄幼虫藏于

苞中取食
,

龄后常爬 出苞外取食或弃老苞另结新苞造成转移危害
。

幼虫大多 龄
,

老熟幼虫

在地表缀土粒结茧化蛹
,

少数在虫苞中化蛹
。

卵
、

幼虫
、

蛹的历期与温度呈负相关
。

发生规律

种群密度与气象

年在广东省雷州林业局幼林地选固定观察株 株
,

每隔 调查 次虫数
,

月份

为种群密度高峰期 见图
,

这与该期在广东
、

海南多年的观察相一致
。

该虫生态可塑性较小
,

气象因子的变化对它影响很大
。

冬季气温低
,

虽不休眠或滞育
,

但生长发育慢 夏季高温多雨也

不利于生长发育 月份有适量的雨水最为有利
,

若 月份雨水太 多或干旱对该虫极为不利
。

例如 年海南岛琼海县遇异常干旱天气
,

林地极少见到按小卷蛾 年广东省雷州地区

遇持续大雨或暴雨
,

林地几乎见不到虫苞
,

年种群密度依然极低
。

种群密度与寄主种类
·

按小卷蛾均能危害按属各品种
,

但危害程度差异很大
。

年 月在海南省国营上蛹林

场本所规划的按树不同品种和地理种源的试验林中
,

选刚造的幼林按原设计进行调查
,

每品种

调查 个小区
,

每个小区调查 株
,

逐株统计按小卷蛾的幼虫数
。

结果表明托里按最感虫
,

虫

口 数量最多 赤按虫 口数量较少
,

前者的虫 口数量为后者的 倍 见表
。

另外
,

同一品种

不同地理种源之间
,

虫 口 数量差异也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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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佩珍助理研究员
,

顾茂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 州 。 郑日红 严培 吉
一

东省雷 州林 业

,

本文为广东省林业厅
“

按树 工程
”

的部分研究内容
,

马贵文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谨致谢惫



期 陈佩珍等 按小卷蛾发生规律与防治的研究

·

八

尸

 侧班翁卜吹

月七,曰,山
, 胜,   ‘日盘训睡河睁叹

吸, 龟、、、、

、
。

、
。

中 ‘

甘一匕月

习汁了了

沪钊户,口,且

‘ ·

⋯、

、、、、
‘

习,了了
,,

水侧栩口侧

二

一二卜 厂

七

⋯
⋯

‘

官广

月份

图 按小卷蛾虫‘ 消长与雨徽

—
虫 口

表

树 种

艺“‘劝 叻
。护了

·

“ , “

, 丫
功

, ,叼 ‘。 。 飞 匕
,

尸“ , 矛 ‘ 一

,

石 ’ , 丫“  

尹·

叻
’ ’

‘了 ,下矛以
口

艺 “ , 矛‘褚才“ 一〕
·

石
寸, , ,

‘。 护

艺
, ‘、 一,

卜
,。 一

艺
‘石 ” ’

·护于‘者‘ 关 、 飞

谧度的关系 年雷州林业局

雨量
·

一 温度

种群密度与不同寄主 七蛹林场
一

调查株数 总虫数 头 平均征株虫数
、头

托里按

小果灰按

吸

 

宕

《

按按位柳

窿缘按

尾叶按

柠檬按

圆锥花按

细叶按

树脂校

赤 按

卜 种群密度与寄主生长期

在广东与海南东部地区
,

一般 一 月份营造按树
。

月份
,

刚营造的幼林均在 以

下
,

此期正是按小卷蛾种群密度高蜂季节
,

所以危害比较严重
。

上一年造的按树
,

尽管
、以

下的侧梢和嫩叶很多
,

但极少有虫苞
。

此现象是寄主产生了诱导抗性还是与成虫产卵习性相

关 有待进一步研究
。

月份 以后虫 口数量急剧下降
。

种群密度与天敌

天敌与种群密度有一定的关系
,

其中捕食性天敌主要是蜘蛛
,

其次是蝗螂
。

年 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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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林业局逐苞调查 头幼虫
,

其中 头在虫苞中被蜘蛛刚吃去上半身
。

寄生性天敌主要是

无脊大腿小蜂 艺 沁 寄生率为 写 在广州地区的天敌昆虫主要是按小卷蛾绒

姬蜂(Ca mP oP
le x sp

.
)

,

寄生率达 35
.
1肠

。

3 防 治

3.1 林业措施
按小卷蛾种群密度高峰期在 5 月前后

,

6 月份以后造林可避开该虫的危害
。

例如海南省东

方县
,

每年 4~ 5 月在苗圃育苗
,

有小卷蛾危害
,

但面积小
,

易管理
;8 月份造林

,

历年来未发生

过按小卷蛾危害
。

选择抗虫树种对防治按小卷蛾有重要意义
。

海南上蛹林场原来按小卷蛾危害 比较严重
,

近几年来主要营造刚果 12 号按 (E
.
A B L N O

.
12 )

,

此品种为赤按的 飞个变种
,

抗按小卷蛾
,

因

而受害很轻
。

3

.

2 化学防治

3
.
2
.
1 灭幼脉 . 号喷雾防治试脸 灭幼脉 I 号进入虫体后

,

抑制幼虫表皮几丁质的合成
,

使

其死亡于脱皮障碍
。

该药对人畜安全
,

不污染环境和杀伤天敌
,

有促进林木生长的作用
。

用

25 写灭幼脉 . 号胶悬剂分别稀释 1 000
、

2 0
00

、

4 0
00 倍液

,

进行大 田喷雾防治试验
。

喷药前统

计 50 株树上的虫数
,

喷药后 10 天检查效果
,

虫 口减退率分别为 100 %
、

95

.

24 % 和 51
.
1 % (见

表 2)
。

表 2 25 % 灭幼服. 号防治按小卷峨试验 (19 96 一06 )

试脸区号 稀释倍数 检 查株数 喷药前虫数(头) 喷药后 lo d 虫数(头) 虫 11 减退率(% )

1 50 17 0

功 l ()0 0 5 () 9 0 10 0

习 5 0 1 4 0

1 5 () 1 3 ‘)

X I 2 0 ()0 5 《) 1 5 1 9 5
.
2 1

以 5 〔) 1 4 1

, 5 0 2 2 9

谊 4 ()0 0 5 0 6 3 5 1
.
1

以 5 0 1 9 1 1

氏 5 0 8 1 】

、
’

清水 50 18 17

X S() 12 13

3
.
2
.
2 吠 喃丹根部施药试验 映 喃丹具有

内吸
、

胃毒和 触杀作用
,

在土壤中半衰期 为

30~ 6o d
、

不仅可以防治地下害虫
,

而且经 内

吸后防治食叶害虫
。

本试验共设 4 个处理
,

即

每株施 3% 峡喃丹颗粒剂 3
、

5

、

1 0

、

20

9

,

在按

树造林时施于根际
.
每处理 Z hm

’ ,

加上对照

共 10 hm
, 。

造林后 2 个月
,

隔行隔株调查 100

株幼树上的小卷蛾幼虫数
,

各处理的防治效

表 3 峡喃丹根部施药试验

(迈进林场
.
1993

一

‘)4 一 12 )
司

征株药蛾

望
3

供试面积

(h一,1 :
)

检查 虫数

株数 (头 )

防治效 果

(% )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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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上页表 3) 均达 70 % 以上
。

4 结语与讨论

(1) 按小卷蛾的盛发期在 5 月份前后
,

该期若无持续大雨或极度干旱
,

应注意虫情
,

以便适

时防治
。

(2 )选择抗虫树种或 6 月份以后造林
,

可避免按小卷蛾的危害
。

( 3) 造林时每株用 3% 吠喃丹颗粒剂 5 9 左右施于根际[Z]
,

可防治按小卷蛾和地下害虫的

危害
。

本试验用药量与防治效果不成正 比关系
,

可能与雨水较多及地形等因子有关
。

( 4) 灭幼脉 皿号残效期长
,

不易被雨水冲刷
,

可兼治多种鳞翅 目害虫
,

优于使用其它化学药

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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