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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熊毛锤角叶蜂和煤色锤角叶蜂是新发现的两种樱桃树害虫，其中前者为我国新 
记录种且为优势种 本文主要_庀述 优势种的发生危害、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及防治试验 尊 

熊毛锤角叶蜂 1年 1代， 蚺 生寄主枝条上越冬，成虫在 3月中旬至4月上旬羽化，4月中旬 

至 6月 旬为幼虫为害期，劫虫期 多于50d，6月上旬开始化蛹 根据斌验结果．推荐 F列肪 

治方法：(1)人工摘茧；(2)胃毒剂或触杀剂喷雾．植物性杀虫剂苦皮藤和川楝素增效乳剂效果 

亦好 

关键词 樱桃害虫，些王堡受 些： 
中图分类号 掣i§ 

煤色锤角叶峰 古磐 ‘和 ， 

1 988年在陕西省西乡县进行樱桃害虫普查时，发现两种迄今我国尚未见研究报道 

的害虫，经鉴定为熊毛锤角叶蜂(Trichiosoma bombiforma Takeuchi)和煤色锤角叶峰(r 

anthrachtum Forsius) l两种害虫多混合发生为害，其中熊毛锤角叶蜂为优势种且为我国 

新纪录种。1988年该县樱桃 平均被害株率为 80％，严重的达 87％；1989年和 1990年 

平均为 75％以上，1 5年以 J二的老埘可达 79～85~／；．发生量大时，叶片常被吃光。为害 

盛期正值樱桃结果期，叶部受害导致槲势衰弱，果实发育缓慢，延迟成熟，降低产量。 

本文主要报道优势种研究结果。 

1 形态特征 ⋯ 

1．1 熊毛锤角叶蜂(附图) ● 

成虫 雄虫体长 18．5～23 5 mill，翅展 42～49 mm，头部黑色被稀疏黑绒毛。触角 

7节黑色末端呈锤状。前胸背 侧板，后胸背板被棕红色长绒毛，其余部分被黑色长绒 

毛。腹部狭长扁平，可见 8节，前 3节被黄毛，第 4节被黑毛，以后各节被棕红色毛， 

不同颜色之间界限模糊=中，后足褪节膨大，后缘有 2条纵脊，每脊上各有 1刺 雌虫 

体长 l6．5～19 mm，翅展 40～45 mm 头，胸、腹所被绒毛长而密。腹部短粗，不同颜 

色之问界 限明显。中 后足腿节膨大 明显，内侧只有 1纵脊 1刺。产卵器刀状，褐 

色、被黄色绒毛。 

卵 长2．7～3．0 mm，宽 1 5～1．7 irlm，扁椭圆形，韧产渡滴状，卵壳柔软而无色 

透明，后期卵膜硬化为壳，渐变乳黄色，孵化前为黑灰色 。 

幼虫 老熟幼虫体长约 40 mm．宽 6～7 mm．淡青绿色，头浅褐色具 l对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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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圆形单眼，头顶两侧各具一近长方形中间有缺刻的橙红色斑。胸部粗大，胸足 3 

对，腹足 7对，每体节有 5～7个横皱．每横皱上均匀分布一排 22～26个白色小突起。 

蛹 长 l6～24．3mm，宽 5～7mrf1．初期乳青色，羽化前擦褐色，裸蛹。茧长 24 
～ 26 mm，宽 l0～12 mm，紫褐色，花生壳状，牛皮质表面有皱且有叶脉痕迹。茧外 

表粗糙 ，内壁光滑，茧壁硬而韧，不易压扁和撕裂。 

附图 熊毛锤角叶蜂 

1．2 煤色锤角叶蜂 

各虫态均与熊毛锤角叶蜂基本相似。其区别为本种成虫整个胸部及腹部 1～4节均 

被黑色绒毛，只有 5～8节被棕色绒毛。 

2 年生活史 

熊毛锤角叶蜂 1年 l代，以结茧的蛹在樱挑树枝条上越夏再越冬。翌年 3月中旬到 

4月上旬羽化，3月中下旬为成虫活动盛期，3月下旬为产卵盛期，末期可达 4月中 

旬，4月上 中旬为卵孵化盛期，4月上旬末至 6月上旬为幼虫为害期，6月中上旬为化 

蛹盛期。各虫态平均历期：成虫 7～9d，卵 l1 d，幼虫超过 50d，蛹 多于 290d 年生 

活史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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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虫卷 

历 期 

注 ·卵，一幼虫，△蛹，+成虫，《△ )越夏越冬蛹． 

煤色锤角叶蜂生活史与熊毛锤角叶蜂相似，只是各虫期发生期稍晚。 

3 生活习性 ． 

3．i 成虫习性 

成虫多在自天羽化，羽化前成虫用土颚环割茧壳顶端，顶开割口后爬出茧外．多数 

先在枝条上少数落在树盘 的杂草上，爬行 l5～20rain后开始飞翔 。成虫飞翔 力很强， 

最高达 10m，最远达 50m．雌虫一般比雄虫羽化迟 1～2 d．羽化后的成虫取食樱桃花 

粉．也可用上颚割破樱桃树叶，使被害叶极易干枯 成虫喜温喜光，晴天多集中于树冠 

上部觅偶交配，1～2d后开始产卵，雌虫产卵时先将刀状产卵器插入叶缘正面表皮与 

叶肉之间，然后产卵，多产于枝条顶部几片嫩叶上，顶部两片叶子卵量最多。每次产 日 

1～7粒，多数 1～4粒。每次产 l～2粒的占 57．5％，3～4粒的占30％，5粒以上的只 

占 12．5％．据调查，中、老龄树(10年以上)树冠上，中部卵量较高，平均每 10片叶着 

卵量 3～3．8粒，幼龄树(5年以下)特别是树冠下部 月量较少，平均每 lO片叶着卵量只 

有0．2～0．3粒。 

3．2 幼虫习性 

幼虫共有 5个龄期，幼虫不太活泼，喜潮湿阴晾环境，放在亮光处即燥动不安 初 ● 

孵幼虫当天不取食，此后白天静伏于叶背遮光处，夜晚取食活动 2～5龄幼虫具假死 

性，受惊后低龄幼虫会从体壁渗出体液，高龄虫刚喷出体液，同时身体卷缩成马蹄形。 

幼虫喜食嫩叶，从叶缘或叶尖开始，向中部或叶柄部推进，并可转移为害。据调查和试 

验，幼虫对不同品种的樱桃埘为害程度有差异，用目f进的欧洲品种 那翁 和“大紫 喂饲 

末龄幼虫，每 头每晚平均食叶量分别为 5 2和 6．1 cnl ，而以 当地原有的 中国品种喂 

饲，平均食叶量为 10．5(：111 ． 

3．3 蛹的习性 

老熟幼虫末期很活泼，四处爬行寻找化蛹场所 化蛹前喜在直径为 5～10 m 的樱 

桃树枝条上结白色绢状茧于其中化蛹，个别的亦可 行到附近的桃、柿或柚树的枝条上 

结茧。茧上往往有 l～2片树叶覆盖，1～2d后茧转为淡褐，最后变为紫褐，茧壁也逐 

渐加厚，质地逐渐加硬。初蛹柔软，色泽为乳青色，后渐变硬变暗，羽化前变深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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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为单茧，亦有少数 2--4茧粘合一起。据调查，地势较低(坡底)、埘龄较老(15年以 

上)的树，平均每 10个枝条结茧 0 83～O．97个，而地势较高(坡顶)且幼龄埘(10年以 下) 

平均每 10个枝条结茧仅 0 175~0．182个。 

4 防治方法 

4．1 药剂防治 

1989年用 9o％敌百虫结晶 1 000倍液和 50％辛硫磷乳剂 1 500倍液进行田间防治 

幼虫试验，结果表 明、两种药剂的防治效果 1 d后分别为 38％和 37％，3 d后分别为 

95％和 91％，5 d后分别为 99．5％和 1o0％． 

1990年用植物性杀虫剂进行 了室内和田间防治幼虫试验(表 2)。从表 2可见，90％ 

敌百虫结晶 1 o00倍液和 50％辛硫磷乳剂 1 500倍液防治各龄幼虫的效果都很好 苦皮 

藤可湿粉剂 150倍液效果亦不错，特别对幼龄幼虫效果较好。l0％川楝素增效乳剂 800 

倍液，对老龄幼虫效果较差。但在田阃，两种药剂对混合龄期效果分别可达 83．7％和 

77．14％．比较两年的防治效果，从表面看敌百虫结晶和辛硫磷乳剂优于苦皮藤和川楝 

素，但后两种是植物质杀虫剂，毒性低，对人 畜和天敌都很安全，还不污染环境，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表 2 植物性杀虫剂防治幼虫效果(西乡) ‰ 

4．2 人工摘茧 

熊毛锤角叶蜂和煤色锤角叶蜂茧体大，且在枝条上，易于发现，只要在 6月中、下 

旬后，或翌年 3月中旬前能彻底摘除虫茧，然后集中深埋或销毁，一般可不用喷酒农药 

防治。因此，摘除虫茧是最经济 安全 有效的防治方法。 

承莹 肖刚柔裁授鉴定两种锤角叶蜂学名 谨致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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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New Pests of Cherry，Trichiosoma Bombferma 
Takeuchi and T．Anthracin“，” Forests 

Wang Fengkui Zhang Zhenping He Qingquan Li Qinghai 

(Department ofPlantProtectio~ Northwestern AgriculturalUnivem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rich soma bomb]~erma TakeUChi and anthracinIAm Forsius are new 

pests of Prunus pseudecerasus and P．avjum，anong them bomb[erma is a new~ecord 

to China，and the predominant species．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o~2urence，da— 

mage，morphology，biology and control tests of the tWO pests． bombJ~erma has one 

generation a year，oversummer and overwinter as pupae on twig and shoot of the host． 

The larva has 5 instars，lasting for about 50 days and injuring from mid Appril to early 

June．The pest pupa~s in early Or mid June．The suggested control measures：(1)picking 

out COCOONS by hand；(2J spraying 50％ofTrichlorphon(1：1ooo)，50％ Phoxim(h500)or 

botanica1 insecticides Kupi~ng of Chuan fiansu。 

Key words pest of cherry． Trichiosoma bomb rma Takeuchi， anthraci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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