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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桉蝙蛾是近年来在广西&广东新发现严重危害桉树的蛀干害虫!本文记述了该害虫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该虫在广西分布于 $" 个市 )* 个县!$# 个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 个乡镇!危害桉树面积达 " +*),)" BK

"

!多数个

体 $ 年完成 $ 代!以幼虫于 $" 月中下旬开始在受害树干中越冬!次年 ",% 月化蛹!) 月羽化!- 月上旬初孵幼虫出

现!&,+ 月幼虫上树转移危害!$ 年只有 $ 次羽化%该虫主要分布在丘陵山地!以沟谷和坡底危害较严重!主要危害

$ " 年生巨尾桉和尾巨桉无性系' $ 年生和 " 年生受害桉树单株材积生长量下降率分别为 $&,'#0和 "),'+0'

沟谷和坡底 $ " 年生速生桉无性系是防治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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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蝙蛾 "A46")H?&( %0540K$#k3P:>@# "鳞翅目

"Z>QDJFQ9>@3#$蝙蝠蛾科"N>QD3PDJ3>##是 "##- 年在

广西和广东两省"区#发现危害外来引种树种桉树

的钻蛀性新害虫*$ U-+

' "#$# 年 $" 月!笔者提供标本

由中国科学院蛾类专家薛大勇教授签定学名为 A41

6")H?&( %0540K$#k3P:>@!并首次正式定中文名为桉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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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 该种原始记载仅在中国上海和湖南有分布!在

广东和广西属新记录!在桉树上属首次发现' 近年

来!随着我国南方桉树种植业的快速发展!桉蝙蛾的

危害日趋严重!已发展成为危害桉树的主要害虫*-+

'

至 "#$$ 年!仅广西的发生区域已达 )* 个县"区#&

"%" 个乡镇!危害面积达 " +*) BK

"

' 此外!该虫在广

东韶关市&曲江县也有危害报道!严重影响桉树产业

发展*-+

' 目前!国内外对该虫的形态学&生物学&生

态学&寄主范围&发生规律及其防治技术的研究和报

道很少!能查到的文献仅有/<.=

*&+报道了其在印度

东部&缅甸和泰国危害柚木"M$)&"4( 5#(460%ZVG#苗!

奚福生等*)+ 将其初步命名为桉大蝙蛾 "@*(%%2%

?QV#%于永辉等*'+在论述桉树蛀干害虫种类时对其

做了简单描述%杨秀好等*++对其危害进行了风险评

估%曹书阁等**+对其空间分布型进行了初步研究%陈

尚文*$#+

&刘杰恩等*$$+开展了蛀道药物注射防治试

验' "##*,"#$$ 年!笔者对桉蝙蛾在广西的分布和

危害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对其形态和生物学进行

了系统研究'

$!材料与方法

=V=>分布与危害调查

"#$$年 &,$"月!在广西全区桉树栽培区开展全

面普查!以市为单位组织&培训!以县"区#和自治区直

属林场为单位实施具体的监测调查工作' 各单位根

据本辖区栽培的桉树品种&品系&林龄&面积&林分状

况"片林&通道林&散生林!纯林&混交林#等因素!抽取

& $#个有代表性的乡填"分场#开展调查!认真记录

桉蝙蛾危害树种或品系&树龄&发生面积&危害部位&

危害程度!发生区海拔&经纬度等信息'

=V?>生长量损失测定

在桉树栽培面积较大&桉蝙蛾危害比较严重的

广西北流市和陆川县进行测定!选择不同危害程度&

不同林龄具有代表性的桉树林设置标准地!共调查

标准地 $# 块!每块标本地按照 $# 行 a$# 列的标准

进行逐株测定!每块标准地测定 $## 株!共测定

$ ###株' 采用每木检尺法!测量其胸径&树高&虫口

数量等指标' 材积生长量计算应用广西桉树人工林

二元立木材积公式*$"+

$

Yd$,#*$ -) a$#

U)

7

"$,+'+ *" U-,&*$ +& a$#

U%

"7fD##

D

"#,&-" -*+ f',+)' -) a$#

U%

"7fD##

!'d#,**% &&'

上式中$Y,材积生长量!7,胸径!D,树高!

',相关系数'

=VA>形态特征与生物学习性研究

$V%V$!幼虫和蛹期观测!"#$# 年 ' 月至 "#$$ 年

$" 月!每月中旬到林间采集桉蝙蛾钻蛀危害的木段

%# 个以上!解剖观察记录幼虫和蛹发育进度以及各

龄幼虫形态特征'

$V%V"!成虫!卵和初孵幼虫观测!"#$$ 年 $ 月分别

在广西中部南宁市和南部博白县各建 $ 个室外大棚

观测点进行观测' 南宁室外大棚观测点位于青秀区

三塘镇广西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实验基地"$#+V%%&[

]!""V++"[/#!年平均气温 "$V*) ^!该观测棚为不

锈钢架结构!长宽高为 "- Ka"- Ka% K!周边和顶

棚用 "# 目沙网覆盖%博白室外大棚观测点位于博白

县亚山镇 "$#*V*)&[]!""V$*+[/#!年平均气温

"","- ^!该网棚为竹木结构!长宽高为 $- Ka$- K

a% K!周边和顶棚用 "# 目沙网覆盖!网棚四面通

风!棚内种有 $ " 年生的桉树' "#$$ 年 $," 月从

观测点附近林区采集桉蝙蛾老熟幼虫木段!置于大

棚内化蛹!模拟自然生态环境观察化蛹进程&成虫羽

化&交配&产卵行为' 同时!采集老熟幼虫木段置于

广西大学实验室养虫笼中!观察羽化过程&产卵行为

和产卵量及成虫形态特征' 两地观测点年平均气温

相差 #V%$ ^'

=VD>发生环境调查

"##*,"#$$ 年!于桉蝙蛾幼虫上树危害期"',

$" 月#!在南宁&玉林&梧州&柳州等地桉蝙蛾发生普

遍的桉树林地进行调查!在踏查发现有危害的林地

设置标准地进行详细调查!每块标准地按 $# 行 a$#

列逐株调查 $## 株树!记录危害株数&虫口数量&危

害部位!同时记录每块标准地环境因子!即新造林或

萌芽林&林龄&地型&地势&坡度&坡向&坡位&海拔高

度&野生寄主和林下植被等!共调查标准地 -- 块'

"!结果与分析

?V=>分布与危害

"V$V$!桉蝙蛾在国内的分布!"#$$ 年广西普查结

果"表 $#显示$全区桉蝙蛾发生危害的区域为 $" 个

市&)* 个县"区#&$# 个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分布

乡镇 "%" 个!危害面积 " +*)V)" BK

"

%以桂东南的苍

梧&藤县&岑溪市&陆川县&博白县&北流市&灵山县&

六万林场&博白林场!桂中的青秀区&邕宁区&武鸣

县&宾阳县和高峰林场危害比较严重' 此外!该虫在

广东韶关市&曲江县和佛山市高明区等地报道有

危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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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广西桉蝙蛾分布与危害情况统计表

所属市 分布县区
分布乡镇

_个

桉树栽培面积

_BK

"

危害面积

_BK

"

危害程度

南宁市 青秀区&西乡塘区&邕宁区&武鸣县&横县&宾阳县 "' ") &&")V## ))-V+% 严重

柳州市 融安县&柳江县&鹿寨县 $$ '+ +*&V'% $*-V+# 中等

桂林市 临桂县&灵川县&荔浦县&永福县&全州县 $# "$ +%'V&' "*V+# 轻微

梧州市 苍梧县&藤县&蒙山县&岑溪市 "" *$ *-"V"' %"-V## 严重

北海市 合浦县 % ') "*%V## )$V%' 轻微

钦州市 钦南区&钦北区&灵山县&浦北县 $* $)' -)*V'% %&'V&' 严重

玉林市 玉州区&福绵区&容县&北流&陆川县&博白县&兴业县 )% ""+ *"$V"' )")V&' 严重

贵港市 港北区&港南区&桂平市 ' $#) %"'V*% $$*V%% 中等

百色市 右江区&隆林县&田林县&靖西县 ) $## )%&V#' $$V## 轻微

贺州市 平桂区&钟山县&昭平县 $- '' $%)V"' $$*V'% 中等

河池市 金城江区&环江县&巴马县&罗城县&大化县&宜州市 "& && &*-V"# +-V%* 轻微

来宾市 象州县&武宣县&合山市 $# $"- *"&V+' $%%V%% 中等

区直属林场 高峰&七坡&良凤江&派阳山&钦廉&三门江&黄冕&大桂&博白场&六万林场 %- "*& *##V'% -*-V-# 严重

合计 )* 个县"区#&$# 个直属林场 "%" $ '+- '%'V+# " +*)V)"

"V$V"!桉蝙蛾对桉树的危害!该虫以幼虫蛀入桉

树主干取食危害"图 $3#!主要危害速生桉树无性系

用材林!尤其以危害 $ " 年生桉树幼林为主!虫口

密度为 $ $+ 头-株 U$

!有虫株率 -0 &#0' 蛀

道直径可达 $," AK!深度可达 %# -# AK' 该虫喜

从蛀道口沿树干周径环状蛀食韧皮部!蛀食部位常

达树干围径 $_% "_%!严重的蛀食树干 $ 周!影响

速生期桉树的营养输送和林木生长!造成材积生长

量减少!严重的引起风折或整株枯死' 对受害后 $

图 $!桉蝙蛾幼虫&成虫&蛹

%年林木的受害部位进行解剖发现!+-,&0的蛀道口

能够被快速生长的韧皮部愈合!但多数形成肿涨的愈

伤组织!其木质部的蛀道不再愈合!部分心材腐烂或

有其它病变!严重影响木材品质' 由于其蛀干隐蔽生

活!又有吐丝结织木屑和分泌排泄物形成木屑包覆盖

蛀道口和取食部位保护幼虫的习性!防治十分困难!

已成为大面积发展速生丰产桉树用材林一大障碍'

"V$V%!桉蝙蛾对桉树材积生长量的影响!用 $# 个

标准地的调查资料计算材积!并将标准地内单株树

分有虫株和无虫株进行统计汇总!结果"表 "#表明$

各样地内有虫株和无虫株材积生长量相比呈下降趋

势!总体下降率为 "",#+0!其中!$ 年生受害桉树单

株材积生长量下降 $&,'#0!" 年生下降 "),'+0'

对桉蝙蛾危害单株材积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桉蝙蛾危害对 $ 年生桉树材积生长影响显

著"@

$年生 d#,#)+ e#,#-#!对 " 年生桉树材积生长

影响极显著"@

"年生 d#,##+ e#,#$#'

表 ?>桉蝙蛾危害对桉树材积生长量的影响

标准地号
林龄

_3

总株数

_株

有虫株率

_0

单株材积_K

%

平均 无虫株 有虫株

单株材积减少量

_K

%

下降率

_0

" $ $## %-V#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 #,##' + #,##& * #,##+ ) U#,##$ - U"#,-$

* $ $## $#V# #,#$) ' #,#$- % #,##* $ #,##& " )%,#%

$# $ $## -&,' #,#$$ # #,##* $ #,#$" ) U#,##% % U%#,##

小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V# #,#$+ + #,#"% # #,#$' - #,##- - "*,"&

- " $## %-V# #,#$' ) #,#$& % #,#$* & U#,##% % U$+,*'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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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形态特征

"#$$ 年 ) 月 "%,"' 日在南宁室外大棚观测点

首次发现 - 对成虫成功交配!获得受精卵!室温下保

湿成功孵化出幼虫'

"V"V$!卵!圆形或近圆形!直径 #,)- #,& KK!受

精卵和未受精卵初产时都为乳白色!产后 $ B 变乳

黄色!" B 变灰色!% B 变黑色' 肉眼观察卵表面光

滑!无特殊刻点及斑纹' 扫描电镜下观察!卵壳表面

是大小不一的不规则六边形网纹!中间分布颗粒状

突起和气孔壁突起!受精孔明显' 卵散产!无粘性!

产卵速度惊人!每分钟可达 )- %)# 粒'

"V"V"!幼虫!初孵幼虫为乳白色!$ " 龄虫由于

生活在地表枯枝落叶层!体色变为浅灰或灰褐色'

幼虫上树以后!初期主要取食韧皮部!体色仍然较

深!之后随着蛀入木质部取食和蜕皮次数及虫龄的

增加!颜色逐渐变浅变白' 低龄幼虫头部棕褐色!老

龄幼虫头部黑褐色"图 $3#!体乳白色' 初孵幼虫体

长 $,*# ","& KK!头宽 #,%" #,%* KK!老熟幼

虫体长 '",)" $$#,+) KK!头宽 ',#+ $#,*+

KK!额高于冠缝之长!傍额片宽!下端不与后唇基片

相连' 上唇缺切线!约为上唇高的 $_-!上具刚毛'

上颚具 ) 齿' 吐丝器长锥形!向后下方伸出' 具 $"

只单眼!每侧六只!排成两行!第 - 只单眼与触角相

连!触角有 % 节!上具刚毛 $ 根'

前胸背板褐色!骨化强!两侧各有 $ 个气门和 $

个黑色凹陷斑点!气门椭圆形!气门筛黄褐色!围气

门片棕色%胸足粗壮!黄褐色!基节宽大于长!腿节和

胫节长大于宽!圆筒形!跗节锥形!爪尖锐%腹足 -

对!第 % & 节和臀部各有 $ 对腹足!趾钩呈弯钩

状!排成扁圆环形!双环单序!排列整齐!$ 对臀足缺

环双序!分别由 " 个圆形组成!外圆环比内圆环大!

前侧趾钩连接!后侧断开!第 $ 行趾钩比第 " 行长 )_

-%腹部 $ + 节两侧各有 $ 个气门%由于生活在树

干的蛀道中!依靠胸&腹&足及身体的蠕动而运动!体

型呈( )形'

"V"V%!成虫!成虫可明显地分为黑色和黄色 " 种

色型!不同色型成虫身体上的毛和翅膀上的鳞片颜

色不同!黑色型头部和前翅灰黑或黑褐色!黄色型头

部和前翅棕褐色或黄褐色' 桉蝙蛾属大型蛾类!雌

蛾体长 -#," &#,+ KK!平均 &#,# KK!翅展 +#,&

$$#,) KK!平均 *#,* KK%雄蛾体长 )#,' -#,&

KK!平均 -#,- KK!翅展 '#,* $##,& KK!平均

+#,* KK' 头部小!头顶部位有成丛的褐色长毛!后

缘圆弧形!触角长度 -,- &," KK!丝状!由柄节&

梗节和 $* "% 节鞭节组成%复眼大!棕黑色!各小

眼有银白色光泽!两复眼占头部超 "_%!上颚及下颚

须均退化!下唇须极短小!只有较光滑的锥形体!喙

退化!只有很小的泡形突"图 $S#'

胸部狭长似梭形!被密毛!约占体长 $_%!前&

中&后胸分节明显%前胸前窄后宽%中胸背板狭长呈

盾形!背线明显!小盾片呈倒心形!外面披有长毛!似

扇状%后胸背板呈两个果核形!中间有纵沟!长有短

毛!小盾片近三角形!前尖后圆!披有成丛的长毛'

胸部腹面棕褐色!翅基片有白色膜%前翅狭长正面黄

褐色!长宽比例为 %s$!翅轭长而尖%前缘有 & 个边缘

不整齐的黑色色斑!其中!第 - 个中间是褐色!外面 %

个连接的黑斑组成!似花状%翅面无整齐而规律的横

带!上至=脉&下连 2E 脉&外至横脉外侧间!形成一

个灰褐色三角区!中室基部有 $ 个黑色斑点!里面有

$ 个白色小斑!中室端有一白色( U)形条斑和一白

色小斑!2E脉下方至后缘以及外缘&亚外缘带由深

色不规则的椭圆形斑组成!外缘弧形!边缘整齐无明

显的缘毛%;A脉达翅长的 %_-!=

"

与 =

%

脉同柄!在

接近外缘时分开!2E

"

脉不达外缘!仅至外缘 $_%!

2E

"

脉 $_" 处有一横脉与<脉衔接!<脉仅 $ 根!但

基部有 $ 个小脉室%后翅浅褐色!鳞片薄!呈半透明'

前后翅反面黄褐色!前翅前缘的 & 个斑纹仍能清楚

可见!中室基部及端部的白色小点及白色条斑十分

清晰!其它部位的斑纹则很模糊!后翅反面颜色与正

面相同!翅脉更清晰' 腹面下方两侧的各节侧片上

各有胸足 $ 对!前足较短!侧缘有密集的长毛%前足

胫节内侧有距!短于中足!后足仅有中足的 $_"!腿

节发达似板状!弯曲!外上方有放射形长毛!雄虫后

足基部有 $ 束明显的黄色刷状毛!跗节 - 节!第 $ 节

长!之后各节逐渐变短!无明显爪垫'

雌性腹部近圆筒形!产卵前腹部膨大!初羽化时

里面可见透明的不成熟的卵' 雄性腹部尖削!自第

% 节后逐渐变细!腹部末端的长毛丛向下内方包拢!

掩盖住外生殖器的腹面'

"V"V)!蛹!蛹长圆筒形"图 $A#!刚脱皮的蛹为乳

白色!逐渐变成黄白色&黄色!最后变成黄褐色!头胸

部颜色较腹部深!即将羽化时头部变为灰褐色或黑

褐色!胸腹部为黄褐色或棕褐色!蛹长 )",&)

'%,&& KK!最宽处在头部复眼处!宽达 ',* $$,#"

KK!腹部最宽处在第 % 节!为 ',#+ $#,-+ KK' 头

部两侧隆起呈瘤状!上有刚毛数根!触角在头部两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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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明显可见!长达下颚须部位%下唇须很短!乳突

形!下颚须为触角所掩盖!下颚短!位于前足末端上

方!长只有前足的 $_%%前足达翅长的中部!转节可

见!中足上端不与复眼连接!下端达前足上方!紧贴

前&后翅!被翅所覆盖%后翅明显外露在前翅下方%腹

部正面 % & 节上的幼虫腹足痕迹可见!) & 节有

排成波浪状的倒刺!第 ' 节上的波浪形倒刺中间弯

曲度大!第 + 节上有 $ 对瘤状突!上面各有刚毛 $

根' 雌蛹第 + 节中间有(人)状的纹!与第 * 节一突

起连接!雄蛹在腹部中线两侧有 " 个小点突起!第 *

节有 $ 个生殖孔%腹部背面第 $ 节粗糙!第 " 节光

滑!第 % ' 节上面各有倒刺组成的波浪状横带 "

条!第 $ 条比第二条突出!第 +&* 节上面有瘤状突!

末端无臀棘'

?VA>年生活史

在广西!桉蝙蛾多数个体为 $ 年 $ 代!少数为 "

年 $ 代' 当年羽化的幼虫均以老熟幼虫在树干中越

冬!而当年不羽化的幼虫则越冬虫龄不整齐!虫体较

小!体色较深' 据 "#$$ 年观测!幼虫于 $" 月中下旬

开始越冬!次年 " 月上中旬开始吐丝化蛹' 在博白!

蛹期平均历期 -- J!) 月 + 日开始羽化!) 月 $-,$&

日为高峰期!) 月下旬为末期%在南宁!蛹期平均历

期 -' J!) 月 $" 日开始羽化!) 月 "%,") 日为高峰

期!- 月上旬为末期' 南宁和博白两地成虫出现高

峰期相差 $ 周左右"表 %#'

表 A>桉蝙蛾年生活史表

地点
月

旬

$

上 中 下

"

上 中 下

%

上 中 下

)

上 中 下

-

上 中 下

&,$$

上 中 下

$"

上 中 下

卵!

& & & &

幼虫
" U# " U# " U# " U# U U U U U U U U U U " U#

博白 " d# " d# " d# "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d#

蛹!

' ' ' ' ' ' ' '

成虫 f f f

卵!

& & & &

南宁 幼虫
" U# " U# " U# " U# " U# U U U U U U U U U U U " U# " U#

" d# " d# " d# " d# "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 d# " d#

蛹!

' ' ' ' ' ' ' '

成虫 f f f

!!注$

&

表示卵% U表示 $ 年 $ 代幼虫% d表示 " 年 $ 代幼虫$

'

表示蛹% f表示成虫%"#表示越冬态'

?@D>生物学特性

在南宁室温条件下!胚胎在卵内发育时间为 $)

$- J!即可孵化出幼虫' ) 月底至 - 月上旬初孵幼

虫出现!幼虫孵化后极为活跃!可敏捷地前行或向后

倒行!出壳后即寻找适宜的匿身和取食场所!可吐丝

悬垂' 低龄幼虫在地面腐殖质或腐木中生活!&,+

月份开始陆续转移上树!',+ 月份为上树高峰期!

+,* 月树干上出现明显的木屑包"为野外调查最佳

时机#"图 "3#' 幼虫转移上树的时间不整齐!上树

后主要从树叉&创口或藤条缠绕处取食入蛀!一般不

直接蛀入木质部!而是呈环状取食韧皮部"图 "S#!

并吐丝织结木屑覆盖取食和藏身部位!然后再逐步

蛀入木质部取食和藏身' 环状取食部位达树干周径

的 $_% "_%!有的甚至环绕树干取食 $ 周!极易造

成风折"图 "A#' 蛀道沿着树干纵向蛀入!多数向下

方蛀入!蛀道光滑和干净!$ 株寄主可有 $ $+ 条幼

虫入蛀!同一木段可有多条蛀道!但蛀道之间平行互

不联通!每条蛀道内只有 $ 条幼虫' 实验观察将 "

条幼虫放入 $ 个容器会相互攻击!直到 $ 条幼虫逃

离或死亡' 幼虫一旦蛀入树干!一般不再主动转移!

即使钻蛀部位被人为砍伐&折断或枯死!只要蛀道没

有被破坏!幼虫都不会爬出蛀道向健康林木转移!砍

伐或枯死木段中的幼虫由于水分和营养缺乏!虫体

发育不良逐步萎缩!部分干死' 如果蛀道被人为劈

开破坏!则未受伤的幼虫会重新寻找寄主转移入蛀'

图 "!桉蝙蛾对桉树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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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熟幼虫越冬过后!于 " 月上旬打开木屑包!并

吐丝封住蛀道口开始化蛹!吐丝化蛹到成虫羽化时

间为 -% &# J' 蛹在蛀道内利用腹节的钩刺和腹

部背面的齿突与蛀道壁的摩擦!可在蛀道内上下蠕

动!羽化前 " % J!顶破丝网移至蛀道口!部分蛹的

头部和胸部衳露在蛀道口外准备羽化'

室外大棚观察!成虫羽化高峰为下午 -$##,&$

## 点' 成虫羽化脱离蛹壳后缓慢向上方爬行!在距

木屑包 %# -# AK处停歇!依靠前足挂住身体展

翅!完成整个展翅过程需要 $- "# KDC' 展翅完成

后双翅收拢覆盖在背面呈屋脊状!静伏不动' 于傍

晚天黑时"南宁为 $*$%##开始婚飞交配!雌雄一起

飞翔!于空中求偶交配!在寻找配偶时飞翔较慢!找

到配偶后相互追逐飞翔速度较快' 飞翔的范围主要

集中在羽化区域!在 "- Ka"- Ka% K的大棚中观

察!飞行高度集中在 #,- ",- K!水平距离不超过

"# K!在大棚中主要围绕羽化区域"放置带蛹木段的

一角#飞翔!未发现飞翔或停留到大棚其它 % 个边角

区域' 求偶&飞翔&交配时间仅持续 $- "# KDC'

交配成功后雌雄虫一起飞到可停留的地方!由雌虫

用前足悬挂在树枝或沙网上!雄虫倒挂悬空继续交

配!雌雄虫仅通过尾部生殖器固定' 成虫羽化当晚

开始交配!静止交配时间常持续 ") B!直到次日傍晚

其它未交配的成虫飞翔时才分开!雌雄分离后停歇

几分钟开始飞翔' 交配完成当晚即可产卵!未交配

雌蛾羽化当晚也可产卵' 羽化初期雄蛾比例较高!

雄虫羽化期比雌虫提前 " % J!雄虫受惊动可从腹

部末端的生殖孔射出黄色的精液' 雌虫的产卵数量

很大!为 + )-# $& %## 粒' 成虫对室内的光源有

一定的趋向性!但用高压汞灯和频振式诱虫灯在野

外和大棚内均未诱捕到!用 $ " 日龄的雌蛾在野

外和大棚内均未诱捕到雄虫' 成虫寿命为 & + J!

未见补充营养'

?VE>桉蝙蛾发生环境

"V-V$!寄主植物!目前已发现桉蝙蛾危害桃金娘

科桉属"A2)(H2G&2%#乔木树种!主要是杂交速生用材

林无性系!有巨尾桉 "A2)(H?G&2%5#(460%aAF2#"1

G*?HH(#广林 * 号!尾巨桉"AF2#"G*?HH( aAF5#(460%#

bN%%"'&bN%%"*!巨细桉"AF5#(460%aAF&$#$&0)"#1

40%#bN"#$ 和柳窿桉"AF%(H054( aAF$I%$#&(#!以巨

尾桉和尾巨桉危害最严重!巨细桉和柳窿桉偶有发

生' 此外!调查还发现大量的林下杂灌木受桉蝙蛾

危害!危害较重的野生寄主有大戟科"]EQBF@SD3A>(

3>#白背桐"N(HH"&2%(G$H&( "ZFE@V#5E>PPV<@6#&毛桐

"N(HH"&2%J(#J(&2%"k3PPV# 5EPPV<@6V#&小蜡"90521

%&#2L%04$4%$ZFE@V# 和土蜜树 "T#06$H0( &"L$4&"%(

LPV#!葡萄科"pD93A>3>#葡萄"Y0&0%E040K$#( ZDCCV#和

扁担藤"M$&#(%&05L( GH(40)(2H$"NFF:V# 836C>QV#!

马鞭草科 "p>@S>C3A>3>#大青 "3H$#"6$46#2L )?#&"1

G*?HH2LOE@AYV#!榆科"iPK3A>3># 山黄麻"M#$L( &"1

L$4&"%( "=FWSV# N3@3#等'

"V-V"!危害树龄及危害部位!在调查的 -- 块样地

中!有 $+块林分受到桉蝙蛾不同程度危害!其中!有

$&个样地为 $ " 年生低林龄!占受害样点数的

++,*0!且其平均受害株率达 %&,)0%%年生以上的中

龄林仅占 $$,$0"桉树速生用材林采伐周期为 ) &

年#!且其受害程度较轻!平均受害株率为 $","0'

桉蝙蛾在桉树树干上 # $# K的高度均可危

害' 通过 )'& 个危害部位"距地面高度 D#按 # K

%

De$,# K&$,# K

%

De",# K&",# K

%

De%,# K&

%,# K

%

De),# K和 D

$

),# K- 个区间进行分类

统计表明$桉蝙蛾危害部位主要集中在距地面 # $

K树干部位!占总数的 &-,$0!以危害主干为主!仅

发现 " 个侧枝受害' 随着高度增加!危害逐步减少

"图 %#' 对各区间虫口数量进行方差分析表明$- 个

高度范围之间的虫口数量差异极显著"@d#,### e

#,#$#' 经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K以下的虫口数量

与其他 ) 个高度差异均极显著"@e#,#$#!$ " K

高度与 " K以上 % 个高度的差异显著"@e#,#-#!

而 " K以上 % 个高度间的差异不显著'

图 %!桉蝙蛾幼虫在树干上的垂直分布"D为距地面高度#

"V-V%!危害程度与地形地势!桉蝙蛾的危害主要

集中地在丘陵山区' 通过对不同坡位的 $+ 块标准

地幼虫密度统计表明$桉蝙蛾在沟谷区域危害最严

重!虫口密度最高!每百株树达 "+,%* 头!其次是下

坡位!每百株树达 $',$' 头' 随着坡位上升!桉蝙蛾

危害程度逐渐减轻"图 )#' 不同坡位间虫口密度的

差异极显著"@d#,### e#,#$#!说明桉蝙蛾危害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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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坡位有显著关系!以沟底和下坡位的危害程度

最重!是防治该虫的关键区域'

图 )!不同坡位桉蝙蛾虫口密度

%!结论与讨论

AV=>桉蝙蛾容易发生在低丘沟谷地带

这与寄主植物的丰富度和成虫的飞翔能力有

关' 桉蝙蛾危害桉树是典型的本土昆虫对外来树种

的适应!低丘沟谷地带杂灌木比较丰富!为桉蝙蛾的

繁殖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寄主!也为桉蝙蛾由野生寄

主向桉树转移提供了虫源' 同时!桉蝙蛾属于大型

原始蛾类!成虫体重较大!尤其是未产卵雌蛾平均体

质量达 ),&% 6!是蛀干蝙蝠蛾中体型最大的一类*"+

!

飞翔能力较弱!除了傍晚婚飞交配活跃外!其它时间

基本不活动!无论白天或晚上发现成虫!均很容易捕

捉!受到惊吓也没有迅速逃离的行为!桉蝙蛾从高处

向低处飞翔相对容易!而从下坡往上坡飞行则比较

困难'

AV?>桉蝙蛾主要危害 = ? 年生低林龄速生桉树

无性系*且多危害 ? J以下的主干

这与低林龄桉树无性系生长快速!树皮和材质

相对于老龄树干疏松!容易钻蛀!含水率较高!营养

物质较丰富等因素有关' 近年来!广西已很少种植

无性系以外的其它桉树品种!柠檬桉&窿缘桉&大叶

桉&巨桉和尾叶桉等品种都是多年前种植的老树!调

查中均未发现受害!但巨桉和尾叶桉杂交系列无性

系均受害严重' 桉蝙蛾的野生寄主多是 % K以下的

杂灌木!危害部位以 $ K以下居多!在树上较低部位

转移成功!有利于快速找到取食和栖身场所!减少幼

虫在树干上暴露时间!减少天敌为害!提高成活率'

AVA>桉蝙蛾成虫有黑色和黄色 ? 种色型*但 ? 种色

型之间没有形态差异和生殖隔离

观察发现$桉蝙蛾雌雄均有黑色和黄色两种不

同色型!它们之间可以自由交配!且产下的卵可以孵

化出幼虫' - 对成功交配的成虫色型如下$

(

黑 a

)

黄 " 对!

(

黄 a

)

黑 $ 对!

(

黄 a

)

黄 $ 对!

(

黑

a

)

黑 $ 对'

AVD>桉蝙蛾在广西多数 = 年 = 代*少数为 ? 年 = 代

桉蝙蛾 $ 年只有 $ 次羽化期!化蛹和羽化时间

比较集中!但世代不整齐!与柳蝙蛾相似!柳蝙蛾在

辽宁多数个体 $ 年 $ 代!少数 " 年 $ 代*$%+

' 世代分

化机理尚待研究!可能与寻找寄主困难&上树时间较

迟&中途被迫转移&发育不良&环境及生物学等因素

有关'

AVE>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仅对桉蝙蛾的形态和生物学进行了初步的

研究' 桉树速生丰产!是南方主要用材林和国家木

材战略储备的主要树种!全国栽培面积已达 %## 多

万 BK

"

' 桉蝙蛾危险性综合指数为 $,*$!属于接近

高度危险"指数为 ",# ",)#的森林有害生物**+

'

桉蝙蛾目前只在广东和广西有报道!但其本土原始

记载却是湖南和上海!因此不排除其它省的桉树或

其它寄主也有此虫危害' 建议有关部门组织所有桉

树栽培省"区#开展 $ 次普查!进一步调查寄主植物!

深入研究其生态学与发生规律以及本土昆虫对外来

树种的适应过程和机理&信息素技术&监测防控技术

等!为害虫的有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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