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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梨铁 象是我国南方梨树的一种经灭性害虫
。

此 虫完成一代历 时达 1 6一 24个月
,

以 成虫在梨树小枝上和 以幼虫在梨树干和主枝的韧皮部越冬
。

成虫寿命长达 14 个 月

( 4 4 6天 )
。

当 交配产卵季节
,

成虫于黄昏后从梨树小枝上向下爬 到树干或主枝 上 进 行 交

配
、

产卵
,

次 日拂晓前
,

它们 又爬 回梨树 小枝上
。

这种习性时防 治很重要
。

关键词
:
梨铁象 , 梨树

梨铁象 S yt o n a x a p i c a
ut s H el l

e r ( 象虫科 ) 是我 国南方梨树的一 种毁灭性 害 虫
,

在

部分地区发生严重
,

造成大批植株枯死
,

树龄缩短
,

产量 和品质下降
,

为梨树生产的一大障

碍
。

据 1 9 7 8年在广西灌阳县红旗乡调查
,

6年生以上结果梨树
,

被害率达 10 。%
,

其中严重被

害占52 %
,

枯死树约2 5%
。

此外
,

在广西全州县和桂林华侨农场等
,

亦有大批梨树毁于此虫

的为害
。

关于此虫的发生曾有过一些记述 〔 1 〕 ,

但生活史并未弄清
,

防治问题 也 未 解 决
。

为此
,

笔者于 1 9 7 7一 1 9 7 9年对此虫进行了研究
。

本文报道研究结果 I
、

梨铁 象的生物学和习

性
。

一
、

形态特征

成虫
:
体长宽雄 7

.

5~ 10
.

5 x 3
.

2一 4
.

2毫米
,

雌 g一 10
.

7 x 3
.

8 ~ 4
.

5毫米
。

雌雄在外形

较难区别
,

但解剖腹部
,

雄虫具舌片状褐色阳具
,

雌虫则有产卵管
,

二者明显可辨
。

成虫初

出孔时全身黑色
,

取食数 日后
,

鞘翅中段生出灰 白色鳞片
,

并在此段中部现出由两鞘翅上各

自生出的 V形纹而合并成W形斑纹 ( 图 l一 l )
,

此为该虫的一个明显特征
。

成虫死后或经抹

擦
,

鞘翅上的灰白色区和W形纹即消失
。

前胸背板近球形
,

密布小刻点
,
鞘翅上各有十条纵

纹脊
,

脊沟有小点
。

鞘翅基部和近端部均有数枚瑰突
,

近端部一枚最大
。

卵
:
椭圆形

,

乳 白色或黄白色
。

长宽 1
.

2一 1
。

5 x 0
。

8 一 1
.

0毫米
,

表面密布不明显的刻点

( 图1一 2 )
。

幼虫
:

老熟幼虫长 10 一 12 毫米
,

头部茶褐色
,

胸部背面黄褐色
,

前胸背板有两个小黑点

( 图卜 3)
。

_

蛹
:
体长8一 9毫米 ; 初时为乳白色 ; 后复眼为栗褐色

、

黑色
,

接着 口吻端部和各股节端

部亦为栗褐色 , 头
、

翅部为浓黄褐色 ( 图 1一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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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梨铁象各虫态

1
.

成虫 2
.

卵 3
.

幼虫 4
.

蛹

二
、

寄主和分布

该虫在桂林地区仅见为害梨树
。

在广西
,

已知此虫分布于灌阳
、

全州
、

恭城
、

平乐
、

阳朔
、

桂林等县市
。

此外
,

在我国

还分布于云南
、

贵州及湖南等省
` 国外分布于柬埔寨

。

三
、

生活史

对于该虫的生活史
,

曾有一年一代的记述 〔 1 〕
。

但 据 我们在同一地 区观察
,

发现 此 虫

的生活史比较复杂
,

完成一代一般需时为 16 ~ 24 个月 ( 见图2 ) , 以成虫在树冠上 的 小枝和

以幼虫在树干内的韧皮部越冬
。

越冬成虫于翌年 4月中旬开始产卵
,

5月前后达盛期
,

至 6月下旬
,

上一年较早羽 化 出孔

的越冬成虫产卵基本结束
,

并陆续死亡 ; 而上一年 8
、

9月间羽化出孔的越冬成虫
,

则会在下半

年继续产卵
,

直至 9
、

10 月间才陆续死亡

上半年的卵经约2。天 ( 见表 1 ) 孵化为幼虫
。

幼虫经约一年后
,

于次年 5月初开始化蛹
,

5月中旬至 6月上旬为化蛹盛期
,

6月下句后渐少
。

上半年的蛹经约 20 天 ( 见衷 2 ) 羽化 为 成

虫
。

成虫在树千内蛹室中停留 5一 12 天
,

待体翅坚硬后咬破树皮爬出
。

成虫出孔从 5 月 下旬

开始
,

以 6月
一

卜旬最盛
。



第2期 广 西 科
。

学 院 学 报 12 9

` ’

上半年出孔的成虫经约4 5天的补充营养
,

一

于 7月下旬开始产卵
,

8月下旬最盛
。

卵 经 约

拓天孵化为幼虫
。

幼息越冬后于次年 7 , 10 月化蛹
、

羽化
。

下半年斑孔颇感率当年不产卵
,

于翌年 4月开始产卵
。

因此
,

该 虫完成一代约为历时 16 一 2 4个月
,

其中幼虫期为 一 年 左 右
( 图 3 )

。

一年中卵
、

幼虫
、

蛹的数量的季节性比率变化情况 ( 见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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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卵
、

幼虫
、

蛹的季节性比例变化 ( 19 7 7
、

1 9 7 8年平均
、

灌阳 )

-
幼虫 一 一 一 蛹

一表 1 卯的历时 (桂林服山
、

室 内 )

卵 期 ( 天 )

观察粒数 孵 化 日 期

19 7 7
.

6
.

8一 1 9

8
.

1 0一 1 0
.

7

19 78
.

5
.

1 0一 1 5

5
.

16一 3 1

6
.

1一 1 2

8
.

3一 11

最最 长长 最 短短 平 均均

222 111 1666 1 7
.

333

222000 1555 1 8
.

000

222999 2 444 2 6
。

333

222 999 2 111 24
.

111

222444 1999 2 1
.

444

111555 1333 1 3
.

33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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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鲜才

5
·

` 0一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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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的历时

2 0
.

1

(桂林雁山
、

室内 )

期 ( 天 )

八汽一ó .口̀1孟.目口,`土l

观察蛹数 } 羽 化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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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干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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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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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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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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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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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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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

5

…
` , , 8

·

6
·

3一 , 2

…
’ 6 … ` , 1 2 ,

·

3

“

}
’

·

` , 一 , 8

{
’

一
’ 3

{
’ 4

·

0

最最 长长 最 短短 平 均均

222 111 1999 2 0
.

000

222222 2 222 2 2
.

000

222 666 1999 2 3
。

333

111 555 1333 1 4
.

000

6
.

3一 1 0
.

7 1 9
.

8

四
、

生活习性

( 一 ) 成虫

1
。

羽化和出孔

( l ) 出孑L季节
;
成忠羽化后

,

在树干蛹室内咬破树皮爬出
,

在树干上留下直径 约 。 ,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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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的圆形羽化孔
,

明显可见
。

6月下旬至 7月上中旬是该卑出孔高峰期
,
而出伶木期 可延

至 10月底 ( 见图 5 )
。

( 头 )

口心

!
,

协归f̀
J三,

厂了,尧不万
,

扣巾
.

夕 ` 夕 , 尹

图 5 成虫出孔季节 ( 1 97 8年灌阳 )

( 2 ) 出孔时刻与历时
:
成 虫出孔从拂晓开始

,

以上午 8一 12 时较多
,

下午或晚上很少 出

孔 ( 表 3 )
。

从开始咬破树皮至身体完全爬出
,

一般历时 2小时
,

最短 l 小时
,

最长 18 小 时
。

表 3

时刻
,

成虫出孔时刻 1 9 7 8
。

6滋阳

6一 8时 】 s一 10时 }10一1 2时 }12一 1 4时 {14一 1 6时116一 1 8时 } 15时至次 日6时

出孔虫

占总数i
9

18
.

8

14

29
.

2

14

2 9
.

2

3

1
。

…
6

·

3
}

“
{

“ 1 4
.

6

( 3 ) 出孔与天气关系
:
据观察

,

阴雨天气
,

温度下降
,

成虫出孔少 , 温度 回 升
,

天气

晴朗
, ,

出孔较多
。

2
。

补充营养

成虫自树干 内爬出后
,

即在 白夫爬上枝条取食
,

补充营养
。

啃食一
、

二年生枝 条 的 皮

层
,

尤以小枝叉基部被害最多
。

造成凹陷食痕
,

使枝条生长受阻
,

影响花芽形成和结果
,

甚

至使小枝枯死
。

由于成虫寿命极长
,

除了冬季约三个月温度很低时停止取食外
,

其它季节
,

几乎天天为害
,

因此常可见到小枝遍体鳞伤的惨状
。

3
。 “ 下树

” 习性

成虫的交配产卵在夜晚进行
。

于黄昏后陆续 由小枝向下爬至主干或主枝上交配产卵
,

晚

10 时后至拂晓前又爬回树冠小枝上
。

雌雄均如此
。

( 1 ) 下树季节
:
成虫的下树季节

,

亦是其交配产卵季节
。

成虫下树也 是 性 成 熟 的 表

现
。

一年中成虫的下树季节有两个
; 4月上旬至 6月下旬

,

以 5月最盛
; 7月下旬至 9月 下 旬

,

以 8月下旬最盛
。

下树高峰期亦是成虫产卵高峰期
。

成虫下树多 少 与 产 卵 多 少 成 正 相 关

( 图 6 )
。

( 2 ) 下树时刻
:
在同一 日内

,

下树从黄昏开始
, 以料时许为最多

。

于凌晨前陆 续返回

树冠上 ( 图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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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或粒 )

一 ( 月 )

一
图6 越冬成虫和新成虫下树

、

产卵季节 ( 19 7 8
、

桂林雁山 )

(头 )

—
4月 1 9一 2 0日

一一一 4月 29 一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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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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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
`

一寸一卜叫
, ·

` 西
, : 终鑫)

图 7 成
1

虫下树时刻与虫数 ( 1 97 8
、

雁山 )

( 3 ) 下树比率
:
成 虫在同一夜晚

,

下树最多可达到树上总虫数的 70 %左右
。

在下树盛

期
,

平均每晚约有 1 / 3的虫数下树
。

( 4) 下树与气候关系
:
成虫下树与气温明

`

显相关
。

在春末夏初
,

成虫往往于温度较高的夜

晚
,

特别是阴雨低温过后转晴
,

温度 回升的夜晚下树最多
。

新成虫下树的温度要求比越冬成虫

的稍高
,

在 28 ℃以下时
,

温度上升则下树往往增多
,

在 2 8℃以上时
,

温度上升则 下 树减 少

(图 8 )
。

湿度对成虫下树也有影响
·

10 。%的湿度和阴雨天气
,

虽然温度适宜
,

但成率也 很少下

树
,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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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下树虫数与温度关系 ( 1 9 78
、

雁山 )

4
。

交配

( l ) 出孔与交配历时
:
从成虫出孔至交配至少需 3 。夭

,

一般在朽天以上
,

甚至半年以

上
。

( 2 ) 交配季节
:
稍早于产卵季节

。

1 9 7 8年春季最早于 3月 n 日交配
,

当时气温 1 4
。

5℃ ,

而 1 9 7 8年新成虫始见于 7月 17 日晚交配
。

此后交配减少
。

( 3 ) 交配时刻与次数
:
交配多于黄昏后进行

,

以晚 9时许最盛
。

交配历 时 约 10 一 12 分

钟 ; 雌雄均为多次交配型
。

一生交配可达五
、

六次以上
。

5
。

产卵

( 1 ) 产卵季节
:
大致和下树季节相符

。

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各有一次高峰期 ( 见 图6 )

产卵时刻亦与下树时刻相符
,

以晚 9时许最盛
。

( 2 ) 产卵部位
: 成虫产卵以枝叉基部的周围

,

特别是下方较多
,

树 干 的 平 滑 部 分较

少
。

产卵在树干上不同高度的分布
,

随树龄而异
,

老树较高
,

幼树较低 ( 见表 4 )
。

产卵斑

痕为栗褐色
,

近圆形
,
直径 2毫 米

,

肉眼可见
。

( 3 ) 产卵量
:
据 2 5头雌成虫观察

,

平均每雌产卵 32
。

7粒
。

每雌一晚最多可产卵 3 粒
。

有未产卵而死去的
。

( 4 ) 卵孵化率
:

据观察 3批共 16 。粒卵
,

孵化出幼虫 l 朽头
,

孵化率平均为 90
.

6 % ( 8了
.

5

~ 9 3
。
3% )

。 -

6
。

活动与扩散

成虫不善飞翔
,

也极少 飞翔
。

一次飞翔距离可达 14 米
,

多见于黄昏
。

爬行多见于夜晚
。

扩散能力很弱
,

相 1 00 米远的梨园
,

被害率相差甚远
。

调 查表明
,

该虫的远距离传 插
,

极 可

是能通过人为因素 ( 如苗木调运 ) 所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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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卯
、

幼虫
、

蛹在树干上的分布情况 (15 7 8
。

5滋阳 )

虫虫 数数

卵卵 占肠肠 幼虫 占%%% 蛹 占%%%

666 2 8
.

9 666 2 2
.

555

3 888 8
.

111 23 5 7
.

555

1 4449
.

000 615
。

000

333 1 4
。

333 5 2
。

000

7
。

耐寒性与越冬死亡率

由于成虫可忍耐 一 5 ℃的低温
,

因此成虫在有降雪的情况下仍可裸露于枝条上而 不 致冻

死
,

故其 越冬死亡很少
。

8
。

性比

据剖查成虫6 2 3对统计
,

其 中雌 3 0 3头
,

雄 3 2 0头
,

雌雄性 比为 4 5
.

6 4 : 5 1
.

5 6
。

9
。

寿命

梨铁象成虫寿命很长
。

从羽化出孔至死亡历时
,

最 长 4 4 6天
,

最短 49 天
,

平均 2 9 6
.

8天
。

二
、

幼虫及蛹

l
。

幼虫蛀食及其危害

幼虫历期约一年
,

均在树干及部分主枝内
一

蛀食韧皮部和形成层
,

造成纵横交错宽窄不一

的隧道
。

在严重虫区
,

一株梨树内常有幼虫数百头危害
。

使其得不到足够营养
,

出现叶片赤

黄
,

果小早落
,

进而整株枯死
。

有幼虫蛀食的树干
,

其外部常可见凹陷
、

开裂的虫斑
,

尤以树皮较薄的枝部及幼虫老龄

时更为明显
。

识别虫斑对幼虫防治很重要
。

2
.

幼虫及蛹在树干 中的分布

一般以距地面 0
。 3一 O

。

6米的范 围内虫数最多
,

l 米以上和 O
。

3米以下较 少 ( 表 4 )
。

老熟幼虫在树干或主枝的韧皮部和木质部间
,

咬成 长宽约 1
。

2一 1
.

5 又 O
。
7厘 米的椭圆 形

蛹室化蛹
。

蛹室在树皮下约 2
。

5毫米
。

蛹在树干 内羽化为成虫
。

成虫咬破树皮爬 出
,

在树干上 留下明显的羽化孔
。

它与幼虫在

树干内的分布也大致相同 ( 表 4 )
,

3
.

幼虫及蛹的天敌与 自然死亡

幼虫及蛹的天敌
,

已知有小茧蜂和跳小蜂及白僵菌
。

据调查
,

寄生 蜂 的 寄 生 率 为 6一

7
.

6 %
。

此外
,

幼虫幼龄时的 自然死亡率很高
,

达 74 %
。

五
、

发生与环境关系

( 一 ) 与品种的关系
.

各品种的梨均受其害
,

而被害程度差异明显
。

常以品种较优 者 虫 口 较 多
,

受 害 较 重

( 表 5 )
。

在灌阳县以雪梨品种最好
,

被害也最重
。

在桂林地区园艺场
,

则以莱阳 梨
、

鸭 梨

比灌阳雪梨被害更重
。

( 二 ) 与树龄关系

在不同树龄中
,

幼树被害较少
,

成龄树被害较多 ( 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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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与地理位置关系

由于成虫不善飞翔
,

造成其地理合布上 的点片发生和不同地区被害程度的明显差异
。

在

广西
、

在桂林地区
、

甚至在一个县内
,

不是所有梨园都有此虫分布
,

被害程度也大不相同
。

上述一系列的情况表明
,

由于该虫的生活史长
,

繁殖力低和扩散能力差
,

从而构成了其

数量增长缓慢和仅在局部地 区严重发生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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