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l6卷第 3期
一

`咖草斌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入
。 t。 u 。 i v

一 s e p t e o t r i o n a z i o 。 。 i d e 。 t
.

A g r反。
.

V o l一 6
,

付0
.

S e P t
.

, 1 98 8

秦巴山区茶毛虫生活规律研究

姚 渭 左玉萍 陈 弘 靳志义

(映西 省动抽研究所 )

不 国 士
,

J 一 F二 J 廿城油
,

(陕西南郑县蚕茶果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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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茶区茶毛虫一年发生二代
,

以卵块越冬
,

卵粒量一般在 100 ~ 2 00 粒
,

幼虫具群集生

活
,

3 一 4 龄有在茶丛两侧分布的 习性
。

成虫羽化有明显节律
,

约 6 7
.

8 %的成虫 在 17 一 1 9 时 羽

化` 在自然情况下 , 茶毛虫成虫雌虫数量多于雄虫
,

约占70 %
。

本文还报道了茶毛虫成虫消长规

律
、

幼虫适宜生境及天敌对茶毛虫发生为害的影响
。

关健祠卜 茶毛虫
;

生活史
,

生活习性、 为害规律
,

自然控制因素 一

5 0 , 6。年代茶毛虫 ( 刀
,了工 r ( 、 e丫: 、 夕、 e : ` ,。 e o ” 、 夕 e r 、 。 S t r a n d ) 在我国南部茶区为害 严重

,

是茶园主要 害少
,

经廿年茶 园害虫演替
,

除部分山区外
,

已成为次要害虫
。

但近年来
,

在我

国江北茶区陕南
、

川东北等山区茶园有逐年加重为害的趋势
,

成为这一地区茶园主要害虫和

生产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

;
’

有关条毛虫研究文献资料较多
,

陈常铭
〔约

、

张汉鹊 t Z ,对我国湖南
、

安徽
、

福建等 省 茶

毛生生活史
、

习性及发生消长规律作过报道
,

陕西省秦岭生物资源考察队
一

( 1
一

, 6 5 ) 瞥对陕南

素阳茶毛虫作过初步研究
。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自
`

19 8 2年开殆
,

在茶毛虫综合治理研

究工作中
,

对茶毛虫生物学
、

生态学特性进行 了系统研究
。

1
.

生活史及习性
.

卜 1 生活史

江北茶区茶毛虫一年发生二代
,

以 卵块越冬
,

’

无世代重叠现象
。

据在南郑县调查
,

’
:̀

第一

代幼虫于 4 月上旬开始孵化
, 6月 中旬陡续化蛹

,

第抽代成
,

虫于
一

6 月下旬开始羽化
。

第二代

幼虫于 7 月下旬开始孵化
, 9 月中旬化蛹

,

, 月下旬至 10 月中句第 只代成虫羽化
,

交配产卵

以卵越冬
。

其生活史见图 1
。

几 后

“
礼

本 文 于 19 3 6年 1 0月4 日收 j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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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茶毛虫生活更田 (南郑 19 8 5 )

1
.

2 生活
`
匀性

1
.

2
.

1 卵

条毛虫卵聚产成块
,

卵块外围附着雌蛾体毛
,

卵块由几干至二百多粒组成
。

据1 9 8 7年第一

代 2 16 块卵块卵粒量调查
,

含卵粒 50 粒 以 下占6
,

01 %
,

50 ~ 1 00 粒占1 8
.

05 %
,

1 00 ` 1 50 粒占

2 5
.

2 5写
,

一5。~ 2 0。粒占。 2
.

5%
, 2 0`粒以士占1 5

.

0 6%
。

在自然条件下
,

卵粒量以注的~ 2 0 0粒

为多
。

飞
1

乞 2 幼虫
·

,

茶毛虫幼率井有 7 个龄期
,

各龄期长短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
。

幼虫期主要生物 学
.

特 性

有
:

“
一

`

(1
·

必群聚习性
:
茶毛奥各龄幼虫虫体紧密接触成群生活

,

初孵幼虫在着卵叶片背部咬
食叶肉成透明薄膜

,

乙龄后在着卵叶周围叶片群聚迁稗取食
,

叶片咬成缺刻
。

茶毛虫 1一 4

龄虫群取食量小
,

活动能力弱
,

此时很少发生分解或合群现象
。

4 龄后幼取食量大增
,

处群

扩散为害亦是成群活动
。

为明确群集生活对茶毛虫个体发育的影响
,

采用单头饲养与群体饲养两种方法
,

,

对 6 ~

7 龄幼虫发育进行了测定
。

试验从 5 龄虫开始
,

每组为 20 头
,

预先测定各处理组每条虫子的

体长和体重
,

计算单头体重和沐长
。

进行单头饲养和群体饲养后
,

每隔 5 天测量吮次
,

20 天

后比较个体发育情况和体重增长 , 结果见表 1
。 ;

4

`

`

冲
、

一
、 ’ 、

裹 , 卜

香处祖祖个体段 , 比软
、

(南郑
,

1 9。”
、

”
单

均 胶

头 何

标 准 差

养

变 异 爪 毅

件
.

体 倪 养

均 毅 标 准 差 变 弄 系 &

2
.

03 13 ! 8
.

8

38
.

5 53
.

7 128
,

5

6
.

7

25
.

5

ùó且̀心人的̀体长 (m 口 )

体 t 《m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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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5
.

35
, 卜> 卜 :

. 。 :

(2
.

5 7)
,

P < 0
.

01
,

说明20 天后两处理虫组平均体长差 异显著
,

群体饲养体重也明显重于单头饲养组
,

说明群体生活对茶毛虫种群发育和繁衍是 有 利 的
。

( 2 ) 3 ~ 4 龄幼虫侧向分布习性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
,

茶毛虫 3~ 4龄期有在茶丛两侧中下部侧向分布的习性
。

三年来
,

据

4 93 群虫群分布调查
,

茶丛蓬面查到 5 群
,

仅占总调查虫群的 l % ; 茶丛两侧查到 4 88 群
,

占

总调查虫群的 9 9%
。

茶毛虫低位侧向分布习性
,

是防治工作中可利用的一个重要习性
。

.1 2
.

3 蛹

老龄茶毛虫幼虫在茶丛基部落叶里吐丝作茧化蛹
,

蛹茧常集合一起
,

在正常情况下蛹常

具薄薄的丝质茧壳
。

据试验测定
,

茶丛基部落叶覆盖蛹成虫羽化率可 达 1 0。%
,

·

蛹 覆 土 1 ~

2 c m
,

羽化率分别为 9。%和 30 %
,

蛹覆土在 3 c 。 以士
,

成虫不能正常羽化
。

1
.

2
.

4 成虫

( 1 )羽化节律
:

茶毛虫羽化过程中表现出明显节律
, 1 9 8 3年 7 月 3 日至 4

.

日
,

对幻头蛹

单头观察
,

第一代成虫
、

在 17 一 19 时区间羽化数为39 头
,

占总数 6 8
.

4% ; 1 9 8 5年 7 月 1 日至 3

日
,

对 17 4头骊单头观 察
,

发现羽化高峰仍集甲在
17一 1 9时区间

,

这一时期成虫羽化数量为

1 18 头
,

占总数的 6 7
.

8%
,

与 19 83 年观察值极其相似
,

表现出明显的节律
。

( 2) 雌雄性比
: 1 98 5年厂在一

、

二代期间
,

在大田采集老龄幼虫笼养使其芷常化蛹
、

羽化
,

然后逐头观察记载比较雌雄性比
。

一代 17 4头羽
.

化成虫中
,

雌蛾数量为 1 32 头
,

占总数

7石
.

9%
,

雄蛾 42头
,

占总数 2 4
.

1%
。

二代 36 9头羽化成虫中
,

雌蛾 2 62 头
,

占总数 7 1
.

1%
,

雄

蛾 10 7头
,

占总数2 8
.

9%
。

由此可以初步说明
,

一
、

二代成虫均以雌蛾数量为多
。

( 3 ) 趋光习性
:
在南郑县红庙镇建立 2 立方米大型诱虫笼

,

采用 20 W黑光灯诱集
,

每

晚 7 时半开灯
,

次日晨 5 时半关灯
,

每隔 2 小时人工进笼活捕毒杀
,

室内鉴定
,

重复观察 3

天
,

明确成虫晚上不同时刻上灯规律
,

结果见表 2 。

表 2 茶毛虫成虫不同上灯时刻观察 (南郑
,

1 9 8 5)

19
.

3 0一 21
.

3 0 21
,

3 0一 23
.

3 0 2 3
.

3 0一1
.

3 0

日 期
早 舌 早 名 早 忿

1
.

3 0一 3
.

3 0

早 占

3
.

3 0一5
.

3 0 合 计 总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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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见
,

茶毛虫雌雄虫上灯时间不同
,

雌虫在晚 7 时半至 1 1时半上灯数量最多
,

约

占雌蛾总数量的 80 % ;
雄蛾多集中在晚 9 时半至至 11 时半

,

约占总雌雄量的 44 %
。

雌雄蛾数

量比较
,

雌蛾明显 占多数
,

为雄蛾的 4
,

时音
,

这 与笼养观察雌雄性比结果一致
。

2 发生为害规律

2
.

1 茶毛虫成虫消长规律

1 9 8 3年黑光灯观测茶毛虫消长动态
,

可看 出各代成虫羽化期约为 Z G一 25 天
,

每一代各有
一个高峰

,

两
一

世代成虫期相距约为 2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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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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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虫适宣生境
一

`

·
’

自蛇。年并始 ; 在南郑县红
-

庙镇选择不同类型茶园建立茶毛
’

虫生态观测点; 对条毛玄适宜生
境进籽二索丽

查
,

’

初步可以着
出有下殉规律{

一

条毛亥喜遥择树

势较差
、

通风透光茶丛产卵
;
长势

较差 ; 缺丛较重的茶园
一

茶毛虫为
’

害较量扩
、

向套作物形成覆盖度大
的田块为害相对减轻

。

为害程度

与茶园垂直海拔高度
、

坡向均有

一定的相关性 ;调查结果见表3于
’

关于茶毛虫适宜生境讨论犷
夕

作者将另文报道
一

、
、 f 脚夕 茶毛虫书化全年消长口 《南郑

,

1尸旬乎均相叶湿度苍
-

· 决
、

,
’

于

2一旬平均气注 ;

1 98 3 )

3一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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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夭敌对茶毛虫发生为害的影响 一
,

.

, ; .

2
,

3厂 卵寄生蜂
`

气
一

: 代

一
`

· 。
·

’
卜

茶毛虫卵期主耍夫敌是茶毛虫黑卵蜂 C
O

I 切山
。 、
印 ) ;

`

据调查户般年份寄生率为巧%

左右
。

1 9 8 7年 5 月
,

对 1 9 8 6年二代茶毛虫 32块卵块进行剖查
,

总卵粒量为 25 30 粒
,

总寄生粒

数为 86 7粒
,

寄生率为 34
.

3%
,

很明显卵寄生蜂是茶毛虫卵期一个重要生物控制因
一

素
。

关 于

茶毛虫卵寄生蜂种名及种群生态学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
。 、

一
、

,

去系 2
一

茶毛更核型多角体病毒
’

(N P v )
; -

茶毛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 N P v ) 是茶毛虫幼虫期主要病原
,

对控制幼虫为害起着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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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据报道
,

我国四川
、

福建
、

贵州等省已获得当地毒株
, 1 9 8 5年我们在陕西南郑采到陕西

毒株
,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多角体形状规则
,

大小基本一致
,

呈四边形和近圆形
。

室内毒力测

定结果表明
,

该毒株毒力较强
,

对 , 龄幼虫致死中浓度 L C
。 。

为续
.

88 又 1 0 5

多 角体 / 毫升
。

2
,

4 种群中非正常发育个体

在茶毛虫种群发育过程中
,

各虫态均发现有畸型非正常发育的个体
,

有的虫态 数 量 较

大
,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子
。

据调查
,

卵期一般约有 2 。一 30 %卵粒发育不全 ; 不能孵化出幼虫
:

蛹期约有 15 %的蛹无

茧壳
,

大部分成虫不 能羽化
。

对 17 、头羽化成 虫单头观察
,

约有 6
.

3%羽化后的成虫不能正常

展翅
,

缺乏飞翔能力
,

最后死亡
。

对茶毛虫种群发育中畸型个体成因有待深入研究
。

3 结果与讨论

秦 巴山区茶 区茶毛虫一年发生二代
,

以卵越冬
,

卵粒量一般在 1 0。一 2 00 粒左右
。

幼虫具

有 咀显的群聚习性
, .

3 一 4 龄幼虫侧向分布在茶丛两侧
,

是害虫防治中可利用 的一个 重 要

依据
。

成 虫羽化具有 明显的节律
,

羽化时刻多集中在 17 一 19 时之 间
。

在自然情况下
,

茶毛虫

雌虫数量明显高于雄虫数量
,
成虫娥期约有 20 多天

,

两世代相隔 2 个月
,

各世代成虫均有一

个明显的高峰期
。

茶毛虫发生为害受茶园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

初步可以明确
,

茶毛虫喜选择

树势较差
,
通风透光的茶丛产卵

; 长势较差
,

缺丛较重的茶园茶毛虫为害较重
,

同时与茶园

的坡向等关系密切
。

天敌对茶毛虫发生为害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卵期主要是茶 毛虫 卵 寄生

蜂
,

幼虫主要天敌是茶毛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

承萦南郑县 红庙 区公所提供试验场所
,

罗朝 生
、

陈志杰
、

张 美荣协 助部分调查
,

谨玫谢意
.

今 考 文 献

陈常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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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 9 5 9

张汉鸽
.

茶毛虫的简单介绍
.

昆虫知识
,

1 9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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