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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首次引种试种成功的瓜尔豆 (C y a -

m o p sis tetr a g o n o lo b a T a u b
.

) 是一种重要

的工业原料作物
。

一九七九年在昆明召开的

成果鉴定会议
,

肯定了国产瓜尔豆是我国石

油开采和其他工业所用植物胶中最 好 的 一

种
,

很有发展前途
。

特别在我省干热地区
,

有着广泛的适应性
,

值得大面积推广种植
。

随着瓜尔豆在我省栽培面积 的 不 断 扩

大
,

为害瓜尔豆的害虫也开始出现
,

而且在有

的地区严重发生
。

这就势必要求我们掌握害

虫发生规律
,

从而控制其为害
。

同时又鉴于

瓜尔豆系从国外新引进
,

目前国内尚无系统

资料
,

为此我们于 1 9 7 5开始
,

先后在本省十

多个县近百个地理试种点上
,

开展了瓜尔豆

害虫的普查工作
。

对其中重要种类
,

进行了

生物学特性的初步观察
,

并在害虫重点发生

地区
,

进行初步的药剂防治试验
。

本文就近

几年来的调查研究结果
,

作一个概况报道
。

瓜尔豆害虫的种类及分布

通过几年来在我省各个地理试种点的调

查
,

发现为害瓜尔豆的害虫
,

主要的有如下

种类
,

分别隶属于六个 日
、

七个科
,

计十种
。

一
、

鞘翅 目

1
.

芫普科

1 )大斑芫背 (M y la br is p h a le r a ta p a -

ll as
.

) 分布
:

元江
、

元谋
、

开远
、

蒙自
、

动

腊
、

景洪
。

2 )红头芫著 (M y la br is y u g ie ep s G ll
.

)

分布
:

动腊
、

景洪
、

元江
、

元谋
、

开远
、

蒙自
。

2
.

象虫科

3 )绿鳞象押 (H y p o m e e e s s q u a m o s。 :

H e rbs t
.

) 分布
:

勋腊
、

景洪
、

元江
、

元谋
、

保山
、

开远
、

个旧
、

蒙自
。

唾)金边翠象 (L e p r o p u s Ia t e r a lis F a b
.

)

分布
:

勋腊
、

开远
。

5 )G a s te r o e lis u s : p
.

(方嚎象亚科光洼

象属) 分布
:
动腊

、

元江
。

二
、

嶙翅目

3
.

卷叶蛾科
6 )A e h ip in i (黄卷蛾族 ) 分布

:

动腊
、

景洪
、

普洱
、

元江
、

元谋
、

保山
、

开远
、

个

旧
、

蒙自
。

三
、

半翅 目

4
.

蜻科

7 )红背安缘蜷 (A n o p lo e n e m is p h a sia -

na F
.

) 分布
:

元江
、

元谋
、

开远
、

勋腊
、

新平
。

四
、

同翅目

5
.

蚜科

8 )豆蚜 (A p h is e r a e e iv o r a K o eh
.

) 分

布
:

元江
、

元谋
、

个旧
、

开远
、

勋腊
。

五
、

双翅 目

6. 瘦蚊科

9 )荚痹蚊 (A sp h o n dy lia s p
.

) 分 布
:

勋腊
。

六
、

等翅 目

7
.

白蚁科

害虫学名属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
、

南开大学生物系鉴定
。

在调查工作中得到红河
、

文山州科办
,

元谋
、

新

平县科委等单位大力支持
,

在此一并致谢
,



1 0 ) /J’头蛮 白蚁 (M ie r o te r m e s d im o -

r p h u ) T s a i o t e he n
.

) 分布
:

动腊
。

几种重要害虫的发生概况

及防治意见

一
、

豆 蚜

豆蚜的若虫和成虫喜欢成群聚集在瓜尔

豆顶端的嫩茎和嫩叶上吸食汁液
。

为害严重

时叶片皱缩
,

叶缘向叶背卷曲
,

植株发育受

到阻碍
。

受豆蚜为害的植株有的花蕾脱落
,

有的开花结实推迟
,

影响瓜尔豆的产量和质

量
。

如在苗期受害
,

会造成死苗或严重影响

生长
。

豆蚜还能在植株的花梗和幼嫩的豆英

上为害妨碍结实
。

豆蚜在吸食的同时还不断

排泄蜜露
,

弄得到处油腻展布
,

吸引蚂蚁活

动
,

阻碍植株正常生理作用并导致病菌的侵

入
。

此外
,

豆蚜还是传染病毒的一种媒介昆

虫
。

由于豆蚜的繁殖力强
,

发生代数多
,

可

形成暴发性为害
。

因此治蚜必须打速决战
,

制止豆蚜的猖撅
。

特别是在病毒 病 严 重 地

区
,

一定要注意治蚜
,

消灭传布媒介
。

使用

的农药有乐果
、

敌敌畏
、

鱼藤精 和 六 六 六

等
。

使用方法
,

在水源方便的地区
,

可用40

%的乐果乳剂2 0 0 0倍液
,

50 %敌 敌 畏 乳 剂

2 0 0 0倍液喷雾
。

在水源困难的山区可 用 1
.

5

%乐果粉剂
,

每亩 4 斤
, 0

.

5%六六六粉剂
,

每亩 3 斤喷雾
。

但无论喷雾喷粉
,

都要注意

喷在嫩头和叶片的反面
,

因为豆蚜喜集在叶

背取食
,

施药时要加以注意
。

一九七五年我

们在元江农场的两个试种点上
,

采用40 %的

乐果乳剂2 0 0 0倍液喷雾
,

治蚜效果很好
,

并

且对严重发生的病毒病也有所减轻
。

叶幼嫩部分或成群飞迁
,

取食叶片尤其喜食

嫩叶
。

所以在豆田为害时
,

子叶心叶的幼嫩

部分先被吃去
。

梢老叶片剩下叶脉
,

呈麻布

状
。

吃完一株再转他株
。

成虫性好斗
,

善爬

行
,

但飞行能力不强
。

成虫受惊后
,

足的腿

节未端分泌出一种黄色液体
,

能刺激人的皮

肤
,

引起红肿发泡
。

据调查
,

豆芫善在低海

拔的干热坝区比山区发生重
。

防止时可用90

%晶体敌百虫80 0一 1 0 0 0倍液喷雾
。

在 早 晨

露水未干时
,

撒布0
.

5%六六六粉
,

每 亩 4

一 5 斤喷粉
。

三
、

蜷 象

为害瓜尔豆的蜻象类害虫
,

主要是红背

安缘蜷
。

此虫的后足比前
、

中足显著为大
,

为本种之主要特征
。

红背安缘蜷的成虫和若

虫用细长的口针插入瓜尔豆植株 顶 芽 和 嫩

梢
,

吸取其组织内汁液
。

嫩头受害后出现萎

蔫而后变黑枯死
。

主茎停止生长
,

不定芽丛

生
,

致使植株枝叶徒长
,

不结芙或少结荚
。

嫩荚受害后引起脱落
,

嫩叶受害时初为黑点

状
,

长大后叶片穿孔或成破叶
。

对于此虫的

防治
,

可采用 1 %六六六粉
,

每亩 2 一 4 斤

喷粉或2
.

5 %敌百虫粉剂
,

每亩喷粉 3 斤
。

二
、

芫 著

为害瓜尔豆的两种芫著即大斑芫著和红

头芫著在我省混同发生
。

芫著的成虫白天活

动
,

尤其是近 中午时活动最甚
,

多群集于心

四
、

荚瘦蚊

荚瘦蚊以幼虫为害瓜尔豆的幼嫩豆荚
,

使豆荚发生扭曲和畸形
,

不能正常结实
,

引

起严重减产
。

据七六年在西双版纳动裕的调

查
,

豆英被害率高达 9 4
.

5 %
,

对产量影响颇

大
。

荚痪蚊的雌虫用细长的产卵管
,

将卵产

于瓜尔豆的花尊或凋花之下
。

卵 白色 长 圆

形
,

孵化后蛀入幼嫩的豆荚内
,

在荚内完成

整个幼虫阶段的发育
,

并在内化蛹
。

羽化前

以蛹头部的尖突起将荚壳钻一圆形羽化孔
。

羽化飞出时
,

将蛹壳带出半截于荚外
,

被害

状极为明显
。

防治芙瘦蚊要注意在花谢后 就 开 始 打



细绿萍在曲靖坝子越冬情况良好

郑 石

曲靖地 区农科所

范 杰
曲靖县农科所

曲靖县大面积推广稻田养萍已三年
,

取

得了一定成效
,

但也存在一些限制因子
。

其

中比较突出的是冬季保种有困难
。

用塑膜保

种
,

时间长达五六个月
,

购膜 花 钱 多
,

而

且
,

保种期季风大
,

几天就把薄膜吹坏了
。

找龙潭
、

温泉保种虽实用
,

但龙潭
、

温泉太

少
、

太小
,

满足不了大面积需要
。

为了寻找

一种能抗寒越冬的萍种
,

去年三月我们从浙

江省黄岩县引进少量细满江红萍种
,

十一月

又从玉溪县购进两汽车
,

已在西 山
、

三宝
、

城关等三个公社十二个大队进行了繁殖
。

细叶满江红 (A z o lla filie u lo d e s L a n k
.

)

又叫旅状满江红
,

浙江叫细绿萍
。

原产美国

北部阿拉斯加及南部各州
。

阿拉斯加的纬度

与我国黑龙江相近
,

因此有
“北萍南移

”

之

说
。

经浙江省温州地区农科所土肥组
、

广东

省农科院土肥系红萍组鉴定
,

细绿萍有较强

的抗寒力
。

在浙江
“ 一 s oC 经 1 4 0 小时冰冻

不死
,

在10
O C时繁殖率比红萍高三倍

” 。

* * * :黔 :卜 水 水

药
,

以防成虫产卵和消灭刚孵化的幼虫
。

据

试验
,

使用25 %的D D T 乳剂 20 0倍液喷雾或

1 %六六六喷粉
,

都有一定防治效果
。

在广东 s c (水温 6
O

C)有微弱生长
,

10
.

I c

〔水温 1 1
.

5 O

C) 繁殖稍快
。

采用
一 5 O C低温

连续处理 4 小时
,

置室外仍可生长
, 一 S

O

C

处理 8 小时才变黑死亡
。

我们对细绿萍在曲靖坝子最冷的一月份

的越冬情况
,

作了一些观察
。

十二月开始
,

在曲靖县农科所温泉冬保

点在冷水上进行观察
,

放养面积一平方米
,

重复三次
,

(见下表)

从十二月开始
,

细绿萍一直在增长
。

一

月发生三次水面结冰
,

(七
、

八
、

九 日)
、

二月发生四次水面结冰 (二
、

八
、

九
、

十一

日)
、

细绿萍仍不断凡殖
,

而本地萍却冻死

了
。

1 2月 H 日至 2 月 19 日
,

细绿萍平均繁殖

率为 0
.

0 4 2 8 ; 红萍为。
.

0 0 21
,

同等低温条件

下
,

细绿萍繁殖率比本地红萍高十九倍
。

城关镇长河大队作了两次观察
,

放养面

积一平方尺
,

重复三次
。

半 水 :乡 串 水 *

五
、

白 蚁

瓜尔豆的害虫除以上几种在生产上较为

重要和分布也较为普遍外
,

我们在西双版纳

勋裕地区
,

还发现一种白蚁 (小 头 蛮 白 蚁

M ie r o te r m e s d im o r Phu s T s a i e t e he n ) 为

害瓜尔豆活植株
。

小头蛮白蚁可从瓜尔豆根

部开始
,

向主干蛀食直至较大的分枝
,

边食

边筑泥路
。

被害植株的茎干因承受不了整株

重量而倒伏
。

据调查
,

小头蛮自蚁在植袜开

花结荚期为害尤重
,

此时在田间可见到成片

和成块被 白蚁蛀食后倒伏的现象
,

飞查成毁灭

性灾害
。

小头蛮 白蚁的发生与土地条件有关
。

新

开垦的荒地
,

特别是地面残留树桩较多的田

块以及靠近森林
、

房屋的田块
,

受 白蚁为害

重
。

此外还观察到在植株根际周围培过土的

比未培过土的受白蚁为害要严重
。

防治白蚁

为害要首先选择好种植地点
,

避 免 靠 近 森

林和房屋
。

播种前要清除地面残病树桩
,

并

将地面枯枝落叶收抬干净
。

至于 药 剂 的 使

用
,

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
,

有待深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