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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筛胸梳爪叩甲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笋期害虫) 研究了林间挖笋除虫'黑光灯诱杀及药剂防治 . 种方法对筛

胸梳爪叩甲的控制效果) 结果表明$. 种技术措施均能显著降低该虫的危害率和虫口密度!其中药剂防治效果最明

显) . 8持续挖笋除虫的防治效果达"""2/* r.P(##3*每年单盏黑光灯年平均诱捕量可达"$ $&.P) r.$)P/#头!连

续 * 8的灯光诱杀可将竹笋危害率由防治前的"%*P#% r"P).#3降至防治后的".(P"$ r"P).#3*连续施用 %3辛硫

磷n.3毒死蜱颗粒剂 . 8年可将竹笋危害率由防治前的"*(P*" r%P.*#3降至""$P$/ r/P*%#3!防治效果达

"/#2$$ r$#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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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虫是鞘翅目"GAL6AK>698#叩甲科 "YL8>69?'

D86#昆虫幼虫的通称!广布于世界各地!以植物的地

下部分为食!是小麦 "T#=&=)4C ($%&=_4C eP#'玉米

"8$( C(H%eP#及马铃薯"?"F(04C&4E$#"%4CeP#等

经济作物主要的地下害虫+$ U&,

) 近年来!随着我国

南方地区笋用竹林大面积种植及砻糠覆盖技术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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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针虫在笋用林内爆发成灾!造成重大的经济损

失+%,

) 筛胸梳爪叩甲"P$F(0"&4%)#=E#=)"FF%"C8LD69'

E8==##是竹林金针虫的优势种!在浙江省 . & 8

发生 $ 代!以幼虫钻蛀竹笋取食!危害竹芽'竹鞭及

竹根等组织器官!造成大量的虫笋和退笋!严重影响

竹笋产量和商品价值!还造成种笋大量死亡!竹林地

衰败加剧!损失巨大+*,

) 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年筛胸梳爪叩甲的发生面积达 " ### ;E

" 以上!年损

失近千万元) 筛胸梳爪叩甲危害竹种包括早园竹

"Y*HFF"%&()*H%@#($)"GGP-PG;@ 6>GP4PG;8A#'毛

竹"Y*S$B4F=%"G899P# \PD6e6;8?6#'淡竹 "Y*S

<F(4)( 1:GL@96#'红竹"Y*S6#=B$%)=0%j8A6>G;6=#

及白哺鸡竹"Y*SU4F)=%1:GL@96#等 *# 多个竹种!危

害严重的早园竹林鲜笋带虫率可达 *"3 /)3!$

株笋最多带虫 $( 头+%! / U),

) 金针虫危害严重制约了

笋用竹林的可持续经营!控制竹林金针虫的危害是

当前笋用林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

金针虫隐蔽性强!且能随环境变化改变危害深

度!其监测及防治技术一直是植物保护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 国内外学者从土壤处理'生物防治及化学

防治等多个方面开展了金针虫防治技术的研究!提

出了作物轮作+.! (,

'水淹耕地+$#,

'毒饵诱杀+$$,

'农药

拌种+$" U$.,及性信息素诱杀+$& U$*,等多种技术手段!

但因竹林生态系统"种植模式及根系系统等#的特

殊性!防治农业金针虫的大多技术不适用于竹林金

针虫的防治!而竹林金针虫性信息素研究处于刚起

步阶段!对竹林金针虫的防治尚无安全可行的技术

手段) 本研究从营林技术'黑光灯诱杀及药剂防治

. 个方面对筛胸梳爪叩甲的控制技术进行了研究!

为竹林金针虫的高效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材料与方法

@P@A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境内"$"#W#&XY!.#W

."XZ#!平均海拔 "## E以下!年平均气温 $& $*

V!年降水量 $ "%# $ )## EE!土壤为沙质壤土或

红'黄壤土!K\值 .2/ *2#) 本研究在该县山民村

早园竹种植区选取了 ( 块筛胸梳爪叩甲危害程度较

重的试验样地!样地概况详见表 $)

表 @A试验地概况

样地

编号
地理坐标!

面积

aE

"

竹龄

a8

竹林经营管理方式 盖度 郁闭度 土壤类型 坡度
竹笋密度

a"株/E

U"

#

竹笋受害率

a3

$

.#W"(X&$P)sZ

$$(W%%X$#P$sY

"*P" l$(P) $#

近 . 8连续砻糠覆盖'翻耕'施

复合肥!注干防虫
#P$ #P*% 红壤 阴坡 $#W $P/$ t.#

"

.#W"(X.%P"sZ

$$(W%%X#(P)sY

"/P# l$)P$ $&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从未砻糠

覆盖!不用农药
#P$ #P/ 红壤 平地 $P)" t.#

.

.#W"(X.&P$sZ

$$(W%%X$/P&sY

$)P* l".P/ $*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近 " 8砻

糠覆盖!不用农药
#P. #P& 红壤 平地 $P*$ t&#

&

.#W"(X&.P/sZ

$$(W%%X$"P&sY

$)P$ l$&P) $&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从未砻糠

覆盖!注干防虫
#P$ #P. 红壤 平地 #P)$ t/#

%

.#W"(X")P"sZ

$$(W%%X$$P$sY

"$P( l$#P" $)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从未砻糠

覆盖!不用农药
#P" #P. 黄沙壤 平地 $P./ t%#

*

.#W"(X#&P"sZ

$$(W%&X&(P&sY

*(P) l"#P& "#

以前砻糠覆盖!近 " 8未覆盖!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注干防虫
#P. #P% 红壤 阳坡 %W $P%" t%#

/

.#W"(X$#P"sZ

$$(W%%X#*P)sY

.$P& l$&P( $&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从未砻糠

覆盖!不用农药
#P$ #P&% 红壤 平地 $P&" t%#

)

.#W"(X$$P/sZ

$$(W%&X%*P(sY

""P/ l$.P% $*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从未砻糠

覆盖!注干防虫
#P$ #P% 红壤 平地 $P%) t&%

(

.#W"(X$#P%sZ

$$(W%&X./P&sY

"(P% l$/P& $%

以前砻糠覆盖!近 . 8未覆盖!

每年施复合肥'翻耕!注干防虫
#P% #P* 红壤 平地 $P*. t&#

!!注$竹笋被害率以试验开始前 & 月上旬各样地内鲜笋抽样的平均受害率进行统计!抽样笋数t$ ### 株)

@P?A挖笋除虫

试验时间 "##%("##/ 年!试验地为表 $ 中 $

. 号样地!各试验地一端约 $a% 面积的林地作为对

照样地!余下部分为处理样地) 自 . 月 "$ 日起!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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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 D 在处理地内挖掘鲜笋"保留的种笋除外#!及

时装入塑料袋"*# :El.# :E!无破损#中带回!出售

前统计虫害笋的数量及每支虫害笋中携带筛胸梳爪

叩甲幼虫的数量!同时统计袋中逃逸的幼虫数量!统

计时间直至挖笋结束) 对照样地内不作任何处理!

仅在抽样统计鲜笋虫口密度和受害率时挖笋)

@PBA黑光灯诱杀

时间为 "##%("#$$年!试验地为表 $中 / (号

样地) 每年 &月 "#日至 )月 .$ 日!在样地内设置黑

光灯"管长 *# :E!功率 "# !̀江苏张家港市东莱植保

科学器材厂生产#诱集筛胸梳爪叩甲成虫) 黑光灯悬

于地表!收虫器距离地面 *# :E!灯管顶部距地面高度

约 $%# :E) .块样地内各盏黑光灯之间的距离超过

$ ### E) 开灯时间 $($## 至次日 *$##"雨天除外#!

每天统计所诱捕的筛胸梳爪叩甲成虫数量)

@PCA药剂防治

时间为 "##)("#$# 年!试验地为表 $ 中 & *

号样地"样地间隔均在 $ ### E以上#!各块试验地

的 $a" 作为对照样地) 每年 & 月末!挖笋结束后!选

用 .3毒死蜱n%3辛硫磷颗粒剂"浙江绍兴天诺农

化有限公司生产#进行林间小区试验) 在处理样地

内!施药量为 /% QJ/;E

U"

!. 个重复) 施药方法采

用沟施!沟宽为 "# :E!沟间距为 "# :E!沟深为 $#

$% :E) 将颗粒剂与疏松土壤或腐熟砻糠"质量比

$ %̂#搅拌均匀后施入沟内!用土覆盖) 同年 ( 月底

再施用 $ 次) 对照样地不施用任何药剂) 试验样地

及对照样地均正常挖笋)

@PSA效果调查

每年 & 月初至 & 月中旬!随机抽查防治区和对

照区的竹笋!抽查时将鲜笋自基部挖出!去泥后仔细

检查竹笋受害情况"有筛胸梳爪叩甲幼虫取食痕的

竹笋均认定为受害#!并统计每支受害笋上的虫口

数) 每个样地防治区及对照区的抽样笋数均不少于

$## 株)

@PYA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 4_44 d$$P% 软件的相关分析方法对试验

数据进行处理!处理及对照间的差异性应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b=6'M8H,Zbd,!e4->67>#完成!并利用

b9?J?= )P# 软件作图)

"!结果与分析

?P@A挖笋除虫

"P$P$!笋期筛胸梳爪叩甲危害程度!林间调查表

明$非砻糠覆盖地内 . 月下旬可发现筛胸梳爪叩甲

幼虫危害竹笋!但危害程度小!虫口密度低!仅为

#2#" 头/株 U$

"在砻糠覆盖地的竹林地内筛胸梳爪

叩甲幼虫活动时间会提前#*随着气温的升高!虫口

密度逐渐加大"图 $',#!所捕获的虫量也逐渐增加

"图 $'+#) & 月上'中旬捕获虫量最大!& 月下旬至 %

月上旬虫口密度最高!但此时捕获的虫量较低!这主

要是因为此时为出笋末期!竹林中新发的竹笋少!虫

口密度虽高!但随笋携带的虫量少) & 月下旬筛胸

梳爪叩甲幼虫主要集中在种笋上取食!危害率可达

)*2/(3 $##2##3)

图 $!筛胸梳爪叩甲幼虫危害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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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防治效果!在选定的样地内!每年笋期挖笋

能携带出竹林的筛胸梳爪叩甲幼虫数量约"*2. r

$2%)#头/E

U"

) "##%("##/ 年!. 8持续挖笋除虫

的结果表明$挖笋除虫能显著降低鲜笋的受害率和

虫口密度!处理样地内鲜笋受害率由防治前的

*$2%"3降至 %$2/*3"图 "',#!防治效果达"""2/*

r.2(##3*虫口密度也由防治前的 $2"* 头/株 U$

降至 $2#$ 头/株 U$

"图 "'+#*而对照样地内的竹笋

受害率及虫口密度均上升)

注$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2#%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图 "!挖笋除虫对筛胸梳爪叩甲的控制效果

?P?A黑光灯诱杀

"P"P$!筛胸梳爪叩甲夜间扑灯规律!筛胸梳爪叩

甲成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 林间灯诱结果表明$筛

胸梳爪叩甲成虫晚间扑灯呈现明显的时段性"表

"#) 成虫扑灯主要集中于晚间 $($##(""$## 时!诱

捕量占全部诱虫量的 /*2"(3!""$## 时后成虫扑灯

数量明显减少!后半夜成虫几乎不活动) 雨天挂灯

的结果表明$筛胸梳爪叩甲成虫无扑灯现象)

表 ?A不同时段筛胸梳抓叩甲成虫诱捕量比例

观测时段 $($## U"#$## "#$## U"$$## "$$## U""$## ""$## U".$## ".$## U"&$## #$## U*$##

诱捕量比例a3

"/P$$ r)P*#

8

.$P"& r(P&.

8

$/P(& r%P)(

8N

$#P*/ r"P(#

8N

/P"# r.P$&/

N

%P). r.P*.

N

"P"P"!防治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在筛胸梳爪叩甲

成虫出土期内!单盏黑光灯年平均诱捕量可达到

$ $&.2) r.$)2/ 头""##*("##) 年统计数据#) 在

选定的试验样地内!经过 * 8的持续诱杀!竹笋的平

均受害率显著降低"Yc#2##*#!由防治前的"%*2#%

r"2).#3降至防治后的".(2"$ r"2).#3"图 .'

,#*虫口密度也显著减少"Yc#2#.#!降至"#2(% r

#2#*#头/株 U$

"图 .'+#)

图 .!黑光灯诱杀对筛胸梳爪叩甲的控制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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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A药剂防治

试验结果表明$"##)("#$# 年连续 . 8的药剂

防治能显著控制竹林筛胸梳爪叩甲的危害!鲜笋受

害率显著降低"Yq#2##$#!由防治前的"*(2*" r

%2.*#3降至""$2$/ r/2*%#3!防治效果达"/#2$$

r$#2((#3"图 &',#*虫口密度也由"$2%% r#2""#

头/株 U$降至"#2*" r#2$)#头/株 U$

!差异显著"Y

c#2##.#"图 &'+#)

图 &!药剂防治对筛胸梳爪叩甲的控制效果

.!小结与讨论

金针虫在地下活动和危害!隐蔽性强!控制难度

大!其防治一直是植物保护工作的难点) 筛胸梳爪

叩甲是近年来在笋用林中新爆发的害虫!关于竹林

金针虫的防治技术一直未有报道) 通过多年的林间

防治试验!作者研究了挖笋除虫'黑光灯诱杀及药剂

防治方法对筛胸梳爪叩甲的防治效果!结果表明!挖

笋除虫'黑光灯诱杀及药剂防治 . 种技术措施均能

显著减轻筛胸梳爪叩甲的危害!其中以药剂防治最

为有效!但各种技术措施均需持续实施 " . 8以上

防治效果才明显)

翻耕'作物轮作'水淹耕地及农药拌种等技术手

段是防治马铃薯及小麦金针虫";1#="&$%7KKP#的有

效方法+.! (! $.! $/,

!但因竹子是多年生植物!地下茎呈

网状分布!上述防治技术均不适用于竹林金针虫的

防治) 本研究利用笋期筛胸梳爪叩甲幼虫蛀笋危害

的特点!通过挖笋将蛀入笋内的筛胸梳爪叩甲幼虫

带出林地以减少虫口!结果表明$持续 . 8的挖笋除

虫可显著降低竹笋受害率和虫口密度*但食物源的

大量清除导致筛胸梳爪叩甲幼虫向留养在竹林的种

笋集中!致使种笋受害程度加剧!死亡率升高)

部分种类的叩甲成虫具有很强的趋光性!黑光

灯诱杀成虫是控制金针虫危害的重要手段之

一+"!$),

) 邓世雄+$(,在玉米地中利用黑光灯诱杀条

纹叩甲";SF=0$(&4%eP#!$& D 累计诱杀成虫 . &(#

头) 本研究表明$筛胸梳爪叩甲成虫出土期!单盏黑

光灯可诱杀成虫 $ $&. 头左右!持续 . % 8可显著

降低竹笋受害率和虫口密度!可在竹林金针虫发生

区加以推广应用)

药剂防治是控制金针虫的主要手段!国内外学

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筛选出了氟虫腈"B?K9A'

=?L#'七氟菊酯">6BL@>;9?=#'吡虫磷"?E?D8:LAK9?D#'辛

硫磷"K;AS?E#及毒虫蜱":;LA9KH9?K;A7#等用于防治

金针虫的化学药剂+&! "# U"$,

) 本研究在前期室内药

剂毒力测定的基础上选用%辛硫磷 n毒死蜱&作为

供试药剂!经过 . 8的连续应用!防治效果显著) 施

药 (# D 后土壤中 " 种农药的残留均在 #P#% EJ/

QJ

U$以下!符合浙江省绿色食品生产的标准) 随着

对食品安全及生态安全的日益重视!对化学药剂的

高效性'安全性和施药科学性的要求也越高!植物源

杀虫剂 "驱避剂#可能是金针虫防治药剂研发的

重点)

金针虫活动隐蔽!控制难度大!仅依靠单一的防

治方法难以在短期内实现金针虫的有效控制) 对于

竹林金针虫的防治应基于金针虫生物学'生态学及

生理学等方面的系统研究!综合运用作物栽培管理'

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及黑光灯'性信息素诱杀等多种

控制手段!在幼虫'成虫等不同发育阶段实施综合治

理!最终实现筛胸梳爪叩甲的可持续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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