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科学G u an g xS ie ie n e e s1 9 9 5
,

2 ( 4 )
: 4 1一 4 4

棉蝗的寄主及生活习性观察
nI

v e s t i g a t io n o n t h e H o s t a n d

H a b i t a t o f C h o n d ar
e r i ` or

军̀ 。 阳 s ` 。

黎天山

L i T i a n s h a n

(桂林植物园 桂林雁山 5 41 。。6)

( G u iil n B匕t a n ic al G a r d e n ,

Y a n s h a n ,

G u iil n ,

5 4 1 0 0 6 )

摘要 报道了棉蝗 (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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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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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取食的 35 科 68 种植物

。

对该蝗的生活习性也作了简要

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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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棉蝗 hC
o n d r ac ir : or se a or se a ( eD G e er ) 又名大青

蝗
,

属直翅目蝗总科斑腿蝗科弯刺蝗亚科棉蝗属
。

它

是农
、

林
、

牧业的主要害虫之一
。

分布于我国内蒙古
、

河北
、

陕西
、

山东
、

江苏
、

浙江
、

湖北
、

湖南
、

福建
、

台湾
、

广东
、

海南
、

广西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2〕。

在

广东西部沿海
、

广西北海地区曾发现棉蝗大面积为害

木麻黄
,

严重影响林木生长或致枯死川
。

为研究棉蝗

的食性
,

作者于 1 9 90 一 1 9 9 1 年对棉蝗的生物学进行

了野外观察和室内饲养研究
。

现将初步结果报道如

下
:

长达 24 。一 2 70 d
。

在广西桂林卵块于翌年芒种 (6 月

上旬 ) 孵化
。

蝗蛹共脱皮 6 次
,

于大署 (7 月下旬 ) 后

1 个星期羽 化
。

羽化后的成虫于立秋 (8 月上
、

中

旬 ) 后交尾
。

雌虫在白露 (9 月中旬 ) 后产卵
。

棉蝗

一代在寄主上生活长达 1 40 一 1 70 d
。

1 寄主植物

棉蝗属多食性昆虫
,

据野外观察和室内饲养记

录
,

计有 35 个科 68 种植物 (表 1 )
。

竹亚科
、

蝶形花

科和大戟科各有 5 种以上被为害
,

禾亚科
、

棕桐科
、

锦葵科和漆树科各有 4 种被为害
;
芭蕉科和柑桔科各

有 3 种被为害
;
蕉芋科

、

姜科和胡椒科各有 2 种被为

害
;
其余每科均有 1 种被为害

。

其中最喜欢取食的是

黄豆
、

棉花
、

花生
、

竺麻
、

蒲葵
、

芭蕉
、

泡桐等
。

2 生活史

棉蝗 1 年发生 1 代
,

以卵块在土壤中越冬
。

卵期

1 9 9 4
一
0 3

一
2 4 收稿

。

1 9 94
一 0 6

一

3 0 修回
。

3 生活习性

.3 1 成虫

末龄跳辅一般在白天羽化
,

以上午 8一 n 时
,

下

午 5 ~ 6 时为多
。

羽 化前头 向下
,

开始时腹部不断

收缩
,

15 m in 后前胸背板即出现裂缝
,

后逐渐扩大
,

20 m in 后头部
、

触角先伸出
,

随后前足
、

中足也跟着

伸出
。

前
、

后翅也慢慢出现
,

约 30 m in
,

后足伸出即

收起
,

头部和前
、

中足爬转向上
,

50 咖
n
后腹部才脱

离皮壳
。

60 m in 后
,

翅长成
,

较远地超过腹端
。

70 m in

后
,

后足胫节提起将前
、

后翅合起收拢
,

一前尸后的

柔梳
,

翅收拢得很自然
。

这时整个羽 化即完成
。

3 h

25 m in 后虫体开始爬行
、

跳跃
。

雄虫 比雌虫早羽化 1

~ 3 d
。

雌雄性比为 1
.

1
, 1

。

羽化后的成虫经过一段

时间补充营养便可交尾
,

交尾后 20 一 30 d
,

雌虫于 30

~ 55 m m 深处的土层产卵
。

产卵先从穴底部开始
,

卵

块呈圆柱状不规则排列
,

并有白色的泡状物复盖于卵

块上
,

雌虫产卵后把腹部从土中取出飞走
,

不久便死

亡
。

每头雌虫产卵 1 3 0一 1 5 0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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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棉蝗为容植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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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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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名

F a mil y
种 名 S pe e , e s

为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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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跳蜻

卵孵化多在上午 7一 12 时
,

幼蛹先沿着卵块顶部

的泡状物
,

借身体蠕动而钻出泥土的表面
,

经 3 m in

左右脱去卵膜
,

即可跳跃甲
,

24 h 后即可取食
,

有群

聚性
。

栖息于周 围的杂草上
,

1 龄期的跳蛹
,

身体较

软
,

少跳跃
,

一般取食较低矮的植物
:

黄豆
、

花生
、

绿豆
、

四季豆
、

雍菜
、

紫苏等
。

2 龄期 的跳喃身体较

结实
,

善跳跃
,

可取食较高的植物
:

玉米
、

泡桐
、

棉

花
、

竺麻等
。

取食时
,

先将叶片咬成小孔
,

后咬成缺

刻
。

3 龄至 7 龄
,

食量渐增
,

可将整片叶吃光
,

或只

留叶脉
。

虫体随着龄期的增加而增大
,

跳跃能力增强
,

活动范围扩大
。

羽化后能较远地飞翔
,

为害更高的植

物
,

并能异地为害
,

取食芭蕉芋
、

菜豆
、

莆葵
、

红蕉
、

风车草
、

走马风
、

芭蕉等
。

成虫一般在寄主上生活 70

~ S O d
。

寄主植株受害后
,

生长缓慢
,

影响开花结果
,

严重的植株枯死
, ’

因此
,

它是农
、

林
、

牧业的主要害

虫之一
。

4 防治建议
一

( 1) 在跳蛹期或成虫期
,

人为捕杀
,

供鸡作饲料

或烧毁
。

( 2) 每年的 6 月上旬 至中旬
,

当孵化完后
,

用

50 %马拉松乳剂的 50 0 倍液 l1[ ;
或 80 %的敌敌畏乳

剂 1 , 10 0 0 倍液进行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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