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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棉木金星尺蛾是大叶黄杨上的主要害虫 ,在河南一年发生 3 ～ 4代 ,一年有 2个发生危害

高峰 ,即 4月中旬至 5月中旬和 9月中旬至 10月中旬。以蛹在树干基部周围 5 cm 左右疏松土中

或地被物内越夏越冬 。防治丝棉木金星尺蛾应选用生物农药和高效 、低毒 、低残留的化学农药 ,以

减少环境污染 ,保护天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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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棉木金星尺蛾(Calospi los suspecta War-

ren),又名大叶黄杨尺蠖 ,卫矛尺蠖 ,属鳞翅目尺蛾

科 ,国内外分布广泛 ,可危害大叶黄杨 、丝棉木 、扶芳

藤 、欧洲卫矛 、榆 、柳树等多种观赏树木 ,其中对大叶

黄杨危害最重。幼虫蚕食叶片 ,危害严重时 ,造成大

叶黄杨等植物叶片被吃光 ,甚至枯死 ,严重影响绿化

景观 。近几年 ,在漯河市大叶黄杨上暴发成灾 ,已成

为必须防治的常发害虫。为了解该虫在漯河地区的

发生规律 ,寻找有效的防治措施 , 于 2001 年冬至

2005年春 ,对发生在大叶黄杨上的丝棉木金星尺蛾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现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生活史观察

1.1.1　发生代数观察　4 ～ 10月份 ,利用田间安装

的一盏 20W 黑光灯 ,观察丝棉木金星尺蛾成虫的趋

光性 、发生代数及消长动态;在丝棉木金星尺蛾发生

期 ,观察其在大叶黄杨上的幼虫习性 、发生代数 、各

代发生消长动态等。

1.1.2　室内饲养观察　实验室内 ,在 10 cm ×15cm

的塑料养虫盒中放入新鲜大叶黄杨嫩叶 ,放入当日

羽化的雌雄成虫一对 ,并饲以 10%蜂蜜水 ,观察记

载成虫寿命 、雌蛾产卵前期 、产卵量 。把初产卵放入

指形管观察卵历期。幼虫孵化后 ,单头移入指形管

饲养至羽化 ,记载各龄幼虫历期 、蛹历期 。

1.1.3　越冬越夏观察　采用室内外相结合的方法 。

幼虫老熟时 ,在大叶黄杨根际 10 cm 以上的表土层

挖查 ,同时 ,采集老熟幼虫再放入室内盛有细土的养

虫缸内 ,观察其化蛹和羽化 。

1.2　发生危害调查

丝棉木金星尺蛾发生危害期 ,选择有代表性的

黄杨球 20 个 ,进行定点调查 ,每 3 d调查一次 ,调查

新叶 、叶片正反面 、嫩茎等部位的各龄幼虫数量 。

1.3　幼虫 、蛹寄生天敌的室内观察

各代幼虫发生期 ,每隔 5 d从田间采集一批(约

50头)混合龄期的幼虫 ,个体编号 ,单管饲养 ,隔日

更换饲料 ,记载幼虫龄期 、存活状态 、死亡原因 、寄生

物名称 ,统计各种天敌的寄生率 。

1.4　药剂防治

1.4.1　室内药剂防治试验　丝棉木金星尺蛾幼虫

发生盛期 ,在室内进行药剂防治试验 ,试验用虫选用

采自道路两旁大叶黄杨上的三龄左右的幼虫。药剂

选用生物农药:0.9%阿维菌素乳油(桂林集琦药业

公司)、0.3%苦参碱水剂(北京绿土地农药厂);化学

农药: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南京第一农药厂)、

52.5%农地乐乳油(美国陶氏益农公司),每种药剂

4种浓度 ,即 600倍 、1200倍 、2 400 倍和 4 800倍 ,3

次重复 。处理方法:将长约 10 cm的带叶新鲜大叶黄

杨嫩梢 3枝 ,在药液中浸湿 ,晾至无水滴 ,放入底部铺

有卫生纸的直径 15 cm 、高 20cm 的塑料养虫盒中 ,而

后 ,将每处理二至三龄幼虫20头在药液中浸5 ～ 10 s ,

放入相应的养虫盒 ,以清水浸幼虫做对照。24h ,72h

观察死 、活虫数 ,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

虫口减退率=〔(施药前活虫量 -施药后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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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施药前活虫量〕×100%

校正防效=[ 1-(ck施药前活虫量×处理施药

后活虫量)/(ck 施药后活虫量×处理施药前活虫

量)] ×100%

1.4.2　大叶黄杨绿篱防治试验　2004 年漯河市丝

棉木金星尺蛾大发生 ,在室内试验的基础上 , 选用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 200 倍 、0.9%阿维菌素

乳油 600倍 、0.3%苦参碱水剂 600倍 、52.5%农地

乐乳油 1200倍在市内道路 、高速公路隔离带等进行

了大面积防治。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活史和生活习性

2.1.1　年生活史　通过室内饲养观察可知 ,丝棉木

金星尺蛾在漯河市一般一年发生 4 代 ,以蛹在土中

越冬。越冬代成虫 3月中旬至 4 月上旬始见;第一

代卵产于 3月中旬至 4月下旬;幼虫于 4 月上旬出

现 ,危害至 6月上旬;蛹出现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中

旬;成虫 5月下旬至 6月中旬。第二代卵产于 5月

下旬至 6月中旬;幼虫危害期在 6 月中旬至 7月中

旬;蛹出现在 7月上旬至 8月下旬 ,但 8月份的蛹进

入夏滞育;成虫于 7月中旬至 8 月下旬出现 。第三

代卵产于 7月中旬至 8月下旬 ,幼虫于 7 月下旬至

9月上旬出现 , 8月中旬至 10月中旬化蛹 ,8 月下旬

至 10月下旬羽化为成虫。第四代卵产于 8月下旬

至 10月下旬;幼虫于 9月上旬至 12月上旬出现 ,第

四代幼虫于 10月上旬开始化蛹 ,所化蛹全部是越冬

蛹 。生活史如表 1。

表 1　丝棉木金星尺蛾年生活史(河南漯河 , 2001 ～ 2005)

世 代
1月

上 中 下

2月

上 中下

3月

上 中下

4月

上中 下

5月

上中 下

6月

上 中 下

7月

上 中下

8月

上 中下

9月

上中 下

10月

上中 下

11月

上中 下

12月

上 中 下

越冬代 ⊙ ⊙ ⊙ ⊙ ⊙⊙ ⊙ ⊙⊙ ⊙
++ ++

第一代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代 · · ·
- - - -

★ ★★ ● ●●
++ + ++

第三代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卵;-:幼虫;★:蛹;+:成虫;⊙:越冬蛹;●:越夏蛹

2.1.2　生活习性　成虫:成虫多在夜间羽化 ,白天

栖息于树冠 、枝叶间 ,遇惊扰作短距离飞翔 ,黄昏后

外出活动 ,有弱趋光性。晴热天在大树或遮阴的墙

体上 ,四翅平展 ,飞翔力不强 ,易被发现和捕捉。雌

成虫羽化后 1 ～ 6 d即可产卵 ,卵多产于大叶黄杨叶

背 ,沿叶缘成行排列 ,少数散产。产卵量各代不等 ,

在 1 ～ 439粒之间 ,平均 155粒 。成虫寿命 2 ～ 36 d ,

平均 10 d ,雌蛾长于雄蛾 。

卵:卵块产 ,排列较整齐 ,每块多则 30 ～ 40粒 ,

少则 2 ～ 3 粒 , 也有散产的。一至四代卵期平均

15.7 d , 7.4 d , 6.9 d ,6.8 d。

幼虫:第一 、二 、三代 6龄 ,第四代 5龄 , 2004年

第二代曾有少数出现 7龄 。往往蜕皮后幼虫食尽蜕

下的皮蜕 ,仅留下硬化的头壳 。幼虫期平均第一代

48.5 d , 第二代 28.6 d , 第三代 26.4d , 第四代

58.3 d。一至二龄幼虫常群集在顶端嫩叶背面啃食

叶肉 ,在叶片正面留下上表皮 ,有时取食嫩芽。三龄

后啃食叶缘 ,以后食量增大 ,常将叶片食光 ,再啃食

嫩枝皮层 ,留下光秃的枝条 。在每个黄杨球上 ,从内

向外取食 ,受害植株轻则生长不良 ,叶片小而发黄 ,

重则枯死;丝棉木金星尺蛾有聚集在少数黄杨球上

取食的习性 ,致使一部分黄杨球叶片和嫩茎被吃光 ,

只剩枯枝而枯死 ,而后转移危害 。幼虫具负趋光性 ,

晴天在植株下部隐蔽 ,傍晚以后出来取食 ,阴天整天

活动。具假死性 ,受惊时吐丝下垂卷曲在地面上。

耐寒性强 ,2001年 12月 26日仍能采到幼虫 。

蛹:幼虫老熟后吐丝垂地或沿枝干爬下寻找化蛹

场所 ,在树干基部周围疏松土中或地被物内做一蛹

室 ,变成前蛹 ,第一 、二 、三 、四代前蛹期平均分别

1.8 d ,1.4 d ,1.9d ,10.3d。前蛹蜕皮入土化成蛹 ,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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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约 5cm 。蛹期各代差别较大 ,第一 ,三代分别为

11.9 ,13.9d ,第二代蛹出现夏滞育 ,平均 38.5d ,最长的

达 56d ,越冬代蛹期最长 ,平均101.4d ,最长的达 149d。

各代各虫态历期见表 2。

表 2　丝棉木金星尺蛾各虫态历期

代别

卵期(d)

短 均 长

各龄幼虫历期(d)

一

短 均 长

二

短 均 长

三

短 均 长

四

短 均 长

五

短 均 长

六

短 均 长

七

短 均 长

合计

短 均 长

一 9 15.7 23 8 10.4 16 4 7.9 12 5 8.2 15 4 6.8 14 3 7.0 11 1 8.2 17 25 48.5 85

二 6 7.4 8 4 4.8 7 2 4.2 10 1 4.2 8 2 3.7 6 2 4.2 10 4 7.5 9 4 10 16 15 28.6 50

三 6 6.9 8 2 3.4 4 2 3.6 7 2 3.8 6 1 3.9 5 3 5.4 8 5 6.3 11 15 26.4 41

四 5 6.8 8 8 8.6 12 4 7.4 11 4 7.6 20 5 13.7 25 13 21 26 34 58.3 94

代别
前蛹历期(d)

短 均 长

蛹历期(d)

短 均 长

成虫产卵前期(d)

短 均 长

产卵期(d)

短 均 长

产卵量(粒)

短 均 长

雌蛾寿命(d)

短 均 长

雄蛾寿命(d)

短 均 长

一 1 1.8 4 7 11.9 14 1 1.8 3 3 6.5 9 32 201.9 391 2 8.5 12 2 6.0 10

二 1 1.4 2 14 38.5 56 1 3.1 6 1 4.2 9 1 105.1 361 4 6.5 12 2 4.8 11

三 1 1.9 3 10 13.9 28 1 2.9 6 2 6.0 11 2 215.8 439 4 8.4 17 2 6.2 22

四 4 10.3 16 67 101.4 149 2 3.0 5 5 15.2 29 17 148.3 348 11 18.4 36 9 17.3 35

　注:第二代幼虫仅极少数出现七龄 ,故合计中未计算在内

2.2　越冬越夏观察结果

通过室内外观察 ,有丝棉木金星尺蛾以蛹在当

地越冬越夏的习性。据观察 ,2004 年 5月 12 日孵

化的第一代幼虫 ,其蛹期 11 ～ 101d ,其中 96.49%

的蛹历期为 11 ～ 13 d ,但有 0.6%的长达 101 d;6月

17日孵化的第二代幼虫 ,7 月 11 ～ 19日化蛹 ,羽化

日期在 8月 12 日至 9月 2日 ,蛹期 37 ～ 50 d ,平均

43.5 d。另有一例 ,2004年 6月 27日化的第二代蛹

历期 10 ～ 56 d , 10 ～ 20 d的占 40.7%,21 ～ 30 d的占

17.5%, 31 ～ 40 d 的占 24.0%, 41 ～ 50 d 的占

13.9%,51 ～ 56 d 的占 3.9%。第三代蛹历期 9 ～

33 d ,9 ～ 15 d的占 87.0%,16 ～ 20 d 的占 8.6%, 21

～ 33 d的占 4.4%。以第四代蛹越冬 ,该代蛹历期

67 ～ 149 d ,平均 101.4 d。

由观察可知 ,丝棉木金星尺蛾有越夏习性 ,但并

非所有第二代蛹都进行夏滞育 ,仍有一部分正常发

育 ,故 4 ～ 10月黑光灯下一直能诱到成虫 。由于该

虫虫态历期差异较大 ,世代重叠现象严重 。

2.3　寄生天敌室内观察结果

2003年 10月共采集第三 、四代各龄幼虫 4批

159头 ,饲养至化蛹 、越冬 、羽化 ,发现有一种蝇寄生

越冬蛹 ,寄生率 9.5%～ 19.0%,平均 14.5%。在饲

养过程中发现 ,这种寄生蝇行单寄生和多寄生 ,每头

丝棉木金星尺蛾蛹中有寄生蝇 1 ～ 3 头。蝇蛹在 3

月 11日 ～ 4月 15日出现 ,其成虫在 3 月 31日至 4

月 18日出现 ,和其寄主基本同步 。

2.4　药剂防治效果

2.4.1　室内防效　从表 3可以看出 ,施药后 24h ,化

学农药 4.5%高效氯氰菊酯 600倍 、1200倍 、52.5%

农地乐 600倍 、1200倍的防效 ,均在95%以上 ,0.9%

表 3　4 种药剂室内防治丝棉木金星尺蛾效果比较

供试药剂 稀释倍数
供试虫数

(头)

24 h

活虫数(头) 减退率(%) 防效(%)

72h

活虫数(头) 减退率(%) 防效(%)

4.5%高效氯氰菊酯 600 60 0 100 100 100 100 100

1200 60 2 96.7 96.6 1 98.3 98.3

2400 60 6 90.0 89.8 5 91.7 91.5

4800 60 36 40.0 39.0 30 50.0 49.2
0.9%阿维菌素 600 60 12 80.0 79.7 6 90.0 89.8

1200 60 18 70.0 69.5 7 88.3 89.8
2400 60 30 50.0 49.1 24 60.0 59.3

4800 60 60 0.0 0.0 54 10.0 8.47

0.3%苦参碱 600 60 15 75.0 74.6 12 80.0 79.7
1200 60 42 30.0 28.8 12 80.0 79.7

2400 60 60 0.0 0.0 36 40.0 39.0
4800 60 60 0.0 0.0 60 0.0 0.0

52.5%农地乐 600 60 0.0 100 100 0 100 100

1200 60 0.0 100 100 0 100 100

2400 60 18 70.0 69.5 6 90.0 89.8

4800 60 60 0.0 0.0 30 50.0 50.0

对照 清水 60 59 1.7 0.0 59 99.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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葎草的核型和性染色体研究

王连军 ,邓传良 ,卢龙斗
＊
,高武军

(河南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通过对葎草核型和减数分裂的研究 ,表明葎草的性别决定方式是:雌株是 2n=14+XX;雄株

是 2n=14+XXY。其中性染色体是最大的染色体 。
关键词:葎草;核型;减数分裂;性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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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葎草[ Humulus scandens(Lour.)Mer r.]是桑

科葎草属植物 ,雌雄异株 [ 1] 。关于葎草染色体的报

道很少 。汪劲松等
[ 2]
认为葎草有 18条染色体 ,而杨

德奎
[ 3]
则认为葎草有 16条染色体。本研究通过研

究已知性别的葎草茎尖核型和花粉母细胞的减数分

裂过程 ,确定了葎草的核型并对葎草的性染色体进

行了鉴定 ,以期对葎草性别决定机制的研究奠定

基础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葎草雌 、雄株茎尖及雄花花蕾均取自河南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温室大棚 。经河南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李发启老师鉴定。

1.2　方法

1.2.1　雌雄株茎尖有丝分裂中期染色体制片　分

别取幼嫩雌雄株葎草的茎尖 ,用 0.05%秋水仙素与

0.002mo l/L 8-羟基喹啉(1∶1)处理 3.5 h 后;加

入新配制的卡诺氏固定液(无水乙醇∶冰醋酸=3∶

1),于 4 ℃过夜;然后转移到 70%酒精中保存于 4℃

冰箱内;2%纤维素酶与 2%果胶酶以 2∶1的比例

混合配制的酶液 37℃处理 1.5 h;吸去酶液 ,加入蒸

馏水进行后低渗 10min;涂片 ,火焰干燥;改良苯酚

品红染色约 30min ,冲洗 ,风干;镜检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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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菌素 600倍和 0.3%苦参碱 600倍防效在 70%

以上;施药后 72h ,前两者仍在 90%以上 ,生物农药

0.9%阿维菌素 600倍和 1200倍防效在 85%以上 ,0.
3%苦参碱 600倍和1 200倍防效在 75%以上。

2.4.2　室外大面积防治　于 2004年丝棉木金星尺

蛾三龄幼虫盛期 ,在京珠高速公路许漯段道路中心

隔离带和市内绿化区大叶黄杨上分别喷施 0.9%阿

维菌素乳油 600倍 、0.3%苦参碱水剂 600倍 、4.5%
高效氯氰菊酯 1 000倍和 52.5%农地乐 1 200倍 ,施

药后 1 d调查 ,前两者防效在 70%以上 ,后两者均在

85%以上 ,3 d和 7 d前两者防效在 80%以上 ,后两

者均在 95%以上 。

3　结论与讨论

1)丝棉木金星尺蛾在漯河市一年发生 3 ～ 4

代 ,以蛹在树干基部周围疏松土中或地被物内越冬 。

由于各虫态历期长短不一致 ,世代重叠现象严重。

2)根据丝棉木金星尺蛾的生物学特性和危害

特点 ,要采取多种防治方法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 、9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为防治

适期 ,防治时 ,尽量采用生物农药 ,生物农药虽然见

面效稍慢 ,防效不如化学农药高 ,但对人畜安全 ,易

降解 ,无污染 ,能够保护环境和天敌。同时应要严密
监测虫情 ,虫口密度较大必须采用化学药剂防治时 ,

应选择高效 、低毒 、低残留的农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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