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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油茶
6&7+''-& "'+-(+$&

是中国亚热带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

现已大面积栽培
!

但油茶害虫一直未受到充

分关注
%

系统调查了浙江省衢州地区油茶害虫和天敌昆虫的种类
!

分析了其组成结构
%

结果表明
$

在衢州地区油

茶上共查有害虫
""(

种
!

隶属于
)

目
((

科
!

主要种类有油茶织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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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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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蛀

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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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跗眼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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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翅大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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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和黑翅土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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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在所有害虫中鳞翅目害虫所占的比例最高
&

查获油茶害虫天敌昆

虫
%)

种
!

隶属于属于
%

目
!!

科
%

表
(

参
"#

%

关键词
!

森林保护学
&

油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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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6&7+''-& "'+-(+$&

是世界上四大木本食用油料树种之一" 为中国特有的油料树种* 茶油中的不

饱和脂肪酸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 受到人们的青睐* 随着油茶的经济地位日益提升" 茶农对

它开发的力度日益加大* 但是" 人们对油茶病虫害研究不足" 病虫害防治技术缺失" 当病虫害发生时"

茶农几乎放弃防治或仅依靠药剂防治" 导致油茶病虫害此消彼长" 爆发频繁" 危害区域逐步蔓延扩散"

危害程度迅速加大* 另外" 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 导致茶油有害物质含量加大" 使茶油的 +绿色保健,

功能大打折扣" 降低了茶油及相关产品的价值" 削弱了茶油的市场竞争力* 油茶病虫害已经成为制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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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油茶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开展油茶病虫害研究! 掌握油茶病虫害的无公害治理技术! 成为当前中国

油茶产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浙江省是中国主要的油茶栽培区! 油茶产业在浙江省林业经济发展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且近年来发展迅猛" 衢州市是浙江省重要的油茶产区之一! 目前有油茶林
#$%

万

&'

!

! 随着油茶产业的逐步升级! 油茶病虫害也日趋严重! 但至今尚未对衢州地区油茶病虫害种类开展

过调查! 种类不清! 危害情况不明! 这给油茶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带来了困难" 为此!

!%%(!)%%"

年! 笔

者对衢州地区油茶害虫种类及危害情况开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以备为油茶害虫针对性的防控奠定基础"

*

材料与方法

!"!

衢州地区地理概况和油茶害虫调查样地概况

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 钱塘江上游!

!+"*,#$)%"-%%.

!

**+"%*%$**"")%%/

! 属金衢盆地的主要组

成部分" 东部# 东南和北部分别与浙江省的金华# 丽水及杭州
-

市相邻! 东北# 西部和南端同安徽# 江

西和福建
-

省接壤" 受亚热带季风气候控制! 四季分明! 温暖湿润! 光热资源丰富! 雨水充沛! 年平均

气温为
*0$-$*($- &

! 无霜期
)1*$)0* 2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1,)$* (0- ''

! 年降水日为
*1%$*+% 2

" 地

形# 地貌为中山丘陵区! 海拔高度为
*%)$* %,) '

! 坡度范围为
,'$0)"

! 其中大于
)1"

的地类占
-,3

"

土壤以黄壤# 红壤为主" 本研究在衢州市江山地区和睦村和开化县共选择了
*)

块试验样地! 各样地均

为油茶纯林! 面积为
* )%%45 %%% '

)

! 其余基本情况详见表
*

"

!"#

调查方法

在调查样地内! 通过
6

型样线法选择调查标准株! 从东# 南# 西# 北等
,

个方位! 上# 中# 下等
-

个层次选取枝条! 仔细检查受害叶片# 枝干及种实! 记录昆虫和各个虫态死活虫体# 退皮# 排泄物# 巢

茧和危害状" 对于危害油茶叶片的害虫! 连同叶片讯速置入毒瓶或浸渍液中! 部分幼虫$若虫%连同枝

叶装袋! 带回实验室进行饲养观察" 对于蛀干害虫调查! 发现有虫粪排出或虫孔的枝干! 剪切下来! 带

回实验室解剖观察" 对于枯死树木! 在地上部分未见有病虫害危害特征的! 抽样挖掘其根部! 检查是否

有地下害虫危害" 将采集到的幼虫或若虫! 在室内进行饲养! 观察是否有寄生性天敌" 待成虫羽化后进

行鉴定" 昆虫收集频率因时间不同而有差异! 一般为
*$-

次&月!*

" 每次收集的标本都以时间# 标准地#

方位及层次为单位记录! 分类保存! 以待鉴定" 在害虫调查的同时! 统计各虫种危害率"

!"$

标本鉴定

依据'中国经济昆虫志('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湖南森林昆虫图鉴('中国茶树害虫及其无公害治理(

'浙江蜂类志(和'中国蛾类图鉴(等分类参考书*

*!*+

+

# 分类文献及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

样地编号 地理位置 油茶品种 栽培年限
78

坡向 管理措施

*

江山和睦村 衡东大桃
*%

平地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

江山和睦村 衡东大桃
*%

平地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5

江山和睦村 衡东大桃
*%

平地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

江山和睦村 衡东大桃
+

平地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1

江山和睦村 衡东大桃
+

平地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0

江山和睦村 衡东大桃
*%

平地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

江山先锋村 红果油茶
)+$5%

阴坡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

江山先锋村 红果油茶
)+$5%

阴坡 劈草!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

江山先锋村 红果油茶
)+$5%

阳坡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

江山先锋村 红果油茶
)+$5%

阳坡 施用复合肥! 未进行药剂防治

**

开化余村 霜降籽
)+

阴坡 未进行药剂防治

*)

开化余村 霜降籽
)+

阳坡 未进行药剂防治

表
!

油茶害虫调查样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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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正媛等) 衢州市油茶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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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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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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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所昆虫标本室馆藏标本比对完成部分标本的鉴定! 对于可立即鉴定的标本及时鉴定到种! 对于暂时不能

鉴定的标本" 编号记录" 妥善保存" 寄送有关专家鉴定! 对不能确定属或种的标本" 鉴定到科!

!

结果与分析

!"#

油茶害虫种类及结构分析

本次调查共查获油茶害虫
!!&

种" 隶属于
'

目
&&

科" 详见表
!

! 查获油茶害虫天敌
$'

种" 隶属于

属于
$

目
##

科" 详见表
(

!

目 科 种名 危害程度 危害部位

直翅目
)*+,-.+/*0

蝗虫科
12*34340/

中华蚱蜢
!"#$%& "$'(#(&

#

5,678/*9

$

:

叶

中华剑角蝗
!"#$%& "$'(#(& 5,678; :

叶

短额负蝗
!)#&")*+*#,-& .$'('.$. <; 8-=; :

叶

短翅凸额蝗
/#&01$& *#'&)& >,3*0?3 :

叶

疣蝗
2#$1*,-$%$& &''01&)&

#

5,678;

$

:

叶

中华稻蝗
345& "-$'('.$.

#

5,678;

$

:

叶

日本黄脊蝗
6&)&'7& 8&,*'$"&

#

<; @-=;

$

:

叶

长角直斑腿蝗
9)('*"&)&')*,. .,1('%('.

#

5,678/*9

$

:

叶

螽 斯虫 科
5/++39-7=340/

绿螽 斯虫
2())$7*'$& :$#$%$..$+&

#

A377;

$

:

叶% 梢

螽 斯虫
;*1*"-1*#& '&<&( B0+C6D6*0 /+ >,3*0?3 :

叶% 梢

蝼蛄科
E*F==-+/=.340/

非洲蝼蛄
=#511*)&1,& &>#$"&'& G0=3C-+ 4/ @/06H-3C :

根

东方蝼蛄
=#511*)&1,& *#$(')&1$. @6*D/3C+/* :

根

黑翅土白蚁
3%*')*)(#+(. >*#+*.&'0.

&

>,3*0?3

$

:::

干% 根

半翅目
I/D3.+/*0

盾蝽科
>26+/==/*340/

丽盾蝽
?-#5.*"*#$. 7#&'%$. 5,678/*9 :

干% 嫩枝% 果

油茶宽盾蝽
6*("$1*"*#$. 1&)0. J0==0C :

干% 嫩枝% 果

蝽科
G/7+0+-D340/

绿岱蝽
@&1,&%& .+&#&7%$'&

&

K0=?/*

$

:

叶% 嫩枝% 芽

云蝽
!7*'*."(1$. '0A$1$.

&

L08*3236C

$

:

叶% 嫩枝% 芽

异色巨蝽
B0.)-('(. "0,#(0. K/C+M--4 :

叶% 嫩枝% 芽

麻皮蝽
B#)-(.$'& >011* 5,678/*9 :

叶% 嫩枝% 芽

二星蝽
B5.&#"*#$. 70))$7(# 5,678/*9 :

叶% 嫩枝% 芽

茶翅蝽
C&15*+*#,-& -&15.

&

>+0=

$

:

叶% 嫩枝% 芽

红蝽科
GF**,-2-*340/

直红蝽
65##-*,(,10. "&#%0(1$.

&

>+0=;

$

:

叶% 嫩枝% 芽

盲蝽科
B3*340/

茶角盲蝽
C(1*,(1)$. >&."$&)$"*11$. G-..36C; :

叶% 嫩枝% 芽

缘蝽科
N-*/340/

平肩棘缘蝽
D1()0. )('0$. O3*3+C,/7?- :

叶% 嫩枝% 芽

长肩棘缘蝽
D1()0. )#$7*'0. 5,678/*9 :

叶% 嫩枝% 芽

纹须同缘蝽
C*+*(*"(#0. .)#$$"*#'$. >2-++; :

叶% 嫩枝% 芽

一点同缘蝽
C*+*(*"(#0. 0'$,0'")&)0. 5,678/*9 :

叶% 嫩枝% 芽

瓦同缘蝽
C*+*(*"(#0. <&1E(#$&'0. A+; /+ >; :

叶% 嫩枝% 芽

短脚斑腿蝗
D&)&')*,. A#&"-5"(#0. K3==/DC/ :

叶

纺织娘
F("*,*%& (1*'7&)&

&

A3770/6C

$

:

叶% 梢

等翅目
<C-.+/*0

白蚁科
5/*D3+340/

黄翅大白蚁
F&"#*)(#+(. A&#'(5$ A39,+ :::

干% 根

稻绿蝽
G(H&#& :$#$%01&

&

A3770/6C

$

:

叶% 嫩枝% 芽

表
!

衢州油茶害虫名录

508=/ ! A3C+ -P C./23/C P//4379 -7 D&+(11$& *1($>(#&

!($



第
!"

卷第
!

期

目 科 种名 危害程度 危害部位

同翅目
#$%$&'()*

蝉科
+,-*.,.*(

角蝉科
/(%0)*-,.*(

沫蝉科
+()$&,.*(

大叶蝉科
1('',2(33,.*(

黑蚱
!"#$%&%#'()*) )%")%) 4*0)5

黑翅红蝉
+,-./#0 0),1,2*-)

!

6(7(()

"

绿草蝉
341)**2) /-560 8*39()

蟪蛄
78)%#(86,") 9)6:(;6"2

!

4*0),-,:;

"

双角蝉
<6"60) 5,5)8,0 +$%;'$-9

稻赤斑沫蝉
<)882%6%%2= >-"02?484"

!

4*0),-,:;

"

红背隆沫蝉
<40:40?)"%) 520(6?,8)"20 8<,'(

中黑斑叶蝉
@#A2*) )%"2B"4*0

!

6,;'*='

"

白边大叶蝉
C6%%2A4*2688) )854:)"A2*)%)

!

>,2=$)('

"

?

?

?

?

?

?

?

?

?

嫩枝

嫩枝

嫩枝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黑尾大叶蝉
C6%%2A4*2688) B6"",A2*6) 4*02),-,:; ?

叶# 嫩枝

小叶蝉科
1@&<3$-@0,.*(

叶蝉科
A*;;,.*(

殃叶蝉科
B:;-(3,.*(

大白叶蝉
C6%%2A4*2688) 0(6?2")

!

6,;'*='

"

大青叶蝉
C6%%2A4*2688) >2"2D20

!

C5

"

小绿叶蝉
E:(4)0.) B8)>60.6*0

!

4*0),-,:;

"

茶小绿叶蝉
F:(4)0.) (2"20,A) /*':%:)*

黄绿短头叶蝉
G#%/40.4(,0 ./84"4(/H*H /(3,-<*)

茶扁叶蝉
76*%/2:2H %/6H6 /*';5

二点叶蝉
3H."40%6860 BH0.22B"4*0

!

>'*3

"

四点叶蝉
3H."40%6860 I,H"J"2:).,8)%,0

!

/*';:%:)*

"

菱纹姬叶蝉
E,%6%%2= K20.2A,%%,0

!

8*39()

"

黑尾叶蝉
L6(/4%6%%2= .2*.%2.6(0

!

D<3()

"

二点黑尾叶蝉
L6(/4%6%%2= >2"60.6*0

!

6,;'*='

"

莫干山冠带叶蝉
7)"):604K60 :49)*0/)*)6 8,3;$=

?

?

?

?

?

?

?

?

?

?

?

?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蛾蜡蝉科
43*',.*(

碧蛾蜡蝉
M620/H K20%2*.%2002:H

!

8*39()

"

?

叶# 嫩枝

白蛾蜡蝉
NHOH*H 2:2%H%H /(3,-<*) ?

叶# 嫩枝

褐缘蛾蜡蝉
PH8,"*20 :H"A2*688,0

!

7:(),=

"

?

叶# 嫩枝

广翅蜡蝉科
E,-*=,.*(

圆纹宽广蜡蝉
74./HQ2H A,%%2B6"H 8*39() ?

叶# 嫩枝

八点广翅蜡蝉
R2.H*2H 0(6.,8,:

!

8*39()

"

?

叶# 嫩枝

褐带广翅蜡蝉
R2.H*2H %H6*2H%H >'*3 ?

叶# 嫩枝

蚜虫科
F&<,.*(

茶蚜
C4=4(%6"H H,"H*%22

!

G$@()

"

?

叶# 嫩枝

桃蚜
3#Q,0 (6"02.H6

!

>:3H()

"

?

叶# 嫩枝

粉虱科
F3(@)$.,.*(

黑刺粉虱
S86,"4.H*%/,0 0(2*2B6",0 I:*,='*=-( ?

叶# 嫩枝

樟刺粉虱
S86,"4.H*%/,0 .2**H:4:2 1*9*<*;<, ?

叶# 嫩枝

橘黄粉虱
T2H86,"4K60 .2%"2 F;<%(*. ?

叶# 嫩枝

硕蚧科
/*)2*)$.,.*(

吹绵蚧
U.6"#H (,"./H02 /*;9(33 ?

叶# 嫩枝

一字显脉叶蝉
VH"H:60,0 82*6H%2.H8820 6,;'*=' ?

叶# 嫩枝

表
!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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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目 科 种名 危害程度 危害部位

同翅目
&'(')*+,-

粉蚧科
./+01'2'2231-+

链蚧科
4/*+,'5+2-6331-+

胶蚧科
7-2238+,31-+

蜡蚧科
9'2231-+

橘腺刺粉蚧
!"##$%$&'& ($#)&*&

!

9:55

"

橘鳞粉蚧
+$,&"-.--/% (&%*&*.#

!

;-/:+55

"

橘臀纹粉蚧
01&'.-.--/% -$*#$

!

<3//'

"

橘小粉蚧
0%"/2.-.--/% -#3,*/% &+()+5

茶树链蚧
4/%%"11&%,$% ,/%*/1&'%

!

9:55=

"

茶硬胶蚧
5&-6&#2$'& *6"&"

!

>,++6 +* ;-66

"

红帽蜡蚧
7"#.,1&%*"% -"'*#.#.%"/% 9?+6

@

@

@

@

@

@

@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叶# 嫩枝

角蜡蚧
7"#.,1&%*"% -"#$8"#/%

!

461+,/'6

"

@

叶# 嫩枝

龟蜡蚧
7"#.,1&%*"% 81.#$2"'%$% 9'(/*'2: @

叶# 嫩枝

日本蜡蚧
7"#.,1&%*"% 9&,.'$-/% >,++6 @

叶# 嫩枝

伪角蜡蚧
7"#.,1&%*"% ,%"/2.-"#$8"#/% >,++6 @

叶# 嫩枝

红蜡蚧
7"#.,1&%*"% #/:"'% ;-/:+55 @

叶# 嫩枝

茶长绵蚧
761.#.,/1($'&#$& 81.--$8"#&

!

A+/*B''1

"

@

叶# 嫩枝

褐软蜡蚧
7.--/% 6"%,"#$2/;

!

7366-+0/

"

@

叶# 嫩枝

日本卷毛蜡蚧
<"*&-"#.'";& 9&,.'$-&

!

;-/:+55C @

叶# 嫩枝

盾蚧科
D3-/)3131-+

茶棕圆盾蚧
=:)#&11&%,$% 2")"'"#&*/%

!

7+'6

"

@

叶# 嫩枝

橘红肾圆盾蚧
=.'$2$"11& &/#&'*$$

!

;-/:+55

"

@

叶# 嫩枝

橘黄肾圆盾蚧
=.'$2$"11& -$*#$'&

!

9'E0355+**

"

@

叶# 嫩枝

椰圆盾蚧
=%,$2$.*/% 2"%*#/-*.# F3G6',+* @

叶# 嫩枝

常春藤圆盾蚧
=%,$2$.*/% '"#$$ H'02?+ @

叶# 嫩枝

茶花白轮蚧
=/1&-&%,$% -#&>$$

!

9'2:+,+55

"

@

叶# 嫩枝

茶白盾蚧
?$&%,$% ;&'/$ >,++6 @

叶# 嫩枝

茶蜕盾蚧
!$.#$'$& *6"&" >,++6 @

叶# 嫩枝

长白盾蚧
@.,6.1"/-&%,$% 9&,.'$-& 9'2:+,+55 @

叶# 嫩枝

山茶片盾蚧
0&#1&*.#$& -&;"11$&" 9'(/*'2: @

叶# 嫩枝

糠片盾蚧
0&#1&*.#$& ,"#)&'2$$ 9'(/*'2: @

叶# 嫩枝

黄片盾蚧
0&#1&*.#$& ,#.*"/%

!

90,*3/

"

@

叶# 嫩枝

茶片盾蚧
0&#1&*.#$& *6"&" 9'2:+,+55 @

叶# 嫩枝

茶梨盾蚧
0$''&%,$% *6"&"

!

;-/:=C @

叶# 嫩枝

缨翅目

I?J/-6')*+,-

蓟马科
I?,3)31-+

茶棍蓟马
?"'2#.*6#$,% ;$'.>&$ .,3+/6+, @

叶# 嫩枝

杜鹃蓟马
56#$,% &'2#">%$

!

H-G6-55

"

@

叶# 嫩枝

黄蓟马
56#$,% 81&(/% F2?,-6: @

叶# 嫩枝

半球盔蚧
A&$%%"*$& 6";$%,6&"#$-&

!

I-,G3'63!I'KK+**3

"

@

叶# 嫩枝

烟蓟马
56#$,% *&:&-$ 7361+(-6 @

叶# 嫩枝

鞘翅目
9'5+')*+,-

金龟甲科
F2-,-L-+31-

中华喙丽金龟
=2.#"*/% %$'$-/% H0,(+3/*+, @

叶# 根

铜绿异丽金龟
='.;&1& -.#,/1"'*& ;'*/2?05/:J @

叶# 根

康氏粉蚧
0%"/2.-.--/% -.;%*.-B$

!

M0B-6-

"

@

叶# 嫩枝

表
!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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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目 科 种名 危害程度 危害部位

鞘翅目
#$%&$'(&)*

金龟甲科
+,*)*-*&./*

叩头甲科
0%*(&)./*&

红脚异丽金龟
!"#$%&% '()*+),- 1$'&

粉白金龟
./)0#'0+&(- +"-(&1""- 2$3&)

毛黄脊鳃金龟
2#&#3*4'045 3*467#)7#*5 4*.)5*.)&

日本金龟子
8#)4&&4% 9%)#"46% 6&75*8

四纹丽金龟
:#)4&&4% ;(%<*4=(33%3%

!

4*-)

"

细胸叩头甲
>=*4#3?- @(-A4A#&&4- 2.7*9

:

:

:

:

:

:

叶# 根

叶# 根

叶# 根

叶# 根

叶# 根

根

天牛科
#&)*5-;,./*&

中华闪光天牛
>?#&?-37?- -4"?"-4- <*=*8 :

枝# 干

山茶连突天牛
>"%-3%37?- )%*B5 754"5"5 <)&33.(( ::

枝# 干

星天牛
>"#)&#)7#*5 A74"?"-4-

!

4$)3(&)

"

:

枝# 干

深斑灰天牛
C&?)?)7%?(- -(AA4"A3#*

!

#=&>)$%*(

"

:

枝# 干

黑跗眼天牛
D7*?"#E5 53*435*-4- ?.,*)/ :::

枝# 干

油茶红翅天牛
F*/37*(- G&54*4 <)&33.(( :

枝# 干

橘狭胸天牛
874&(- 5"3?""53(- <;%%&8=*% :

枝# 干

粗脊天牛
H*567/&#)7(- -4"?"-4- <*%.*8 :

枝# 干

叶甲科
#=);3$5&%./*&

黑足黄守瓜
>(&56#)7#*5 "4=*4)?""4- 2$(39 :

叶

球茶叶甲
I?E#34"J K#L*4"=4 @*%; :

叶

油茶叶甲
I?E#34"5 37?4 #=&8 :

叶

菱小萤叶甲
MJ&?*(6?&&J "4))#"?"-4-

!

A*-$.33.&)&

"

:

叶

弯突负泥虫
N4&4#??*4- "?)34-

!

B&.3&

"

:

叶

蓝翅负泥虫
O?JE 7#"#*J3J @*%; :

叶

黄斑叶甲
P#"#&?)3J ;(J<*4=(3<J3J 4*-).,.C3 :

叶

茶扁角叶甲
Q&J3/6#*/"(- 4="?46#&&4-

!

1$'&

"

:

叶

曲带扁角叶甲
Q&J3/6#*/"(- ("<J3(-

!

D%.>.&)

"

:

叶

象甲科
#C),C%.$8./*

茶芽小象甲
R-3/6(- J)46J3(- 2*)3=*%% :

叶

茶籽象甲
D(*6(&4# 674"?"-4- #=&>)$%*( :::

果

绿鳞象甲
S/)#E?6?- -)(JE#-(- 4*-)9 :

叶

茶丽纹象甲
P/&&#6?*4"(- J(*#&4"?J3(- E$33 ::

叶# 果

大灰象甲
T/E)4?U#E4J- B?&J3(-

!

#

"

:

叶

广西灰象甲
T/E)4?U#E4J- =(J"=V4?"-4- #=*$ :

叶

鳞翅目
A&'./$'(&)*

蝙蝠蛾科
1&'.*%./*&

湖南棒蝠蛾
WJ)4J&(- 7("J"?"-4- #=C &( B*8F :

根

豹蠹蛾科
G&CH&&)./*&

咖啡豹蠹蛾
X?(U?*J 6#@@?J? 6.&(8&) :

枝# 干

梨豹蠹蛾
X?(U?*J )/*4"J +(*C/.8F&) &( I&-&% :

枝# 干

尖翅蛾科

#$35$'(&);F./*&

茶梢尖蛾
QJ*JE?3*4#3?- 37?J? JCH8&(H$> :

枝

织蛾科
D,$'=$)./*&

油茶织蛾
DJ-EJ*J )J3*#"J 2&;).,K :::

枝# 干

吉丁甲科
@C'&)&3(./*&

林奈纹吉丁甲
D#*J?K(- &4""?4 D-&8-&)F&) ::

枝# 干

表
!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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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目 科 种名 危害程度 危害部位

鳞翅目
&'()*+(,'-.

木蛾科
/01+-02,)*.'

袋蛾科
34025)*.'

油茶堆沙蛀蛾
!"#$%&$'("' )$#*("*' 6'0-)27

桉蓑蛾
+%,#(-$.'/%-0 '12304*&2*(* 8.9(4+:

蜡彩蓑蛾
5-,&"# &,46"#*(" 8';1.'-,4

白囊蓑蛾
5-*&"*"70' 8$#7$#"' 6.,4<9<-.

=

=

=

=

枝

叶

叶

叶

大蓑蛾
5&*#"* 9*4"0)*(* >:'11': =

叶

螺纹蓑蛾
5&*#"* %4*604" ?'4,@++* =

叶

茶蓑蛾
5&*#"* 6"#1'%1&* A<,1'- =

叶

黛蓑蛾
:,..1&, (04(", B+9(1',+: =

叶

亚鳞蓑蛾
!0."7$.'/%-0 ,'",("%, >,.<*):C'- =

叶

斑蛾科
D0C.':)*.'

茶叶斑蛾
;(041'", ,070, &):: =

叶

黄柄脉锦斑蛾
;(041'", ,070, A<,1'- =

叶

透翅硕斑蛾
<",4$'$6, -/,&"#, (-"20(,#, EF'-,5<- =

叶

野茶带锦斑蛾
="7$41' )&,1%$."' G-<-0 =

叶

茶六斑褐锦斑蛾
>$4"(, .1&%-0&&, '0?.1#%(,(, ?.17'- =

叶

刺蛾科
H<21')*'.'

灰双线刺蛾
@,#", 2"&"#0,(,

!

?.17'-

"

=

叶

白痣姹刺蛾
@-,&%$%0&"' ,&2")1((,(,

!

>:'11':

"

=

叶

黄刺蛾
A$#06, 3&,90'%0#' ?.17'- =

叶

茶淡黄刺蛾
:,4#, (4"#,

!

6++-'

"

=

叶

长须刺蛾
B/.-$4#, 6"#,? ?.17'- =

叶

波眉刺蛾
C,4$', %$41'%, ?)1'9.: =

叶

白眉刺蛾
C,4$', 07$0#'"' I.@.*. =

叶

褐边绿刺蛾
=,4,', %$#'$%", ?.17'- =

叶

双齿绿刺蛾
=,4,', -"&,4,(, >,.<*):C'- =

叶

丽绿刺蛾
=,4,', &0."7,

!

J-.9'-

"

=

叶

茶树刺蛾
=,4,', $&"#%, ?.17'- =

叶

漫绿刺蛾
=,4,', $'(",

!

>@):5+'

"

=

叶

媚绿刺蛾
=,4,', 4".,#7, ?.17'- =

叶

中国绿刺蛾
=,4,', '"#"%, 6++-' =

叶

茶奕刺蛾
=-&$'', 3,'%",(,

!

6++-'

"

=

叶

显脉球须刺蛾
>%$.0&$70' 90#$', 8D,#)(1#)0#'"' 8'-):C =

叶

桑褐刺蛾
>0($4, .$'($4#,(, 8.9(4+: =

叶

素刺蛾
>1'"%, .,&&"7, ?.17'- =

叶

扁刺蛾
E-$'0, '"#0#'"'

!

?.17'-

"

=

叶

卷叶蛾科
B+-,-)2)*.'

柑橘褐带卷蛾
+7$?$.-/0' %/4($'06, 6'0-)27 =

叶

棉褐带卷蛾
+7$?$.-/0' $4,#, F"'%-04 K+: L+41'-4,.99 =

叶

豹裳卷蛾
@04,%0 ?,#(-$%$'6, G).7+:+MM =

叶

柑橘长卷蛾
B$6$#, %$330,4", N)',:'- =

叶

茶长卷蛾
B$6$#, 6,)#,#"6, G).7+:+MM =

叶# 果

茶褐蓑蛾
A,-,'0#, %$&$#, >+:.: =

叶

表
!

!

续
"

!OP



第
!"

卷第
!

期

目 科 种名 危害程度 危害部位

鳞翅目
#$%&'(%)$*+

螟蛾科
,-*+.&'&'+$

米缟螟
!"#$%%& '()('(&*& /+0(*)1 2

叶

桃蛀螟
+(,-$,.$,(% /01,*(23.&#(% 34$5$$ 222

叶! 果

茶须野螟
4$%$/-$.& %3)(*.(*&#(%

"

#$'$*$*

#

2

叶

紫斑谷螟
56.&#(% 2&.(1&#(% #&55+$46 2

叶

枯叶蛾科
#+6&(7+8%&'+$

油茶枯叶蛾
7383'& 1$8(#(% 9+.:$* 2

叶

波纹杂毛虫
96,#$/-.&")& 01'&1%

"

9+.:$*

#

2

叶

蚕蛾科
;(8;-7&'+$

茶蚕
!1'.&,& 8(/01,*&*& 9+.:$* 2

叶

黄波花蚕蛾
:83.*-0.(& ,&3,& <;$*)14*= 2

叶

尺蛾科
>$(8$)*&'+$

侵星尺蛾
!.(,-&11& ;&"0&.&.(&

"

34$5$$

#

2

叶

油茶尺蛾
<(%*$1 )&."(1&*& ?1&*+:& 22

叶

油桐尺蠖
<(%*$1 %0//.3%%&.(&

"

34$5$$

#

2

叶

肾纹绿尺蛾
9$)(8&31& /.$,0)8&.(&

"

,*-$*

#

2

叶

小晴蜓尺蛾
96%*('(& ,$0&""&.(&

"

34$5$$

#

2

叶

灰茶尺蛾
=,*.$/(% ".(%3%,31% 9+**$5 2

叶

小茶尺蛾
=,*.$/(% $8#(>0& ,*(4) 2

叶

毒蛾科
#-8+5)&&'+

茶白毒蛾
!.,*$.1(% #&8&

"

@*$8$*

#

2

叶

肾毒蛾
9(201& #$,0/#3% 9+.:$* 2

叶

茶茸"黑#毒蛾
+&%6,-(.& 8&(8&)& A+)6484*+ 2

叶

环茸毒蛾
+&%6,-(.& '0'"3$1( ?0&51($ 222

叶! 果

乌桕黄毒蛾
=0/.$,*(% 8(/01,*&/3?

"

/+8%6(5

#

2

叶

污黄毒蛾
=0/.$,*(% -01&131%(% B(..$5))$ 2

叶

茶黄毒蛾
=0/.$,*(% /%30'$,$1%/3.%& ?)*+5' 2

叶

木毒蛾
76)&1*.(& ?6#(1& ?0&51($ 2

叶

尘盗毒蛾
5$.*-3%(& ,$1(/*3.& B(..$5$))$ 2

叶

豆盗毒蛾
5$.*-3%(& /(/3.(*&

"

<;$*)14*

#

2

叶

黄尾毒蛾
5$.*-3%(& %()(#(%

"

C4$6D.-

#

2

叶

直角点足毒蛾
@3'$& &1%3.3##& B(..$5))$ 2

叶

白点足毒蛾
@3'$& ,6"1$/%(% B(..$5$))$ 2

叶

茶点足毒蛾
@3'$& /-&3$,.&%/3'& B(..$5$))$ 2

叶

舟蛾科
E()('(5&'+$

梭舟蛾
43*.(& A(.('3%,31% 9+.:$* 2

叶

鹿蛾科
F8+)&'+$

广鹿蛾
!)&*& 3))&

"

@4).$*G

#

2

叶

蕾鹿蛾指名亚种
!)&*& "3.)&1& "3.)&1&

"

C$.'$*

#

2

叶

灯蛾科
F*7)&&'+$

大丽灯蛾
!"#&$)$./-& -(%*.($

"

9+.:$*

#

2

叶

红缘灯蛾
!#$& #&,*(13&

"

B*+8$*

#

2

叶

黑条灰灯蛾
9.3&*$1$*$% "&1"(%

"

#&55+$46

#

2

叶

八点灰灯蛾
9.3&*$1$*$% *.&1%(31%

"

9+.:$*

#

2

叶

夜蛾科
E(7)4&'+$

大地老虎
!".$*(% *$B($1(% @4).$* 22

幼苗根

小地老虎
!".$*(% (/%(#$1

"

/4H5+>$.

#

22

幼苗根

茶担冥尺蛾
C3*3.&.)(& '($.*-$"$1(&

"

9$1*.&

#

2

叶

表
!

!

续
"

华正媛等$ 衢州市油茶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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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目 科 种名 寄主

半翅目
&'()*+',-

蝽科
.'/+-+0()1-'

蝽
!"#$ %&'()(*'* 2-3304

油茶尺蠖幼虫

厉蝽
+$(,&)%-('.)$ %-(%'(($

!

5-36',

" 鳞翅目幼虫

益蝽
/'%"-0)"1* 2)3'*' 780++

鳞翅目幼虫

绿点益蝽
4'%"-0)"1* 5'"'.'61(%,$,1* 9-/:

鳞翅目幼虫

猎蝽科
;'14<))1-'

暴猎蝽
78"'-*6&-."1* .-&"('

!

7):/0,'+

" 昆虫幼虫或成虫

黑光猎蝽
9%,":%&-,)* $(.")$)

!

=>4/?',:

" 昆虫幼虫或成虫

黄足猎蝽
;'",&)()$ <2$5'6)* 7+-3

昆虫幼虫或成虫

艳红猎蝽
9%,":%&-,)* "1=)221* &)@-0

昆虫幼虫或成虫

鞘翅目
A03'0*+',-

瓢虫科
A088)/'33)1-'

七星瓢虫
+-%%'()22$ *)6,)061(%,$,$ B)//-'4@

蚜虫

龟纹瓢虫
>"-6:2$)$ ?$6-('%$

!

=>4/?',:

" 蚜虫

黑缘红瓢虫
@&'2-%-"1* "1='.1* &0*'

蚜虫

红点唇瓢虫
+&'2-%-"1* A13$($) 7)3<'@+,)

蚜虫# 蚧虫

大红瓢虫
B-.-2'$ "1<-6'2-*$ C43@-/+

蚜虫# 蚧虫

隐斑瓢虫
C$"0-('$ -=*%1"-*'8($,$

!

B)4

" 蚧虫

异色瓢虫
D$"0-('$ $E:"'.'*

!

.-33-@

" 蚜虫# 木虱# 粉蚧

双翅目
D)*+',-

食虫虻科
E@)3)1-'

武鬃腿食虫虻
D-62-6&)"-0)"1* $"0$,'6)*

!

C-8F4-,+

" 蚜虫# 蝽

棒腹羽角食虫虻
F00$,'1* %-(-6*-'.)* 5)''(-//

蚜虫# 蝽

待定食虫虻种
#

蚜虫# 蝽

待定食虫虻种
!

蚜虫# 蝽

食蚜蝇科
7G,*>)1-'

待定食蚜蝇种
#

蚜

待定食蚜蝇种
!

蚜

麻蝇科
7-,80*>-:)1-'

棕尾别麻蝇
G-),,%&)"'*%$ 6)")8"'($

!

;0?)/'-4!D'@<0)1G

" 鳞翅目幼虫

六刺素猎蝽
96'.$1%1* *)E*6'(1* &@)-0

昆虫幼虫或成虫

表
!

衢州油茶害虫天敌名录

=-?3' H B)@+ 0I /-+4,-3 '/'()'@ 0I +>' *'@+ )/@'8+@ I''1)/: 0/ +$0)22'$ -2)'<)"$

目 科 种名 危害程度 危害部位

鳞翅目
B'*)10*+',-

夜蛾科
J08+4)1-'

斜纹夜蛾
;6-.-6,)"$ 2',1"$

!

2-?,)8)4@

"

K

叶

掌夜蛾
H'"$%-2$ 62$8'$,$

!

5-36',

"

K

叶

双翅目
D)*+',-

黄潜蝇科
A>30,0*)1-'

茶潜叶蝇
+&2-"-6* ,&)$) B'I,0G K

叶

花蝇科
E/+>0(G))1-'

横带花蝇
7(,&-0:'$ '22-%$,$ 5-36', K

种子

灰地种蝇
I)2'$ 62$,1"$

!

C'):'/

"

K

种子

瘿蚊科
A'8)10(G)1-'

茶芽瘿蚊
J-(,$"'('$ @*L K

嫩芽

膜翅目
&G('/0*+,-

叶蜂科
='/+>',1)/)1-'

油茶叶蜂
J$2'"-( %$0)22'$ M>04 '+ &4-/: K

叶

说明$

K

表示危害率＜
N%O

%

KK

表示
!

危害率＜
H"O

%

KKK

表示危害率
"H"O

&

表
"

!

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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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害虫组成中物种最为丰富的是鳞翅目昆虫! 无论是害虫的种类! 还是隶属的科属数量均占到所

有种类的
#$%

以上! 其次为同翅目昆虫! 种类最少的是膜翅目昆虫等! 在调查中仅发现
&

种"表
'

#$ 天

敌昆虫中! 以膜翅目昆虫最为丰富! 占全部天敌类群的近
#(%

! 其次是双翅目昆虫! 天敌种类最少的是

鞘翅目昆虫! 仅发现
)

种"表
(

%$

!"!

油茶主要害虫种类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 衢州市油茶林的主要害虫种类因林龄和品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在江山和睦村的低

龄衡东大桃油茶林'

＜
&$ *

%内以油茶织蛾
!"#$"%" &"'%()"

危害最为严重! 危害率达到
+(,-%

$ 在江山先

锋村和开化余村的中龄油茶林"

!+!.$ *

%内! 主要的油茶害虫为黄翅大白蚁
*"+%(',%$,# -"%),./

! 黑翅土

白蚁
01()'(',%$,# 2($(#")3#

! 茶籽象甲
!3%+34/( +5/),)#/#

! 桃蛀螟
6/+5(+%(+/# &3)+'/2,%"4/#

和环茸毒蛾

6"#.+5/%" 1317,()/

等
(

种害虫! 其中以桃蛀螟危害最为严重! 危害率达到
'.,+%

$

在衢州油茶主要的害虫种类中! 以油茶织蛾危害最重! 该虫以幼虫在油茶枝干内取食! 危害隐蔽!

目 科 种名 寄主

双翅目
/01234*

麻绳科
5*46718*90*:3

待定麻蝇种
&

鳞翅目幼虫

待定麻蝇种
!

鳞翅目幼虫

待定麻蝇种
.

鳞翅目幼虫

寄蝇科
;*80<0:*3

日本追寄蝇
89(%/#'" :"&()/+"

"

;7=<>3<:

% 鳞翅目幼虫

红尾追寄蝇
89(%/#'" 9")'5"#&/#

"

?03:3@*<<

% 鳞翅目幼虫

选择盆地寄蝇
;,##" &"%"44,4"

"

A3093<

% 鳞翅目幼虫

蚕饰腹寄蝇
;4,&5"%/&" <,-/)"

"

?*BC34

% 鳞翅目幼虫

待定寄蝇种
&

鳞翅目幼虫

待定寄蝇种
-

鳞翅目幼虫

膜翅目
DE@3<7124*

姬蜂科
F68<3G@7<0:*3

喜马拉雅聚瘤姬蜂
=#,%(&3# 5/$"4".,)#/#

"

H*@347<

% 茶袋蛾

蓑瘤姬蜂索氏亚种
>,%/+(&/$&4" #"7%", #"3',%/ HG>8@*<

各种袋蛾

紫绿姬蜂
?54(%(+%.&'3# &3%&3%"'3#

"

5@028

% 两色刺蛾( 褐刺蛾等刺蛾

茶毛虫细颚姬蜂
8)/+(#&/43# &#,31(+()#&,'#",

"

57<*<

% 茶黄毒蛾

黄头细颚姬蜂
8)/+(#&/43# 24"@(+,&5"43#

"

I04JE

% 茶黄毒蛾

广齿腿姬蜂
A%/#'($,%3# @34),%"'(%

"

K*<L34

% 咖啡豹蠹蛾

广黑点瘤姬蜂
B")'5(&/$&4" &3)+'"'"

"

M*J4060G>

% 茶黄毒蛾等

脊额黑瘤姬蜂
A/$&4" +"%/)/2%()#

"

H*@347<

% 茶袋蛾等

桑蟥聚瘤姬蜂
=#,%(&3# C3D")",

"

N03436C

% 茶长卷蛾( 茶袋蛾

茧蜂科
O4*67<0:*3

褐带卷蛾茧蜂
;%"+() "1(9(&5.,#/ A07<*<0C*=*

茶长卷蛾

茶毛虫长绒茧蜂
6(4/+57,)/1," 4"+',/+(4(%

"

N03436C

% 茶黄毒蛾等

窄蝇茧蜂
E.(#($" >1,

油茶织蛾

待定种
&

油茶织蛾

待定种
-

油茶织蛾

跳小蜂科
P<6E420:*3

蜡蚧扁角跳小蜂
F)/+,'3# +,%(&4"#'/# F>800

角蜡蚧

霍氏扁角跳小蜂
F)/+,'3# 5(D"%1/ D*E*2

!

QB*@ 32 Q9*4=*B

角蜡蚧( 日本蜡蚧

小蜂科
H8*B60:0:*3

广大腿小蜂
G%"+5.$,%/" 4"#3#

"

?*BC34

% 鳞翅目幼虫

华正媛等& 衢州市油茶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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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说明! 仅统计已经鉴定的昆虫"

防治困难# 一头幼虫便可造成枝条枯死" 另外$ 桃蛀螟在部分中龄油茶林中危害严重$ 其蛀食幼果$ 造

成大量落果% 该
!

种害虫应作为衢州地区油茶林内的重要害虫加以重视"

&

讨论

油茶是中国亚热带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在浙江& 江西& 安徽及湖南等地区大面积栽培$ 但油

茶病虫害一直未受到充分的关注" 周红春等'

#'

(对湖南地区的油茶病虫害进行了调查$ 共报道了油茶主要

害虫
$#

种$ 其中食叶害虫
!$

种$ 刺吸性害虫
'

种$ 钻蛀性害虫
(

种$ 白蚁
#

种) 张朝晖等'

!%

(记述了安

徽歙县油茶害虫
#!(

种$ 其中食叶害虫
)*

种$ 刺吸性害虫
$"

种$ 钻蛀性害虫
++

种$ 白蚁
$

种% 本研

究报道了衢州地区油茶害虫
!!*

种$ 隶属于
'

目
**

科$ 其中食叶害虫
++,

种$ 刺吸性害虫
,+

种$ 钻蛀

性害虫
+(

种$ 白蚁
!

种*表
!

+" 本研究所查获的油茶害虫在种类上比先前学者的调查结果丰富" 另外$

新发现了长角直斑腿蝗
!"#$%&'"($"%)* *)+#$,-$*

$ 中黑斑叶蝉
./01$' '"2132%$*

$ 常春藤圆蚧
4*)1,1%"5*

$-211

$ 黑角蓟马
6721)* '$,2-8*1

$ 黄蓟马
6721)* 3+'91,5*

$ 蓝翅负泥虫
:-'; 7%$%2'"'

$ 环茸毒蛾
<'*/&712'

=5=0-%$1

和横带花蝇
4$"7%;/1' 1++%&'"'

等害虫危害油茶$ 均为寄主新记录"

浙江衢州地区油茶害虫以鳞翅目昆虫为主$ 其次是同翅目昆虫$ 这与周红春& 张朝辉等在湖南地区

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可见$ 鳞翅目害虫是当前危害油茶的主体类群$ 其中茶黄毒蛾
>5)2%&"1* )*-5=%!

&%$*)-2*'

$ 茶蓑蛾
?+'$1' ;1$5*@5+'

$ 丽绿刺蛾
A'2'*' +-)1,'

$ 油茶尺蛾
B1*"%$ ;'201$'"'

和油茶织蛾
C'*!

;'2' )'"2%$'

最为重要" 在湖南& 安徽及江西等主要油茶产区的调查结果表明$ 油茶织蛾& 茶籽象
C52!

&5+1% &71$-$*1*

及黑跗眼天牛
C7+%2%)7%25* '"21"'2*1*

是重要的钻蛀性害虫$ 防治难度大'

+'!!!

(

" 本调查也发

现$ 上述害虫在衢州油茶林内发生严重$ 造成油茶大量落果或死亡$ 因而在今后的油茶种植及害虫防治

过程中须重点注意" 本调查新发现环茸毒蛾和桃蛀螟等
!

种害虫在衢州油茶林发生严重" 环茸毒蛾低龄

等翅目
-./0123 # #4,! ! +4!( ! %4,'

同翅目
5676/0123 #( &%4'# $& !(4&' )) !'4&&

半翅目
5178/0123 * '4%' #& ,4!, #) (4##

缨翅目
9:;.3<6/0123 # #4,! # %4)$ $ #4(,

鞘翅目
=6>16/0123 ) +"4'+ !) +)4*) &! +$4!!

鳞翅目
?1/8@6/0123 +, &!4(& ** &*4"& ,* &(4(,

双翅目
A8/0123 & *4$* $ !4** $ +4(,

膜翅目
5;71<6/0123 + +4,! + "4)$ + "4$$

直翅目
B20:6/0123 & *4$* +! (4)$ +* )4)(

科 属 种

数量 百分比
CD

数量 百分比
CD

数量 百分比
CD

目

表
!

油茶害虫组成

93E>1 $ =67/6.8086< 6F 8<.1G0 /1.0. F11@8<H 6< C';-++1' %+-13-2'

鞘翅目
=6>16/0123 # 'I%' * +*J)& ( +$4!'

膜翅目
5;71<6/0123 $ &)4&) +& $"4)& +( &$4)'

双翅目
A8/0123 $ &)4&) ) +,4(* +) &!4)*

半翅目
5178/0123 ! +,4+, , !*4"" ' +,4&(

科 属 种

数量 百分比
KD

数量 百分比
KD

数量 百分比
KD

目

表
"

油茶天敌昆虫组成分析

93E>1 * =67/6.8086< 6F <30L23> 1<1781. 6F /1.0 8<.1G0. F11@8<H 6< C';-++1'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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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好剥食油茶叶片表皮或啃食果实表皮! 造成落果" 大龄幼虫好取食叶片! 虫口密度高时造成严重危

害# 桃蛀螟幼虫自果柄处蛀入茶果! 取食种仁! 造成油茶落果和大面积减产# 而此
!

种害虫均未有过严

重危害油茶的报道! 其生物学特性尚不清楚$以油茶为寄主%! 值得系统研究&

自然天敌是生态系统中控制害虫种群数量的重要调节因素! 在害虫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

&

本研究查获了
$"

种油茶害虫天敌$表
#

%! 包括捕食性天敌
%!

种$包括益蝽) 猎蝽) 瓢虫) 食虫虻和食蚜

蝇%! 寄生性天敌
!&

种$包括寄生蝇和寄生蜂!表
'

%! 其中寄生油茶织蛾幼虫的
%

种茧蜂均为首次发现

$由于昆虫鉴定的实际难度! 种类尚未得到鉴定%! 在江山和睦村油茶样地内的自然寄生率近
#()

! 具有

潜在的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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