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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毛虫是我国茶区主要害虫
。

关于该虫发生环境的调查研究
,

仅有部分文献作过一般

描述
:

雌虫善选择树势繁茂的等丛产卵
,

繁茂荫蔽或阴坡地茶园茶毛虫为害较重
,

间作高

秆作物田块为害较重
厂` 一 3 1 。

但我们在调查中
,

发现茶毛虫适宜生境 与上述描述 不 同
。

为明确这一问题
, 1 9 8 3 ~ 1 9 8 5年

,

我们在陕西南郑县红庙镇选择不同类型茶园进行茶毛虫

生态定点观察
。

在茶毛虫适宜生境调查墓础上
,

开展了茶毛虫生态控制试验
。

1 适宜生境

在南郑县红庙镇选择不同类型茶园进行茶毛虫生境调 查
。 ,

采用普查和重点两种调查

方法
。

普查选用对角线三点取样
,

每点调 查20 丛
,

记载虫群数
、

虫口密度及着卵量
。

重

点调查采用全园逐丛调查 : 统计全园虫口数量
。

_

1
.

1 不同类型茶园粉卵调查

经对 4 5块约 1 00 多亩不同类型茶园茶 毛虫卵块分布密度资料分析
,

茶丛 封 行
、

覆盖

度较高的丰产园
,

15 块茶园共采卵块仅 l 个
,

、

占总调查卵块量的 0
.

8% ;
中等 水 平茶园

15 块地共采卵块 36 个
,

占27
.

9% , 低产茶园采卵块数量最高
,

占总采卵块量的 7 1
。

3 %
。

签本趋势是
: 低产茶园着卵量最高

,

中等茶园其次
,

丰产茶园很少
。

1
.

2 与茶园坡向的关系

为进一步明确不同坡向梯形茶园茶毛虫发生为害程度
, 1 9 8 3年和 1 9 8 5年对低产茶园

和丰产茶园南坡与北坡两种坡向茶毛虫发生为害情况进行了调 查
。

结果表明
,

低产茶园北

坡 6 0丛调查
,

有 虫 n 群
,

密度为 1 07 头
,

占调查总数 3
.

6% ;
南坡60 丛调 查

,

有虫 52 群
,

密度

为 2 8 4 8头
,

占调查总数 9 6
.

4%
。

丰产茶园北坡 60 丛调查有虫 2 群
,

密度 49 头
,

占调 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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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5
.

` % ;
南坡60 丛调查

,

有虫 16 群
,

密度 8 61 头
,

占调 查总数 9 4
.

6%
。

由此可以明确
,

不 同类型茶园均以南坡茶毛虫分布数量最高
,

北坡较低
。

1
.

3 茶园不同部位条毛虫分布特点

梯形茶园有两种类型
,

①园相从本相同
,

长势差异不大
; ②坡从部长势较好

,

坡顶

部长势较差
。

前种 类划茶园调查点设在红庙镇罗帐岭邓家房和红堰村宝庵堂
,

坡顶部每

30 丛虫口 密度分别为 2 09 头和 19魂头
,

坡从部每 30 丛 虫口密度分另11为 57 头和 6 4头
。

后一种

类型茶园调查点设在红庙镇白杨湾和牛家坟院
,

坡顶部每 3。丛 虫口密度分另lJ为 60 头和 6 36

头
,

.

入坡基部每
3 。丛虫 口密度均为零

。
_

两种类

型茶园均以坡顶部为害重
,

坡从部为害轻
。

1
.

4 耕作及栽培措施对茶毛虫发生为 害 的

影响

在红庙镇牛家坟院茶园
,

调 查了 4 种不

同耕作 类型茶园茶毛 虫发生为害情况 (表 1 )
。

从表 l 可见
,

行距合理
,

长势较好
,

纯

种 封行的茶园茶毛虫为害最轻
; 行距开阔

,

覆盖度较低
,

纯种尚未封行的茶园茶毛虫为

害最重
; 其余两种 茶园次之

。

1
.

5 同行茶丛茶毛虫分布适宜生境

表 1 相邻茶园不同耕作类型茶园

茶毛虫发生数 t

耕件类型
虫 群 数

(群 )

虫 n 密度

(头 )

茶树纯种不封右

茶树纯种封行

茶豆 1之米混作

茶玉米套种

0 9 4 2

1 8 9

1 9 8 2 2

10 6 2 4

注
:

调杳丛 效 (三 点合计 ) 均 为 60 丛
。

茶毛 虫 3 , 4 龄幼虫有在茶丛两侧分布的规律
了￡冷 ’ 云

一

,

但两侧分布密度 不 同
,

靠近

坡地茶从里侧明显低于茶丛外侧 (表 2 )
。

据调查
,

茶毛虫在茶从两侧分布规与茶园坡

向和茶园桥作栽培水平无关
,

显然与局部生态小气候有关
。

表 2 同行茶丛里
、

外两侧茶毛虫分布数通 比较

全园茶 毛虫 数量
调查时问 调查田 块数

外 侧 1 侧

(头 )
分布数量

( 头 )

占总数
( % )

分布数量
(头 )

占总数
( % )

19 8 3 , 8

] 9 8 4 , 8

1 9 8 5 , 8

14 0 7 4

7 4 7 5

3 5 2 6

8 3 1 5

5 15 9

2 0 5 3

::
`

5 7 5 9

2 3 16

1 4 7 3

40
。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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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毛虫生态控制可行性初探
`

,

认识茶毛虫适宜环境
,

可以 通过耕作及栽培管理措施
,

创造
一

个有利于茶园丰产而

不利于茶毛虫生长繁殖的生态环境
, 、

以达到防 治的 目的
。

为此
,

1 9 8 3一均 85 年
,

我们在

南郑县红庙镇建立了茶毛虫生态控制示范区
,

探讨以生态治理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
。

2
.

1 方法与措施

生态控制试验区设在南郑 县红庙镇红堰村
、

、

白杨湾
、

宝庵堂茶园
,

其巾梯形条园 2

块
,

平地丰产茶园 2 块
,

茶园面积共 10亩
。

白杨湾茶园分坡地与平地丰厂
(

茶园两种类型

茶园作为重点观察区
,

以坡地茶园为对照区
。

宝庵堂茶园分坡顶低产园
,

坡地丰产园及

坡 堪平地丰产园下种 类型田
,

以 坡顶部低产园为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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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自 1 9 8 3年开始
,

生态控制措施为
:
落实茶园耕作与栽培管理措施

,

改善茶园小

气候
,

促进茶树生长
,

增加茶园覆盖度
。

试验期间
,

不采用农药防治
,

明确大田制约茶

毛虫生态效益
。

在茶园现有管理水平的基砂上
,

通过茶树多年自然生长
,

以明确不同类

型茶园茶毛虫种群自然消长动态
。

2
.

2 生态控制效益分析

2
.

2
.

1 不同类型 田茶毛虫种群动态

经系统观察
,

白杨湾平地覆盖度较高的丰产茶 园连续三年没有发生茶毛虫为害 ,相邻

梯形对照茶园
,

19 8 3
、

1 9 8 4年没 有 发 生
,

1 9 8 5年发现茶毛虫迁入为害并有发展的趋

势
。

宝庵堂茶园坡基平地丰产条园及梯形

丰产茶园
,

经多年培养
,

茶园覆盖度增加
,

之

茶毛虫为害逐年减轻
,

而坡顶对照茶园
,

督

缺丛现象严重
,

管理粗放
,

茶毛虫为害逐

年加重 (附图 )
。

2
.

2
.

2 茶园生境改善对茶毛虫发生
.

为 害

程度的影响

经三年管理
,

红堰宝庵堂茶园
,

茶树

蓬面 由o
.

g m 增 加到 1
.

5 m ,

丛高由 o
.

71 m

增加到 o
.

96 m ; 茶行两侧距离由 l m缩 小

附图 茶毛虫各代种群变化 ( 1 9 8 3~ 1 9 85)
1
一

坡基平地单产 园
, 2

一

丰产禅形茶困
,

3
一

坡顶低产茶园

到 o
.

4 m
,

接近封行
,

茶园覆盖度 显著增加
。

1 9 8 5年与 19 8 3年相比
,

虫口 自然减退 率达

1 00 %
。

因此
,

通茶园丰产栽培管理和低产茶园改造
,

不仅可增加茶叶产量
,

而且可提高

生态控制害虫效益
。

3 结 论

1 ) 茶毛虫喜选择树势较差
,

通风透光茶从产卵
,

因此
,

低产茶园茶毛虫发生为害较

重
。

2 ) 在梯形茶园中
,

茶毛虫发生程度与茶园坡向
、

部位及栽 培 管 理有 一 定 的 关

系
,

一般趋势是
:
南坡重于北坡

,

坡顶重于坡基部
,

粗放管理茶园适宜茶毛虫发生
。

3 ) 3 年生态控制试验结果表明
,

通过茶园栽培技术和集约经营
,

可改善茶园生态

小气候
,

创造一个不利于茶毛虫生长繁殖的生态环境
。

4 ) 秦巴山区低产茶园面积较大
,

管理粗放
,

这种生态环境极适宜茶毛虫发生
。

因

此
,

在生产中重视低产茶园改造和丰产栽培管理措施
,

不失为一种经济有效控制茶毛虫

的措施
,

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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