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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环瓢虫林间应用技术研究
Ξ

王小纪, 高存劳, 张军灵, 杨大宏, 王智国
(西安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　红环瓢虫 (R od olia lim bata M o tschu lsky) 是草履蚧[D rosicha corp u len ta (Kuw ana) ]的主要捕食性

天敌, 采用在林间小片面积繁育瓢虫种虫, 采集带种虫的枝条在草履蚧发生区挂放的方法大面积防治草履蚧, 释放

1 年后, 草履蚧的平均虫口密度可控制在 1. 2 头öcm 2 以下, 2 年后可控制在 0. 01 头öcm 2 以下, 达到了持续控制的

目的。在防治中必须保证放瓢虫点草履蚧虫口密度大于 0. 2 头öcm 2, 释放量在 100 头以上, 最佳防治时期为 4 月中

旬至 5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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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履蚧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Kuw ana) ) 又名

桑虱, 国内分布很广, 在华南、华中、华东、华北、西

南、西北均有发生; 国外分布于日本。危害泡桐、杨

树、柳树、悬铃木、刺槐、核桃、枣树、苹果树、桑树、柑

桔等多种树木[1～ 3 ]。近年来在西安市平原地区林木

上大面积暴发成灾。红环瓢虫是其主要的捕食性天

敌, 具有捕食能力强, 繁殖快等优良特性[4～ 6 ]。为迅

速有效地在草履蚧防治上大面积推广应用红环瓢

虫, 1997～ 2000 年, 在西安市的周至、户县等地采取

边试验、边推广的办法, 对红环瓢虫的林间应用技术

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种虫繁育与采集

　　选择一块树龄较小、枝繁叶茂、草履蚧虫口密度

较大的林地作为瓢虫源地, 将瓢虫种虫移植于此进

行保护性自然增殖。4 月中下旬至 5 月初, 当红环瓢

虫与草履蚧的数量比例达到 1∶3～ 1∶5 时, 将红环

瓢虫密集的枝条剪下, 连同其上的草履蚧一起装入

透气的袋中 (防止震落和便于运输) , 及时运至防治

区。

1. 2　林间释放

1. 2. 1　释放幼虫　将带有红环瓢虫幼虫的枝条绑

于拟防治的树上, 让其自行爬上树木捕食、繁殖。

1. 2. 2　释放成虫　在 5 月中下旬至 6 月初, 将瓢虫

源地带瓢虫幼虫的枝条剪下, 运至防治区, 人工饲

养, 待其化蛹羽化后, 在防治区选择释放点, 挖一地

窖, 保护红环瓢虫越夏、越冬。次年 2 月上中旬后,

在窖边打开几个小孔, 任红环瓢虫自行扩散到有草

履蚧寄生的植物上。

2　结果与分析
2. 1　红环瓢虫定居所需的最低寄主密度

　　红环瓢虫定居成功与否与放瓢虫点草履蚧的虫

口密度有关, 在低虫口密度时表现尤为明显。试验表

明: 在保证释放量的前提下, 当放瓢虫点草履蚧虫口

密度小于 0. 05 头öcm 2 时, 定居率只有 17. 6 % ; 而

当草履蚧虫口密度大于 0. 2 头öcm 2 时, 定居率可达

100% (表 1)。因此, 在防治应用中, 为保证获得较高

的定居成功率, 必须做好虫情调查工作, 选好瓢虫释

放点 (树)。

表 1　草履蚧虫口密度对红环瓢虫定居的影响 (陕西周至 1998～ 2000 年)

T ab le 1　Effects of differen t popu lat ion density of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on the sett lem ent of R od olia lim bata (1998- 2000 in Zhouzh i, Shaanx i)

草履蚧虫口
密度ö(头·cm - 2)

Pest density

释放点数
Release site

num ber

定居点数
Co lony
num ber

定居率ö%
Settlem en t

rate

草履蚧虫口
密度ö(头·cm - 2)

Pest density

释放点数
Release site

num ber

定居点数
Co lony
num ber

定居率ö%
Settlem en t

rate

≤0. 05 17 3 17. 6 0. 2～ 0. 5 19 19 100
0. 1～ 0. 05 23 8 34. 8 ≥0. 5 20 20 100
0. 1～ 0. 2 15 13 8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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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红环瓢虫的最低释放量

设计了 50, 100, 150, 200 头红环瓢虫的 4 个组

别的释放量, 每个组别重复 3 次, 释放点草履蚧虫口

密度均大于 1 头öcm 2。由表 2 可见, 只要释放量达到

100 头以上, 就能保证 100% 的定居成功。实践表明,

100 头以上不同组别放瓢效果的差异, 主要反映在

释放后的种群增殖和扩散速度上, 即释放量越大, 则

种群增殖越快, 扩散速度越快。

表 2　红环瓢虫释放量对其定居成功的

影响 (陕西周至 1998～ 2000 年)

T ab le 2　Effects of differen t releasing num bers

of R od olia lim bata on its set t lem ent

释放地点
Site

释放量ö头
N um bers

定居成功率ö%
Settlem en t rate

四屯 Situn 50 66. 7

司竹 Sizhu 100 100

尚村 Shangcun 150 100

楼观 L ouguan 200 100

2. 3　红环瓢虫最佳释放时间

由于红环瓢虫 1 年发生 1 代, 越冬幼虫 2 月下

旬至 3 月上旬开始活动,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为幼

虫活动盛期。因此, 红环瓢虫成虫最佳释放时间为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 幼虫最佳释放时间为 4 月下旬

至 5 月中旬。

2. 4　红环瓢虫最佳释放方式

分别对 3 个释放成虫和 5 个释放幼虫的放瓢虫

点的红环瓢虫定居情况进行了调查, 所调查放虫点

的草履蚧虫口密度均大于 1 头öcm 2。结果表明, 8 个

放瓢虫点均成功定居, 证明两种放瓢虫方式均是可

靠的。此外, 从表 3 可以看出, 释放成虫和释放幼虫

两种释放方式对红环瓢虫的种群增长和种群扩散亦

无明显影响。分析认为红环瓢虫在林间定居后, 其增

殖扩散主要受草履蚧虫口密度及环境因子的影响,

与释放方式关系不大。由于释放成虫实际操作复杂,

技术要求高, 大面积推广应用难度较大, 因此, 按照

经济、简便的原则, 在实际防治工作中, 宜采用人工

转移释放幼虫进行防治。

2. 5　红环瓢虫对草履蚧的控制效能

对 1998 年成功定居的 5 个红环瓢虫释放点进

行控制效能调查 (表 3) 结果表明, 试验点引入红环

瓢虫后, 红环瓢虫种群数量迅速增长, 1 年后草履蚧

的平均虫口减退率可达 50% 以上, 基本能够控制草

履蚧的危害, 第 2 年草履蚧的平均虫口减退率可达

98% 以上, 能够彻底控制草履蚧的危害。

表 3　红环瓢虫对草履蚧的控制效能 (1998～ 2000 年, 周至、户县)

T ab le 3　Contro l effect of R od olia lim bata on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释放地点
Site

瓢虫释放年 F irst year 放瓢 1 年后 Second year 放瓢 2 年后 T h ird year

释放
面积ö
hm 2

A rea

释放
时间
D ate

放前草履
蚧虫口密度ö
(头·cm - 2)
Pest density

befo re release

调查
时间
D ate

草履蚧
虫口密度ö

(头·cm - 2)
Pest

density

瓢虫蚧虫
比例
R atio

虫口
减退率ö%

R educe
rate

调查
时间
D ate

草履蚧
虫口密度ö

(头·cm - 2)
Pest

density

瓢虫蚧虫
比例
R atio

虫口
减退率ö%

R educe
rate

四屯
Situn

8. 40 1998205 2. 84 05216 0. 97 1ö1 300 65. 8 04227 0. 04 1ö2 98. 8

司竹
Sizhu

5. 60 1999205 2. 76 05215 1. 02 1ö1 700 63. 1 04226 0. 03 1ö3 98. 9

尚村
Shangcun

9. 00 1999205 2. 68 05213 1. 15 1ö1 900 58. 1 04226 0. 04 1ö4 97. 5

甘河
Ganhe

2. 67 1999205 2. 73 05218 0. 96 1ö1 500 64. 8 04220 0. 01 1ö1 99. 6

祖庵
Zuπan

4. 53 1999205 2. 64 05219 1. 02 1ö1 800 61. 3 04219 0. 02 1ö2 99. 2

　　注: 对照未防区虫口密度平均为 2. 71 头öcm 2。

N o te: A verage pest density on CK area is 2. 71öcm 2.

2. 6　红环瓢虫释放点设置

释放点要根据当地的虫口密度、危害程度和环

境条件灵活设置, 要求放虫点草履蚧虫口密度最好

大于 0. 2 头öcm 2, 一般在农田林网和村宅树木上每

隔 500～ 1 000 m 可设置 1 个放虫点。由于草履蚧在

林间分布不均匀, 因此, 为提高红环瓢虫的定居成功

率, 放虫点应尽量选择在草履蚧虫口密度较大的“虫

窝”上。

2. 7　成本核算

人工助迁红环瓢虫费用主要包括繁殖费、采集

费、运输费和释放费等, 根据近年来的防治费用计

算, 平均每公顷仅 30 元。而单纯使用农药防治每公

顷超过 150 元。

3　结　论

应用红环瓢虫防治草履蚧是一种经济有效的生

0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0 卷



物防治方法, 释放 1 年后, 草履蚧的平均虫口密度可

控 制 在 1. 2 头öcm 2 以 下, 2 年 后 可 控 制 在

0. 01 头öcm 2以下, 达到持续控制的目的。

放瓢虫点的寄主密度、释放量及释放时机是红

环瓢虫林间释放必须掌握的三要素。要取得林间释

放的最大成功, 必须保证放瓢虫点草履蚧虫口密度

大于 0. 2 头öcm 2, 释放瓢虫量在 100 头以上, 在 4 月

中旬至 5 月中旬释放。

采用在林间小片面积繁育瓢虫种虫, 采集带瓢

虫的枝条在草履蚧发生区挂放的方法, 使大面积应

用红环瓢虫防治草履蚧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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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o rest app lica t ion techn iques of Rodo lia lim bata

W ANG X iao- j i, GAO Cun - lao, ZHANG Jun - l ing,YANG Da-hong,W ANG Zh i-guo
(X iθan S ta tion of F orest P estM anag em en t, X iθan, S haanx i 710061, Ch ina)

Abstract: R od olia lim ba ta is the mo st impo rtan t p redato ry in sect of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T he experi2
m en t of app lica t ion of R od olia lim ba ta fo r b io logica l con tro l of D rosicha corp u len t show ed that the con tro l

effects w as sign if ican t. A fter releasing the b reeding ladyb irds, the average pest popu la t ion den sity w as re2
duced to 1. 2öcm 2 in one year and 0. 01öcm 2 in tw o years. In o rder to succeed in b io logica l con tro l, the pest

den sity m u st be over 0. 2öcm 2 and the num bers of b reeding ladyb irds over 100, and the op t im al app lica t ion

period w as from the m iddle of A p ril to the m iddle of M ay.

Key words: R od olia lim ba ta; b io logica l con tro lling;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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