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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节华扁叶蜂生物学习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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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鞭节华扁叶蜂是浙江省新发现危害柳衫立木的级灭性害虫
。

幼虫取食 �年

生枚梢的针叶和树皮
，
引起枝梢枯死或脱落

，
最后整株枯死

。

该虫在浙江丽水 � �

发生 �代
，
以预蛹在土室内越冬

。
幼六���龄

， �龄以后食量较大
。
成虫无明显趋

光性
，
每雌平均产印�了

。
�杜

，
雌雄性比�

���

关镇词 报节华扁叶蜂， 生物学， 柳杉

中图分类号 ����
�

��

鞭节华扁叶蜂 ����乙�，�� ���������乙，��� ��
�

������属膜翅目扁叶蜂科华扁叶蜂属
，
是

浙江省新发现危害柳杉立木的黔灭性害虫
。

国内分布在四川
、

湖北
、

福建和浙江省的丽水
、

松阳
、

文成
、

仙居
、

黄岩
、

磐安等县�市�
。
���了年丽水市首次在峰源林场 发 现 少 数植株受

害
， ����年受害面积达 ���

“ � ���。�����年该虫在峰源林场及周围村庄的柳杉 林 内大 发

生
，
纯林

、

混交林和零星树木均遭危害
。
� �合计受害面积 达 �����

�，
危害致死立木蓄积

���� �
” �
为了摸清其发生发展规律

，
探索有效的防治方法

，
控制其蔓延危害

，
我们于�����

����年对其生物学习性进行了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形态特征

�
。
� 成虫

雌虫体长��
。
����

�

��

���
，
翅展��

。
����

�

���
，
体红褐色

。

头部额晴近锥形� 左上领

狭长
，
端部黑色

，
唇中央隆起

，
唇基刻点粗疏， 头顶及眼后区刻点细稀， 触角侧区下部无刻

点， 复眼及单眼三角区黑色
。

触角着生于复眼基部上方
，
丝状

，
�����节

，
鞭节扁而粗

，
第

�节较长约为第 �和第 �节之和
，
基部近��节和端部数节黑色

，
其余黄色

。

中胸基腹片和中

胸前侧片为黑色近似
“
凸

”
字形

。

翅半透明
，
淡黄色

，
前端���灰褐色� 翅痣黑色

，
痣下有缘室

�个� 前翅 ��
，
脉短

，
不达翅痣

，
�脉与�脉相会合而不与��脉 相 会 合

，

��
��脉基部儿乎

与�脉成直角
，
臀室于亚基部收缩� 后翅具 �个基室

。

前足胫节端部有 �个距
。
腹部高度扁

收稿日期， 王���一��一��， ����
一
�召

一
��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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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有侧脊

，
末端几节被一包含短锯状产卵管的鞘所分裂

。

雄虫体长��
�

����
�

�����
，
翅展

��
�

����
�

�几� ‘ 触角鞭节部分黄色节数比雌虫多 。

颈片
、
前胸基腹片

、

中胸前盾片
、

中胸

盾片前部黑色
。

前翅淡黄色
，
前端约���及后翅灰褐色

。

腹部末节腹板完整
。

其余色泽及构造

与雌虫同�图 ��
。

鞭节华扁叶蜂形态

����

图 �

�
�

雌成虫 �
，

卵 �
�

幼虫

���
�

� ���” ����� ��������’����￡�

�
�

������ �����， �
�

���， �
�

�����， �

蛹

������

�

����

�
。
� 卵

蚕茧状
，
一端稍内凹

。

长径�
�

���
�

���
，
平 均 �

�

�� 力以��， 短 径 �
�

���
�

���
，
平均

。 。

�� ��
�

初产时深黄色有光泽
，
以后体积稍增大

，
颜色变淡

，
近孵化时颜色为淡黄色

。

�
。
� 幼虫

初孵幼虫头淡黄色
，
后变为褐色

。

单眼和口器黑褐色
。

身体黄色
，
取食后变为绿色

。

老

熟幼虫体长��
�

�一��
�

���
，
平均��

�

���
，
体暗绿色或黄绿色

，
触角

、 、

胸足
、

拟尾须和体

线淡黄色
。

预蛹长��
� 。���

�

�

�
，
平均��

�

�们以们以
�

头宽�
�

�一�
。
���

，
平均�

�

���刀匡
�

头壳

暗绿色
，
额部颜色较浅

，
体绿色

。

触角暗红色
，
复眼棕褐色

，
单眼黑色

。

胸足 �斗
，
腹足退

化
，
拟尾须两个

。

胸足和拟尾须均黄绿色
，
但末节褐色

，
气门周围有浅褐色圆环

。

体上长有

少量具金属光泽的黄褐色毛
。

一般雌虫体较肥大
，
雄虫体瘦小

。

�
�

� 蛹

裸蛹
，
初化蛹时复眼黑色

，
体草绿色

。
以后体色渐变为灰绿色

、

黄绿色
、

浅绿色
，
近羽

化时变为棕黄色或黄褐色
。

雌蛹较大
，
长���������

，
平均��

�

���
�

触角不及体长
，
一

般只能伸到腹部第�� 。 节
，
腹部较粗

，
腹面近末端开口处伸出两条季软短锯状的产卵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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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蛹较小
，
长�

�

����
�

���
，
平均��

�

�����
�

触角一般与体等长或稍长于体
。

腹部较细
，

腹面完整
。

�

…
���十

司司司司司司司司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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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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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习性

�
。
� 生活史

鞭节华扁叶蜂在浙江 丽 水 � � 发 生 �

代
，
以预蛹在土室内越冬

。

生活史和各虫态

历期如表�表 �，
‘

表 ��
�

�
�

� 生活习性

在土室中越冬的预蛹 �月中旬 开 始 活

动
， �月上旬为化蛹始盛期

， �月中旬进入

盛期和盛末期
。

同期物候分别是柳杉长出新

芽
，
柳杉吐新梢和新梢长约�

�

���
。

化蛹率

为��
�

��
�

化蛹一般在白天进行
，
白天 化 蛹

数与晚上化蛹数之比为�
��

�

其中又以 下 午

��������
���为 ��内的化蛹高峰

，
占总数

的��
�

��
�

化蛹时预蛹腹部末端出现黄褐色

皱皮
，
体躯两侧出现浅黄色的线

，
接着口器

两侧裂开到头壳顶部
，
两条开裂线合二为一

后露出折叠的触角
，
呈

“ � ”
字形

。

胸部背面

的皮继续开裂到腹部
，
这时借助腹部摆动

，

蛹体逐渐向外伸出
。

脱去的皮
，
背腹面粘结

一起附于腹部末端
，
以后与成虫羽化脱下的

皮一起脱落
。

蛹在前 � �外形无明显变化
。

到 �����
，
蛹体由草绿色渐变为灰绿色

，

足和触角渐变为黄褐色� ���� �
，
头壳

、

胸部背板由灰绿色变为暗绿色
，
其他部位变

为黄绿色� ����� �
，

头壳与胸背板变为棕

褐色
，
单眼三角区

、

触角
、

复眼
、

中胸基腹

片
、

雄蛹前侧片和前足前方
“ � ”

形斑纹变为

黑色
。

腹部背面渐变为浅黄色
。

成虫 �月底开始羽化
， �月中旬为羽化

始盛期
，
下旬进入盛期和盛末期

。

成虫羽化

率为��
�

��
�

雌雄性比平均为�
��

�

成 虫 白

天和夜间均能羽化
，

其中上午��
，。 。��� ，

��

羽化较多
，
占总数的��

�

��
�

羽化时
，
成虫借

腹部摆动从裂开的头缝中钻出
，
当足的皮脱



�期 昌晓平等
�

鞭节华扁叶蜂生物学习性研究

裹 � 粗节华扁叶蜂各虫态历期
����� � ������� ������ ����� �������勿�

�
��
�夕�������。 ‘� ��

�

������

成 虫 ��� 幼 虫 ���
虫 态 一瘫一面一一 雄 虫 ��� 活 动 期 越 冬 期

平 均 �
�

� �
�

� ��
�

� ��
�

� ���

蛹

���

范 围 ���� ����� �����

��

����

去后
，

就靠足往下推
，
脱去腹部及触角的皮

。

整个羽化过程需�����左右
。

刚羽化的成虫
，

头壳棕黄色
，
胸部略深

，
腹部背面淡黄绿色

，
腹面较绿一些

，
翅淡黄绿色

，
较柔软

，
并向腹

面弯曲
。

过 ����两翅才完全伸展
。

腹节之间有深绿色环纹
，
脱去的皮仍附于虫体末端

，
为

淡 黄 色 薄 膜状
。

过 �� ��头胸部颜色加深
，
翅变为淡黄色

，
腹部背面变黄色

，
腹面渐变

为暗绿色
。

再过 �� ��头胸部变为深红褐色
，
翅基部变为金黄色

，
端部渐加深成灰褐色

，

腹部背面由黄变成微红
。

当快要出土时
，
腹部腹面由绿色或黄绿色变为黄褐色

。

成虫羽化后并不立即出土
，
仍要在土中停留���一��

�

成虫出土以晴暖天最多
，
阴雨夭

较少
。
��中以上午较多

，
下午次之

。

雄虫一般较雌虫早羽化出土
。

出土时成虫用上领向上

挖土
，
足抓牢土壁

，
到达地面后如地面潮湿或有雨

，
则不立即爬出

，
先在洞口停留几小时再

出洞
。

成虫出土后
，
一般在附近地面

，
枯枝落叶层或草丛中爬行攀缘

，
如天气晴暖

，
几小时后

即可远飞
。

成虫无明显趋光性
，
白天活动

，
而以��

�
�����

，��较活跃
，
晚上不活动

。

无论雌

雄飞行能力都较强
，
飞行时间多在��

�
�����

�
��

，
飞行高度一般在 ��以下

。

雌虫开始飞行

时间比雄虫迟
，
但结束飞行较早

，
雄虫却比雌虫活跃得多

。

早上及傍晚成虫喜欢在有阳光照

射的林中空隙间飞翔
，
中午阳光过强则大都停在下部枝条上或在树荫下飞行

，
极少在空旷的

地方飞行
。

遇大风时便停在灌木
、

杂草及树枝上
，
等风一停马上又重新飞翔

。

如天气闷热或

阴天
，
林中成虫很少活动和飞行

。

在雨天
，
成虫一般躲在树枝下部或藏于草丛间

。

成虫停留

枝条上受惊时
，
立即象假死一般垂直掉落地面或在掉落途中又展翅飞走

。

雄虫出土后在较强阳光下飞行 ��以上才有交尾能力
，
雌虫出土即能交尾

，
未见补充营

养
。

交尾以晴天为多
，
阴天较少

，
一般在白天进行

，
其中��

�
�����

�
��最多

。

交尾前常有数

只雄虫追逐雌虫
。

接近时
，
雄虫爬到雌虫背上

，
迅速掉转身子

，
用尾须抱住雌虫

，
腹部向下

弯曲
，
将末端插入雌虫产卵管开口处

，
后足夹住雌虫

，
静伏不动

，
呈

“ �”
字形

。

交尾时常引

来许多雄虫
，
有的在旁边静伏不动， 有的互相用尾须夹住进行假交尾� 有的企图爬到正在交

尾的雌虫身上
。

交尾将结束或受惊动时
，
雌虫用后足使劲向后蹬

，
拖着雄虫爬行

，
甚至想展

翅飞走
，

但雄虫无动于衷
。

交尾结束后雄虫随即离去
，
而雌虫则还要在原地停留一段时间

。

雄虫一生只交尾 �次
，
而雌虫能交尾多次

。

每次交尾历时��������
，
平均��

。
����

�

交尾

场所大都在阳光不能直射的地表枯枝落叶层
，
草灌丛中

，
小树上或柳杉基部萌生的枝条上

。

雌成虫交尾结束后 ���� �
，
平均��

�

��开始第 �次产卵
。

有的 �次产完
，
有的分为多

次
，
平均�

�

�次
。

每次产卵间隔少则几小时
，
多则 �� ��

�

如天气晴暖则间隔较短且 产 卵

量大
，
而在阴雨天则间隔时间长且产卵量少

。

每个雌虫产卵 ����粒
，
平均��

�

�粒
。

遗腹卵

。 ���粒
，
平均��

�

�粒
。

头 ��产卵数占总数的��
�

��
�

�月上旬为产卵高 峰
。

雌 虫 产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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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头朝枝梢方向

，
用足抱住 �枚针叶

，
腹部末端来回摩擦

，
并向头部弯曲

，
触到针叶后分

泌出 �种粘液
，
随即产卵管开始排卵

。

即从露出到完全产下需����� � ，
卵排出后腹部向针

叶基部移动
，
产生的卵即粘在针叶上

。
�� ����后再开始产第 �粒卵

。
�根针叶排列不下

时便在附近针叶上产
。
�次产卵完毕后

，
雌成虫在卵块傍停留一段时间才离去

。

产卵场所以

柳杉 �年生枝条顶端针叶的中下部为多
。

每枚针叶一般产卵 �列
，
极少 �列

，
排 列 整 齐 紧

凑
，
卵粒数 ����粒

。

也有极少数卵产于柳杉小枝条或柏木上
。

未经交尾的雌虫也能产卵
。

雄虫一般交尾结束后���一 � �
，
雌虫产卵结束后 �一 ��死亡

。

卵产下�� �后开始孵化
。

孵化时颜色变为淡黄色
，
有光泽

，
随后幼虫用头顶破卵壳并把

头伸到外面
，
再慢慢抽出身子

。

此时幼虫头和体为黄色
，
单眼

、
口器为黑色

。

整个过程需要

��左右
。
�月中旬为卵的孵化高峰

，
孵化率��

�

�������
，
平均��

�

��
�

未经 交 尾产下

的卵不能孵化
。

幼虫从孵化到开始取食大约需����������
�

取食前吐丝把针叶连结成疏松的网
，
然后

在网中取食
。

取食从 �年生针叶基部的边缘开始
，

食量加大后能咬断针叶
，
并从咬断面开始

取食直至叶尖
，
边取食边把针叶拖近虫体

。

有时整叶吃完
，
有时留下叶尖悬挂在丝网上

。

幼

虫群集性较强
，
经常可见数条幼虫同时取食 �枚针叶

。

当网口枝条上的针叶取食完后
，
幼虫

就往后退并爬到另一枝条上取食
，
近末龄时才开始分散活动

。

进入 �龄后幼虫食量加大
，
小

枝条的皮也一起取食
，
特别是末龄幼虫食量更大

。

如 �龄入土的幼虫
，
每条食 量 总 数 ����

���枚针叶
，
平均���

�

�枚
，
其中 �� �龄食量占总数的��

�

��
，
而第 �龄食量就达���

�

�枚
，

占总数的��
�

��
，
�龄入土的幼虫也一样

，
每条食量总数在������枚之间

，
平均��

�

�枚
，

其中 �� �龄食量占总数的��
�

��
，
而第 �龄达��枚

，
是总数的�了

� 。�
�

从取食总量看
， �

龄入土的幼虫比 �龄入土的幼虫食量更大
，
前者是后者的���

�

���表 ��
�

由于幼 虫群 集 危

表 � 各龄幼虫特征
，
平均历期及食蚤

����� � ���������
，
������� ��� ������ �������� ������ ������ ����� ��

�����勿�
� ��������

������ ��
�

���������������

头 宽 体 长 历 期 食 量
龄 期 形 态 变 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枚�

��
�

��

��
�

�

��
�

�

���
�

�

头
、

触角
、
足

、

尾须黑褐色
，
胸节背腹面有黑

褐色横纹
，
但中后胸背条纹在中间断开

中后胸背条纹颜色变浅
，
腹部出现�条白色体线

，

�气门上
，
下线 �条

，
腹线 �条�

前胸背面颜色变浅
，
与体色差不多

头部颜色变淡
，
出现 �条白色亚背线

触角
、
尾须较长时间为淡黄色

，
以后才变为黑色

，

亚背线更明显

触角
、
尾须较长时间为淡黄色

，
以后才变为黑色

，

亚背线更明显

触角
、
足

、
尾须均为淡黄色

�为 �� �龄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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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
迅速导致当年新梢枯死或脱落

。

严重被害的林分
，
除树冠顶部留有少量绿叶 外 一 片枯

黄
，
地上到处都是掉落的梢头

。

从危害部位看
，
一般以树冠中下部枝条较多

，

其中又以离主

杆 。 �

���
�

��范围为多
。

因为这里 �年生的枝条针叶最多
，
又便利幼虫结丝网和行动

。

幼虫

取食时间为��
�
�����

�

��
，
中间有两个高峰

， �个 是 上 午。���。一��
�
��

，
另 �个 是 晚上

��，
�����

，
��

�

一般晴天食量大
，
雨天食量少

。
��中的活动高峰也有两 个

，
上 午��

‘��和

晚上��
，
�����

�
��

，
同取食活动基本吻合

。

幼虫除第 �次脱皮需��一�����外
，
以后几次脱

皮时间均在��������之间
，
脱皮后经 ��开始取食

。

野外幼虫也取食松树
，
杉木

，
柏木

。

在室内幼虫还取食金钱松
。

在仅给饮水的情况下
， �� �龄幼虫 ��后��

� 。�死亡
，
�龄幼

虫��
�

��死亡
， ��后 �龄前幼虫全部死亡

。

幼虫受惊动时马上往后缩
，
口中吐出黄色的水

珠
，
可能有防御作用

。

幼虫从 �月中旬开始下树越冬
，
�月上旬进入盛期

。

越冬幼虫以 �
，
�龄为主

，
极少数

为 �龄
。

它们的比例分别是��
�

��
，
��

�

��和�
�

��
�

下树前幼虫背贴树杆
，
头左右 来 回运

动
，
把 口中吐出的丝绕过虫体粘在树上

。

虫体就借助丝网作腹部蠕动的着力点在树枝上来回

爬行
，
树枝上布满银白色的丝网

。

幼虫越冬前虫体缩短
，
体线消失

。

如这一过程发生在入土

前
，
则大多数幼虫在树上爬行时直接从树上落到地面

，
然后入土

。

若幼虫体未缩短则借助丝

网从主杆上爬下树
，
然后入土

。

入土后老熟幼虫寻找合适的场所作土室
，
在土室内以预蛹状态越冬

。

土室 横 切 面 近圆

形
，
纵切面椭圆形

。

长���� �以力�，
短 �沁� ��

�

雌虫土室较大
。

土室内表面细密
，
隐隐

有螺纹状条纹
，
很难透水

。

预蛹在土室内静伏不动
，

头向腹部弯曲呈
“ � ”

或
“
�

”
字形

，
被惊

动时腹部反曲一下
，

迅速恢复原状
。

幼虫入土深度和范围与土壤坚实程度
、

机械组成及枯枝

落叶层的厚度有关
。

一般上坡虫口最少
，
中坡居中

，
下坡最多

。

从调查结果看幼虫绝大多数

分布在树冠投影内
，
占��

�

��
，
投影外仅为�

�

��
�

其中又以离主杆�
�

���
�

��范围内最多
，

占总数的��
� 。����

� 。�
�

从上层看
，
以 ���� ��土层 最多

，
占��

� 。����
� 。�

�

大发生

时一个树冠投影范围内越冬幼虫最多可达����多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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