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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脉粉蝶的生物学和防治

黎天山

( 广西 植物研究所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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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黑脉粉蝶是 阔叶十 大功 劳的主要害虫之一
。

幼 虫取食嫩叶 , 对阔叶

十 大功劳造成严重损害
。

在广西桂林一年发生 一次
, 以 幼 虫在寄主上越 冬

。

幼 虫

期 11 龄 , 生活 长达 28 0一 320 天
。

试验结果表明
, 80 % 敌敌畏乳 剂 1 5 0 0一 2。。 0倍液或

40 % 水胺硫磷 乳油 20 00 倍液对幼 虫均有 良好的防 治效果
。

阔叶十大功劳 ( M a h o n ia b e
al

e i C ar r )
,

别名鸟不宿
、

土黄莲
,

其根茎含有小孽碱
,

有

清热解毒之功效
, 可作黄莲的代用品

;
树冠常绿

,

叶缘又具刺是很好的绿化材料和绿篱
。

黑

脉粉蝶 ( C e p o r a 。 。 r o n is C r a m e r )是阔叶十大功劳的主要 害虫之一
,

在广西 桂林雁 山
,
从

1 9 8 4年以来
,

连年发生为害比较严重
,

在广西 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中
, 阔叶十大功劳遭受不

同程度的为害
,

危害重的叶片全被 吃光
,

严重影响阔叶十大功劳的生长
,

有关黑脉 粉蝶的研

究
,
尚未见有报道

。

作者于 1 9 8 5一 1 9 8 7年在桂林雁 山
,

对此虫进行了生物学和防 治 试 验 观

察
,

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一
、

分布与寄主

已知黑脉粉蝶分布于华南
、

广西 ( 岑溪
、

东兰
、

宁明 ) , 印度
、

菲律宾亦有分布
。

据 目

前观察该虫只为害阔叶十大功劳
。

二
、

形态

( 一 ) 卵 ( 图 1 ) 黄色
, 长卵圆形

,

上端较小有 7一 8个小点
,

向下有排 列 纵线纹
。

卵长

约 1一 1
·

2毫米
,
宽 0

.

7一 1
.

0毫米
。

孵化时可以隐约见到黑色的头部
。

( 二 ) 幼虫 ( 图 2 ) 刚孵化时体黄色
,

头黑褐色
。

取食后体呈黄绿褐色
。

老熟幼虫呈黑褐

色
,
被灰 白色绒毛

,

虫体多皱纹
。

胸足 3对
,
黄褐色

。

腹足 4对
,

位于腹 部第 3一 6 节
,

后足

1对
。

幼虫共 n 龄
,

其头宽与体长如表 1
。

承蒙本所周广泉 副研究员审阅并提出修改本文稿意见 ; 桂林市黑山苗圃邓振华同 志提供有关资料
,

在

此一并致以深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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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蛹 ( 图 3 ) 刚化的蛹青黄 绿 色
,

头
、

前胸背板背面及翅芽均为青绿色
, 腹部

黄褐色
,
每节都有品字形三个黑点及一些较

小的黑点
。

蛹长 31
.

5一 37 毫米 , 宽 6
.

5一 8毫

米
。

( 四 ) 成虫 ( 图4 ) 雄性体 长 29 一 3 2

毫米
,
翅长 3 7一 44 毫米

, 翅展 77 一 87 毫米
。

雌性体长 32 一 35 毫米
,

翅长 4 5一 47 毫米
,

翅展

9 5一 97 毫米
。

翅 白色
;
翅脉靠端部半黑色

。

前翅前缘及外缘黑色
, 3

、
5

、
6室亚 缘 黑 斑

明显
。

翅里白黄色
,
脉纹褐色

,

亚外缘有
-

褐色横斑纹 , 后翅基角有一黄点
, 反面淡黄

色
。

雌性翅脉纹大部份两侧有宽 阔黑色带
,

表 1 黑脉粉峨幼虫各龄期头宽和体长
1 9 8 7

。

5

头宽 ( 毫米 )

0
.

3一 0
.

5

0
.

6一 0
。
只

0
.

9一 1
.

0

1
.

0一 1
.

1

1
.

1一 1
.

2

1
.

3一 1
.

4

1
.

4一 1
.

5

1
。

6一 1
.

7

1
.

9一 .2 1

2
.

2一 2
.

5

2
.

6一 3
。

8

体长 ( 毫米 )

2一 2
。

2

3一 3
。

3

4一 4
。

5

5
.

5一 6
。

5

7
。

0一 7
。

5

8
.

0一 8
。

5

9
.

5一 10
.

1

10
.

5一 11
.

5

12
.

0一 12
.

5

15
.

0一 22
。

8

2 5一 42

图 黑脉粉蛛 C
e
p o r a

卵 2
.

幼虫 3
.

蛹

1 5 C r a m e r

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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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外缘有一黑色带
,

翅里淡黄绿色
,

斑纹与翅表相同
。

三
、

生活史与生活习性

( 一 ) 生活史 黑脉粉蝶一年发生一次
,
其生活史 较为复杂

,
完 成一代一般需要 n 个

月 ( 表 2 )
。

以幼虫在阔叶十大功 劳 上越冬
, 越冬幼虫于翌年 3 月上

、

中旬化蛹
, 4月 上 旬

羽化
, 羽化后 2一 3天即交尾 , 一星期左 右产卵

。

卵历期 19 一 21 天
。

幼虫脱皮 10 次
,
在 阔 叶

十大功劳上为害28 0多天 ( 表 2 )
。

温度对幼虫的发育有一定的影响
。

冬季平均气温在 n ℃以

下 ( 1 9 8 7年雁山元月份最高 1 4
.

5℃
,

最低 7℃
,

平均在 n ℃ ) 时
,
幼虫蛰伏

,
表现为不吃不

动静伏在寄主植物背面阴暗处
,

能维持 1 7一 31 天
。

待气温回升到平均 14 ℃以上 时 ( 2月份最

高 22 ℃
、

最低 7
.

2℃
,

平均为 14 ℃ )
,

才恢复活动和取食
。

农 2 燕脉粉峨生活史 ( 桂林雁山 1 98 6一 19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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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活习性

h 卵 卵产于叶子的背面
,

排列较整齐
,

卵将孵化时
,

在卵的上端
,

隐约可以着到卵内

幼虫淡黑色的头部
,

在卵内摆动
,

约一个小时以后才将卵壳咬破
, 又约经 2个小时左右才完全

爬出卵壳
,
在卵壳周围静状 24 小时后才取食

。

盛孵期为上午 8一 12 时
,

通常孵化率 在 64
.

--5
9。

·

8% ,
一般在 80 % 以上

。

据作者调查
:

产下的卵常会被天敌吃掉
。

因此
,
卵的保存率一般

均低于 80 %
。

2
.

幼虫 ( 1 ) 取食与迁移 幼虫孵化后爬出卵壳
, 即吐丝连系

,
爬行在卵壳周围静

伏
, 2一 3天后才取食叶表层

,

留下薄薄一皮层
, 吃饱后又爬回叶背面静伏

。

一般一天取食三

次
,

早上 6一 7时一次
,
中午 n 一 12 时

,

下午 5一 6时各一次
。

6龄以前 怕光怕干扰
,
尤 其是

l一 4龄时
,
如有惊 动 即吐 丝下垂而逃避

。

幼虫 8龄以前食量不大
,
到 8龄以后有分散取食习

性
,
一般 3一 5头一起

,
随着龄期 的 增 长 而增进食量

。

这时可将整个叶片吃光
, 只残留叶缘

和刺
。

在取食时
,

如有干扰即马上停止
,

迅速爬回叶背躲藏
。

幼虫主要为害当年 生 长 的新

叶
,
也有少数取食上一年的老叶

。

每头幼虫一生可以吃掉 2一 3张叶片
。

幼虫有群集排列整齐

取食和转叶为害的习性
,
也有少数转株为害的现象

。

( 2 ) 脱皮 幼虫一生脱皮 10 次 ,
共 11 龄

。

各龄历期见表 3
。

幼虫脱皮前停食 2一 3天 ,

脱皮时 ; 头部往后退缩
,

连续往返
,

这段时间约3一 4小时
, 可以隐约看到头部黑色的毛和复

眼的抢廓
。

由于身体的不断胀缩
,
到一定时候

, 突然用头一顶
,
把头壳顶翻

,
头 部 随 即伸

出
,
爬向前

,
身体一伸一缩

,
不久便将旧皮壳脱掉

,

这时整个身体呈现黄褐色或黄色
。

脱皮

历时 2 5一 35 分钟
。

有少部分 ( 约 占2一 3 % )
, 由于脱不了皮而掉下死亡

。

在 2一 3龄幼虫时曾

发现有一种绒茧蜂 ( C h el 。 。
us sP

.

) 寄生在幼虫体内
,
寄生率为 15 一 20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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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瓜脉粉雄幼虫各龄历期 ( 桂北雁山 1 0 5 6一 i ” 7 )

{
9一 1 1}1 0一 16

…兰…二…
一

杏
一

…
一

主
一

…上…二…二…上
…“ 一

` ,

{竺- 11己i二11巴i二i坐
9一 ,。

产
`一 2 ,

沪
5一 , 。 {,。少

3
.

蛹 成熟的幼虫在叶子背面化蛹
,

预蛹期 2一 3天 , 在预蛹期用丝将自身中部和腹部末端

牢牢地面定在叶子上
。

蛹长 3 1
.

5一 37 毫米
,

宽 6
.

5一 8毫米
。

刚化的蛹为青黄绿色
,
头及前胸

背板 背面及翅 芽青绿色
,

腹部黄中带灰色
,
有黑斑点

, 后逐渐变为 黄 色
。

蛹 期 为 30 一 43

天
。

4
。

成虫 ( 1 ) 羽化 羽化后的 成虫在 蛹壳上 停留 12 一 72 个 小时
,
待 翅 和肌 体 硬朗

后
,
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晴天 即可飞翔

,
开 始 它的新生活

。

( 2 ) 性比 据作者 在野 外和

室内观察雌雄性比约为 1 : 1
。

( 3 ) 交尾 根据观察
,

在室内饲养的羽化 后不 交尾
。

雄虫

羽化一般比雌虫早 1一 2天
。

在野外观察雄 虫羽化后 在蛹壳上静息 1一 2天 ,
待天气条 件适宜

的晴朗天 即可进行飞熟 在天空中雄虫互相追逐
,
在树丛中飞来飞去

,
寻找 雌 虫 交 配

。

飞

翔高达 2 0we 5口米
,

飞翔最远 20 。一 8 00 米
。

雌虫羽化后
, 即在蛹壳下倒挂静息 12 一 4 8小时

,
待

雄虫找上月来交尾
。

对雄虫没有选择
,

先来先交
,
雄虫有抢交争交的现象

。

交尾一般在晴天

上午 10 时以后
,
多数在 n 一 12 时

,
交尾历期 2个半小时到 45 个小时

,
通常在 10 个小时左右

。

( 4 ) 产卵 雌虫交 尾后不久即产卵
,

产卵前 雌虫在寄主 植物丛中飞来飞去
,
寻 找 适合下

一代生活的场所
,
多数选择在当年生的叶片背面产卵

,
少数产在上一年生的叶片上

。

产卵时

倒挂
,
双翅合起

,
腹部向上

,
每产一粒卵需时 4一 n 秒

,

中间稍停
,
产一卵块的 全过程约历

时 50 一 1的分钟
, 卵排列较整齐

,
产卵数少则 70 一 80 粒

,
多则可达 5 00 余粒

, 没 有其他干扰

时
,
仅产于一片叶上

,
而且当天产完

,
如果有其他干扰即停产而飞走

,

另找别处继续产完
。

据作者在野外调查 10 个雌虫的产卵量
,
平均每雌虫产卵 14 8

.

3粒
。

( 5 ) 寿命 成 虫从羽化到

死亡
,
其寿命雌性为 12 一 16 天

,
雄性为 7一 12 天 ,

平均为 14 天
。

四
、

夭敌

黑脉粉蝶卵期和幼虫期都有天敌
:
据作者在 1 9 8了年 5月 2 7 日调查 23 块卵 ( 或幼 虫 ) 能孵

化的有 14 块
,

其中被天敌吃掉的卵有 6块
, 吃掉幼虫的 3块

,
各 占 26 %

、

13 %
。

吃 掉幼 虫

( 1一 2龄 ) 的有一种黄绿色的小蜘蛛
, 和红黄举腹蚂 蚁 ( C r e m a s t o g a s t e : b r u m e a M a y -

sr )
。

同时还有一种绒茧蜂 ( A p a nt
e
le

s sP
.

) 寄生 ,
·

其寄生率为 15 一 20 %左右
。

五
、

防治试验

作者在室内曾用 2龄
、

4龄幼虫于 32
x 1 4厘米的铜纱笼内饲养

,

用手提喷雾器喷洒水胺硫

磷等不同浓度的药液
, 设有对照

。

每笼30 一 1 48 头
,

重复 2次
,

处理后 12 小 时 开始 统计死亡

率
,
至 72 小时为止

,
结果列表如下 ( 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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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室内水胺硫磷等农药对黑脉粉妈幼虫防治试验结果 桂林雁山

药 剂 名 称
稀释倍数 …供试虫

1

数 (头 )

处理4 8小
时死亡率

( % )

处理 2 7小
时死亡率

( % )

注

1:
1500

8 0 %敌敌畏乳剂
18 9 7

.

6
。

15

1
:

20 008 20 18 9 7
.

6
。

15

对照 清 水 198 7
.

6
.

15

1
:

20 0 0 10 5 18 9 7
.

6
.

15

4 0 %水胺硫磷乳油 1
:

10 50 16 0

{

{
{6 0

2 3
.

38 19 7
.

6
.

15

1
: 4 0 00 1 3

_

3 7
_

1 18 96
.

11
.

0 3

对照 清 水 18 96 11 30

1
:

10 0 5 10 0 18 9 7
.

6

4 0 %乐果乳荆

一
一

麟
一… 10 5

虫虫 龄龄 处理 4 2小小
22222时死亡率率
22222( 仁石 )))

1111100……

{{{{{0 000 1

22222 000

0 111111111110002222222

44444 2 555

44444 30
`

111

ddddd 000

,,,,
JJJ日日日

内内内内
石石石石 82

_

8 198 7 6

198 7
.

6

表 5 野外树冠喷药防治黑脉粉蛛幼虫效果 1 9 8 6
。

雁山

药 荆 名 称 稀释倍数 组 号

月月龄龄

888龄龄

调查虫数

( 头 )

死亡数

(头 )

活虫数

(头 )

96 小时死

亡率 (% )

4 0% 水胺硫 1
: 1 0 0 0 8 8

`

1

碑乳油 1 : 10 0 0 88
.

2

1 :
1 00 0 11 3 10 8 9 5

.

6

对照组 不喷药



子艺期 广 西 科 学 院 学 报
一

11 3

从丧 4中我们得出用 80 %敌敌 畏乳剂 1: 1 5oc一 2 。。 o倍液喷射 2龄幼虫
,

在 2 4小 时内 杀 虫

率均达 100 % , 40 %水胺硫磷乳油 1 : 2 0 0 0倍液喷射 2龄幼 虫杀 虫率为 10 。%
。

乐果乳剂的效

果较慢
, 1 5 0 0倍液在 7 2小时后杀虫率仍可达 100 %

。

我们在 1 9 8 6年 n 月下旬
,
在本所植物园对黑脉粉蝶幼虫 ( 7龄 ) ,

在为害 高 峰期用 40 %

水胺硫磷乳油 1 ` 1 0 0。倍液喷射树冠
,

喷前设有四个观察点
,

.

96 个小时检查结果见表 5 , 防治

效果较好
,
杀虫率达 8 8

.

1一 9 5
.

6%
。

大
、

防治邃设

1
.

人工捕杀 根据黑脉粉蝶的生活习性
,

在卵期和幼虫期
,

可以采用人工摘卵和摘除幼

虫 ,
集中处杀

。

2
.

化学防治 在害虫发生严重时
, 可用 80 %敌 敌 畏 乳 剂或 40 %水 胺硫 磷乳 油

, 可用

1 5 0 。一 2 0 0。倍液喷洒树冠
, 以杀死幼虫

。

3
.

保护天敌 黑脉粉蝶在幼虫 ( 2龄 ) 有绒 茧蜂 ( A p a

nt
e l e s sP

.

) 寄生
,

该蜂数 量可

观
,

对黑脉粉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应加以保护

。

在采摘幼虫时
,
发现这种寄生在蜂幼虫附

近
,

或发现幼虫有抬头摆动不安的
,
说明已被寄生

,
可以不采摘幼虫

,

而加 以保护
。

在不得

己而需要化学防治时
,
必须用选择性药剂

, 往意保护天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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