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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卷叶痪蚊的研究

袁荣兰 汪建平 林夏珍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近几年
，
浙江省很多地方危害架树的梨卷叶瘩蚊 大发生

。
幼 虫取食叶汁液

形成虫痊
。

本文报道 了此虫卵
、
幼 虫

、
蛹

、

成虫的形态特征
、

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

梨卷叶瘩坟在浙江临安 ��发 生 �� �代
。
以 老熟幼 虫在表土层中越冬

。

印产在未

展开或刚展开的叶茅上
。
由于幼 虫的取食导致叶的两个边辣沿中脉向内卷褶

，
使 �

片叶子形成两个虫瘩
。

每个熏痊里有�����条幼 虫
。
由于幼 虫的危害

，
使梨刚抽 出

的叶芽嫩枝枯死
。

用���氧化 乐果����
，
����倍液或用���菊乐 合 醋

、

���甲胺

磷����倍液喷杀初龄幼 虫
，
可收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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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卷叶瘦蚊 �
��万���，� �互，�������属双翅 目������� 瘦蚊科�������������

，

是近年

来新发生的梨树叶部害虫
。

国内外尚未见系统研究报道
。

我们自����年以来在浙江省杭州地

区对此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观察研究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 形态特征�见图 ��

成虫 雌成虫体长�
�

���
�

���
，
翅展�

�

���
�

���
�

头
、

胸部灰黑色
，
腹部红棕色或

桔黄色
。

头部较小
，
复眼黑色

，
大且突出

，
两复眼左右相连

，
几乎占据了整个头部

。

触角念

珠状
，
��节

，
柄节较粗大

，
梗节呈卵圆形

，
柄节和梗节为橙黄色

，
鞭节呈圆筒形

，
灰黑色

，

环生细刚毛
，
节间紧密相连

。

胸部明显的隆起
。

前翅膜质
、

透明
，
在日光下具有金属闪光

，

翅面上被有较密的黑色卷毛
，
有两条胫脉

。

肘脉在近端部分叉
，
后缘的缘毛密而且较长

。

后

翅特化为平衡棍
，

其上被黑色长毛
。

胸足棕黄色
，
细长

，
几乎为体长的两倍

，
前足和中足近

似等长
，
后足较前中足长

，
跄节 �节

，
足上生有细毛

。

腹部 �节
，
腹背面具黑色短毛

，
末端

有伪产卵管
，
约与腹部等长

，
平时缩入体内

。

雄成虫 体长�
�

���
�

���
，
翅展�

�

���
�

���
�

体黑褐色
。

触角��节
，
鞭节呈圆形

，

柄节与梗节连接较紧密
，
鞭节之间有细长的柄相连接

。

腹部末端向上弯曲
。

交尾器的两侧有

抱握器
。

腹部末节呈黄褐色的钩状
。

卵 长椭圆形
，
长径 。 �

�� ��
，

短径�
�

�� ��
，

表面光滑
，
初产时淡橙黄色

，
颜色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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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成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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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成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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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成虫触角， �
�

雌成虫触角，

�
�

幼虫剑骨片， ��
�

茧

梁卷叶痪坟
�

�

蛹
，
背视， �

�

蛹
，
腹视， �

�

幼虫
，
背视， �

�

幼虫
，
腹视，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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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变深至孵化前变为桔红色
。

幼虫 体长纺锤形
，
具��个体节

，
共 �龄

。

中胸粗�
�

����
�

����
�

�龄幼虫体长�
�

���
�

�

�龄幼虫体长�
�

���
�

���
，

��
� 中胸粗�

�

���
�

���
，

白色半透明状
，

体黄白色
。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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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叶卷曲
，
变硬

，
变脆

，
�

枯萎
，
早落

，
连新的嫩枝也枯死了

，
严重影响了梨树的正常生长和

发育
。

次年只好将这片梨园全部砍伐更新
，
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

此虫近年来在国内许多

地区的发生
、

危害日趋严重
。

� 生物学特性

�� � 生活史

经室内饲养与田间调查
，
已知梨卷叶瘦蚊在浙江省临安县多数��发生�代

，
少数 � � �

代
。
以幼虫在表土层或枯枝落叶层中越冬

。

越冬代成虫羽化期为 �月下旬至 �月中旬， 第 �

代成虫羽化期为 �月上旬至 �月上旬， 第 �代成虫羽化期为 �月上旬至 �月下旬
。

在各世代

中
，
第 �代幼虫发生数量较少� 第 �代数量常常剧增

，
对梨树危害严重， 第 �代发生数量一

般很少
，
仅能在一些徒长枝上见到

。
�� �代幼虫危害高峰期分别为 �月中旬

， �月中
、

下

旬
，
�月中

、

下旬
。

卵
、
幼虫

、

蛹的发育历期分别为 �� �，
�����

，
���� �

�

生活史详

见表 �
。

裹 � 举卷叶�蚊年生活史�������，��年浙江临安�

����� � ���� ����� ������，����� �夕��

�月 �月 �月 �月 �月

世 代 ———一
�

一

—
�

——一———
�

�� �月

越 冬 代 △ △ △ △ △
十 � 十 十

�

…第 � 代

△
�

△�△十

� 十 十

…注
� “
�

，
卵， “ 一 ”

幼虫 ， “ △，
蛹 ， “ � ”

成虫

�
�

� 生物学习性

�
�

�
�

� 成虫 成 虫 日羽 化 时 间为 ��，��������
，
雌成虫羽化时间以上 午 ��������

���

为最多
，
雄成虫多在��

�
�����

，
��羽化

。

成虫羽化前茧的前半部露出土面或枯枝落叶层
，
羽

化后留下白色的茧和蛹壳
。
蛹壳多留在茧的顶端或掉落地面上

。

刚羽化的成虫翅粘于体上
，

经 ���� 后展开
。

雄成虫翅展开后便可在地表低飞
，
寻找雌成虫交尾， 雌成虫羽化后

，
在地

表或杂草上静伏�
�

��左右
，
然后飞起与雄成虫交尾

。

交尾 之 前雌成虫的产卵管不停的伸出

缩入
，

平时缩入体内
。

交尾历时为����� � ，
多在上午进行

。

随温度的升高日羽化和交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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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卷叶度蚁的研究 次�

间提前
。

雌成虫一生只交尾 �次
，
雄成虫交尾多达��次以上

。

越冬代成虫羽化与气温的关系

见图 �
�

对越冬代���头成虫和第 �代的���头成虫统计、 雌雄性比为 ���
�

由饲 养得知
，
第

�，
第 �代雌成虫的寿命最短为��

�

��
，
最长为��

�

��
，
平均为��

�

��， 雄成虫寿命最短为

��
�

��
，
最长为��

�

��
，
平均为��

�

��
�

未经交尾的雌成虫寿命最短为��
�

��
，
最长为��

�

�

�
，
平均为��

�

���以上各处理
，
每组观察虫数均在��头以上�

。

雌成虫多在白天产卵
。

室内饲养表明
，
上午产卵量远远多于下午

。

雌成虫选择具有两片

以上未展开卷叶的新梢上产卵
。

卵产于卷叶的缝隙中
，
少数产于卷叶的表面

。

新叶未展开的

新梢就己被蚜虫
、

木虱等危害过了
。

梨卷叶瘦蚊不在其上产卵
。

生长旺盛的新梢
，
尤其是徒

长枝和萌萦枝上卵的数量甚多
。

�
�

�
�

� 印 卵呈块产
，
每一卵块有数粒至数十粒卵

。

卵在寄主上的粘附力较强
，
不会被风吹

落
，
也不会被雨冲刷掉

。

第 �代卵的历期 为�
�

��
，
第 �代 为�

�

��
，
第 �代为�

�

��
�

随温

度的升高
，
卵历期缩短

。

未经交尾的雌成虫产下的卵不能孵化
。

�
�

�
�

� 幼 虫 幼虫孵出后很快钻入卷叶内
，
躲藏在卷叶的最里边的一圈中取食危害

。

幼虫取

食叶的汁液
，
被害叶上开始是呈现黄色斑点

，
随后叶面上呈现凹凸不平的症状

，
并且使梨叶

两边缘沿中脉向正面卷曲
。
�片叶子形成两个虫痰的为大多数

，
少数叶子只有半片受害

，
形

成 �个虫瘦
。

每个虫瘦内少则有��余条幼虫
，
多数为�����条幼虫

，
最多的可达��余条

。

幼

虫的体色由白色半透明状渐变为乳白色
，
之后变为桔黄色

，
到老熟时变为桔红色

。
整个幼虫

期是在 �个虫瘦里完成各龄的发育
，
没有转移叶或虫痪的现象

。

虫痪卷曲得很紧
，
只有在幼

虫老熟后才逐渐松驰
，
但多数不展开

。

幼虫在阴雨夫或湿度较大且温度较高的清晨爬出
，
从虫澳的两端

，
卷曲身体弹离寄主

，

掉落到地面上
。

老熟幼虫体呈纺锤形
，
落地后第 � �开始吐丝结茧

。

试验观察表明
， �个虫痪里的幼虫数在��头以下

。

幼虫脱叶后
，
多数叶片可以展开或局

部叶缘仍呈卷曲状
。

这样不会造成提早落叶和枯梢
，
但对生长结实有影响

。

�
�

�
�

� 蛹�茧� 幼虫脱叶后钻入表土层或枯枝落叶层中
，
结灰白色丝质茧

，
在茧中化蛹

。

蛹

历期为��
� 。一��

�

��
�

成虫羽化前
，
蛹从茧内蠕动而出

，
茧的先端先开裂

，
露出蛹体的一半

左右为止
，
再经�

�

���
�

��羽化为成虫
。

� 发生与环境的关系

�
�

� 与沮度的关系

由饲养观察可见
，
温度明显地影响成虫的羽化

，
尤其是越冬代成虫的羽化与 �月下旬和

�月上
、

中旬的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日平均温度在��
�

�℃以下成虫不羽化 ，
日平均温度在

注�
�

�℃以上羽化数量较多
。

从图 �可见越冬代成虫�����年观察�有 �个羽化高峰
，
并且可见

随温度的升高羽化数量明显增加
。

第 �代成虫羽化期多集中在 �月
，
日平均温度多数在��

�

�℃以上 ，
成虫羽化时间相对地

较为集中
，
羽化盛期在 �月中旬

。

温度也影响成虫的日羽化时间
。

越冬代成虫日羽化时间多集中在上午��
，
�����

，��， 第
�代多数在上午��叨���� ���，

第 �代多在清晨 。������� �。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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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卵的历期也有明显的影响
。

据����年试验观察
，
�月日平均温度为��

�

�℃ ，
第 �

代卵的历期平均为�
�

��� �月日平均温度为��
�

了℃ ，
第 �代卵的历期平均为�

�

��� �月日

平均温度为��
�

�℃ ，
第 �代卵的历期平均为�

�

��
、

���水
�藏州冲︸阵

门�八曰，�弓�

��浏洲丫认丫丫
�

��

冲

�
、

‘

川奸
、、‘

�、
�

丫户
了�

、�

、 、

、�
︿

�
������������卜丫������

一八��，上司�人

尹明�丫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口�月

图 � 成曳洞化与气温的关 系�浙江临安
， �����

���
�

� ��������，��� ������� �� �� �� �� �������� �������� ���琳
了��� ��

第 �代蛹的历期平均为��
�

��
，
第 �代平均为��

�

��
，
可见蛹的历期也是随温度的升高

而缩短
。 一 � 『 ‘

�� � 与湿度的关系
。

老熟幼虫在土中结茧化蛹
，
土壤湿度对化蛹育着直接的影响

。

据����年试验表明
，
土壤

含水量�������的范围内
，
能正常化蛹羽化

。

含水量在��以下的干土内蛹不能羽 化 为成

虫
，
约经��一�� �左右幼虫或蛹全部死亡

。

在含水量为�������的湿土内
，
幼虫化蛹很缓

慢
，
羽化率只有��左右

，
羽化出的成虫飞翔力很差

。

老熟幼虫在小雨天气或在闷热的早晨露水较大时爬出达虫瘦的端部
，
然后弹落到地面

。

在中雨或大雨的天气幼虫不脱叶
。

雨后天晴成虫经常大量羽化飞出
。

土壤干燥
、

下雨或刮 �级以上的大风天成虫不羽化
。

�
�

� 主要的夭敌 二

�
�

�
�

� 瓢虫类 主要有异色瓢虫 ���� ���，��艺� ��������
，
隐斑瓢 虫 ����了� �吞���，��艺�����

��� 和龟纹瓢虫 ��万�万���� ���石�艺�� ����������
�

�
�

�
�

� 草岭类 大草岭��粉�。如 �即����“ 。 。����
���咖��成虫和幼虫均能捕食梨卷叶瘦蚊

的幼虫
。

据饲养观察
， �头末龄的大草岭幼虫平均每天捕食�

�

����
�

�头梨卷叶瘦蚊的幼虫
。

大草蛤在浙江��发生 �代
。

果园内大草岭数量一般都较多
，
它是梨卷叶瘦蚊的重要天敌

。

‘ �，
� 蜘蛛类 草间小黑蛛肠信石耐��’ 娜 宫，�而对如坛 �匀�介�����又名紫红微蛛

、
赤揭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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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卷叶座蚊的研究 ��

蛛
。

成蛛体长仅�
�

�一�
�

�����
，
能钻入卷叶中捕食梨卷叶瘦蚊的幼虫

。
�只成蛛平均每天捕

食�
�

�一�
�

�头梨卷叶瘦蚊幼虫
。

草间小黑蛛活动范围广
，
梨园里到处都有分布

，
张不规则的

小网
，
常缠住虫瘦

，
能阻止幼虫脱叶

。

草间小黑蛛�� 发生 �代
，
成蛛发生期与梨卷叶瘦蚊幼虫

发生期相吻合
，
是梨卷叶瘦蚊主要的天敌

。

黄斑圆蛛 ����
��� �����乙����������� ��������和丽圆蛛�

。 ，�才云����� �����
��

，
均

为中型蜘蛛
，
体长�

�

���
�

���
，
在树冠上张大型网捕食梨卷叶廖蚊的成虫等

。

�
�

� 与寄主的关系

不同的梨树品种受害程度截然不同
。

在调查的 �个种类��余个品种中
，
杜梨不受危害

，
西

洋梨很少受危害
，
白梨

、

砂梨均受危害
。

考察其原因
，

认为成虫羽化盛期与梨树新梢上未展开的

叶
、

芽多少有直接的关系
，
也与梨树的生长势及幼虫侵害期的展叶速度

、

叶面角质层的厚薄

有关�“ �。 一般情况下
，
成虫发生盛期新梢顶端没有未展开的卷叶或仅有���个卷叶

，
梨树的

生长势又弱的
，
初龄幼虫期梨树展叶快

、

叶面角质层厚的梨树
，
一般不被危害或仅受轻微危

害
。

如杜梨在成虫发生盛期
，
多数新梢顶端没有未展开的卷叶

，
虽然少数新梢上只有 �片未

展开的卷叶
，
但它生长势细弱

，
展叶很快

，
因此不被成虫产卵

。

又如西洋梨
，
新梢在此时虽

然有�� �片左右未开卷的叶
，

但叶片较小
，
展叶快

，
叶面的角质层厚

，
成虫很少产卵

，
有时

成虫也能在卷叶上产卵
，
但孵化出的幼虫常因叶片很快展开而死亡

。

相反
，
砂梨中的明月

、

太白
、
菊水等

，
则因未开卷的叶片很多

，
展叶慢

，
着卵量很大

，
受害较严重

。

� 防治方法

�
�

� 化学药荆喷杀初龄幼虫

在初龄幼虫期
，
向树冠上喷撒具有内吸性的农药

。

供试的农药主要有���氧化乐果乳油
、

���甲胺磷乳油
、

���菊乐合醋乳油和��� ��
一
���乳油

。

每种农药设 �个 浓 度
，
分 别 为

���。 ， ���。 ， ���。倍液
。

施药后分别于�� �
，
�� �检查效果

。

每个浓度选取��个 较大的虫

瘦统计总虫数
、
死虫数

，
计算死亡率

，
并用喷清水的作对照

。

结果见表 �
�

由表 �可见
，
���氧化乐果����和����倍液防治效果可达��

�

���和��
�

���
，
���甲胺

磷和���菊乐合醋����倍液防治效果在��
� 。 。�以上� ��� ��

一
���防治效果不很理想

。

�
�

� 土滚中施吹喃丹

幼虫脱叶入土后
，
可向土壤里施撒��的映喃丹粉剂

，
用量�

�

������
�，
也 有一定的防

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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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杀虫荆对初龄幼虫的防治效果

����� ������������ �� ��� �����
�

����� ������

死 亡 率 死 亡 率

农药名称 稀 释 倍 数 ���
死亡虫

供试虫
���

���

灌轰贵
���

���� 黯 ��
�

�� 黑 ��
�

��

���� 戮 ��
�

�� 撰 ��
�

��

���� 撰 ��
�

�� 默 ��
�

��

氧乐化果

���� 坦
���

��
�

�� 纂 ��
�

��

����

����

塑
艺��

��
�

�� 生丝
一

���
��

�

��

磊 ��
�

�� 默 ��
�

��

甲磷胺

����

����

巡
艺��

��
�

�� 瓷 �� ��

粼 ��
�

�� 坦
�吕�

�� ��

���� 少
���

��
�

�� 燮
公��

��
�

��

菊乐合酷

���� 撰 ��
�

�� 塑
���

��
�

��

��
一��� ���� 业

���
��

�

�� 三竺
���

��
�

��

���� 盟 ��
�

�� 孺 ��
�

��

对照�清水� 塑
���

�
�

�� 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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