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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赤松梢斑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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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东南高山松上的生物学特性'为监

测和防治该害虫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藏东南选择
!

块有代表性的高山松林进行野外观察'每
C?

从观察林地采

集
D

个有虫球果于室内解剖'测量其中的赤松梢斑螟幼虫形态指标)然后将赤松梢斑螟幼虫饲养在室外水培枝高山

松球果中'观察其取食,结茧,羽化,交配,产卵,孵化,越冬等生物学特性(*结果+赤松梢斑螟成虫雌雄同型'体长

#H

#

#CLL

'翅展
$H

#

$"LL

)老熟幼虫体长约
#$LL

'头宽约
$;DLL

'头部黑褐色,有光泽)初龄幼虫乳白色'后渐变

为淡红色'腹足趾钩单序环式'臀足趾钩双序缺环式)卵呈卵圆形'黄白色)蛹体长约
#HLL

'宽约
H;DLL

'尾部有
M

根臀棘(赤松梢斑螟在藏东南高山松上
#

年发生
#

代'以幼虫危害高山松当年生球果并以幼虫越冬'幼虫期约
H%%?

,

D

龄'蛹期约
!%?

'成虫期约
"?

'卵期约
#%?

(赤松梢斑螟成虫多数白天上午羽化'次日傍晚交尾'交尾时间长达
M

#

A

0

'幼虫一果一虫'无转移危害现象)被害球果畸形'结实不良(*结论+赤松梢斑螟危害高山松球果'成虫和卵阶段在

球果外'幼虫和蛹阶段在球果内'有较强隐蔽性(每年
MOC

月是防治赤松梢斑螟的关键期(

!关键词"

!

赤松梢斑螟)生物学特性)高山松)藏东南

!中图分类号"

!

<CMH;H

!文献标志码"

!

4

!文章编号"

!

#MC#BAH"C

!

$%$%

"

%#B%##AB%C

E,'/'

0

,$)/$2)*)$%#*,&%,$&'"8,%)

4

&.),#+

4

(76+.)6((#'+

/,$-+26$+#.#,+<'.%2#)&%F,4#%

_4.Zl8+'

P

8*

+

'

S

'

T7&82

=

'

?

'

TG\0+'

P

8*

Q

=

'

?

'

\4.Z&8+*=02*

Q

+

'

S

'

67=+8

P

8*

Q

+

'

S

!

+/(#$.4&,3$&3+>%((3

:

3

'

S!#5%

2

K3+%-)&3#$86

**

(,38E$+3&.+,$.'39,53.#$/(#.3#-

'

=K3+?E$+.,.-.3

%

2

9,53./(#.3#-C&%(%

:1

'

?F3

1

!#5%)#.%)

1

%

2

0%)3+.C&%(%

:1

,$9,53./(#.3#-

'

D,$,+.)

1

%

2

C8-&#.,%$

'

9,53.6

:

),&-(.-)3V 6$,7#(

Q-+5#$8)

1

<$,=3)+,.

1

'

"

1

,$

:

&',

'

9,53."M%%%%

'

>',$#

"

"#$%&'(%

#*

FS

I

2=/892

+

_02S8','

Q

8=+,=0+)+=/2)83/8=3'-S,%)

1

&.),#+

1

(=3+.)3((#

!

+̀/R2S()

Q

"

'*/,$-+

83$+#.#8*3'(/02+3/_8S2/12)23/(?82?/'

K

)'98?2S+383-')L'*8/')8*

Q

+*?='*/)',,8*

Q

'-/02

K

23/;

*

U2/0B

'?

+

6'())2

K

)232*/+/892/?83$+#.#-')23/'S32)9+/8'*S+32312)232,2=/2?8*3'(/02+3/_8S2/+*?-892,+)9+2

12)2+*+/'L8R2?292)

:

C?+

:

3+*?/02L')

K

0','

Q

8=+,8*?2]1+3)2=')?2?;_02*/02

:

12)2J2

K

/8*/02'(/B

?'')0

:

?)'

K

'*8=/?83$+#.#='*23

'

+*?=0+)+=/2)83/8=38*=,(?8*

Q

-22?8*

Q

'

3=+S

'

2L2)

Q

2*=2

'

L+/8*

Q

'

3

K

+1B

*8*

Q

'

0+/=08*

Q

'

+*?18*/2)8*

Q

12)2'S32)92?;

*

2̀3(,/

+

4?(,/3'-S?+

1

(=3+.)3((#12)232](+,83'/

:K

2

'

18/0+

S'?

:

,2*

Q

/0'-#HO#CLL+*?+18*

Q

3

K

+*'-$HO$"LL;_02L+/()2,+)9+20+?+S'?

:

,2*

Q

/0'-+S'(/#$

LL+*?+02+?18?/0'-+S'(/$;DLL;_0202+?1+3?+)JS)'1*+*?308*

:

;_02,+)9+'-/02-8)3/8*3/+)

1+3L8,J

:

108/2

'

+*?

Q

)+?(+,,

:

=0+*

Q

2?/')2??830;_02=)'=02/3-)'L#3//'!/0'-,+)9+212)238*

Q

,2B')B

?2)2?)8*

Q

'

+*?8/3,+3/=)'=02/312)2?'(S,2B')?2)2?L8338*

Q

)8*

Q

;_022

QQ

1+3+

:

2,,'1B108/2'9'8?8*



30+

K

2;_02

K

(

K

+1+3+S'(/#HLL,'*

Q

+*?+S'(/H;DLL18?2

'

+*?/02)212)2M08

K

3

K

8*238*/02/+8,;S?

+

1

(=3+.)3((#'==())2?'*2

Q

2*2)+/8'*

K

2)

:

2+)'*/?83$+#.#8*3'(/02+3/_8S2/;_02,+)9+22*?+*

Q

2)2?=()B

)2*/

:

2+)='*23'-/?83$+#.#+*?'92)18*/2)2?+3,+)9+28*='*23;_02,+)9+23/+

Q

21+3,'*

Q

18/0H%%?+

:

3

+*?D+

Q

23

'

/02

K

(

K

+,3/+

Q

21+3+S'(/!%?+

:

3

'

/02+?(,/3/+

Q

21+3+S'(/"?+

:

3

'

+*?/022

QQ

3/+

Q

21+3+B

S'(/#%?+

:

3;4?(,/3'-S?+

1

(=3+.)3((#L'3/,

:

2L2)

Q

2?8*/02L')*8*

Q

'

L+/2?8*/02292*8*

Q

'-/0232='*?

?+

:

-')MOA0;_02)21+3'*28*32=/

K

2)-)(8/18/0'(/?+L+

Q

2L2/+3/+383;_02?+L+

Q

2?='*2312)2L+,B

-')L2?+*?='*2

K

)'?(=/8'*1+3+--2=/2?;

*

['*=,(38'*

+

S?+

1

(=3+.)3((#0+)L2?/?83$+#.#='*23;_02+B

?(,/+*?2

QQ

3/+

Q

2312)2'(/38?2='*23

'

108,2/02,+)9+2+*?

K

(

K

+3/+

Q

2312)208

Q

0,

:

='*=2+,2?8*='*23;

_02+?(,/3/+

Q

2-)'L&(*2/'&(,

:

1+3/02J2

:K

2)8'?-')

K

)292*/8'*+*?='*/)',8*3'(/02+3/_8S2/;

)*

+

,-&.$

#

S,%)

1

&.),#+

1

(=3+.)3((#

)

S8','

Q

8=+,=0+)+=/2)83/8=3

)

/,$-+83$+#.#

)

3'(/02+3/_8S2/

!!

赤松梢斑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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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叶树球果和枝梢的主要害虫(目前许多

研究人员对赤松梢斑螟的生物学特性,危害等进行

了研究(王平远等%

#

&描述了中国分布的赤松梢斑螟

种团 !

#

新种'

!

旧种"(陆文敏等%

$

&研究了赤松梢

斑螟在黑龙江红松上的生物学特性(冯德刚等%

H

&研

究了赤松梢斑螟在红松上的空间分布型(周彪等%

!

&

研究了不同化学药剂对赤松梢斑螟的防治效果(

V8+'

等%

D

&研究了赤松梢斑螟幼虫在韩国红松上的形

态特征(徐波等%

M

&对赤松梢斑螟的生物学特性和危

害特征进行了补充研究(王琪等%

CB"

&研究了健康和

虫害红松挥发物对赤松梢斑螟及其寄生蜂寄主选择

行为的影响'以及冷杉梢斑螟和赤松梢斑螟幼虫的

生存策略差异与寄主红松化学防御的相互关系(上

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林区的红松上(高山松!

/,@

$-+83$+#.#

"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广泛分布于川滇和

青藏高原地区'在西藏多分布于海拔
$M%%

#

HD%%

L

的山坡,河谷和山谷等阳坡地带'是藏东南地区森

林的主要建群树种之一%

A

&

'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高山松高可达
H%L

'胸径可达
#;HL

'花期为每年的

D

月份'球果于第二年
#%

月份成熟(目前对藏东南

高山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群分布%

#%

&

,群落特

性%

##

&

,水文过程养分元素的变化特征%

#$

&

,幼苗生

长%

#H

&

,天然林更新%

#!B#D

&等方面'而对其球果害虫的

研究尚未见报道(笔者
$%#D

年调查发现'赤松梢斑

螟幼虫在藏东南高山松健康球果中取食危害'导致

球果中空,畸形,不结实或少结实)同时'因赤松梢斑

螟幼虫和蛹的发育完全在高山松球果内完成'隐蔽

性很强'不易被发现'所以难以防治(为了掌握该害

虫在藏东南高山松上的生物学特性'本试验于
$%#M

年
H

月至
$%#C

年
#%

月对该害虫的生物学特性进行

研究'以期为该害虫的有效控制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藏东南林芝地区'即雅鲁藏布江和

尼洋河交汇处的高山松林区(该地区平均海拔

HD%%L

'属高原温带半湿润至半干旱季风气候区'

干湿季分明)年均气温
";Hc

'最热月!

C

月"平均气

温
#D;Mc

'最冷月!

#

月"平均气温
O%;$c

(研究

区海拔由低到高分布的主要植被依次是杨桦林为主

的落叶阔叶林,川滇高山栎为主的常绿硬叶阔叶林,

高山松为主的亮针叶林,云冷杉为主的暗针叶林'林

线以上为高山稀疏垫状植被(研究林地建群种为高

山松天然林'调查林地分别位于卡丁沟!

A!o%A;A%p

>

'

$Ao!!;"Dp.

'海 拔
H%HH L

",米 林 雪 卡 村

!

A!o#H;!Cp>

'

$Ao#!;!"p.

'海拔
$A#AL

",林芝镇电

站旁!

A!o%!;M%p>

'

$Ao%!;%%p.

'海拔
H#C$L

",八

一镇桃花村!

A!o$D;#Ap>

'

$AoHM;%$p.

'海拔
$A"%

L

"(

#;$

!

研究方法

#;$;#

!

林内取样观察
!

在
$%#M

年
H

月至
$%#C

年

#%

月'每
C?

从
!

个调查地的高山松林采回基部有

明显虫粪的有虫球果各
D

个'在实验室解剖'观察并

记录球果内赤松梢斑螟的发育进度和活动情况'确

定赤松梢斑螟的年生活史(

#;$;$

!

饲养观察
!

形态特征#将野外采集的赤松梢

斑螟蛹放在养虫笼中饲养'待其羽化后观察描述形

态特征)解剖球果后将老熟幼虫和蛹制作成浸渍标

本'在解剖镜下观察描述其形态特征)收集卵并进行

特征描述(

成虫期习性#将雌,雄蛹各
$%

头分别置于
$

个

羽化笼中'羽化后将雌雄成虫分别单头放入
$%%LT

烧杯中'用吸持质量分数
#%f

蜂蜜水的棉球饲喂'

杯口用纱布罩住'观测雌雄成虫历期'雌雄虫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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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再将同日羽化的雌雄成虫配对'每
D%%LT

烧杯中放置
#

对'重复
#%

次'杯底放
#

个直径
H=L

吸持蜂蜜水的棉球饲喂'同时放置高山松当年生和

前一年生新鲜球果各
#

个'杯口罩纱布'每天从上午

%"

#

%%

开始'每隔
$0

观察记录其补充营养,交尾,产

卵等行为及产卵量(

卵期#收集成虫习性观察中同批次产的卵
$%

粒'放入培养皿中'室温!

#D

#

$Dc

"下保湿培养'每

天观察记录卵颜色变化,孵化情况及卵的发育历期(

幼虫期#将上述观察中的初孵幼虫用毛笔转移

至当年生和前一年生携带水培枝的高山松球果上'

一虫一果'每
!?

更换水
#

次'每隔
!D?

更换球果水

培枝(更换水培枝时'在靠近球果柄基部往端部方

向打
#

个深约
#;D=L

,直径
HLL

的小孔'再将赤松

梢斑螟小幼虫移进小孔中'模拟赤松梢斑螟野外的

生存环境'待小幼虫完全钻入球果后将水培枝置于

实验室外的露台上'每天定时观察记录其排粪情况'

球果外有虫粪则视幼虫有取食活动'否则视为幼虫

没有取食'一直观察到幼虫化蛹'共观察幼虫
$%

头(

蛹期#收集
$%

头赤松梢斑螟蛹'单头放入
#%%

LT

烧杯中保湿培养'其上覆盖
H=L

厚捣碎的高山

松果'杯口罩纱布'置于室外露台上'观察记录赤松

梢斑螟的羽化时间'记录蛹的发育历期(野外收集

!%

头赤松梢斑螟蛹'放入
H%=La!%=LaD%=L

的

羽化笼中'保湿培养'在室外环境条件下观察记录其

羽化情况(

#;$;H

!

幼虫虫龄的测定
!

于
$%#M

年
C

月
#%

日至

#%

月
$%

日及
$%#C

年
H

月
$%

日至
D

月
$%

日'在赤

松梢斑螟幼虫活动期'每隔
$%?

在样地内采集
#%

#

$%

个高山松被害球果'共取样
##

次(于
$%#M

年
##

月
#%

日至
$%#C

年
H

月
#%

日'在赤松梢斑螟幼虫越

冬期'每隔
H%?

在样地内采集
D

#

#%

个高山松被害

球果'共取样
D

次(将上述有虫高山松球果带回实

验室解剖'收集赤松梢斑螟幼虫'用体积分数
!%f

的甲醛浸渍液保存'然后在解剖镜下用测微尺测定

其头壳宽度(根据杨美红等%

#M

&和宗世祥等%

#C

&的方

法确定赤松梢斑螟幼虫的龄数'其中
h)''J3

指数
e

H

$

$

H

$O#

'式中
H

$

和
H

$O#

分别表示
$

龄和
$O#

龄赤

松梢斑螟幼虫头壳宽的平均值)

Z)'3S

:

指数
e

!

5

$

O5

$O#

"$

5

$O#

'式中
5

$

和
5

$O#

分别表示第
$

和第

$O#

个
h)''J3

指数(

#;H

!

数据处理

采用
>]=2,$%#H

和
<V<<#";%

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频次分布分析'并绘制频次分布图(

$

!

结果与分析

$;#

!

赤松梢斑螟在高山松上的形态特征

成虫#赤松梢斑螟成虫雌雄同型'体长
#H

#

#C

LL

'翅展
$H

#

$"LL

)头长椭圆形'着生灰褐色鳞

片)触角丝状'密生短褐色小茸毛)复眼大)喙卷曲'

棕黄色'着生细鳞毛'下唇须向上弯曲似香蕉状)第

$

节粗壮'第
$

和第
H

节交接处鳞毛灰白色'第
H

节

尖端越过头顶(前翅灰褐色'翅面覆盖黑白相间的

鳞片'基横线,内横线由白色鳞片形成'中横线为白

色波状纹'内横线与中横线间区的后方域有一新月

形白斑'波纹状外横线向翅基伸出
$

个尖突'向翅外

缘伸出
#

尖突'中室端脉斑明显)外缘线为黑色点刻

相连而成'内侧覆盖白色鳞片(后翅灰白色'缘毛灰

色(足黑褐色'着生黑白相间的鳞片)中足胫节端部

有
#

个距和
#

个刺'后足胫节端部各有
#

个距和
#

个刺'靠近端部
#

$

H

位置处有
#

根刺(腹部灰褐色'

覆盖白色及褐色鳞片(

幼虫#赤松梢斑螟老熟幼虫体长约
#$LL

'头

宽约
$;DLL

)头部黑褐色'有光泽(初龄幼虫乳白

色'后渐变为淡红色(背中线灰色'前胸气门前毛片

上有
$

根刚毛'每节着生
H

对黑色毛瘤'气门线上方

靠近背中线处
!

个毛瘤各着生
#

根刚毛'气门线下

$

个毛瘤各着生
$

根刚毛!其中偏向体前的刚毛较

短")腹足趾钩单序环式'臀足趾钩双序缺环式(

卵#赤松梢斑螟卵黄白色'圆形'约
%;MLLa

%;HLL

'孵化前颜色变暗发黑(

蛹#赤松梢斑螟蛹为被蛹'化蛹初期体白色'后

为淡褐色'即将羽化前黑褐色)蛹体长约
#HLL

'宽

约
H;DLL

'尾部有
M

根臀棘(

$;$

!

赤松梢斑螟在高山松上的年生活史

赤松梢斑螟在藏东南高山松上
#

年发生
#

代

!表
#

"'以幼虫在高山松当年生球果内越冬(幼虫

于
##

月上旬陆续进入越冬状态'越冬幼虫于第二年

H

月下旬开始活动'取食至
D

月下旬'幼虫期约
H%%

?

)

D

月上旬幼虫便进入化蛹阶段'蛹期约
!%?

)

M

月

中旬
OC

月上旬为成虫阶段'成虫期约
"?

)卵于
M

月中旬末期开始出现'一直持续到
C

月中旬'卵期约

#%?

(

$;H

!

赤松梢斑螟的生活习性

$;H;#

!

成虫期
!

赤松梢斑螟成虫于
M

月中旬开始

羽化'羽化盛期为
M

月下旬'末期是
C

月上旬'从野

外采集的
!%

头蛹的羽化率为
A%f

!图
#

"(大多数

赤松梢斑螟白天羽化'其中以上午
#%

#

%%

左右羽化

7/7

第
#

期 唐晓琴'等#赤松梢斑螟在藏东南高山松上的生物学特性



较多(成虫羽化时直接顶破蛹壳爬出'蛹壳遗留在

原坑道内'随后穿过蛀道中丝网状通道爬出羽化孔'

在排粪孔处停息片刻!约
#L8*

"'再爬至高山松的

小枝上'伸展体躯,抖翅'排出奶状粪便'

#;D0

后跳

跃飞行(

表
#

!

赤松梢斑螟年生活史

_+S,2#

!

T8-2=

:

=,2'-S?+

1

(=3+.)3((#

月份

U'*/0

旬

#OH

月

&+*;OU+);

7 U T

!

月
4

K

);

7 U T

D

月
U+

:

;

7 U T

M

月
&(*;

7 U T

C

月
&(,;

7 U T

"O#%

月

4(

Q

;OF=/;

7 U T

##O#$

月

.'9;OE2=;

7 U T

!

O

" !

O

"

O O O O O O O

+ + + + + +

虫态

</+

Q

2

W W W

* * * *

O O O O O O O

!

O

" !

O

"!

O

"

!!

注#

7

,

U

,

T

分别表示各月的上旬,中旬,下旬)!

O

"

;

越冬幼虫'

O;

幼虫'

+

;

蛹'

W;

成虫'

*

;

卵(

.'/2

#

7

'

U

'

T8*?8=+/2/02-8)3/

'

L8??,2+*?,'12)/2*?+

:

3'-2+=0L'*/0

'

)23

K

2=/892,

:

)!

O

"

'92)18*/2)8*

Q

,+)9+2

'

O;T+)9+

'

+

;V(

K

+

'

W;4B

?(,/

'

+*?

*

;>

QQ

;

图
#

!

赤松梢斑螟成虫羽化曲线

68

Q

;#

!

4?(,/-2+/02)8*

Q

=()92'-S?+

1

(=3+.)3((#

!!

观察表明'未交配赤松梢斑螟雌,雄蛾平均寿命

分别为
C;"%

和
D;$%?

!表
$

"'成虫羽化当天不交

尾'白天时而静伏时而爬行于高山松梢部的针叶上'

傍晚飞舞于松梢上寻觅异性)大多数雌虫于次日傍

晚交尾'少数在第
H

天晚上交尾)在求偶过程中'雄

成虫飞向求偶雌虫停息的枝条'在距离雌虫
D%LL

左右处停息'然后缓慢爬向雌虫'雌虫接受雄虫后以

-一.字形交配'交配时间长达
M

#

A0

(赤松梢斑螟

成虫交尾后次日开始产卵'卵产于高山松当年生球

果基部'多产在当年生球果基部靠近梢轴处'球果轮

生枝基部也有卵)卵以散产为主'可持续
H

#

D?

'单

头雌虫产卵量
$%

#

H!

粒'平均!

$M;M%bH;D%

"粒

!

$e#%

"(

表
$

!

赤松梢斑螟雌,雄成虫寿命

_+S,2$

!

T8-22]

K

2=/+*=

:

'--2L+,2+*?L+,2+?(,/3'-S?+

1

(=3+.)3((#

性别
!!!

<2]

!!!

虫数

.(LS2)'-8*32=/3

最长寿命$
?

U+]8L(L,8-23

K

+*

最短寿命$
?

U8*8L(L,8-23

K

+*

平均寿命$
?

492)+

Q

2,8-23

K

+*

雌虫
62L+,2 #% #% M C;"%b%;AH

雄虫
U+,2 #% C ! D;$%b%;"#

$;H;$

!

幼虫期
!

赤松梢斑螟幼虫在高山松当年生

球果内取食,危害,越冬'历期达!

H%%bC

"

?

!

$e

$%

"'幼虫无转果危害现象(

M

月下旬幼虫陆续孵

化'初孵幼虫白天躲在球果基部的缝隙处休息'夜晚

蛀食球果基部表面'蛀食面直径达
%;D=L

时便开始

钻蛀危害)被害球果停滞生长或畸形弯曲成弓状'但

不会脱落(

"

月下旬幼虫取食量增加'排出大量虫

粪'取食活动持续至
#%

月下旬'

##

月上旬幼虫陆续

开始越冬(翌年
H

月下旬温度回升后'越冬幼虫逐

渐开始活动,取食'被害球果柄可见与丝质相联的新

鲜虫粪(幼虫多在夜晚活动'接近老熟时用口器将

虫道内的粪粒搬运至排泄孔处并推出孔外(幼虫在

转移粪粒时受到惊扰便会立刻停止工作'迅速退缩

回洞内'待平静后又继续工作(幼虫常吐丝连缀粪

粒'再与松脂粘连成粪疱(

!

月气温升高后'幼虫活

动频率增加'

!

月上旬越冬幼虫陆续脱皮老熟'蜕皮

前
H?

不食不动'蜕皮
$?

后开始取食'可见排泄孔

处排出虫粪'此时食量增加很快'连续危害取食约

#D?

'于
D

月上旬停止活动陆续进入化蛹阶段(

通过观察幼虫排粪情况可知'幼虫排粪量因季

节和虫龄不同差异明显(幼虫越冬期不排粪)蛀入

球果约
!%?

后可连续
H?

不排粪'然后经过约
H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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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H?

内不排粪'再经过约
H%?

后
!?

内不排粪'最

后经过约
#C%?

!含越冬期"后
D?

内不排粪)气温降

至
"c

以下幼虫排粪量减少'气温达
Dc

每天排粪

量
$

#

H

粒'

Hc

以下停止排粪(根据幼虫生长发

育习性推测'不排粪期应该是赤松梢斑螟幼虫的蜕

皮期(

$;H;H

!

蛹
!

期
!

D

月上旬赤松梢斑螟幼虫开始化

蛹'化蛹前老熟幼虫在排粪孔处做蛹室!蛹室长约

$;#=L

"'在蛹室内吐丝作一白色椭圆形薄茧'同时

在蛀道中吐丝构建丝网状羽化通道'通道孔口邻接

羽化洞口(幼虫在茧内头部朝向羽化洞口化蛹'蛹

历期!

H";%DbH;"C

"

?

!

$e$%

"(

$;H;!

!

卵
!

期
!

观察结果发现'在林芝市巴宜区
C

月份室温!

#D

#

$Dc

"条件下'赤松梢斑螟卵的历期

为!

#%;M%b#;"D

"

?

!

$e$%

"(

$;!

!

赤松梢斑螟幼虫虫龄的测定

对
#A!

头不同发育期赤松梢斑螟幼虫的头壳宽

度测量值进行频次分布统计'结果表明'头壳宽分布

频次有
D

个峰值!图
$

"'且
Z)'3S

:

指数均小于

#%f

'由
E

:

+)

定律%

#"

&推断赤松梢斑螟幼虫有
D

个

龄期'各龄期头壳宽见表
H

(

图
$

!

赤松梢斑螟幼虫头壳宽频次分布

68

Q

;$

!

_02-)2

P

(2*=

:

?83/)8S(/8'*'-,+)9202+?=+

K

3(,218?/0'-S?+

1

(=3+.)3((#

表
H

!

赤松梢斑螟幼虫头壳宽测量值及统计分析

_+S,2H

!

U2+3()2L2*/+*?3/+/83/8=+,+*+,

:

383'-02+?=+

K

3(,218?/0'-,+)9+2'-S?+

1

(=3+.)3((#

虫龄

T+)9+8*3/+)

样本数

<+L

K

,23

头壳宽
X2+?=+

K

3(,218?/0

测量值$
LL

U2+3()2L2*/

变异系数

['2--8=82*/'-9+)8+/8'*

h)''J3

指数

h)''J38*?2]

Z)'3S

:

指数

Z)'3S

:

8*?2]

# $! %;D%b%;#H %;$M

$ $M %;A$b%;#A %;$# #;"H

H H# #;M%b%;## %;%C #;CD O%;%!

! "# $;%!b%;$% %;#% #;$C O%;$C

D H$ $;M%b%;#D %;%M #;$" %;%%

H

!

讨论与结论

在藏东南高山松上'赤松梢斑螟幼虫从当年生

健康球果基部蛀入取食'幼虫和蛹在同一个球果内

完成发育'无转移危害现象'也未见危害枝梢和枝

干)但该虫在东北红松上幼虫从球果中,下部蛀入取

食'被害部位具白色透明松脂和褐色虫粪'有转移危

害现象'除危害球果外还危害枝梢和幼树树干%

#AB$%

&

'

这说明同种昆虫在不同寄主上所表现的习性存在差

异(赤松梢斑螟在藏东南
#

年发生
#

代'以幼虫在

高山松当年生球果内越冬'成虫期,卵期,幼虫期和

蛹期分别约
"

'

#%

'

H%%

和
!%?

'而在东北林区其幼虫

期和蛹期分别约
HH%

和
#M?

%

$#

&

'这可能是因为东北

入冬早'第二年开春气温回升晚'导致赤松梢斑螟幼

虫期在东北比在藏东南要长近
#

个月(

本研究发现'每个高山松球果内只有
#

头赤松

梢斑螟幼虫'这种严格的一果一虫习性可能与成虫

的产卵选择行为有关'这种产卵选择习性应该是其

成虫在产卵时释放了寄主标记信息素
XUV

%

$$B$D

&

(

昆虫寄主标记信息素一般由雌成虫产生'其主要生

态学功能是调节昆虫的产卵行为'阻止同种或近缘

种对已标记寄主的产卵选择'以减少产卵量'从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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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后代之间对寄主资源的竞争%

$M

&

(

在饲养过程中发现'赤松梢斑螟在室内室温条

件能越冬'第二年不能化蛹而逐渐死亡'推测这可能

是因为林芝地区冬天野外昼夜温差变化较大'刺激

了该虫的正常生长发育(昆虫必须经过越冬才能正

常发育多与蜕皮激素相关%

$CB$A

&

'因此只有在自然环

境和室内不同温度条件下'研究该虫发育过程中蜕

皮激素水平的变化'才能揭示越冬条件与该虫幼虫

发育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藏东南赤松梢斑螟成虫每年

M

月中旬至
C

月上旬羽化'其卵,幼虫和蛹生活隐

蔽'因此防治该虫应在成虫关键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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