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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桂花叶蜂是桂花树的主要害虫之一
。

幼虫取食嫩叶
,

对桂 花 树造成严重损害
。

在广西桂林一年

发生一次
。

以老熟幼虫于土内作茧越冬
。

孤雌或两性生殖
。

幼虫期五龄
,
预蛹期长达 270 多天

。

试验结果表

明
,

80 冤敌敌畏乳剂 10 0。一 15 0。倍液或 40 男乐果乳剂 1。。0一 5 0 00 倍液对幼虫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

桂花叶蜂 ( T
o m o s t e ht u s

印
.

)是桂花树的主要害虫之一
。

在广西桂林
,

从 1息肚年以来
,

连年发生为害极为严重
。

如 1 9 8 3年桂林雁山约有 10余亩桂花树嫩叶遭受不同程度的力害
,

严

重的全被吃光
。
据检查

,

一片叶上一般有虫 10 一 20 头
,

最多达 5 3头 ( 2 一 3 龄 )
。
严重影响

桂花树的生长
, 有关桂花叶蜂的研究

,

国内外 均 未 见 报道
,

作者于 1 9 8 2一 1 9名乐年在桂林雁

山
,

对此虫进行了生物学和防治试验观察
,

现将初步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分 布 与 寄 主

国内已知分布于广西桂林
,

浙江
。

国 外 未 见 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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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形

( 一 ) 卵 (图
: 1 ) 乳白色

,

卵圆形
,

一端稍小
,

卵内幼虫的黑褐色的眼点
。

态

长约 O
。

8毫米
,

宽 O
。

3毫米
。

孵 化 时可见

( 二 ) 幼虫 ( 图
: 2 ) 初孵化时乳白色

,

头浅褐色
,

稍后头渐变黑
,

取食后体呈绿褐色
。

全体多皱纹
。

胸足 3 对
,

浅褐色
,

但节间处呈淡绿
,

腹足 7 对
,

位于腹部第 2 一 7 节及第琦

节上
,

但在第 7 节及第10 节上的稍退化
,

第 3 龄时气 门呈黑褐色
。

幼虫共 5 龄
,

其头宽与体

长如表 1
。

( 三 ) 蛹 ( 图
, 3 ) 淡黄色

.

复 眼 黑色
.

表 1 桂花叶蜂幼虫各龄头宽和休长

长约 6 一 10毫米
,

宽 3 一 4 毫米
,

羽化时呈黑 龄

色
。

茧黑褐色
,

椭圆形
,

泥质 ( 内有一层较薄 一
的黑色胶质物 )

,

长8
.

3一 n 毫米
,

宽 3
.

5一 5
.

6

毫米
。

( 四 ) 成虫 ( 图
: 4 ) 雌虫 : 体长 7 一 9

毫米
,

翅展 1?一 18 毫米
。

头黑褐色
。

触角较短
,

_

期 …头 宽 (毫米 ) { 体 长 (毫米 )

0
.

3一 0
.

5

0
.

6一 0
,

8

1
.

0一 1
.

2

1
.

2一 1
.

5

1
.

8一 2
.

0

1 .8 一乞 8

4一5
。

5

6
,

5一7
.

2

8
.

5一 1 1

14
二

5一 18

,止9̀odJ
.泌O

丝状
,

共 9 节
,

第 3 节较长
.

黑褐色
。

单 眼黄褐色
。

复眼
、

唇基黑褐色
,

较突出
,

上唇黑褐

色
,

其前缘成半圆形
。

前胸背板
、

胸背板中叶
、

中胸背板侧叶
、

小盾片
、

翅肩片
、

中胸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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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黑色
。

淡膜叶
,

腹部锯鞘黑褐色

并密被黑褐色绒毛
。

锯具 15 个较微小

的锯齿
,

不甚明显
,

但隐约可见 (图
:

5 )
。

足
:
转节 , 前足的腿节 基 部和

端部
,

中足的基节
、

腿节基部和端部

黑褐色
,

胫节
、

附节的颜色较浅
。

其

余黑褐色
。

跄节爪具二齿
,

亚端齿较

大
。

雄 虫
.
体 长 5 一 6 毫 米

,

翅 展

12 一14 毫米
。

其余特征与雌虫同
。

图 桂花叶蜂 T o m o s t e t五u s s p
.

三
、

生活史与习性
1

.

卯
, 2

.

幼虫 , 3
.

蛹 , 4
.

成虫悍 ) , 5
.

雌虫外

殖器的锯小齿放人 , 6
。

雄虫生殖器阴茎瓣
。

( 一 ) 生活史 桂花叶蜂一年发

生一次
,

其生活史较为复杂
,

完成一代一般需时 1 2个月 ( 表 2 )
,

以老熟幼虫在土中作茧越

冬
。

越冬幼虫于翌年 1 月下旬化蛹
,

2 月中旬羽化
,

下旬出土产卵
。

卵 8 一 13 天孵化
,

幼虫

脱皮 4 次
,

在桂花树叶上为害 12
。

5一 17
。

5天 ( 表 3 )
,

4 月上旬老熟幼虫入土越冬
,

预蛹期

约 2 50~ 2 7 0天
。

表注 桂 花 叶 妹 生 活 史 ( 桂林雁山 1夕8 4一 19 85 〕

椒古片:下磨
火成虫 ⑧卵 + 幼虫 日预蛹 O 蛹

( 二 ) 生活习性 1
。

卯 卵将孵化

时
,

在卵壳内的幼虫
,

其头部不断摆动
,

不 久咬破卵壳伸出头部
,

随后爬出
,

孵

化历时需 10 一20 分钟
,

盛孵期为上午 8

一12 时
,

通常孵化率在 95 %以上
。

卵期

表 3 桂花叶蛛幼虫各龄历期 (日 ) (桂林雁山 1 984 年 )

龄龄期期 1 龄龄 2 龄龄 3 龄龄 4 龄龄 5 龄龄

天天数数
曲月月

2一 333 2一 333 2
.

5一 444 4一 555 2一 2
。

555
刀刀刀入入入入入入入

平平平灼灼 2
.

555 2
.

555 3
.

2 555 4
.

555 2
。

2 555

在正常天气一般为 8 一 10 天
,

但低温阴雨对卵的孵化有一定的影响
。

例如 1 9 8 5年 2 月下旬到

3 月上中旬
,

由于连续低温阴雨
,

旬平均温度在 9 一 12 ℃之间
,

致使卵的孵化期延长到 16 天
,

有的长达 23 夭
。

2
.

幼虫 ( 1 ) 取食与迁移
.
幼虫孵化后即在叶背取食表皮叶肉

,

形成一个小孔
,

稍大

后即可将叶片吃成缺刻
,

以后随着龄期的增长而增进食量
,

可将叶片全部吃光
,

仅留叶柄
。

主

要取食当年生的嫩叶
,

上一年的老叶一般不取食
。

每头幼虫一生可取食 3 一 4 张叶片
。

幼虫

有群集排列取食和转叶为害的习性
,

但未见有转株为害现象
。

( 2 ) 脱皮
: 幼虫一生脱皮 4 次

,

共 6 龄
,

各龄期见表 8
。

幼虫脱皮前稍停食
,

脱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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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断胀缩
。

脱皮历时约 7 一3 4分钟
,

脱皮后约经 45 一 97 分钟即取食
。 3 一 4 龄幼虫脱皮

后约 30 一 40 分钟取食时先将刚脱下的皮吃掉
,

只留下头壳
。

一度静伏不动
,

到 9 0福射分钟后

才开始取食
。

老熟幼虫脱皮后静伏的时间较 长
,

脱皮后头部
、

胸部第 3 节 前 和 腹 部第 a 节

后
,

最初呈乳白色
,

约经 9 0一 1 2 0分钟后
,

乃逐渐转变为黑褐色
、

黄褐色
,

其 余 各节均为绿

褐色
。

( 3 ) 入土
:

幼虫老熟后即沿树干向下爬至地面
,

入土结茧
。

如土壤疏松
,

在 1 5一豹分

钟内即
“
钻

” 入上巾 ; 如土壤较硬
,

则需时 30 一 5 0分钟
; 土壤过于坚硬

,

会迫使其向衡近转

移
,

寻找适宜的场所 入土
,

一般很少爬至 1 尺以外
,

所 以越冬场所通常在冠幅范围内
,

而以

树干周围最多
。

幼虫入土深度为 2 一 3 厘米
。

( 4 ) 入土 以后的死亡
:

幼虫入上期间的死亡率很高
,

据 1 9 3 4年野外罩笼观察 (二笼 )
,

入土幼虫分别为 1 5 0头和 42 2头
,

1 9 8 5年检查
,

.

前者仅存活 2 头
,

后 者 存 活 39 头
,

死亡率为

9 8
.

7% 和 9 0
,

7%
。

死亡原因可能是土壤较干燥所致
。

3
。

蛹 越冬的幼虫于翌年 2 月在土室中化蛹
,

约经 2 0余天即羽化为成虫
。

4
。

成虫 ( 1 ) 羽化和出土
:

成虫羽 化后
,

在土中蛹室内停留一段时间
,

待气候条件

适宜时才爬出地面
。

据观察
,

天气晴朗
,

气温回升
,

出土较多
,

爬出地面的成虫不大活跃
,

只

是缓慢爬动
夕

爬到附近的杂物上静伏
,

有伪死性
。

当白天气温在 15 一20 ℃时
,

成虫便开始活

动
、 一

飞翔
,

飞向桂花树的新稍嫩叶边缘产卵
。

阴雨天气
,

气温低于10 ℃
,

成虫出土少
,

出土

后静伏不动
。

一般雄虫比雌虫早出土 1 一 3 天
。

( 2 ) 性比
: 1 9 8 4年作者从野外随机采回一批老熟幼虫

,

于 1 9 8 5年化蛹
,

待其羽化为成

虫后
,

统计 1 2 5头
,

其中雌性比为6 2
.

8%
。

( 3 ) 交尾
:

据 1 9 8 5年 3 月在本所网罩内观察
,

尚未见到交尾现象
。

此外
,

作者曹挖到

15 个蛹室
,

待成虫羽化后
,

分别放在挂花树林间罩笼内
,

每笼放置一头 (雌雄未知)
,

不久其

中有 1 0个虫产卵
,

并正常孵化
,

表明此虫有孤雌生殖的现象
,

至于它的后代能否繁殖
,

尚待

进一步研究
。

( 4 ) 产卵
:

在适宜的气侯条件下
,

雌虫白天产卵
,

夜 间 静 伏 不动
。

一般在 3 天内产
完

,

如天气条件恶化
,

温度突然下降到 10 ℃以下
,

即不产卵
,

待温度回升到 15 ℃以上时才继

续产卵
。

一般第一天产卵最多
,

第二天次之
,

第三天最少
,

其成排地产于嫩咐边缘 的组织
内

。

每 片叶上产卵 3 一 20 粒
,

或更多
。

产卵时腹部向上
,

头朝下沿叶片边缘借耽腹部末端产

卵器的锯齿将叶片边缘表皮锯破
,

卵产于锯破的切痕内
,

产卵处叶表面微隆起
,

褐色
;

呈长

圆形
,

每产一粒卵历时一分钟
。

每雌平均产卵为 7 0
.

1 ( 4 2一 96 ) 粒
。

( 5 ) 寿命
。 成虫从羽化出土至死亡

,

其寿命最长为 39 天
,

最短 13 天
,

一般为 31 天
,

平

均为 2
二天

。

四
、

天 敌

据观察
,

卵和幼虫的夭敌有两种姬蜂
。

一种为腹部黄色的姬蜂 ( S
c ol b a it n

ae sP
.

)
,

另一

种是中
、

后足胫节为黄褐色的姬蜂 (X
a nt 五o p i m p la o p

.

)
。

据从野外采回的一批 幼虫 ( 三龄

以 上 ) 在网罩内饲养
,

翌年羽化有姬蜂的约占6
.

1%
。

但我们在野外看到中
、

后 足 胫节为黄

褐色的姬蜂成虫却很多
,

几乎凡是有叶蜂幼虫的地方都有此种姬蜂成虫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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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防 治 试 验

在室内曾用 2一 3龄幼虫于 32 x 14 厘米的铜纱笼内饲养
,

用手提喷雾器喷洒敌敌畏等不同

浓度的药液
,

设有对照
。

每笼 30 一60 头
,

重复 1 一 3 次
。

处理后每 12 小时统计死亡率一次
,

至 48 小时为止
。

结果列表如下 ( 表 4 )
:

表 4 敌敌畏等对桂花叶扮幼虫防治效果

“ “ “ 称

…
稀释倍”

…
供试虫“

…鬓琶辈尸黔…毙馨擎护鹦…鬓瞿肇尸爵…
注

_ _
.

_
.

_
_ . 、 .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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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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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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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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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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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一一一 上1
`

{
一

二巳
一

一生卜
-二竺一

卜一
一生一一}一

一竺一一一卜一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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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逃
.

鱼速`

}土哩哩
~

}
一

.

-
一

竺
一一
)

_
{一

~

二竺一 }

_
}

二
_

_ _

一 _ _ 一 ~
_
.

}
』 ` _ _ _ _

布
_ _

} }
_ _

}
_ _ _

1 1 9 8 5年 i式
4 0肠 乐 J长 学L介」 } 1 : I U UU U } b U } 1 3 U { 6 6

。

6 1
, 人
一

’

二
-

}

—
}

—
}

—
}

—
{

—
} 题

于“ 米

_
}
一

二望塑夕{一竺一 {

_
{一二生一}

_
{

_
~ 二

二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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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l 。 ! 。 1 1 9 8 5至巨试
河 照 1渭 水 1

” U

} U ! u ! u l 验 绍 某

用 8 0%敌敌畏乳剂 l : 1 0 0 0一 1 5 0 0倍液在 24 小时内的杀虫率均达到10 0 % , 40 % 乐 果乳

剂 1 : 5。。 0倍液最好
。

1 9 8 3年 4 月上旬
,

在桂花叶蜂为害高峰期
,

我们曾于本所用机动喷雾器进行室外大面积
一

的树冠喷药防治
,

为便于药效观察
,

喷药前曾在两株树冠挂上二个大型网罩
,

48 小时检查结

果 ( 表 5 ) 表明
,

防治效果很好
,

杀虫率为 9 7
。

3 5%
。

表 5 树冠喷药防治桂花叶挂幼虫药效检查结果 19 83
.

4
.

六
、

防治建议

1
。

树杆涂药液 根据桂花叶 蜂 幼

虫老熟后下树入土越冬的习性
,

可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

老熟幼虫开始下树

遭壑困亘经喧竺{堕巫匣区巨迎 }瞿尘竖
8 0 % 故故 1

J j 。 。
川

. _ . }
. _ _

}
, 】 , - . ,

~

呈二叠L
~

进史{土 {竺竺}一里
-

卜二生}
一

上}止竺兰
.

对 照 吓 喷 药… 1 00 } 0 }
1 0 0 } 0

前
,

用药液在桂花树的主杆上涂宽药 10 厘米的环状粘性药液 ( 加上其他粘结的胶液 ) 以其杀

死下树的幼虫
。

2
。

浅翻树根周皿土滚
_

在幼虫入土化蛹 期间
,

浅翻树根 l 一 2 寸深的土 壤
,

以 破坏幼

虫化蛹的蛹室 ; 或把为害严重虫口密度大的树冠周围表土挖去 1一 2 寸
,

集中放于大坑内深

埋
,

上面盖一层石灰或 5 一 8 寸厚泥土并踏实
,

效果更好
。

3
。

地面撒药 为害严重的树冠
,

在成虫羽化出土前
,

地面撒药
,

使出土的成虫触药而死
。

4
。

发生严重时 可用 80 %敌敌畏乳剂 1 0 0 0倍液或 40 %乐果乳剂 1 5 0 0倍液喷洒树 冠 防治

幼虫
。

5
。

保护天敌 桂花叶蜂卵和幼虫天敌两种姬蜂种群数量较大
,

对桂花叶 蜂 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
,

应加以保护
。

在不得已而需用药防治时
,

必须采用选择性药剂注意保护天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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