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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野外观察及室内饲养相结合的方法 , 进行桑褐刺蛾的生物学习性及防治研究 。研

究发现桑褐刺蛾在浙江莫干山 1 a发生 2代 , 以老熟幼虫在树下土壤内做茧越冬 , 翌年 5月

初化蛹 , 成虫于 5月末始见羽化 , 6月中旬始见初孵幼虫。幼虫有 8个龄期 。以树干主枝打

孔注射农药方法 , 对桑褐刺蛾进行防治研究。在幼虫出现前 2周在悬铃木主枝上按 1 cm胸

径打孔注射 2 mL 50%甲胺磷乳油 、 40%氧化乐果乳油和 50%久效磷水剂 , 平均校正死亡率

分别为85.8%, 84.8%和 82.6%。图 1表 4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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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褐刺蛾(Setora postornata)是一种林木上的常见害虫
[ 1]
, 近年来严重危害浙江省莫干山旅游风

景区的主要园林树种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 , P.orientalis , P .occidentalis , 导致景区景观严重破

坏
[ 2]
。由于悬铃木树体高 , 树冠庞大 , 采用喷药防治 , 用药量大 , 喷雾器械难以到达 , 不能保证药液

均匀分布而影响防治效果 , 费用高且污染环境 , 影响游客旅游观光
[ 3～ 4]

。因此 , 作者在莫干山风景区

对该虫生物学特性进一步深入观察的基础上 , 采用打孔注射农药的方法 , 对桑褐刺蛾进行防治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生物学研究

1.1　试验与方法

采用野外观察和室内饲养相结合的方法 。

1.1.1　野外观察　选取莫干山白云山宾馆附近的悬铃木树林。

1.1.2　室内饲养　在悬铃木树附近1 cm 左右深的土层中挖取越冬虫茧 , 放入脸盆中 , 覆厚1 cm 左右

薄土 , 盖上纱网 , 每天喷水 1次 , 保持适量湿润。成虫羽化后 , 每天下午及晚上观察桑褐刺蛾的生物

学习性。

将滤纸剪成与培养皿形状大小相似的圆片 , 放入培养皿内 , 用水浸湿 , 并使它保持湿润 。在滤纸

上放入悬铃木叶片 , 用镊子挑取交配过后的雌蛾接到叶片上 , 使其产卵 , 观察卵发育情况。

1.2　　生活史

据观察 , 该虫在浙江莫干山1 a 发生 2代 , 以老熟幼虫在茧内越冬 , 翌年 5月上旬始见化蛹 , 5

月末至 6月初开始羽化并产卵 , 6月中旬为越冬代羽化盛期 , 7 月下旬老熟幼虫结茧化蛹 , 8月上旬



羽化 , 8月中旬为第 1代羽化盛期 , 8月下旬出现幼虫 。幼虫于 9月末至 10月老熟结茧越冬。生活史

见表 1。

表 1　桑褐刺蛾生活史年表 (浙江莫干山 , 2000年)
Table 1　Life cycle of Setora postornata

世代
1至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至12月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越冬代 (-)(-)(-)(-)(-)

(第2代) ■ ■ ■

+ + +

★ ★ ★

第1代 - - - - -

+ + + ■ ■ ■

+ + +

第2代 ★ ★ ★

- - - - -

(赵冬代) (-) (-)(-)(-)

(-)(-)(-)

　　说明:★卵;-幼虫;■蛹;+成虫;(-)茧内越冬幼虫

1.3　生活习性

1.3.1　羽化　羽化时间为2000年 6月至 7月 。观察成虫羽化进度 , 记录每日气温和羽化数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表明 , 羽化与气温密切相关 , 气温上升 , 羽化数增加 , 气温下降 , 羽化数减少。在浙江

莫干山 , 6月 8日前后为羽化高峰期 。

羽化一般为下午 17:00 ～ 20:00 , 羽化时虫体向外蠕动 , 头顶破羽化孔 , 破茧壳而出 。羽化时将

蛹壳留于茧内 , 茧滞留于土中。被羽化的成虫静立不动 , 10 ～ 15 min翅逐渐伸展 , 成屋脊状贴于背

后 , 12 ～ 18 min 展翅飞向树冠 , 整个羽化过程历时 25 min左右。如夏季气温高于 35 ℃, 气候干燥 ,

部分越冬代老熟幼虫将在茧内滞育 , 至第2年 6月再羽化 , 1 a只有 1代 。成虫在白天静伏于树冠或

杂草丛中 。

图 1　桑褐刺蛾成虫羽化与气温关系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emergence and air temperature on Setora postornata

1.3.2　交尾与产卵　成虫交尾集中于 18:00 ～ 21:00进行 , 交尾时间持续 6 ～ 20 min。交尾前雌虫异

常活跃 , 雌虫飞翔活动一段时间后 , 即静立不动 , 腹部末节伸出并向外翘起 , 雄虫便飞向雌虫交尾。

雌虫一生交尾 1 ～ 2次 , 雄虫有多次交尾现象。雌虫交尾后于次日开始产卵。卵散产在树叶背面 。雌

虫产卵量越冬代 60 ～ 347粒 , 第 1代 18 ～ 386粒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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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桑褐刺蛾产卵量调查表
Table 2　The survey on the amount of eggs of Setora postornata

年度 代数
雌蛾头

数/头

产卵量/粒

最少 最多 平均

1998
越冬代 8 67 347 208.7

第 1代 8 38 386 184.5

1999
越冬代 6 101 283 164.8

第 1代 8 6 256 146.3

2000 越冬代 8 49 303 182.5

表 3　桑褐刺蛾成虫寿命频次
Table 3　Life-span frequency on adult of Setora postornata

性别 成虫寿命/ d 频次

3 6

雄蛾 4 12

5 4

4 3

雌蛾 5 8

6 15

7 10

表 4　树主枝打孔注药防治桑褐刺蛾幼虫
Table 4　Effect survey by injection on the treemainly branch hitted

opening for controlling Setora postornata

药剂

种类

用量/

mL

试验

株数

标记

虫数

死亡

虫数

死亡率/

%

校正死

亡率/ %

平均校正

死亡/ %

10 100 64 64 60.4
40% 1.0 10 100 63 63 60.1 62.4
氧 10 100 62 62 59.8
化 10 100 76 76 75.1
乐 1.5 10 100 78 78 77.2 75.8
果 10 100 74 74 73.3
乳 10 100 84 84 83.5
油 2.0 10 100 86 86 85.6 84.8

10 100 84 84 83.5

10 100 60 60 58.4
50% 10 100 62 62 60.9 59.4
久 1.0 10 100 63 63 58.9
效 10 100 72 72 71.2
磷 1.5 10 100 70 70 69.6 71.8
水 10 100 73 73 72.8
剂 10 100 81 81 79.4

2.0 10 100 82 82 81.8 82.6
10 100 85 85 84.1

10 100 66 66 64.8
50% 1.0 10 100 63 63 62.1 63.6
甲 10 100 64 64 62.5
胺 10 100 78 78 77.4
磷 1.5 10 100 79 79 78.3 79.8
乳 10 100 83 83 81.3
油 10 100 88 88 87.4

2.0 10 100 85 85 84.6 85.8
10 100 86 86 85.1

　　说明:用量为每 1 cm主枝径的用药量;对照组用药量为 0 , 实验株数, 标

记虫数与实验组相同 , 余项均为 0

1.3.3　成虫寿命及性比 　室内饲养结果表明 , 雄成虫

寿命为 3 ～ 5 d , 平均 3.8 d , 雌成虫寿命为 4 ～ 7 d , 平

均5.9 d (表 3)。雌雄性别比为 1.28∶1。

2　防治方法研究

2.1　试验点的选择

本研究试验点选在德清县莫干山白云山宾馆附近 。

该地林分集中 , 自然环境条件一致 , 树种单纯 , 树势良

好 , 林木密度较高。试验林况是:悬铃木 60 ～ 80年生 ,

平均胸径 30 ～ 50 cm , 桑褐刺蛾危害率 100%。

2.2　药剂的选择

利用内吸性农药树干打孔防治害虫所选择的药剂应

遵循下列条件
[ 7 ～ 8]

:具内吸传导作用 , 较强的扩散渗透

力 , 在树叶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 有较强的触杀和胃毒

作用 。参照以上要求和市场的供应情况 , 选购以下化学

农药:40%氧化乐果乳油 (杭州农药总厂), 50%久效

磷水剂 (江苏栗阳农药总厂), 50%甲胺磷乳油 (江苏

栗阳农药总厂)。

2.3　试验设计

试验日期选在 2000年 5月 30日至 6月 22日 , 第 1

代幼虫出现前 1周左右。3种内吸剂分为

3个用药量 , 按 1 cm 主枝径注射 1.0 ,

1.5 , 2.0 mL 的农药 , 共 9个处理组 。每

个处理组重复 3次 , 即每组处理 10株树 ,

另加对照 10株树。

打孔于树冠的主枝上 , 用手摇钻螺旋

状打孔 1周 , 斜向下 45°, 孔深 4 ～ 8 cm ,

孔径 0.9 cm , 2孔间距 10 cm , 垂直间距 5

cm 。以注射器定量注药 , 胶带封口 , 1 d

内完成注入工作 。

2.4　药效检查方法及计算方法

药效检查时间为 6 月末 , 虫态为幼

虫。将注药后某枝条尚余的活幼虫计为活

虫数 , 未加处理对照树上的某枝条活虫与

上述活虫数之差为死亡虫数 , 由此求出防

治死亡率 。结合对照 , 计算出校正防治效

果。计算方法为:

防治死亡率=
死亡虫数

死亡虫数+活虫数
×100%;

校正死亡率=
防治死亡率-对照死亡率

1 -对照死亡率
×100%。

2.5　结果与分析

将杀虫效果 、药剂种类和原用药量综

合考虑 , 可得一个较佳药剂及其用药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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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 依次为:每 1 cm主枝径 2 mL 的50%甲胺磷乳油 、 40%氧化乐果乳油和 50%久效磷水剂 (表 4)。

研究发现不同施药量杀虫效果与树体主枝直径大小有密切关系 。同一施药量随树体主枝直径的增

大而防治效果降低 。主枝直径小于 30 cm , 主枝直径每增大 1 cm需增加用药量 1.5mL;主枝直径大于

30 cm时 , 则主枝直径每增大 1 cm 需增加用药量 2.5 mL。

因悬铃木树干粗大 , 平均主枝直径均在 40 cm 以上 , 且树冠较大 , 注药时既要保证充足的药量 ,

以杀灭害虫 , 又不能因增加孔深而损伤树干的髓部 。主枝直径为 40 ～ 60 cm 的树孔深度一般在 6 ～ 8

cm 之间为宜 。对于害虫中心地和重灾区 , 为尽快降低虫口 , 进行第 2次巩固防治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采用树干主枝打孔注药方式防治桑褐刺蛾 , 具有不污染环境 , 保护天敌 , 容易实施 , 操作简便 ,

经济有效 , 防治时不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的优点 , 不失为在旅游风景区防治该类害虫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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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tora postornata was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by means of observation

in nature and laboratory.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etora postornata occurs two generations per year at Mt.Mogan

in Zhejiang Provice and overwinters with elder larva in the soil.Its pupae hatch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 and

adults appear at the end of May.The method of injection pesticides in bored holes on trunks was firstly applied to

controlling Setora postornata on Platanus acerifolia , P .orientalis , and P.occidentalis.Omethoate 40EC ,

methamidophos 50EC and monocrotophos 50 aqueous solution were injected into the main brances of three Platanus

species before larva , appearing two weeks , and the average corrected mortality of larva could reach 84.8%,

82.6% and 85.5%.

Key words:Setora postornata;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Platanus;boring holes and injection pesticides;

chemi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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