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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新害虫— 横沟象

浙江省松 阳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 3 2 3 4 0 0)

浙江省龙泉市森林病虫防治站

陈汉林
奋

陈正国

摘 要 横沟象 丈卜
s ce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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俪以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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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凹叶厚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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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z砧
“
的毁灭性新害虫

,

在浙江省龙泉
、

景宁
、

松 阳等县市的厚朴产区造成严重损失
。

本文首次报道其对厚朴的危害及其防

治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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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和幼虫都为害我国特产的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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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造成很大损失
,

严重影响上述

两种药材的生产
。

有关此虫尚未见报道
,

现将

作者的观察结果报告如下
。

1 分布与为害

横沟象在浙江省丽水地区的松阳
、

遂昌
、

龙泉
、

云和几景宁
、

丽水等县市都有分部
。

除为

害厚朴
、

凹叶厚朴外
,

还能为害黄山木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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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沟象成虫取食嫩梢皮
、

芽苞
、

叶片
、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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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和果实
。

取食时常咬断叶柄
,

使叶片掉落
; 1

.

5 ,

长均为宽的 2 ; 3一 7 略等长
,

长宽略相

啃食树皮时
,

每 次取 食造成一 个直径 7m m 等
,

7 稍宽
;
棒节长为索节的 0

.

7
。

前胸长略大

左右的缺皮伤口
,

经不断取食
,

伤 口连成片
,

于宽
,

布满不规则的顺粒
,

前端中央有一条短

切断养分输导
,

导致植株枯死
。

幼虫则在地下 纵沟
。

小盾片端部圆
。

鞘翅宽于前胸 1 3/
,

行

为害根系
。

遭此虫为害
,

往往可致厚朴幼林成 间 7
、

8 基部和 4 与 7 的会合处各有一隆背
。

片死亡
。

龙泉市住龙乡龙星村高 山香 (海拔 各足腿节端部膨大
,

有一小齿
,

胫节端齿发

6 0 0 m )一片约 4 X 1 0 `
m

, 、

1 9 5 0 年营建的厚朴 达
。

林
,

因遭此虫危害
, 1 9 8 7 年龙泉市森林病虫 卵

:

椭圆形
,

长径 3
.

Zm m
,

短径 2
.

l m m
。

防治站调查
,

厚朴幼树死亡率达 90 %以上
。

橙黄色
。

1 9 9 0 年作者等去该林地考察时
,

厚朴树已所 幼虫
:

初孵幼虫体长 3m m
,

头橙黄色
,

上

剩无几
。

尚存活的少数植株也已被此虫严重 颗端部黑褐色
。

体乳黄色
,

被长柔毛
。

成熟幼

危害
,

成长无望
。

景宁县梧桐乡高演村和李庄 虫体长 18 m m
,

宽 6 m m
,

头暗红 色
,

上 颗褐

村也有厚朴林被严重危害
、

引起死亡的现象
。

色
、

强大
。

体乳白色
,

前胸背板淡黄褐色
,

骨化

松 阳县安民乡安岱后村的厚朴林被害
,

嫩梢 较强
。

体壁多皱褶
,

肥硕
。

皮被严重剥食
。

该县大东坝林业站到该林地 蛹
:

长 15 m m
,

宽 7 m m
。

体白色
。

头咏
、

胸

采集厚朴插穗
,

因嫩梢普遍被害
,

以致很难采 部有较多的橙色刚毛
,

腿节端部具 2枚刚毛
,

到完整合用的枝条
。

被害林因嫩梢枯死
,

致叶 羽化前体色逐渐呈黄褐
。

片普遍稀少
,

失绿
,

影响正常生长
。

幼林被害 3 生物学特性

较重
,

成长的大树亦被害
,

因自我补偿能力较 3
.

1 生活史
:

一年 2 代
,

以成虫和幼虫越冬
。

强
,

损失相对较轻
。

越冬代一部分于 10 月中下旬化蛹
,

n 月上

2 形态特征 旬至下旬羽化
。

以成虫蛰伏土中越冬
。

另一

成 虫
:

体长 13
·

5 一 17
.

o m m
,

宽 5
.

7 一 部分于次年 4 月下旬化蛹
,

5 月中下旬羽化
。

7
.

s m m
。

栗褐色
,

散布疏密不均的锈赤色鳞 第 1 代于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化蛹
,

8 月上

片
:

翅坡后最密集
,

次为头部
、

前中胸腹面
、

腿 旬至 9 月上旬羽化
,

成虫出土后 3
、

d4 开始交

节和胫节
、

腹部腹面
、

小盾片
,

前胸背板和鞘 尾
。

交尾后 5
、

d6 开始产卵
。

卵期 8一 1 d6
。

幼

翅基部最稀
。

头顶布满刻点
。

头咏约与前胸 虫期第 1 代和以成虫越冬的第 2 代 6d0 左

等长
,

略弯
,

背面有刻点沟
,

并形成 5 条隆线
。

右
,

以幼虫越冬的达 2 30 多天
。

预蛹期 d5 左

部分个体中间 3 条隆线界限不清
,

成一粗隆 右
。

蛹期 20 一 3 d0
。

成虫寿命很长
,

室 内饲养

背
。

触角柄节与索节略等长
;
索节 1 长为 2 的 存活期可达 1年

。

年生活史见表
。

表 横沟象年生活史

月 1~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冬 △ △△△

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 + + + + + + + + + +

△△ △△△

+ + +

△

+ + + 十 + + 十 + 十 + + +

△△ △△△

注
:

+ 成虫 ( + )1 代和 2 代越冬成虫
·

卵 一幼虫 △蛹

《中草药 》 1 9 9 6 年第 2 7 卷第 1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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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生活习性 成虫在土室 内羽化
。

初羽化 11 月后在上内紧贴被害树根筑土室越冬
,

3

时乳白色
,

散布褚色点
。

身体不时的转动
。

3d 月间恢复取食
。

被扒出土表的幼虫即蜷 曲身

后体呈棕色
,

1 d0 左右加深至栗褐色
,

于夜间 体成
“ C ”

字形
,

并 很快 恢复 活动
,

向土 内拱

爬出土面
。

越冬前羽化的第 2 代个体
,

羽化后 进
。

大幼虫可咬断直径 7m m 的树根
。

老熟后

不出土
.

以成虫在 上内越冬
,

次年春暖后才陆 筑 一内壁光滑的土室
,

在内变为预蛹
。

续出土
。

成虫出土后即爬向被害植株嫩梢
,

取 蛹
:

把 土室剖开
,

将开 口紧贴玻瓶内壁
,

食芽梢
、
日

一

卜片
、

嫩茎皮和花梗及幼嫩聚合果
,

并加罩遮光
。

定时取出观察
,

可 见蛹体不时地

以补充营养
。

成虫可多次交尾和产卵
。

卵产 会转动
,

并逐 日加深体色
。

羽化前呈黄褐色
。

于根际土面和土内
。

玻瓶 内饲养
,

当湿度大 4 防治

时
,

可产卵于叶片和 芽苞上
。

交尾 2 一 3m in 在成虫和幼虫为害期以下列化学方法处

完成
。

雌雄尾器分开后
,

雄虫往往仍爬在雌虫 理
,

经在松阳
、

龙泉
、

景宁
、

遂昌等被害林内试

体 背
,

由雌虫背负着爬行
,

雌 虫并可照常取 用
,

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

可供生产中应用
。

食
。

成虫寿命长
、

食量大
,

是造成危害的主要 4
.

1 成虫 为害期以 20 %杀灭菊酷 3 0 00 倍

虫期
。

一般 白天潜伏在枯枝落叶和草丛隐蔽 稀释液或 40 %氧乐果 (或 50 %甲胺磷 ) 2 0 0 0

处或浅土内
;
也有蜷曲前足

,

静伏在叶柄基部 倍稀释液于晴天的傍晚喷洒于被害植株的树

或枝叉等处
。

成虫一般夜间出动取食
,

成虫有 冠
,

可杀死夜间取食的成虫
。

喷药时对嫩茎

假死性
,

遇惊即堕落地面
。

善爬行
,

虽前后翅 叶
、

芽梢等易受害部位要特别周到
。

均发达
,

但未见飞行
。

成虫从 10 月下旬开始 4
.

2 幼虫为害期以下列方法处理被害植株

钻入土中蛰伏越冬
。

养虫笼内观察
,

当气温 回 根际土壤
。

升时
,

仍可爬出活动
。

19 9 0
一

12
一

20 和 19 91
一

0 2
一

4
.

2
.

1 以 5 % 甲基异柳磷颗粒剂每株 30 一

07 当气温升到 15
`

c 左右时
,

均 见有成虫爬出 5鲍 撒 施于被害株根际
,

用铁耙将其拌入土

土面
,

但未见取食
。

3 月 上旬出蛰取食芽苞和 内
。

也可以每 I 0 0 0 m l 的 40 %甲基异柳磷乳

树皮
,

新叶展出后
,

取食叶片
。

油拌和 5 k0 g 细土的 比例
,

做成毒土
,

按每株

卵
:

初产时乳 白色
,

后渐加深至橙黄色
。

0
.

2一 0
.

k3 g 的剂量施入根际土内
。

孵化前卵壳呈灰 白色
。

卵需保湿
,

暴露在干燥 4
.

2
.

2 以 40 %辛硫磷 1 0 0 0 倍液浇灌被害

处不能孵化
,

并易干瘪
。

株根际
。

视植株大小
,

每株在树冠幅内浇稀释

幼虫
:

孵化时先以腹部顶出卵壳
。

孵化后 液 3一 k4 g
。

即爬向树根取食根皮
。

在玻瓶内饲养
,

也见取 致谢
:

横沟象属名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食叶柄
、

嫩茎
、

小枝等
,

并蛀入髓部
,

从孔 口排 究所张润志先生帮助鉴定
,

谨致谢意
。

出蛀屑
。

有时也在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蛀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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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校联合培训部中医
、

兽医函授班招生

经省教委批准
,

第六期兽医
、

第十
一

期中医函授班继续向全 国常年招 生
,

使用全 国高等院校统编教

材
,

由专家教授辅导
,

详情见招生简章
。

中学以上文化程序免试入学
,

报名费三元
,

邮至安徽合肥市五里墩邮

政 9一 9 0 1 信箱于毅江收
。

款到寄给招生简章和入学登记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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