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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黎坪山区置泥虫生活

习性初步观察及防治慈见

邓 甫 文

(映四汉 中农校》

, 月匕

负泥虫 L e m : 。r y : a e
ku w ay a m 。 ,

山区农民哄背屎虫
,

是山区水稻早期害 虫
,

历年发生普遍而严重
。

水稻受害后
,

轻者叶变枯白
,

生育迟滞
,

严重的时候全田大

部叶片枯焦死亡
。

由于山区水稻生长期短
,

被害后另抽新叶
,

始形成幼穗
,

因此穗

形鼓小
,

影响产量
。

5 8年三月中旬
,

我们汉中农校一部分师生下放黎坪锻栋
。

筋朋孩地 乡长
,

他淡

到了当地农业生产上三大炎害
—

稻背屎虫
、

稻瘟病
、

焉铃薯晚疫病
—

严重阻碍

产量的提高
,

只有防治好了病虫害
,

丰收才可靠
。

我在参加劳动之余
,

桔合大 田生

产对负泥虫的生活史和习性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

作了小型 的防治拭脸
,

探索到孩地

鱼泥虫轻济有效的防治办法
,

这征明党的教育方卦和知靓分 子劳动锻栋 的 无 比 正

确
。

通过劳动锻栋冬 既改造了 自己思想
,

又获得了科学理湍知歌
。

现将鱼泥虫生活习性观察和防治贰脸桔果介招出来供陕南山区今年 防 治 的 参

考:

一
、

各期 虫态简述

1
。

成 虫 : 体长4一
‘

滩
。

5毫米
。

头部黑色
,

触角耕状11 节
,

以第 5 节最哭
,

第 2

节校短
,

基部二节黄褐色
。

前胸园柱状
,

背板黄褐色
,

散生昙园的点刻
,

偏后部雨

侧中央凹入
,

后端收缩
。

翅鞘青兰色
,

上布撇行园形点刻10 列
,

前胸腹面及腹部告

黑色
。

足黄色
,

唯胆节端部极少部分黑色
,

附节一二节黄褐色
,

端部及爪黑色
。

2
。

卵 : 长椭园形
,

前端稍大后端馨小
,

长0
.

7一0
.

9毫米
,

初产时黄色
,

逐渐变

为禄褐色
,

将孵化时蒋变成墨徐色
。

3
.

幼虫
:
污黄色

,

体长 6 一 7 毫米
,

全体如梨形
。

头部黑色
,

额部有倒 V 形黄

褐色脱裂钱
,

头盖周椽有弧形浓黑色斑杖
,

上唇及基片黄色
。

足三对
,

黑揭色
。

肛

朋开 口 向上
,

排泄污黄色粪便堆积于背面
,

因此农民叫
·

背屎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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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
。

蛹 : 长橄园形
,

长构4

—
4

0

5毫米
,

体黄色
,

羽化时变成赶揭色
。

翅精摺附

于腹面雨侧
。

尾端有向内弯曲的二封状肉霄短刺
,

其基部膨大
,

端部尖创
。

蛹包被

于白色茧中
,

茧壳椭园形
。

二
、

生活史习性

1
。

生活史 : 鱼泥虫在黎坪山区一年发生一代
,

以成虫在 田埂
、

沟渠傍大型禾本

科杂草根徽越冬
,

5 月中旬发现成虫迁飞到秧田幼苗上为害
,

霓偶交尾
。

以后成虫

逐 日陆被迁飞秧田
。

5 月底 6 月初为产卵盛期
,

卵轻 8 一 9 日孵化
,

6 月10 日左右

幼虫大 t 孵化
。

6 月下旬幼虫老熟吐林桔薄茧预蛹
,

7 月上旬大量化蛹
。

7 月中旬

为羽化盛期
,

成虫羽化后多集中于稻叶此较幼嫩田 稍取食
,

即迁飞于大型禾本科杂

草根际越冬
。

鱼 泥 虫 在 黎 坪 山 区 生 活 周 期 如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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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习性 :

¹ 成虫习性 : 58 年11 月下旬调查了田埂
、

沟渠傍10 余处
,

每点一平米
,

枯果仅发

现二个成中在甜茅及另一种大型禾本科杂草根丛越冬
。

过冬后成 虫集中迁飞秧田为

害
,

下午 l 一 6 时霓偶交配和取食
。

在秧叶端部啮食叶表皮及叶 肉
,

叶被害后 出现

与叶脉平行的栩长黄白色条斑
,

严重者干枯成穿孔
。

产卵多在下午
,

卵产于叶尖表

而于处
,

卵块早不整齐状
,

与叶脉平行雨行排列
,

每一卯块有 4 一21 粒不等
。

检查

40卵块 4 一10 粒者为14 块
,

U 一15 粒有17 块
,

16 一21 粒者 9 块
。

成虫晴天甚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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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七
,

遇惊扰疾速飞翔
,

飞短距离后降落停息他株
。

中午阳光过于猛烈
,

lllJ 隐避于叶背
,

阴暗天或雨天棱息在叶片上不活动
。

越冬代成虫多集中在秧田期秧苗上 为 害 和 产

孵
,

但有小部分成虫飞到早插的本 田产 卵
,

一 般早插秧和郑近秧田的木田被害特

重
。

此虫可以人为条件作较远距离傅播
,

如原黎坪区五郎场 乡松坪子
,

过去未发现

有此虫为害
,

去年由于秧苗不约
,

到十余里的方家塌等地拔秧运间栽植
。

由于秧苗

叶上产有负泥虫卵块
,

桔果发现插栽外地运间秧苗的大 田都有负泥虫为害
。

º幼虫习性 : 幼虫多在傍晚至次 日清晨孵化
,

幼虫孵化后半点多撞方取食
,

一

日后背上兑有粪便堆积
,

幼虫爬行援慢
,

啮盒上表皮及叶肉
,

仅留下表皮
,

叶片被

害状为短阴条斑
,

条斑互相速接
,

全叶变成枯 白
。

一
、

二龄食量较小
,

三
、

四龄食

最大
,

若一块田内虫口 密度大
,

三四内日全田叶片变成枯焦
。

雨天幼虫亦多隐避于

叶背
。

» 化蛹及羽 化: 幼虫老熟后
,

爬至叶片表面端部专处吐蒜梅裹体躯
,

准 备 化

蛹
,

幼虫潜藏于蒜相内分泌粘液
,

么后粘液硬化成一茧壳
,

幼虫即在其 中 蜕 皮 化

蛹
。

成虫羽化后在茧内蛰伏一短时简
,

然后咬穿上端茧壳成一孔洞
,

成虫从茧壳中

镇出来
,

飞至比较柔嫩的秧田内为害短时简后
,

即飞到杂草中越冬
。

三
、

防治简班

( l ) 农民群众的防治办法及其效果 :

当幼虫为害盛期
,

大多数幼虫已达二三龄
,

被害叶片已开始枯焦
,

农民郎用 1

丈多长的竹杆或木棒
,

端部梆竹枝或树梢成扫箱状
,

将幼虫扫落田里
,

这样可以机

械杀伤小部分幼虫
。

但防治不彻底
,

翌 日幼虫复爬上稻丛为害
,

因此农民每隔一 日

又重扫一次
。

水源充足的地方
,

把水 田放干
,

将幼虫扫落田里
,

桔合蒸秧用足将幼虫踏入泥

里
,

据拭验可减低虫 口 41 % 左右
。

( 2 ) 案剂防治周题 :

防治负泥虫
,

应严守雨关
,

做好雨次彻底歼灭战役 ; 只要歌真作好下列1
。

2
。

项

防治
,

可免成炎
。

1
。

根据观察
,

鱼泥 虫成虫大部集中在秧田期为害和产卵
,

必须抓紧在秧田期彻

辱廿平感事 即牛厅冬 因为在秧田期防治
,

面积小
,

化费桨和人工少
,

既轻济而

效果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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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拭用0
.

5% 66 6粉毒杀成 虫效果92 %以上
。

成虫迁飞到秧田后
,

每亩 用0
。

5 %

66 6粉4斤隔 3 一 5 日喷一次
,

共喷三次
。

如黎坪山区
,

在 5 月下旬喷雨 次
,

6 月

1一 2 日再喷一次
,

就可基本消灭成虫
。

可用 l : 1 : 4 0便草石灰水或4 0% 硫酸厘碱4 00 液喷洒既可杀成虫
,

又可 收 杀

卵的效果
。

2
。

及时在早栽田除治幼虫 : 大田幼虫来源 : 一为秧苗移插时叶上所带 的卵块;

二为小部分成虫飞到早插田为害所产卵块
。

应特别注意早插田和郑近秧田的大田的
. . . . . . . . . .

⋯ ⋯
O

防治
,

当幼虫孵化末期用0
。

5 % 66 6粉喷怖
,

杀虫牟达9 0%以上
。

每亩 用集 4 斤
,

用

背负式喷粉器每人每 日可喷八亩
。

大田防治幼虫不宜用液剂
,

我曾拭 用 6 %可湿性666 的25 0语液剂
,

杀虫效举仅

80 %
,

且化人工
,

每人一天仅能喷 3 亩
。

因桑液不易沾附于叶片上
,

常呈水珠状 渡

落田 里
,

另因幼虫背上粪便堆积
,

案液不易接触和侵触虫休
,

故杀虫率低
。

粉剂能均匀附着于叶面
,

当幼虫移动取盒时
,

足沾附或吞盒案粉而亡
。

所以杀

虫效举高
。

3
.

山区可就地取材选择和制用土农集
,

进行成幼虫的防治
。

( 3 ) 在秧田采摘卵块 : 鱼泥虫的卵块多产于叶片正面端部于处
,

且卵块黑揭

或墨徐色
,

易于飘别
,

每天巡砚秧田擂除有卵块叶
,

亦有效果
。

( 4 ) 改变育秧习惯 : 做合式秧田 ; 山区农民多是整块大田撒秧
,

因此妨碍防

虫及其他农事操作
,

今后应提倡做合式秧田
,

以利于除虫及拔稗施肥等工作
。

四
、

摘要及存在周皿

( 1 ) 负泥虫在原黎坪山区一年发生一代
,

以成虫态在田埂
、

沟渠捞的大型禾

本科杂草丛中越冬
。

( 2 ) 防治负泥虫应抓紧雨个关键即 : 彻底清灭秧田期成虫和及早防治大田期

幼虫
,

防止成炎
。

尤应重点防治早插田及郑近秧田的本 田幼虫
。

(3 ) 据文献纪载鱼泥虫可聚于禾本科杂草根丛切口 中越冬
,

我未进行切口 调

查
。

尚待深入拥查越冬寄主及越冬情况作为冬春除草防治过冬成虫的依据
。

(4 ) 据祀载早期秧苗未长出前
,

成虫可在禾本科杂草上为害
,

去年未注惫观

察有无此现象
。

尚待进一步查明黎坪山区成虫越冬后是否就道接迁飞秧 田
,

抑 或

先在田边杂草上为害后再迁入秧田
。

探明此情况
,

可作为早期除治的参考
。

么

.

J 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