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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细胸金针虫 ( Ar g iot e sf o s i cl ol i
s M i w a)在陕西武功地 区为两年一代

,

也有一年

或 3 一 4 年完成一代者
,

此 为世代上的多态现 象 ( P ol y m or p ih s m )
。

成幼 虫 在土中越

冬
,

成虫 3 月 出势
,

4 月盛发
, 6 月上 旬终见

。

雌虫产卵于土中
,

卵期 为 13 一 38 天
。

成

虫啮食小 麦等植物叶 肉
,

残留叶脉
,

作补充营养 ; 昼伏夜 出
,

有强
.

尸头能力和伪死性 ;
趋

光性很弱
。

雌雄 出平均寿命分别为 2 85 天
、

26 3 天
。

里 夏越冬幼 虫在地下 20 一 30 厘 米处营土室化蛹
。

幼虫期平均 4 51 天
,

蛹期 8 一儿天 ,

洞化成虫潜伏土室中里春 出势
。

5 月曝卵于 阳光下
,

30 分钟死亡
。

用七种粉剂农药制成的毒土
,

杀卵
、

初孵劫 虫和

老龄幼 虫效果 良好
; 用 六种液 剂农药井 小麦种子

,

防治 幼 虫具较好效果
,

澳氛菊酮效果

则不稳 定
。

大 田 用 1 6 0 5
、

奎硫磷
、

甲基异柳磷等拌小麦种子的播种量之半
,

防效同于药

剂井 全播量麦种
。

六六六
、

D D T
、

1 6 0 5
、

西维 因
、

乐果等粉 剂和 1 6 0 5
、

奎硫磷
、

辛硫磷
、

敌敌畏
、

甲

基异柳磷等液剂农药对防治 成 虫均有卓效
。

秋播前深耕有较好 灭虫作用
。

成虫盛 发期在田 间堆置鲜草小堆
,

诱捕效果具佳
。

成虫天敌主要是步行押和蟾蛤
。

陕西关中西部渭河以北的旱原地区
,

近十多年来
,

农业生态系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

1 9 7 1
、

1 9 7 4年宝鸡峡引渭上原和冯家山千河水库两大水利工程先后竣工开灌
,

使省西 10

个县市 43 5万亩旱地变水地
。

随之复种指数提高
,

由一年一熟改一年两 熟
,

全 年 田间都

有作物生长
,

地下水位年平均上升 0
.

98 米
,

据 19 8 2年多县测定
,

较 1 9 7 2年平均上升 8
.

82

米
,

武功县上升最多达 12
.

23 米
,

土壤水分与容重增高
,

土壤结构由原来 的疏松 变为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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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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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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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粘重
。

这样以来
,

金针虫的种类发生了极其明显的物种演替现象
,

喜干燥疏松土壤
、

耐干旱饥饿
、

夏季可休眠不取食的
`

原优势种沟金针虫大为减少
,

甚至 在不 少 农田中绝

迹
。

由喜潮湿粘重土壤
、

整个生长季节均取食为害的细胸金针虫取而代之 ; 成为新灌区

的优势种
。

鉴于国内对该虫的生活规律与防治尚缺乏系统研究
,

故作者于 1 9 7 8一 1 9 84年对该虫

作了室内系统饲养
,

室外系统观察
; 1 9 8 0年 3 月一 1 9 8 1年 3 月

、

1 9 8 2年 1 1月一 1 9 8 4年 4

月逐月逐旬分层挖土调查幼虫潜伏深度及虫态变化
; 还作了大量室内外防治试验

,

现将

研究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生活史

经 1 9 7 8一 1 9 8 4年室内单体及群体系统饲养和 田间系统调聋得知
,

细胸金针虫在武功

地区为比较整齐的两年一代
。

惟 由室内系统饲养查明
,

该虫有遗传上的二世代 多态 现象

( P ol y m or p hi s m )
,

同一种群体或母体的后裔
,

在相同饲养条件下
,

一年一代者占种

群总数的 2
.

78 一 3
.

93 % ; 两年一代者占71
.

拐一 9 5
.

8 3% ; 三年一代者 占廷
.

1 7 一 l2t
.

6 4%
,

极个别尚有四年一代者
。

从多年田间系统调查得知
,

武功地 区细胸金针虫的 自然种群分化为两个种群
,

即一种

群逢单数年 (如 1 9 7 9
、

1 9 8 1
、

1 9 8 3年 ) 以成虫越冬
,

逢双数年 (如 1 9 7 5
、

一9 8 0
、

1 9 8 2年 )以

幼虫越冬 ( 暂称之为单数年种群 ) , 另一种群恰相反
,

逢单数年 以幼虫越冬
,

逢双数

年以成虫越冬 (暂称之为双数年种群 )
。

经 1 9 7 8一 1 9 8 3年连续 6 年越冬调查
,

发现单数年

种群为强大种群
,

它左右着田间的越冬虫态比例
。

这一发现对测报防治很有意义
,

即逢单

数年越冬成虫比例较高
,

翌年 (双数年 )春应加强成虫防治
; 而逢双数年则越冬幼虫比例大

增
,

当年秋播及翌年春播需加强对幼虫的防治
。

1 9 7 8一 1 9 8 3年越冬虫态比例倩况见表 1
。

表 1 1 9 7 8一 1 9 8 3年细胸金针虫越冬成
、

幼虫比例 (陕西武功 )

年 份
幼 虫

{
成 虫

总虫数

虫数 虫数

1 9 7 8 9 5
。

1 2 4
。

8 8

1 9 7 9 1 8 1 8 8
。

7 3 1 1
。

2 7 2 0 4

1 9 8 0 6 1 9 9 7
。

0 2 2
。

9 8 6 3 8

1 9 8 1 1 2 1 8 0
。

6 7 1 9
。

3 3 1 5 0

1 9 8 2 3 6 3 9 8
。

3 7 1
。

6 3 3 6 9

1 9 8 3 6 9 8 8 7
。

1 4 1 0 3 1 2
。

8 6 8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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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成虫于 8月上旬出蛰
,

物候表现为杨
、

柳树芽苞显著膨大
,

养菜始花
, 4 月中

下旬小麦孕吐穗时盛发
, 6 月上旬小麦枯熟收割后终见

,

但室内饲养有活至 7 月初者
。

卵于 4 月中旬或下旬初始见
, 5 月上中旬为产卵盛期

, 5 月末至 6 月初为产卵末期
, 6

月中旬卵终 见
。

卵期因温度而异
, 4 月中下旬产者为 30 一 38 天 , 5 月上中旬产者 26 一 32

天 ;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产者 13 一 25 天
。

据 1 9 8 1年以 7 6 4粒卵
,

在室 内变温下分 10 组测定卵的发育起点 温
、

度为 n 士 0
.

26 ℃ ,

有效积温为 2 5 8
.

3 日度
; 工9 8 2年以 1 06 粒卵

,

在室内变温下分 5 组测定卵的发育起点温度

为 1 1
.

3 士 1
.

99 ℃
,

有效积温为 2 7 2
.

4 日度
。

据室内系统饲养知
,

两年一代者幼虫期平均巧 1天
,

最 长绍 6天
,

最 短 招 7天
。

至于

一年一代或两年以上完成一代者
,

贝J]幼虫期短于或长于上述天数
。

老熟幼虫在 2 0一 3 0厘米深土中
,

筑略大于体长 (2 3一 2 5毫米 )
、

高约 4一 5 毫米之长

形蛹室
,

匿居其中
,

不食不动呈预蛹状
。

预蛹仍为幼虫
,

但体稍短缩
,

基线呈白色宽裂

隙状
,

系节间膜膨胀形成
。

预蛹极不活泼
,

体略拱曲横 卧
,

遇有惊扰
,

仅可缓慢地作左

右滚翻 自转动作
,

不能爬行或正伏
。

预蛹期 4 一 n 天
,

平均 7
.

5天
。

田间 6 月下旬始蛹 ( 2 9 8 0年为 6 月 2 7 日
、

1 9 8 2年为 6 月 1 5 日 )
, 9 月 2 0 日终蛹

。

1 9 8 0

年室内饲养者 6 月 8 日始蛹
, 9 月 28 日终蛹

。

田间 7 月 7 日 ( l g 8 G年 ) 为 成 虫羽化始

期
,

同年室内为 6 月 2。日
。

羽化终期同终蛹期
。

蛹期据 1 9 8。一 1 9 3 1年观察
, 7 月上中旬化蛹者 8 一 9 天 ; 7 月下旬 化 蛹 者 1。一 1 2

天 ; 8 月中
一

万旬化蛹者 1 3一 15 天 ; 9 月化蛹者则长达 21 一 22 天
。

10 8 1年以 3。头蛹
,

在空

内变温下测定
,

发育起点温度为 1 1
.

3 土 1
.

5℃ ,

有效积温为 1 3 7
.

3日度
。

细胸金针虫生活史见下图
。

二
、

习 性

(一 ) 成虫
:

成虫寿命极长
,

据 1 9 8 G一 1 9 8 1年系统饲养羽化的成虫观察
,

雌虫寿命 2况一 3端天
,

平均 2 85夭 ; 雄虫 2 07 一 35 3天
,

平均 2 6 3天
。

绝大部分时间潜伏土中 2 。一 30 厘 米 深 处土

室中越夏越冬
,

出土活动不过 4 5一 9 0天
,

一般约 75 天左右
。

从 3 月上旬出蛰至 4 月下旬

始卵
,

有产卵前期 4 0余天
,

这一段时间是消灭成虫的最好时机
,

因其尚未产卵
,

消灭可

绝后患
。

雌雄成虫均取食
,

最嗜食小麦叶片
,

尤喜吮食折断麦茎或其他禾本科杂草茎秆 中的

甜汁
。

取食方式为细啃叶片的边缘及中部叶肉柔嫩组织
,

残留相对一面的表皮和纤维丝

状细小叶脉
,

枯干后即呈不规则残碎孔洞 f 洞内有残 留叶脉
。

因取食量很少
,

且仅取食

麦株下部垂触土面的叶片或杂草
,

故对小麦等作物无明显损害
,

此即成虫取食为害习性

罕为人知的原因
。

雌虫以不同植物叶片为食
,

产卵量有显著差异
。

我们于 1 9 8 2年 4 月 20 日至 6 月 19 日

以 8 种植物分别饲育五对雌雄虫
; 1 9 8 3年 4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又以九种植物各饲有 1 5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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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
,

结果见表 2
。

表 2 不 同食料植物与 . 虫产卯 t 关系 ( 1 9 8 2一 1 9 8 3 武功 )

谈考二
-

一
_严

目

}
植 物 \

\ \ 位 次 一~ ~ {

平 均 卵 量 (粒 /雌 )

1 9 8 2 1 9 8 3 平 均

J/
、
麦 `

1
}

5 2
.

3
}

8 3
.

9
{

6 5
.

1

油莱 1 2 1 8 7 } 4 4
。

1 1 6 5
。

6

蓉募至 1 3 1 7 8
。

8 1 4 5
.

1 1 6 2

街果酸樟 1 4 ! 4 7
.

4 1 一 1 4 7
。

4

夏至草 }
6 { 一 }

“ 9
·

8 1 “ 9
·

8

一

一j 燮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一
-

婴
;二

-

一卜一二l 一一
一

卜三竺巴一 }

—
卜-

一

塑三 -

一掣竺
一

…- 止巴一一 }止二一
-

卜鳖
一卜一全竺一一

一
-

-

才弊熟
一

卜
-一兰

-

一一
一

…
-二资生一卜一二一

一

…
一

一些二
一一一

一

一一竺竺愁一 }
一

一
~

二生一
-

-卜二二一一
一

卜一竺生一
一

阵二里一一
一一竺里一

一

…
一

一
一

二王
一- 一一卜二生兰一

-

卜一竺兰一卜一型兰
一

毛百 }
:

工2 } ` 6
·

6
}

1 9
·

8
{

’ 8
·

2

念

1 9 7 9年~ 1 9 8 4年 6 年间单用小麦叶片为饲料
,

平均单雌产卵量为 88 粒
,

最高达 2 02 粒
。

全面衡量
,

小麦叶片确为成虫最佳饲料
。

就栽培作物而言
,

成虫嗜食及产 卵量的顺序为
:
小麦 > 油菜 > 首着 > 草木挥 > 豌豆

> 毛曹 , 就植物分类系统看
,

其顺序为
: 禾本科 > 十字花科 > 豆科 , 而杂草顺序为

:

莽

菜 > 酸模 > 夏至草 > 刺蓟 > 野燕麦 > 播娘篙
; 按植物分类系统排列顺 序 为

:

十 字花科

(养菜 ) > 唇形科 > 菊科 > 禾本科 > 十字花科 (播娘篙 )
。

据此在轮作制 中
,

应特别注 意豆科作物毛苔
、

豌豆
、

草木择和首着的抑制成虫产卵

作用 ; 其次油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

农 田常见杂草养菜
、

刺蓟
、

野燕麦
、

播娘篙等
,

虽

成虫嗜食程度与产卵量有别
,

但都能供成虫取食产卵
,

故均应于早春铲除
。

另据室内试验
,

在瓶内人为饲给成虫玉米碎粒
、

馒头残屑等原粮或食物
,

成虫亦能

被迫取食
。

但寿命缩短
,

产卵量较少 (平均每雌仅产卵 6
.

7粒 )
,

故用此类 食 料制作毒

饵诱杀成虫
,

是难以奏效的
。

成虫交配为重叠式
,

时间 2 一 10 分钟
,

以 6 分钟为最多
,

雌雄 虫 均 有重复交配 习

性
。

曾目睹玻皿内饲养一对雌雄虫
,

一夜期间
,

交配多达 6 次
。

雌虫散产 卵 于 十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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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0 一 3 厘米土层处占土中卵量的 86 % 以上

,

10 厘米以下即无 卵分布
。

单雌产卵延续

夭数 9 一 29 天
,

平均 21 天
。

群体从 4 月 22 日至 6 月 6 日产卵
,

延续长达 4 7天
。

成虫活动节律是
:

白昼潜伏土缝中
、

土块下或玉米 根茎残茬中
,

个别偶有活动
,

甚至有交配行为
。

黄昏后 1 8时 10 分至 20 时 40 分开始活动
,

气温越高活动越早
。

气温范围

为 13 一 27 ℃
,

湿度 62 一 90 %
,

光度 27 一 1 20 勒克斯 ( L u x ) ; 爬 行
、

飞 翔
、

取 食
、

觅

偶
、

交配交错进行
。

不过前半夜交配行为较多
,

午夜后 以取食为主
,

偶有交配而已
,

行

动也不如前半夜活跃
。

拂晓 5 时 25 分至 6 时 3 0分潜回土缝等处隐伏
,

这时气温为 1 1
.

5一

2 4℃ ,

湿度 4 7一 95 %
,

光度 13 一 2 80 勒克斯
。

气温 13 ℃似为活动的临界温 度
,

低 于 13 ℃

贝!}潜伏不活动
。

成虫具强伪死性
,

有很强的叩头反跳能力
;

略有趋光性
,

偶诱于黑光灯

下
,

但对测报防治均无意义
。

成虫对新鲜而略萎蔫的杂草有极强烈的趋好性
,
入夜潜伏

其
`
一

厂
,

这种行为在睛热干燥的天气情况
’

下
,

表现尤甚
,

故可进行堆草诱杀
。

成虫产卵对土壤含水量很敏感
,

据多年试验含水量 10 一 n %为产 卵的临界湿度
,

较

长时间生活在此土壤湿度下
,

被迫勉强产少量卵
; 土壤含水量在 5 一 10 % 则不产卵或偶

产 板少数卵
; 低于 5 % 含水量成虫不产卵

,

并导致死亡
。

以含水量13 一 1 9%适宜产卵
,

尤以 1 5% 左右为最适
,

此即该虫多发生于潮湿澹溉地区的主因
。

雌雄比据历年田间捕获大 量成虫测定
,

均为雌多于雄
,

如 1 9 8 3年测定结果为
:

雌 :

玄{牛
= 1 57 3 : 1 3 3 1 = 1

.

1 8 : 1
。

(二 ) 卵和幼虫

卵白色
。

半透明
,

球形
,

长径平均 。
.

邪毫米 (0
.

灼一 0
.

叮毫米 )
,

短 径 平均 0
.

5毫

米 (0
。

拐一。
。

51 毫米 )
。

卵胚胎发育成熟
,

可从卵壳透视到幼虫蜷屈在 内
,

显 出一对淡

黄色上愕
。

孵化时幼虫用上鳄啃咬卵壳
,

并以体躯强力伸展
.

卵壳就从中部确裂开 口
,

如花椒果实成熟裂 口状
。

幼虫迅 即从中脱出
,

活泼爬行
,

寻觅土缝 钻八 土 巾
,

取 食为

害
。

初孵幼虫纯白色
,

半透明状
,

(双匕愕端呈淡黄褐色
。

幼虫最喜钻入小 麦苗
、

玉米苗的茎基地下部分
,

常将虫体全部或大部分钻入茎基中

取食
。

麦茎均一茎钻入一虫 ; 而较粗大的玉米茎
,

有时可钻入细胸金针虫 3 一 5 头
,

被

害禾苗调枯而死
。

关于金针虫类的龄期识别
,

迄今尚未见由外文献述及
。

故在多年系统饲养 中
,

结合

脱皮增
一

长
,

对大批各龄幼虫的测定
,

得知虫龄可据头宽和铁 (臀节 ) 宽准确 区别
,

由于

臀节形大
,

测量更为 准确简便
。

这一发现给测报防治和研究工作以极大的便利
。

幼虫各龄

体长相互重叠很多
,

不能据之判断虫龄
。

各龄幼虫的头
、

铁宽和体长列于表 3
。

从早春二月至仲冬十二月上旬
,

幼虫均能取食为害
,

惟以春季 3 一 5 月和秋季 9 一

1 1月为害禾苗最烈
,

尤以春季为甚
。

这主要是因幼虫经漫长地冬季休眠
,

体内贮存消耗

殆尽
,

且虫龄较大所致 (越冬幼虫多为 7 一 8 龄 )
。

经 19 8 0一 1 9 8 1年和 1 9 8 2一 1 9 8 3年周 年每旬定期挖查
,

窥知细胸金针虫全年在土中垂

直迁移的规律
。

冬季 12 月中旬至 2 月中旬
,

深潜于 20 一 4 。厘米 间蛰伏越冬 ; 2 月 中旬当

旬平均气温达 3
,

9 ℃
,

10 厘米平均土温达 4
.

8℃时
,

开始有 1 3
.

16 %的幼虫 上升 迁到 10 厘

米以上活动为害
,
但 7 1

.

05 %的幼虫尚蛰伏 20 一 4 0厘米深处
。

3 月中旬 10 厘 米平 均土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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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细胸金针虫各龄幼虫头宽
、

铁宽 ( 19 7 9 ~ 19 8 2年 武功 )

虫虫 龄龄 虫 数数 头 宽 (毫米 )))

{
铁 宽 (毫米 ,,

平平平平均格数数
`

粗值值 精 值值 平均格数数 粗值值 {青 值值

范范范范范范 围围

}
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
范 围围

}
平趁趁

11111 3 555 6
。

8 333 0
。

2 --- 0
.

1 7一 0
.

2 000

{
O

·

` 999 6
.

0 666 0
.

2
---

{
O

·

` 7一 0
·

2。。.

}
n l

··

}}}}}}}}}}}}}}}}}}}}}
’

---

22222 3 666 8
。

2 888 0
.

2
十十

0
.

2 3一 0
。

2 666 0
.

2 444 7
。

5 333 0
.

2
干干

0
.

2 0一 0
.

2 666 0
.

2:::

33333 3 777 1 0
.

8 111 0
。

333 O
。

2 9一 0
.

3 444 0
。

3 111 9
。

9 777 O
。

3
---

0
。

2 6一 0
。

3 111 O
。

2 111

44444 3 444 1 4
。

6 888 0
。

4
+++

0
.

3 7一 0
.

4 666 0
。

4 222 1 3
.

7 111 0
。

444 0
.

3 4一 0
.

4 333 n Q (((

55555 3 444 1 9
.

2 999 0
。

6
---

0
。

4 9一 0
。

6 666 0
。

5 555 1 8
。

4 444 O
。

6 --- 0
.

理 6一 0
。

6 333 O
。

5舀舀

66666 2 666 2 6
。

6 222 0
。

8 --- 0
.

6 9一 0
.

8 666 0
.

7 666 2 5
。

7 333 0
.

8
---

0
。

6 6一 0
.

8 333 0
.

7刁刁

77777 5 222 3 4
。

9 666 1
。

000 0
.

8 9一 1
.

0 999 1
。

0 000 3 3
.

9 666 ]
.

0 ---

0
.

8 6一 1
。

0 555 O
。

9 777

88888 4 777 4 2
.

7 999 1
.

2十十 1
。

1 1一 1
。

3 111 1
。

2 222 4 1
.

7 999 1
。

2 --- 1
.

0 8一 1
。

2 999 1
。

1 555

99999 5 777 4 9
。

7 222 1
.

4+++ 1
.

3 4一 1
.

5 111 1
。

4 222 4 8
。

7 222 1
.

4 --- 1
。

3 1一 1
。

4 999 1
。

3 999

111 000 2 666 5 6
。

5 444 1
.

6
十十

1
.

5 4一 1
。

6 999 `
·

6 2

……
5 4

.

5 4

……
,

.

6
一

……
`

·

` g一 `
·

6 3

{{{
1

。

5 666

111 111 1 777 6 1
。

9 555 1
.

8一

}}}
,

.

7 4一 1
.

8。

}}}
1

.

7 7

{{{
5 9

.

5。

}}}
1

.

8一

}}}
1

.

。 6一 1
.

7 4

……
1
。

7 000

注
:

平均格数为 40 倍双筒解剖镜下
,

用测微尺测定该龄全部幼虫头 (铁 ) 宽格数的平均数据
,

据

校定 3
.

5格 = 。 .

1毫米 , 精值即由测微尺测得
。

粗值是用 10 倍刻度放大镜测得
,

刻度可读出 0
.

2毫米
。

达 1 2
.

8℃时
,

幼虫 6 4
.

1 5% 上升到 10 厘米以上大 举 为 害
,

而 20 一 40 厘 米 处 幼 虫仅占

1 3
.

2 1%
。

3 月上旬至 5 月下旬 10 厘米土温 7
.

9一 2 2
.

8℃
,

幼虫 50 % 以
.

上集中 10 厘米以上

活动为 害
,

是全年禾苗被害最重的季节
。

6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 10 厘米土温上升到 l2t ℃ 以

上
,

表土高温干燥
,

绝大部分幼虫潜至 10 厘米以下湿土层 中继续活动为害
。

9 月下旬 10

厘米土温回降到 20
.

9℃
,

幼 虫24 一 52 % 又上升到 10 厘米以上为害秋播麦苗
。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 10 厘米土温在 12 一 1 9
.

5 ℃之间
,

80 % 以上幼虫集中 20 厘米以上蛀食苗茎
,

直到 12

月中旬
,

旬平均气温降至 1
.

3℃
,

10 厘米土温降至 3
.

5℃
,

幼虫才全部下潜到 20 一 4。厘米

深处潜伏越冬七

三
、

防治试验

(一 ) 杀卵试验
:

1
.

曝晒杀卵
: 1 9 8 2年 5 月 23 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5时

,

将 1 4。。粒 卵
,

每 10 。粒一组
,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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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细胸金针虫各龄幼虫体长 ( 1 97 9~ 1 8 92武功 )

体 长 ( 毫米 )

虫 龄 虫 数

最小 众数 最大 平均

11111 5444 l
。

888 2
。

666 3
。

222 2
。

3444

22222 6 0002
。

666 3
.

888 4
。

222 4
。

1 888

333337 888 3
。

0005
。

000 6
。

0004
。

6 666

44444 64 666
.

000 6
.

0001 0
。

000 6
.

111 0

55555 5 0005
。

0008
。

OOO 1 3
。

0008
。

4 444

666665 8 333
。

0001 0
。

0001 5
.

1 000 0
。

444 3

77777 9444 1 0
。

0001 3
。

0001 7
。

1 000 3
。

0555

88888 111 8 1 1
。

0001 5
.

1 000 9
。

0001 5
。

0 666

999997 111 1 2
。

0001 8
。

00021
。

0001 7
。

2 888

111 000222 31 3
。

0001 9
。

00021
。

0001 8
。

7 888

111 111 1 777 2 0
。

0002 3
。

2 5 000
。

0002 2
.

8 555

分14 组
,

每递增 30 分钟为一处理组
,

进行 3 0分钟至 7 小时的 1理个曝晒组处理试验
,

另设

2 00 粒 卵不曝晒作对照
,

当时测地表土温为 29 一 3 4℃
。

晒后置室内暗箱中观察孵化
, 3天

后 14 组 1 4 0 0粒 卵全部腐烂发霉失活 ; 对照孵化 1 59 粒
,

孵化率 7 9
.

5%
。

由 此推 知 4 一 5

月间给小麦
、

油菜等作物中耕
、

除草
、

松土
,

使土中卵曝洒于外
,

可收杀卵之效
。

2
.

毒土杀卵
: 1 9 8 2年 4 月 28 日

,

将 6 % 六六六粉
、

5 % 西维因粉
、

1
.

5% 乐果粉
、

1%

工6 0 5粉分别按每亩 3
、

3
.

6
、

5
、

6 斤的用量
,

各加 30 倍半干细土制成毒 土
,

分 别埋卵

5 7一 64 粒于其 中
,

另设无药之细土埋卵作对照
。

处理 3 2天
,

5月 29 日检查
,

六六六毒土效

果最好
,

杀卵率为 3 6
.

9 8% ; 次为 I Go s毒土
,

杀卵率 22
.

四% ; 其他两种 毒土 杀 卵率极

低
。

但杀初孵幼虫除乐果粉毒土为 9 2
.

3 1%外
,

余杀虫 率均 为 10 。%
。

故结 合春播
、

春

锄
,

施毒土于土壤表层
,

会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

(二 ) 防治幼 虫试验

1
.

室内毒土毒杀幼虫

1 9 8 3年 6 月 4 日
,

将 5 %西维因粉
、

1 % 1 6 0 5粉
、

3 % 吠喃 丹颗粒 剂
、

2
.

5 %涕灭

威颗粒剂 (氨基甲酸醋 )
、

7
.

5%广灭灵颗粒剂 (甲胺磷 ) 均加半 干 半湿细土 5 0 0 0倍
,

制成毒土 ( 1 % 1 6 0 5粉为 3 0 0 0倍 )
,

分别盛数个玻罐 中
,

各养 8 龄幼虫均一 4 4头 (每罐

5 头虫 )
,

饲以麦芽
,

并设一般农田土壤饲幼 虫作对照
。

于第 5 天
、

10 天两次检查死虫

率
,

结果见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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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农药毒土毒杀幼虫试验 (9 13 8
.

6
.

4一 13 武功 )

药

、
土

{
西维 、 160 1

5粉
1瓢易…既输 {蕊剔

_ 二 、

{
5 天… 6 。

】
3 7

.

:
}

4 7
.

5
{

: 1, :

1
: 7

.

2 : …
儿分被 }

_
{

—
}

—
}

—
}一

—
}

—
}

(% ) 1
, 八
二 }

。 。 ,

}
。 ,

!
。 八

{
。 , ,

}
八 尸 n

}

}
1 甘

人 }
己。

· “

}
6 。

}
c U

{
` 上

·
怪

}
“ 。

·

”
{

对照

O

0

据 10 天检查
,

各药剂毒土中的未死幼虫均呈仰翻
、

昏迷 中毒症状
,

故 5 种药剂毒土

皆有显效
。

2
.

室内药剂拌种防治幼虫

1 9 8 0一 1 9 8 3年在室内用液剂农药
:

50 % 甲基 1 6 0 5
、

25 % 奎硫磷
、

50 %辛硫磷
、

7 5%

甲拌磷
、

4 0%甲基异柳磷
、

35 % 甲基硫环磷
、

2
。

5%澳氰菊醋稀 释拌小 麦种子
,

作防治

幼 虫试验
。

每一处理供试幼虫 30 一 50 头
,

并设对照
,

10 天后检查
,

结果见表 6
。

表 6 各种药剂拌麦种防治幼虫试验 ( 19 8 0一 1 9 8 3年 武功 )

药剂 4 甲基 160
5

} 奎硫磷 {辛硫磷 }甲拌磷 {甲基异柳磷 )。 黑基硫
」 1 } ( } l万 l、 们 , 仁

嗅氰菊酬对照

.015一.925
。
一.875

麦种拌有 !
效应全当 ;
死虫率 }
( % ) }

0
。

1 0
。

0 5一0
_

1 0
.

0 8

8 7
。

5一 1 0 0 } 8 7
.

5一 1 0 0 8 2
。

5
…竺…竺…二
}

8 0
)

2 5一 9 5 }
_

。

注
: 以上处理除澳氰菊醋的未死幼虫正常外

,

其他 6 种药剂处理的未死幼虫皆有中毒表现
。

3
.

麦 田大面积防治幼虫试验

( 1 ) 甲基 1 6 0 5拌麦种 (播量之半 )

结合 1 9 7 8
、

1 9 8 0年小麦秋播在西北农学院农场及武功县南庄
、

游风
、

营南
、

马风台

表 7 1 60 5拌麦种全量与半量的平均防效 ( 1 9 7 8与 1 9 8 0年 武功多点综合 )

} 秋 苗 期
{

返 青 期

处 理 .

—
;

—
1被害茎率

( % ) { 防效 (% )
;被害茎率 ( % ) … 防效 ( % )

生竺l主翌些当阵土些
- -

一

阵全望生
一

一…
一兰二i

一一一
.

…一
.

竺兰- 一
一

竖些i卫i旦巨兰考i卜
-

些生一
一

卜
一竺里三一

卜
- 全兰一一

-

卜一些少乙一
一

一

一
一

一型止竺一{一二卫二
一一…

一

一二
一

一一

{
一 一全竺一一

-

卜一一二
- - 一

一

些兰些些金兰
`

卜上生一
一

…一
~

兰旦三一
-

卜全些一一
一

卜
.

二主竺一一一
一

些暨
-

型
.

吐塑
-

}一卫里
一

-

阵了里二
一
- -

…理
二i圣

-
一

-

卜
- 里生竺一 一

一一

对 钾 { `
·

9 7
:

… 一 } 0
·

4 } 一

注
:

拌药量按 1 6 0 5有效成分计
。

地下害虫种类主要是细胸金针虫和铜绿金龟子幼虫
。

虫口合计为

1 5 8 4一 9 5 9 0头 /亩
,

一般为 3 0 0 0头 /亩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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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作大面积 1 65 0拌麦种半量的试验
,

结果证明其防地下害虫 (细胸 金 针 虫 与各种挤

婚 ) 效果与全量拌种相似 (表 7 )
,

推其原因 乃小麦为小籽粒作物所致
,

故谷
、

糜
、

高

粱等小籽粒作物
,

均可采药剂拌播种量一半的防治法 (简称 “ 半量拌种
”

’

)
。

此法已在

陕西省全面推广
。

( 2 ) 奎硫磷拌麦种

1 9 8 1年在西北农学院农场大 田小麦秋播时
,

试验用 25 %奎硫磷乳油 拌 种及 7
.

5%广

灭灵颗粒剂处理土壤防治地下害虫 ( 主要是细胸金针虫及铜绿金龟子幼虫 )
。

药剂处理 工一。
.

05 %奎硫磷有效成分拌种
。

药剂处理 l 一 0
.

15 % 1 6 0 5有效成分拌种
。

药剂处理 I 一 0
.

15 % 1 6 0 5有效成分拌种
,

并用 7
.

5%广灭灵颗粒剂每 亩 2斤处 理土壤
。

表 8 奎硫磷与 1 6 0 5拌种防治地下害虫效果比较 ( 19 8 1年 武功 )

麦麦田号号

…
药剂处··

{
麦苗被害率 (% ,,

秋秋秋秋 苗 期期 返 青 期期

11111 III 0
。

1 000

}
”

·

7””

lllllll 0
。

1 999 1
。

5 777

lllllll 0
。

2 333 0
。

6 777

222

……
III G

。

3 000 0
。

6 333

!!!!!

……
-

一石i {{{
O

。

9 333

由表 8知
,

奎硫磷拌种优于 1 6 0 5拌种 ; 用 7
.

5%广灭灵颗粒剂每亩 2 斤处 理土壤无

明显增效作用
。

( 3 ) 甲基异柳磷拌麦种

1 9 8 2年西北农学院农场大 田小麦秋播时
,

作 4 0% 甲基异柳磷拌种试验
,

结果见表 9。

表 9 甲基异柳磷与 1 6 0 5拌种防治地下害虫效果比较 ( 19 8 2年武功 )

秋秋 苗 期期

333
。

7 222

害 率 ( ;石)

拌种药剂
秋 苗 期 { 返 青 期

} 秋 苗 期 { 返 青 期

1
。

3 3

1
_

1 3

冶公
舀
一尸a妇别卜一八U玉r一八匕仁夕一,上月任一口勺

八U一1上nUù八以

由表 9知
,

甲基异柳拌种用 0
.

04 %有效成分
,

效果逊于 0
.

15 % 1 6 0 5有效成分拌种
,

应用时



武功地区细胸金针虫生活规律与防治的研究 11

应适当提高甲基异柳磷的拌药量
。

( 4) 深耕灭 虫

据连年在西北农学院农场调查
,

秋播前用拖拉机深耕 25 一 28 厘米
,

然后再用圆盘耙

带檐反复切割碎土耪地
,

一般可消灭 30 一 70 %左右的济槽和金针虫
。

另外
,

夏季休闲地

的伏耕也有很高的灭虫效果
,

应充分利用这些耕作措施消灭地下害虫
。

(三 ) 防治成 虫试验

1
.

室内粉剂农药防治成虫

1 9 8 0~ 1 9 8 3年
,

曾在室内以常用粉剂农药作防治成虫试验
,

结果见表 1 0
。

表 10 常用粉荆农药室内防治成虫效果 ( 72 小时后死 虫率 )

粉剂农药 】1
。 , 一 、 、 }

。

沁 / 、 / “ / 、

}
u %六六六 1 6 0 5 J S %西维因 , 5 % D D T

1
。

5%
乐 果

%
J.一

用量 (斤 /
亩 )

死虫率 (% )

…一
5

一…立…一互
一

…
一三一…上…

一

三一

…
一主

一

…
5

…-二一
】

, 八 八 1
, 八 。 }

, 八 。 } , n 0 1
, 。 八 ! , 。 } 6 0一 1 八 。 】

月
八 , 八 。

1 I U U l l V U l i V V I “
一 J I 上 U V I O 吕 { , 。 八 1 O U I生U— I U U

1 1 】 { ! 】 ! i U U 】 】

2
.

室内液剂农药防治成虫

1 9 8 0~ 19 8 3年以各种液剂农药加水稀释 2 0 0 0倍
,

喷布于剪碎成段的麦叶上
,

阴千置

盛有湿土的几个玻罐中
,

然后各放入活泼成虫 30 一 70 头
,

另设对照
。

于 2 4
、

48
、

72 小时

检查死亡率
,

结果见表 1 1
。

表 1 1 数种液荆农药室内防治成虫试验
.

( 1 9 8 C一 1 9 8 3年 )

一 、 ,

} 5 0% 甲基 }
_ , n ,

* ~ ~ {
, 。 。 ,

* ~ 、 1 4 0 % 甲基异 }
。 八 。 ,

~
, 。 二 } 2

.

5 % 淳氰菊
药剂 I

, 。
获落

z “ ’

~ }2 5% 奎硫磷150 % 罕硫磷 !
’ 一 /

猛
l了
扼灯

尹 ’

{80 % 故敌畏 }
二
之; 蓄

了 “

抓 刚刑
11 6 0 5 }

“ 一 / ”

~
甲 山 哗
丫

“ / “

一
”
勺 即月 柳磷 厂

” / “

~ ~ 人酒旨”
死虫率 ( % ,

}
` 0 0

{
` 0 0

1
`。。

J
l。。

{
9 3

.

1

!
工5

奈 24 小时死虫率
。

辛辛 48 小时后死虫率
。

由表 n 知
,

除嗅氰菊醋外
,

防效都很好
,

嗅氰菊脂或因有效成分含量太低
,

致影响防

效
。

特别值得指 出的是将 25 % 奎硫磷稀释 4 0 0 0 0倍
,

仍有
·

1 00 %杀虫率
,

确为防治成虫之

最优药剂
。

3
.

麦田撒毒土防治成虫

1 9 8 1与 1 9 8 2年 4 月 中旬
,

在西北农学院及有关生产队麦 田
,

作常用粉剂农药的毒土

防治成虫试验玉 小区 1 分地
,

重复 2 次
,

结果见表 12
。

表 12 常用粉剂农药毒土田间防治成虫试验 (三天后死虫率 )

1 %六六六 1 6 %六六六 }6 % D D T 1 1 % 1 6 0 5 } 1
.

5%乐果15 % 西维因

习州习川-二{止月一{竺一
工0 0 }

7 3
·

2
}
“ 2

·

”
}
” 3

·

” 1
4 7

·

1
1

4 0
·

3 9 }
一

些一匕垄卫一

闷一庙一̀一介ú产
/一仓

一斤一率

药一量一虫

一用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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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麦田堆草诱杀成虫

9 8 1 1一 19 8 4年
,

于 4 一 5 月 在西北农 学院麦田进行大面积反复试验
,

利用春季在

麦 田中耕或拔除的各种单子叶和双子叶杂草
,

堆成直 径 1
.

2一 1
.

5 尺
,

高 台一 5 寸的小

堆
,

诱集成虫效果极佳
,

一堆一夜最多可诱 3廷头
。

为了减少每天捕捉的耗时费工
,

曾试

验给堆下及堆上撤布六六六
、

1 6 05
、

敌敌畏
、

奎硫磷等各种农药
,

成虫即死于堆下
。

这

一方法经济简便育效
,

拟提请技术推广部门协助推广应用
,

使之在生产 上发挥效益
。

四
、

天 敌

据在 武功地区观察
,

细胸叩头娜的主要天敌是步行娜类和蟾蛛
。

1 9 8 2年 4 月 2廷日至

5 月 1 1 日
,

试验将 s 头金星步娜 ( C
a l o s o m a rn a d e r a e e h i n e n s e K i r b y ) 按 i

、

2
、

3 头的虫数分别养于室内大型玻缸中
,

缸底填湿土
,

然后每天饲给充裕数量的细胸叩头

钾
,

听其 自由捕食
。

发现步卿约捕食量与单体所占有的空间大小 有极 大关 系
,

在仅占

3 1
.

8平方厘米者
,

平均每 日食细胸叩头虾 1
.

3 9头 ; 占 3 14 平方厘米者
,

则 日食 23 头
。

估

计在 自然情况下
,

可 能捕食量更大
。

中华大蟾蛛 ( B u f。 b u f o g a r g a r i z a n s C a n t o r
)

的日捕食量虽未详细观察
,

但肯定远远大于步呷
,

80 年 5 月 10 日曾在西北农学院农场麦

田捡拾两段蟾赊 粪
,

其长度 分别为 2 及 1
.

5厘米
,

经剥查各有 4 7只
、

24 只 细胸 叩头卿的

翅鞘及胸腹部躯壳
。

室内饲养的细胸金针虫和蛹
,

常被一种白色体外寄生蜻所寄生
,

数量多时可 以致死
,

瞥
自然情况下寄生蟠极少发现

。

另曾发现一种线虫寄生蛹体中
,

这很可能是个别成虫

终生不产卵
、

或仅产 1 一 3 粒卵的原因
。

五
、

细胸金针虫综合防治

据 1 9 7 8一 1 9 8 4年对细胸金针虫的室内外试验研究及大量调查
,

提出下列综合防治措

施
, 供细胸金针虫或其它地下害虫 (金针虫

、

蟒蜡 ) 发生区参考试行
:

1
.

轮作
:

棉
、

麻
、

豆类
、

油菜
、

芝麻
、

蓖麻等直根性作物与小麦
、

玉米
、

谷
、

糜等

须根性禾本科作物轮作
。

2
.

耕作
:
春耕

、

秋耕
、

伏耕
、

耙地均应及时进行
,

消灭幼虫和蛹
。

3
.

春锄
:

小麦
、

油菜等作物春季 中耕锄地杀卵
。

如能撤毒土锄入土中则防效更好
。

` .

堆草诱杀成虫
:

利用春锄杂草
,

堆草麦 田诱杀成虫
。

时机以 3 月底至 4 月下旬成

虫未大量产卵前为最佳
,

持续至 5 月末都有很好效果
。

5
.

拌种
、

处理土壤
、

田间喷药
:

小麦
、

玉米
、

谷
、

糜等播种时
,

用有机磷等农药拌

种
,

防治幼虫
。

小籽粒作物可采用
“

半量拌种
”

法
。

也可用西维因粉
, 1 6 0 5粉

、

映喃丹
、

广

灭灵
、

涕灭威颗粒剂处理土壤
。

并可结合春季麦 田喷撤 1 6 0 5粉
、

乐果粉等农药防治麦蚜

麦蜘株
,

兼治细胸叩头娜
。

~

6
.

保护天敌
:

各种益鸟
、

蟾赊
、

步行娜等是细胸金针虫的有力天敌
,

应大 )J 宣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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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

不可滥施无选择性农药
,

还应进一步研究其生活规律
,
以便采取人工抚育措施

,

充

分发挥 它们的灭虫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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