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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美登木的两种巢蛾研究
’

(LE PID OPT E 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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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本 森

(中国科学 院云南 热带植物研究所 )

云南美登木对
a
yt

。。。 : h o o k 。八 L oe : .

是一种重要有效的抗癌植物
。

(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62 医院
, 1 9 7 8) 因其疗效高

、

毒性小等特点
,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

目前国

内广东
、

广西
、

四川
、

江西
、

浙江
、

云南等地均有栽培
。

在云南种植的美登木
,

年年受

到美登木巢蛾T e ‘n o p t : la a n t is ta t‘e a (M e y r ie k )和美登木小灰巢蛾 X y r o s a r i : : p
.

的

严重为害
,

使美登木生产受到很大威胁
,

两年来
,

我们对此虫发生和防治进行了研究
,

据文献 (方三阳
, 1 9 63

,

朱弘复等
, 1 9 7 5 ,

石井
·

内田清之助等
, 1 9 5 3) 此虫在国内至今尚

无报导
,

现将我们所得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形 态

美登木巢蛾和美登木小灰巢蛾主要形态特征见表 1

表 1 美登木巢蛾和美登木小灰巢蛾主要形态特征比较

翅 展

触 角

前 翅

脉 序

占2 3一 2 5毫米
、

早 2选一 2 5毫米 舌2 3一1 5毫米
、

早1连一 16 毫米

丝状
、

长度过休半 } 丝状
、

近体长
一

狭长
、

淡灰色
,

具丝质光泽
,

翅面具 40
.

狭长
,

自灰色
,

翅面具 20 多个小黑点
,

多个小黑点
,

大都分布于翅 面 的 前
、

后 { 多分布于后缘附近
。

部
、

中部稍缺
。

见图 1 }

,

邹拈梅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承我所药物组 同志支持
,

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所刘友樵同志鉴定学名并给于工作

上的帮助
,

于延芬 同志协助拍摄 图版
,

谨致谢忱
。

本文于 1 9 8 0年 9 月 1 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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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

水 小 灰 准 蛾

!甘j \

卵

一形 状
扁 平

,

近 圆形
,

长 1
,

0一 1
.

2 毫米
。

宽 0
.

9

一 l
。

1毫米
,

寸}卜 列 呈鱼鳞状
。

初 孵 一 淡棕 色
,

体长 1
.

5毫米
。

一 黄 色
,

体长 24 毫米
,

胸
、

腹部 ( 1 一 9

老 熟 一 节 ) 背面各具一对黑斑
,

自中胸至第 9 腹

节具 白色条纹 1 0余条
。

足 腹 足趾钩多行环
,

臀足趾钩双行缺环
。

体 长 { 9 一12 毫米
}

触 角 } 端 部延伸至腹部 5 一 6 节
。

臀 棘
⋯

锯齿状
,

有臀 , 。。。
。

长 度 !
: 3毫米 (丝茧

、

白色)
一
一

形 状 一 纺继形

隆起
,

近椭 圆形
,

长 0
.

丁必米
,

宽 0
.

5七

米
。

单个
、

分散

淡黄 色
,

体 长 1 毫米

幼
棕灰色

,

体长挂一H 班 米
,

自
‘{‘胸多侧

部第 9 节 背而具长形灰白色研 块齐一对
,

分布于近背线的二侧
。

叹足趾 钩双行环
,

吟足 单行缺环

了一 8
1

艺米

下廷 伸至尾端或超过丁乙举

锯齿状
,

有牲刺 魂积
。

」O皂米 (丝士
一

、

自色 )

纺红 形

_

事打:

一了少三
:型 万二

_ _

*
、
认
烈 ’

、、了
一

—一 、 、~ 一六天
一

龙乒丁

美登木 巢峨翅脉 日

为 害 情 况

图二

两种巢蛾幼虫都是食叶性害虫
,

仅取食美联木叶片

素在叶片中的含量较高)
,

其它植物上至今尚未发现为认

(据研究报
,

据 1盯 5 -

,

抗燕药物美赘木

7 8 年 句从
_

价价李地区

调查
,

此虫年年大发生
,

为害率最高达 1 00 写
,

如不防治
,

年叶片产 净减产 :; 一 与 成
,

且 因虫粪
、

丝巢等物质的影响
,

使原料质量下降
,

{日此为害极大
。

三
、

生 活 史 和 习 嘴

(一) 生活史

两种巢蛾在云南西双版纳一年可完成 8 一 9 代
,

儿乎个年都有发生
,

有明显 世代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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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登木菜蛾生 活史

1 97 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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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 幼 虫 O 蛹 十 成虫

虫食量不大
,

多食叶片表皮和叶肉组织
。

4 龄以后食量逐 日增加
,

多食全叶
。

幼虫喜在

嫩叶上为害
,

吐丝张网
,

潜居在内
,

常将数叶缀罗在一起
,

一丝巢 内可有虫 1 到数条
,

幼虫所排虫粪堆积在 内
,

使美登木叶片生长受阻
。

末龄幼虫食量最大
,

幼虫具假死性
,

稍遇惊动
,

即从网中退出 (通常往后退)
。

小灰巢蛾幼虫脱皮 4 次共五龄
, _ _

二龄前大多

在叶脉或叶肉组织内取食
,

造成凋萎落叶
,

幼龄食量小
,

4 龄后食量大
,

遇惊扰
,

也能

由网中退 出
,

并能吐丝下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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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结茧化蛹 幼虫化蛹前食量大减
,

开始吐丝结茧
,

前蛹期 2 一 3 天
。

据调查
,

幼

虫结茧多在落叶和土块下
,

少数在邻近的荫蔽树的树皮隙缝内
,

尤以离美登木树基部附近

为多
。

美登木巢蛾蛹期 5 一 8 天
。

小灰巢蛾蛹期 7 一 10 天
。

表 2 各 龄 幼 虫 体 长 及 头 壳 宽

岭
’

期
{

1 龄
⋯

2 龄 { 3 龄
⋯

4 龄
! 弓 龄

体 认

} 幅 度 1 1
.

5一 5
.

。 { 。
.

6一5
.

。
」 6

.

。一 1 0
.

。 } 1 2
.
。一10

.

。 } 1 6
.

。一 2 0
.

。

件 卜 { { } { 一 {
(毫 米 ) 一 下 、

,

{
。 。 ; 月 巴

l
。 。

l
, 。 。

}

一 下 门 1
‘ . “ ; 任 . ”

{
” . “

}
二 。 . ”

{
* * { 幅 度 ⋯ 。

.

1 5一 。
.

2 。 : 。.

2。一。
.

4。 { 。
.

6。一。
.

。。 {
1

.

。一 1
.

3
{ 1

.

6一 1
.

5

头 壳 宽 {
’

洲 仄 {
” . ‘ “ “ . “ ”

l
” . 夕 “ ” ’ , ’

!
” ’ U ’ ” ’ “ v

{
‘ . ” 1 ’ “

}
(毫 米 ) 一 帝 。

,

一
。 , 。 l 。 。 。

」
。 。 。

一
, n 。

{、

“
’、 ’

} 平 均 」 “
·

1 8 } 。
·

3 。 ⋯ ”
·

7 0 ⋯
‘

·

2 0 {
’

·

7 0

四
、

发生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这两种巢蛾虽然儿乎全年都有发生
,

但以进入雨季 (6 一 9 月)后
,

发生最为严重
,

为

害达到高峰
。

该段时间
,

历年平均气温在 2 7o C左右
,

相对湿度在 85 %以上
。

此时美登木

因雨量充沛生长茂盛
,

害虫世代重叠现象明显
,

孵化率高死亡率低
,

常造成猖撅
。

由于成虫喜在幼树上产卵
,

形成 1 一 2 年生幼树严重被害
,

多年生受害较轻
。

(表

3 )
。

同时也与美登木荫蔽度大小也有关系
,

荫蔽度小的受害一般 比荫蔽度 大 的 要 轻

(表 4 )
。

此外在卵孵化期或蛹期如遇热带暴雨
,

往往使当代或下代虫害减轻
,

暴雨不

仅直接起到杀死初孵幼虫的效果
,

而且对幼龄幼虫所营造的丝巢起着破坏效果
。

表 3 不同树龄与发生的关系 1 9了8年 4 月26 日

树 龄 调 查 株 数 丝 巢 数

劫腊

数 落卵数 (卵块)

幼龄树( 1 一 2 年)

老龄树( 3 年以上)

1 0 0

1 0 0

1 0 2

4 2

1 8 3

6 5

表 4 不同荫蔽度与发生的关系 19 7 8年 4 月 25 日 劫腊

荫 蔽 度 调 查 株 数 为 害 株 数 为 害 率 % 幼 虫 数 丝 巢 数

0
。

1一 0
。

2

0 。 4一0
。

6

1 0 0

1 0 0

5 8

1 0 0

5 8

1 0 0

幼虫期尚有一种茧蜂科 (B r ac 〔)ni d a C ) 长须茧蜂亚科 (A g a thi in a e ) * 的 寄 生 蜂 寄

生
,

但寄生率很低
。

幼虫和蛹尚有白僵病菌 B ea
。 。郡ia b。 : : ‘a n a

(B al s .

) V ui n 寄生
,

后

期 8 一 10 月一种卵寄生蜂的寄生率较高 (学名待鉴)
。

此外有蜘蛛
、

步行虾
、

蚂蚁等天

敌
。

,

寄生蜂科名承北京动物所王金言同志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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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防 治 试 验

为了探讨此虫有效防治药剂种类和使用量
,

我们在室 内外进行了一些药剂试验
,

现

将一部份结果列述如下 (表 5
、

表 6 )
。

表 5

药 剂 名 称

田 间 药

} 使 川 浓 度

{
1 , ’00 0

{
1 : 5 。。

剂 防

检 查 虫

治

数
’

死

}

效 果

虫 数 死 亡 率 %

1 3 2

.

终八U只创一�dO门.仆UO�b

80 % 敌 敌 畏

9 0 % 敌 百 虫

1 3 0 9 8 一 5

2 5 %乐 果 l : 1 0 00

9 5
。

5

7 8
。

1

表 6 室 内 药 效 测 定 1 97 8年

杀

供 试卵数

卵

孵 化

效 果

率 { 校正杀卵效果
一

果· 一

一
虫
一

亡?幻死处 理

杀

供试虫数 率 」校正杀虫效果

1 00
0 0 1 0 0

。

0

�
1 : 1 5 0 0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14 7

1 5 2 〕0 0
.

0

1 : 2 00 0

1 : 3 00 0

/

1 00
。

0

13 2

1 0 0
。

0 8 6

3 0
。

3

3 5
。

0

6 8
。

5

6 3
。

6

阳创/51

敌敌畏

勺一八曰R通9 0 %

敌

1 : 5 0 0

1 : 1 0 0 0

1 0 0
。

0

1 0 0
。

0

1 0 0
。

0 1 6 8 10 0
。

0

1 0 0
。

0 1 7 6 3
。

5 9 6
。

4

:
nUOU户们卜‘1 : 1 5 0 0

1 : 3 0 0 0

9 6
。

0

虫

1 1 2

1 3 0

2 7
。

9

1 8
。

5

7l.41.
一一

64/ 一42

2 5 % 1 : 1 0 0 0

9 6
·

O J

/
.

。2
.

5 { 82
。

8 ] 5 8

1 : 1 5 0 0

1 : 3 0 0 0

/

2 8
。

0 2 8
。

0

1 0 2

8 8

对照 ( 喷清水) 7 7 1 7 7

1 6
。

2

/48乐果

经田间药剂防治和室内药效测定
,

在幼虫期
、

卵期
、

用敌敌畏
、

敌百 虫
、

乐果等农药

喷雾
,

可取得较好防治效果

六
、

防 治 措 施

(一 ) 严格检疫 此虫国内首次发现
,

苗木出圃前须经严格检疫
,

无虫才能运出
,

对调入的苗木也要做好检疫
,

严禁带虫苗木传布
。

(二 ) 搞好 田间管理 清除杂草
,

枯枝落叶要集 中烧毁
,

以消灭化蛹场所
。

(三 ) 药剂防治 抓紧在卵孵化期
,

幼虫三龄前或卵期
,

用药剂喷雾防治
,

效果较

女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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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摘除虫叶 在幼虫为害盛期
,

如劳力许可
,

利用幼虫假死习性
,

可人工捕捉

或摘除虫叶
,

以利美登木正常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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