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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草履蚧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Kuw ana) ) 在陕西关中 1 年发生 1 代, 以卵越冬, 越冬卵于 12 月

中下旬到翌年 1 月上旬孵化。1 月中下旬到 2 月上中旬初孵若虫开始出土上树, 5 月中下旬至 6 月初开始下树产

卵, 卵集中于距树干 60 cm 的土层中。若虫在树冠上层最多, 中层次之, 下层最少。1 年生枝段最多, 2 年生枝段

次之, 3 年以上生枝段最少。采用机油加羊毛脂 5∶1 (质量比) 在初孵若虫上树前的 1 月上旬至 2 月上旬进行涂

环阻隔防治和保护利用红环瓢虫防治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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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履蚧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Kuw ana) ) 是危

害平原绿化林木的主要害虫之一, 近年来在陕西关

中平原地区大面积暴发成灾, 杨树、泡桐等 40 多种

平原绿化树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其中以杨树

受害最重。在一些严重发生地区, 虫害进一步蔓延

到猕猴桃、苹果、板栗等经济林木上。林木受害后

不能正常萌芽或萌芽后失水萎蔫, 严重的可导致树

木枯死。该虫近年来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危害

也较为严重, 但国内所见研究文献不多[1, 2 ]。现将

1997～ 2001 年对该虫的生物学特性与发生规律研

究结果总结如下, 为防止虫害进一步蔓延及大面积

可持续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　生物学特性

草履蚧 1 年发生 1 代, 大多以卵在卵囊内越冬,

极个别以 1 龄若虫越冬 (见表 1)。越冬卵于 12 月中

下旬到翌年 1 月上旬孵化。孵化后的若虫仍停留在

卵囊内。1 月中下旬到 2 月上中旬开始出土上树, 2

月上中旬达盛期, 3 月上旬基本结束。若虫出土后爬

上寄主树干, 晚上在树皮缝内隐蔽, 午后顺树干爬

至嫩枝、幼芽等处取食。初龄若虫行动不活泼, 喜

在树洞或树杈等处隐蔽群居。3 月下旬至 4 月初第 1

次蜕皮, 蜕皮前虫体上白色蜡粉增多, 体色暗红; 蜕

皮后虫体增大, 活动力强, 开始分泌蜡质物。4 月中

下旬第 2 次蜕皮, 雄若虫不再取食, 潜伏于树缝、树

基、土缝等处, 分泌大量蜡丝缠绕化蛹, 蛹期 10 d

左右, 4 月底 5 月初羽化为成虫。4 月下旬至 5 月上

旬雌若虫第 3 次蜕皮后变为雌成虫, 并与羽化的雄

成虫交尾。雄成虫不取食, 多在傍晚活动, 飞行或

爬至树上寻找雌虫交尾, 阴天可整日活动, 寿命 3 d

左右。4 月底 5 月初为交尾盛期, 雄虫交尾后即死

去, 雌虫交尾后仍需吸食危害, 5 月中下旬至 6 月初

开始下树, 钻入树干周围石块下、土缝等处, 分泌

白色棉状卵囊, 产卵其中。雌虫产卵时, 先分泌白

色蜡质物附着尾端, 形成卵囊外围, 产卵 1 层, 多

为 20～ 30 粒, 陆续分泌 1 层蜡质棉絮, 再产 1 层卵,

依此重叠, 一般5～ 8 层。卵囊初形成时为白色, 后

转淡黄至土色, 卵囊内棉质物亦由疏松到消失, 所

以夏季土中卵囊明显可见, 到冬季则不易找到。雌

虫产卵量与取食时间有关, 取食时间长, 产卵量大;

一般产卵 80～ 120 粒, 平均 94 粒, 产卵期 4～ 6 d,

产卵结束后雌虫体逐渐干瘪死亡。土壤含水量对雌

虫产卵亦有影响, 极度干燥的表土层使雌虫很快死

亡。越冬后孵化的若虫耐饥、耐干燥能力极强。据

观察, 当年 11 月至翌年 2 月的平均气温对卵的孵化

和初孵若虫出土上树时间影响较大 (表 2) , 当 1～

2 月份中午气温上升到 4 ℃以上时, 草履蚧初孵若

虫开始出土上树, 当气温降到 4 ℃以下时, 初孵若

虫停止活动。土壤含水量对卵的成活率影响较大, 在

比较干燥的土壤中, 卵的成活率只有 20%～ 30% ,

而在河渠边、果园边比较潮湿的土壤中, 卵的成活

率可以达到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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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草履蚧的生活年史 (陕西户县 1997～ 2000 年)

T ab le 1　T he life h isto ry of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H uxian, Shaanx i 199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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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态
Sha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 若虫; ∃. 蛹; ♂. 雄成虫; ♀. 雌成虫; ○. 卵; 上、中、下为旬。

N o te: - . N ymphae; ∃. Pupae; ♂. M ale adu lt; ♀. Fem ale adu lt; ○. egg; e. p. T he early period; m. p. T he m iddle period; end.

p. T he ending period.

表 2　气温与卵的孵化和初孵若虫出土上树时间的关系 (陕西户县 1997～ 2000 年)

T ab le 2　T he rela t ion of air temperatu re and the tim e of nymphae sw arm ing (H uxian, Shaanx i, 1997- 2000)

年份
Year

月平均气温ö℃
A verage air temperatu re

11 月 N ov. 12 月 D ec. 1 月 Jan. 2 月 Feb.

孵化盛期
Incubating
fastig ium

出土上树盛期
Sw arm ing
fastig ium

1997～ 1998 6. 5 1. 4 - 0. 1 5. 8 12226～ 12230 02211～ 02215

1998～ 1999 10 4. 1 2. 7 6. 2 12221～ 12224 02207～ 02210

1999～ 2000 8. 3 2. 8 - 0. 5 5. 2 01203～ 01206 02218～ 02222

2　发生规律

2. 1　越冬卵在土壤中的分布规律

　　1998212, 在西安市户县选择 7～ 15 年生的 15

号杨、陕林 3 号杨各 30 株, 以树干基部为起点, 向

东、西、南、北 4 个方向挖取宽 10 cm , 深 20 cm 的

土壤带, 采取分段分层检查卵量的方法取样调查

(表 3)。结果表明, 在水平方向上以距树干 0～ 20,

21～ 40 cm 区段的土壤中卵的分布量最多, 与其他

区段间存在显著差异; 草履蚧的卵集中分布于距树

干基部 60 cm 范围内及地面以下 0～ 5, 6～ 10 cm 的

土层中 (表 4)。
表 3　草履蚧卵在土壤中的分布量与树基距离的关系 (陕西户县, 1998 年)

T ab le 3　T he rela t ion of n it distribu ting in so il and the distance of roo t (H uxian, Shaanx i, 1998)

距树干距离öcm
D istance of roo t

取样数
N um ber

总卵量
N it gro ss

所占比例ö%
P ropo rtion

卵量öcm - 2

N it num ber

0～ 20 700 1 115 965 48. 40 1. 621 3

21～ 40 700 576 858 25. 02 0. 884 8

41～ 60 700 332 159 14. 41 0. 541 7

61～ 100 700 221 523 9. 16 0. 182 1

101～ 150 700 59 045 2. 56 0. 032 7

∑ 3 500 2 305 550 100. 00 3. 262 6

　　注N o te: F = 13. 5> F 0. 05 (4. 295) = 2. 64; Q 0. 05 (5. 295) = 3. 86; D q= 66. 7。

表 4　草履蚧卵在树冠下不同深度土层中的分布量 (陕西户县, 1998 年)

T ab le 4　T he num ber of n it in differen t dep th under a tree (H uxian, Shaanx i, 1998)

距地表深度öcm
D ep th

取样数
N um ber

总卵量
N it gro ss

所占比例ö%
P ropo rtion

卵量öcm - 2

N it num ber

0～ 5 875 1 704 459 73. 92 1. 386 5

6～ 10 875 513 565 22. 27 0. 440 8

11～ 15 875 87 034 3. 77 0. 056 8

16～ 20 875 610 0. 01 0. 000 5

∑ 3 500 2 305 668 100. 00 1. 884 6

　　注N o te: F = 20. 31> F 0. 05 (3. 236) = 2. 64; Q 0. 05 (4. 236) = 2. 64; D q= 51. 62。

2. 2　草履蚧若虫在树冠上的分布规律

1999203 下旬在户县祖庵镇设立标准地2 块, 每

块调查 20 株, 从每一树冠的上、中、下 3 层随机抽

取样枝[3 ] , 分别统计每 20 cm 3 年生、2 年生、1 年

生枝条上的若虫数 (表 5)。结果表明, 草履蚧若虫

在树冠的上层分布最多, 中层次之, 下层最少;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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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枝条上最多, 2 年生次之, 3 年生最少[4 ]。
表 5　草履蚧若虫在树冠上的分布规律 (陕西户县, 1999 年)

T ab le 5　T he distribu ting ru le of nymphae in crow n of a tree (H uxian, Shaanx i, 1999)

枝段位置
L ocation

3 年生枝段
B ranch of 3 years

2 年生枝段
B ranch of 2 years

1 年生枝段
B ranch of 1 year

合计
To tal

上 Top 13. 7 32. 4 77. 6 123. 7

中M iddle part 5. 2 14. 5 41. 8 61. 5

下 L ow er 1. 8 6. 3 25. 4 33. 5

合计 To tal 20. 7 53. 2 144. 8 218. 7

2. 3　草履蚧自然种群生命表

1997～ 2000 年在户县的祖庵、五竹乡分别设立

两块标准地, 从每年的 12 月到次年的 7 月, 采用定

株接虫、室内饲养和林间抽样调查的方法[5～ 7 ] , 每隔

3 d 记载卵的自然死亡数量, 孵化率; 每 20 cm 枝条

上的若虫数量及其捕食性天敌的种类、捕食量; 成

虫期的性比, 雌虫的平均产卵量。得到草履蚧自然

种群生命表 (表 6)。由表 6 可以看出, 卵期的死亡

原因主要是自然死亡, 引起自然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越夏、越冬期土壤过于干燥或过于潮湿。若虫期的

死亡主要是由于天敌的捕食和未能上树, 其中以红

环瓢虫为主的捕食性天敌是导致虫口数量下降的主

要原因, 其捕食率达到 68. 1%。成虫期主要是由于

天敌的捕食和未能交配导致种群数量下降。
表 6　草履蚧自然种群生命表 (陕西户县, 1997～ 2000 年)

T ab le 6　T he life list of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co lony (H uxian, Shaanx i, 1997- 2000)

虫期
Stage

虫数
N um ber

死亡原因
D eath reason

死亡数
D eath num ber

死亡率ö%
D eath rate

生存率ö%
Survive rate

卵
N it

1 000

自然死亡N ature death 522 52. 2 34. 4

未孵化U nable incubation 96 9. 6

其他 E lse 38 3. 8

合计 To tal 656 65. 6

若虫
N ymphae 344

未能上树U nable sw arm ing 37 10. 8 14. 2

捕食性天敌N atural enem y 234 68. 1

其他 E lse 24 6. 9

合计 To tal 295 85. 8

雄蛹
M ale pupae

21

捕食性天敌N atural enem y 3 19. 1 80. 9

其他 E lse 1

合计 To tal 4

雄成虫
M ale im ago

17

捕食性天敌N atural enem y 3 29. 4 70. 6

未能交配U nable copu lation 1

其他 E lse 1

合计 To tal 5

雌成虫
Fem ale im ago

28

捕食性天敌N atural enem y 16 67. 8 32. 2

未能交配U nable copu lation 2

其他 E lse 1

合计 To tal 19

性比 (♀∶♂) Sex ratio　　1∶0. 73

平均产卵量A verage eggs equals　　94

下代实际卵量N ext generation n it num ber　　846

种群趋势指数 (É ) Popu lation tendency index (É ) 　　0. 84

3　草履蚧的天敌
调查表明, 草履蚧的捕食性天敌有 6 种[7 ] , 即:

红环瓢虫 (R od olia lim ba ta M o tschu lsky) ; 大红瓢

虫 ( R od olia ruf op ilosa M u lsan t ) ; 异 色 瓢 虫
(H a rm on ia axy rid is (Pallas) ) ; 大草蛉 (Ch ry sop a

sep tem p uncta ta W esmm ael) ; 日本黑蚁 (P oly rhach is

d ives Sm ith ) ; 黑腹狼蛛 (L y cosa coelestis (L.

Koch) )。其中红环瓢虫为优势种, 该瓢虫产卵量大,

成虫、幼虫均可捕食草履蚧, 对草履蚧种群具有较

强的控制能力。

4　防治技术
4. 1　阻隔防治

　　在草履蚧卵开始孵化至初孵若虫上树前, 即 1

月上旬至 2 月上旬, 用机油 5 份加热后加入 1 份羊

毛脂 (质量比) , 熔化的混合物在树干高 80～ 100 cm

处涂宽 10～ 15 cm 的封闭环, 阻隔若虫上树危害,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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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适用大面积发生的 5 年生以上的农田林网和村宅

树木的防治。

4. 2　喷药防治

若虫上树期, 即 2 月中下旬至 3 月初用敌杀死

2 000 倍或蚧死净 800 倍等农药喷杀阻隔于阻隔环

下的草履蚧初孵若虫; 化蛹羽化及产卵期, 即 4 月

中下旬至 5 月初、5 月下旬至 6 月初用水胺硫磷+

久效磷 1 500 倍, 蚧死净 600 倍等农药喷雾防治。

4. 3　其他方法

雌成虫下树产卵前在树基部挖宽 30 cm , 深 20

cm 的环状沟, 填满杂草, 引诱雌成虫产卵, 待产卵

期结束后取出杂草烧毁, 消灭虫卵[8 ]。

红环瓢虫是草履蚧的主要捕食性天敌, 在喷药

防治前, 应对其分布和数量进行调查, 在有红环瓢

虫的地区, 3～ 6 月份尽量避免使用化学农药进行防

治。对红环瓢虫分布量较大的地区, 可在 4 月中旬

至 5 月中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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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带有红环瓢虫幼虫的枝条

绑于拟防治的树上释放。一般释放后当年可基本控

制灾情[7 ]。

5　小　结

草履蚧在陕西关中平原区 1 年发生 1 代, 以卵

越冬, 越冬卵于 12 月中下旬到翌年 1 月上旬孵化。

1 月中下旬到 2 月上中旬中午气温上升到 4 ℃以上

时, 草履蚧初孵若虫开始出土上树, 5 月中下旬至

6 月初开始下树产卵, 卵集中分布于距树干 60 cm ,

地面以下 10 cm 范围内的土层中。若虫在树冠上层

最多, 中层次之, 下层最少; 1 年生枝段最多, 2 年

生次之, 3 年以上生最少。采用机油和羊毛脂 5∶1

(质量比) 在初孵若虫上树前的 1 月上旬至 2 月上旬

进行涂环阻隔防治和保护利用红环瓢虫防治效果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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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o log ica l character ist ics of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Kuw ana) and it s occu ring law s

GAO Cun - lao1 , W ANG X iao- j i1 , ZHANG Jun- l ing1 , YANG Da-hong1 , ZHENG Y ou-peng2 , GONG J ian -quan2

(1 X iπan S ta tion of F orest P est M anag em en t, X iπan, S haanx i 710061, Ch ina;

2 F orest P est M anag em en t S ta tion of Z houz h i, Z houz h i, S haanx i 710400, Ch ina)

Abstract: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occu rs one genera t ion a year in the m iddle of Shanx i P rovince, and
overw in ters by m ean s of eggs. Egg hatches from the m iddle and la te D ecem ber to the early January of nex t
year. T he early2hatch ing nymph starts to scram b le the ho st2pop lars from the lit ters du ring the m iddle and
la te January to the early and m iddle Feb ruary, the fem ale2adu lt ovipo sits under the ho st2t ree du ring the
m iddle and la te M ay to the early June. T he eggs is m ain ly dist ribu ted in the layer around the trunk from
the su rface to the dep th of 60 cm under ground. T he nymph is m ain ly in superst ra tum of crow n, the nex t
is the b iggest, the amoun t in tw o2year2o ld b ranch is m iddle, the amoun t in th ree2year2o ld b ranch is the
sm allest. Effect ive con tro lm easu res are separa t ing2con tro l by m ean s of daub ing a m ix tu re of 5∶1 diesel o il
to lano lin on the bo t tom of tree truck, and b io logica l con tro l by u sing p redato ry enem y, R od olia lim ba ta
(Co leop tera∶Coccinellidae) , befo re the early2hatch ing nymph scram b les the tree, du ring the early January
to the early Feb ruary.

Key words: D rosicha corp u len ta (Kuw ana) ; b io logica l characterist ics; occu rring la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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