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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茶后蜻是一种危害茶树和油茶果实的吸汁型害虫
。

在云 南哀 牢山主要分布在海

拔 2 2 0 0米以下 的 山地茶 园 ; 1 午 1 代 ; 以 5 龄老熟若虫在茶树 中下部叶 背面或树根

附近干枯 杂草
、

叶片下以 及土块下越冬 ; 3 月初开始活 动取食 , 4 月下 旬一 7 月初

为羽化期 ;
雌雄性比约 2 :

1 ; 成虫于 6 月中旬一8 月中上旬交配 ; 产卵于叶背面 ;

7 月下 旬开始孵化 ; 若虫 1 一 5 龄历期90 一10 1天 ; 在 5一12 月茶树结实期内
,

若
、

成虫主要吸取茶果汁液
,

在 无果期的 3
、

4 月份主要刺吸共树新梢汁液
。

鉴于茶盾

涛体型较大
、

体色艳 丽和 以若虫越冬
,

可宋用人工捕捉和诱杀
,

化防也 有一 定效果
,

也可考虑利用寄生蜂进行生物防 治
。

云南省的山地茶园面积很大
,

茶园害虫

之一
—

茶盾蜡
,

分布广
,

影响茶树的正常

生长发育和茶叶的产
、

质量
,

尤其危害茶果

及春茶的嫩枝叶
,

并且
,

也是油茶果的主要

害虫之一
。

为此
,

了解和掌握该虫的生物生

态学特性
,

为进一步开展防治研究提供科学

依据
。

材料和方法

1 9 8 5一 1 9 8 了年在哀牢山西坡 (属云 南 省

景东县太忠区
,

北纬2 4
0

3 2
‘ ,

东经1 0 1
0

0 1
‘ ,

海

拔 1 1 50 一2 3 00 米 )垂直面上选定 5 个不同海

拔高度的固定样地
:

川河坝茶地 (A )
, 1 1 50

米 ; 太忠茶地 (B )
, 1 4 5 0米

; 方家 普茶 地

(C )
, 1 8 5 0米 ; 上槽子茶地 (D )

, 2 2 0 0米和

鲁万地茶地 (E )
, 2 3 0 0米

。

样地 面 积均 为

2 0 x 2 0米
,

每个样地内的茶丛数为1 82 一 4 27

株
,

逐月进行周年观察
,

并在方家警茶地建

立固定罩网 (5 x 1 3 x 3米)
,

网内有79 株茶树
,

1 9 8 5年1 1月接入茶盾蜷若虫3 0 0头
, 1 9 8 6年 1 1

月又移入若虫1 60 头
,

连续两年进行该 虫 的

野外饲育观察
。

结果与分析

(一) 生物生态学特性

1
.

世代和虫态变化
:
茶盾 蜷在该 地 区

为 i 年 1 个世代(中间跨年 )
,

以老熟若虫越

冬
,

翌年 3 月初开始活动取食
,

经羽化
、

交

配
、

产卵
, 7 月下旬新孵化出的若虫开始出

现
,

其虫态变化为卵一若虫( 1 一 5 龄)一成

虫 (见图 1 )
。

2
.

羽化
:

越冬代若虫从 3月初开始活动

取食
, 4 月下旬开始羽化

, 5 月 中旬为羽化

盛期
,

多数在 6 月底 结束
,

少量可延至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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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1 T he fo r m o f于护
。ec ild c o , 15

la云砚5 D a ll
。

初
。

羽化时间在早上 9 点至下午 4 点
,

多数

在早上10 一12 点进行
。

一头若虫从羽化开始

到蜕皮结束约需 30 一40 分钟
。

羽化后的成虫

约经10 一15 天后才逐步活动
, 2 0一25 天后活

动增强
,

接着婚飞
。

3
.

性比
:

根据 1 9 8 7年羽化后1 04 头成虫

的鉴别统计; 雌虫65 头 (占1 04 头的62
.

5 % )
,

雄虫39 头(占3 7
.

5 % )
,

接近于 2 : 1 的雌雄性

比
。

4
.

交配
:

成虫于6月中旬开始交配
,

下

旬及 7 月初为交配盛期
, 8 月中下旬结束

。

交配时间多在白天n 时一 2 时
,

可持续 2 昼

夜
,

最长可达 5 昼夜
。

成虫在交配前较活跃
,

交配后出现一段不食不动的间歇期
, 3 一 5

天后又恢复正常活动
,

并可再次交配
。

5
.

产卵
:
多于下午及黄昏后在枝叶繁茂

的叶背面产卵
,

呈斜行排列
,

较整齐
,

每一卵

块 12 一15 粒
,

多数为13 一14 粒
。

初产卵粒为

淡黄色
,

约 7 一 8 天
,

卵盖出现对称的 2 个

淡红点
,

往后逐渐加深
,

卵粒也变得更深黄
,

在即孵化
。

7 月初开始产卵
,

下旬至 8 月初

为产卵盛期
,

9 月中下旬结束
。

6
.

孵化
: 卵粒产出到孵化所需时间约 7

一15 天
,

卵孵化多在早上 7 一10 时
,

同一卵

块
,

在 1 一 2 小时内可孵化完
,

超过 2 小时

一般不会孵化
,

其孵化率在94 %以上
,

孵化

前期和后期略低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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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若虫变化
:

茶盾赌若虫龄期为
: i一2

龄
, 1 2一1 3天

; 2 一 3 龄
, 2 0一 2 4天 ; 3 一

4 龄
,

2 3一2 6天 ; 4 一 5 龄
, 3 5一 3 8天

,

共

历时 90 一1 01
.

天
。

5 龄若虫越冬期在 1 00 一 1 20

天
。

由于龄期变化受气候影响较大
,

气温偏

高则龄期短些
,

反之
,

则延长
,

因此
,

若虫

从 1 龄至 5 龄越冬约需 1 90 一2 21 天
,

并且
,

越冬代若虫可一直生存到 7 月
,

所以在茶园

里几乎全年都可发现若虫
,

仅在未羽化若虫

死亡和新孵化若虫出现的交替期 ( 7 月)
,

出

现短暂的若虫空白期
。

8
.

越冬
:
5 龄若虫于 n 月底越冬

。

越冬

代若虫多在茶树中下部枝叶繁茂的叶背部
,

亦可转移到树根附近的干枯杂草
、

叶片下及

土块下越冬
,

甚至可转移到其它植物的枝叶

部
,

因此
,

越冬期很难发现该虫
。

9
.

取食
:

茶盾蜡在茶树上主要取食茶果

和嫩枝叶
。

哀牢山茶树从 5 月开始直到 12 月

为结实期
, 8 月茶果半成熟

,

10 月处于成熟

期
,

1 2月开始落果
。

在结实期内
,

茶盾蜷若
、

成虫主要吸取果实中的汁液
,

被害果皮呈现

许多褐色凹点和淡棕色小斑
,

影响其发育
,

造成落果和种子批瘪 , 被害油茶果还影响出

油率
,

还能诱发油茶炭疽病的发生〔’
, “1

。

在无

果期
,

主要也就是越冬代若虫 3 月开始活动

取食期间
,

又恰是该地区春茶的萌发期
,

该虫

则 以嫩枝叶为取食对象
,

刺吸新梢汁液
,

故

对春茶产
、

质量有一定影响
。

1 0
.

生活史
:
见图 2

。

(二) 垂直分布及周年数量变动

根据 1 9 8 6年 1 一12 月在哀牢山西坡样地

的观察
,

茶盾蜷的垂直分布及若
、

成 虫的周

年数量变动
,

可从图 3 中看出
:

1
.

茶盾蜻越冬代若虫
,

一般 从 4 月 开

始羽化
,

5 月 出现成虫
,

少量的在 4 月底就

有成虫出现
。

其成虫期由于羽化的前后差异
,

从羽化开始到结束可长达 6个月 ( 5 一10 月)
,

大部份到1 。月
,

少量可延至 1 1月底死亡
。

成

俯虫 数岔 ‘头 , 海拔高度 ( 术)

D 样地

, , ·、
·

..’若血

. 、 ‘~ 一
~ ~ 口 一 ..

⋯
‘二沪 碑 ,. . ~

飞

、

、
1 、

若
, . 、

, 勿
’

I

. _ 、_ _ . ,

一侧场洛喂
奴

、
-
-

· 、

一忆二了岁气男
乏

" 、
叭

、、、

‘,卜.,!,,,

A 样地

6040

\
一

/ 洛
<

匕拼摆

图 3

Fig
.

3

:
,

3 络 5 6 了 8 9 10 1一 飞2 ‘ Jl )

茶质涛若
、

成虫的垂直分布

及周年数量 变动

Ch a n g e s o f th e a n n u a l

Po Pu la t io n a n d v e r tie a l

d istr ibu tio n o f P o e c ilo eo 了艺s

la 忿u s D a ll
-

虫高峰期
,

海拔较低的A 样地出现较早 ( 6
、

7 月 )
,

而海拔较高的 C样地则较晚
,

要推迟

到 7 、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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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孵化出 的 若 虫
,

最 早 可 在 7 月

中旬出现
,

但高峰期在10 月 (A
、

B
、

C 样

地 )
,

而随海拔的升高
,

D 样地高峰 期 则推

迟到11 月
,

故 7 月份可作为该地 区茶盾 蜷越

冬代若虫与新孵 出若虫的分界线
: 7 月前为

越冬代若 虫
,

7 月后为新孵出若虫
。

3
.

海拔 2 3 00 米的E 样地内外
,

全年 均

未发现有茶盾蜻
,

故未作图
,

表明茶盾蜷在该

地区的垂直分布有其上限
,

约在海拔2 2 00 米

以上则不能生存
,

这与哀牢山东坡的调查和

无量山东坡不同海拔 高度 (1 2 00 一2 3 00 米)

所设 4 个对照样地的全年观察是一致的
。

4
.

低海拔的A 样地 内
,

茶盾蜻的若
、

成

虫数量最多
,

较高海拔的D
、

E 样地则甚少

或没有
,

在 D 样地内全年未发现成虫
,

仅在

样地外发现极少量成虫
,

表 明茶盾蜷随海拔

升高和有效积温的下降而减少
,

超过分布上

限则不能生存
。

5
.

茶盾蜷越冬代若虫及未羽化若 虫 可

生存到 6 月
,

未羽化若虫 7 月全部死亡
。

(三) 防治意见

由于茶盾姑体型较大
,

体色艳丽易被发

现和以若虫越冬的习性
,

可采用人工捕捉和

诱杀处理
。

化学防治也有一定的效果
。

此外还

可采用生物防治来控制和消除该虫的危害
。

根据蒲哲龙教授和 Fal k e n st ei n 的著作

和报告
,

膜翅目旋 小 蜂 科 E u p el m id a e 的

A ”as ta 扭 “

sP
·

为荔蜷卵的寄 生 天敌之一
,

但除荔蜷外
,

有关半翅 目昆虫的卵也能寄生
,

为广谱性寄生蜂
。

另跳小蜂科 E u e y rt id a e 的

o oe : ‘万: tu : s p
.

可寄生荔蜷卵外
,

也可寄生

其它半翅目昆虫的卵
,

并且寄生率较高〔“〕
。

以上两种卵寄生蜂在我省有分布[‘1 ,

曾采到

上述寄生蜂标本
。

因此
,

可考虑在茶园内
,

尤其是在茶盾蜷产卵期
,

移入上述寄生蜂
,

使其形成有效的种群
,

在茶园内形成新的食

物网链结构
,

取代原有的食物链结构
,

以达

到控制和防治该虫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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