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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药用植物地下害虫为害日益突出，严重降低中草药的产量和品质。由于地下害虫在土壤中活动，取

食药用植物的地下部分，给防治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农药的过度使用也给中草药安全带来了隐患。本文对药用

植物地下害虫的主要种类、为害特点、发生规律和防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综述，重点阐述了不同药用植物上常见

的地下害虫种类，并提出了相应的无公害综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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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是中医药学的物质基础，主要由植物药、

动物药和矿物药组成，其中绝大部分是植物药，因此

中药常被称为中草药。中国是中草药的发源地，也

是中草药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目前共有中草药资

源１２０００余种，已鉴定可药用植物９０００余种，其中

常用药材５００余种，主要依靠人工栽培的已达３００

余种［１３］。随着药用植物的广泛种植，特别是道地药

材产区某些中药材品种的长期种植，造成害虫虫源

累积，为害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中药材的产量和质

量。由于许多药用植物的根、块根和鳞茎等地下部

分，既是药用植物营养成分积累的部位，又是药用部

位，这些部分极易受到地下害虫的为害，造成药材减

产和品质的下降［３］。对于地上部分入药的药用植物，

其苗期也经常遇到地下害虫为害，造成缺苗断垄，严

重影响药材产量。地下害虫不仅直接为害药用植物

的根部，而且可引起根腐病等细菌和真菌性病害，严

重影响了中草药的产量和品质，制约了中草药种植业

的发展［４］。本文对药用植物种植过程中常见的地下

害虫种类和发生规律进行综述，分析和总结了目前防

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无害化综合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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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药用植物地下害虫主要类群以及为害

特点

１．１　地下害虫主要类群

地下害虫是指整个生活史或特定时期生活在土

壤中，以植物地下部分（包括发芽的种子）或近地面部

分为食的一类害虫。地下害虫可为害粮食作物、经济

作物、蔬菜、花卉、牧草、药用植物等［５６］。据笔者统

计，为害药用植物的地下害虫类群包括蛴螬、地老虎、

金针虫、蝼蛄、蟋蟀、根蛆、根蚜、根蚧、拟地甲、土栖

螨、白蚁等类群，其中蛴螬、金针虫、地老虎、蝼蛄是分

布广泛、为害严重的主要类群，以蛴螬为害最为严重。

１．２　药用植物地下害虫发生为害的特点

１．２．１　地下害虫种类多、分布广、食性杂、为害隐蔽

地下害虫种类繁多，据统计我国有危害记载的

有３２０余种，隶属于８目３８科；分布非常广泛，在全

国各省区均有发生，尤其是长江以北各省区发生最

为严重；食性广杂，能取食为害多种药用植物。药用

植物从苗期到成熟期都可受到地下害虫为害，地下

害虫一般生活在土壤下０～３０ｃｍ土层中隐蔽为害，

不易被发现，防治难度大［６７］。

１．２．２　道地药材受地下害虫为害严重

药用植物栽培由于特定的气候、土壤等生态条

件以及栽培习惯等自然和历史原因，形成了道地药

材的概念，即特定的地区主要种植特定的一种或几

种中药材。由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适应于该地

区环境条件和相应寄主植物的地下害虫等虫源必然

会逐年积累，因此道地药材往往受害较重［８］。

１．２．３　地下害虫主要取食为害药用植物的地下

部分

　　几乎所有的以地下部分入药的药用植物都存

在严重的地下害虫为害问题。这是因为许多药用

植物的根、块根、鳞茎等地下部分，往往是营养成

分积累的部位，而地下害虫多喜食营养丰富的部

位。其取食方式因地下害虫的种类而异，如蛴螬类

和蝼蛄类咬食根、块根、鳞茎；地老虎类咬食根茎

结合部；金针虫类蛀食块根、鳞茎；根蚧、根蚜和根

蝽等吸食根、块根和鳞茎。药用植物这些部位受地

下害虫为害后，不仅导致减产而且造成药材品质下

降。同时，这些药用植物根部被害后造成的伤口，

导致病原菌、病毒或线虫的感染，加剧地下部病害

的发生和蔓延。

１．２．４　无性繁殖材料常为地下害虫初侵染来源

有的药用植物种子发芽困难，或用种子繁殖植

株生长缓慢，无性繁殖比用种子繁殖生长快、产量

高、生长年限短，并能保持母本优良性状，对于雌雄

异株的植物，无性繁殖还可以控制其雌雄株的比例，

因此无性繁殖在药用植物栽培中被广泛应用。无性

繁殖材料多为药用植物的根、块根、鳞茎等地下部

分，常常携带一些地下害虫的虫卵或幼虫（若虫），造

成地下害虫的广泛传播为害［８］。

１．２．５　多年生药用植物地下害虫发生严重

地下害虫的发生期普遍较长，少则１年，多则２

年甚至数年，常以幼虫在土中越冬，来年春暖后继续

为害并繁殖，因此种植多年生药用植物如人参、贝

母、甘草、天麻、黄连等的地块，地下害虫虫源连年积

累，混合为害，导致多年生中草药受害严重，同时也

增加了防治的难度。

２　不同药用植物地下害虫的主要种类

２．１　根与根茎类药用植物常见地下害虫种类

在所有中草药中，根茎类药用植物受地下害虫

为害最为严重，常常在块根或块茎膨大期受害。最

常见的地下害虫类群为蛴螬，其次为地老虎、蝼蛄、

金针虫、拟地甲、蟋蟀，较为不常见的地下害虫有根

蛆、土栖螨、白蚁、黄芪根瘤象、食根金花虫、东方鳖

甲等。全国人工栽培根与根茎类中药材有８４种，隶

属于３１科５５属。受蛴螬为害的根茎类药用植物有

天南星、知母、黄花、牛膝、厚朴、肉苁蓉等；受地老虎

为害的有鱼腥草；受蝼蛄为害的有白姜；受蛴螬和地

老虎为害的有北沙参、玄参、紫菀、元胡、黄精、葛、玉

竹等；受蛴螬、地老虎、蝼蛄、金针虫为害的有西洋

参、党参、贝母、白术、山药、防风等。其他常见的根

与根茎类药用植物受各地下害虫类群的为害情况统

计见表１
［９３２］。

２．２　其他部位入药的药用植物常见地下害虫种类

非地下部位入药的药用植物在苗期也经常遭受

地下害虫为害，常见地下害虫类群为蛴螬、地老虎、

金针虫、蝼蛄、拟地甲、蟋蟀等。现将常见的非根茎

类药用植物常见地下害虫类群统计见表２
［３３３７］。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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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常见根与根茎类药用植物主要地下害虫类群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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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ｌａｎｔ

蛴螬

Ｗｈｉｔｅｇｒｕｂｓ

地老虎

Ｃｕｔｗｏｒｍｓ

蝼蛄

Ｍｏｌｅｃｒｉｃｋｅｔｓ

金针虫

Ｗｉｒｅｗｏｒｍｓ

拟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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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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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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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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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白蚁

人参犘犪狀犪狓犵犻狀狊犲狀犵 ● ● ● ● 土栖螨

丹参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 ● ● ● ●

地黄犚犲犺犿犪狀狀犻犪犵犾狌狋犻狀狅狊犪 ● ● ● ● ●

牡丹犘犪犲狅狀犻犪狊狌犳犳狉狌狋犻犮狅狊犪 ● ● ● ● ● ●

麦冬犗狆犺犻狅狆狅犵狅狀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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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犘犪犲狅狀犻犪犾犪犮狋犻犳犾狅狉犪 ● ● ● ● ● ●

黄连犆狅狆狋犻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 ●

白芷犃狀犵犲犾犻犮犪犱犪犺狌狉犻犮犪 ● ●

桔梗犘犾犪狋狔犮狅犱狅狀犵狉犪狀犱犻犳犾狅狉狌狊 ● ● ● ● ●

板蓝根犐狊犪狋犻狊犻狀犱犻犵狅狋犻犮犪 ● ●

当归犃狀犵犲犾犻犮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 ● ● ●

黄芪犃狊狋狉犪犵犪犾狌狊狆狉狅狆犻狀狇狌狌狊 ● ● ● ● ● 黄芪根瘤象

何首乌犉犪犾犾狅狆犻犪犿狌犾狋犻犳犾狅狉犪 ● ● 食根金花虫

川芎犔犻犵狌狊狋犻犮狌犿狑犪犾犾犻犮犺犻犻 ● ●

半夏犘犻狀犲犾犾犻犪狋犲狉狀犪狋犪 ● ● ●

附子犃犮狅狀犻狋狌犿犮犪狉犿犻犮犺犪犲犾犻犻 ● ●

射干犅犲犾犪犿犮犪狀犱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 ● ●

高良姜犃犾狆犻狀犻犪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狉狌犿 ● ●

天麻犌犪狊狋狉狅犱犻犪犲犾犪狋犪 ● ● ●

甘草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 ● ● ● ● 东方鳖甲

郁金犆狌狉犮狌犿犪犪狉狅犿犪狋犻犮犪 ● ● ●

　１）●表示该虫在该中草药上有为害，空白表明暂无文献表明该虫在该中草药上有为害，下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ｏｕｐ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ｓ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ｄａ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ｂｌａｎ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ｅｓｔｓｃａｎｄａｍａｇ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表２　常见非根茎类药用植物主要地下害虫类群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狉犲犱狅犿犻狀犪狋犲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狊犲犮狋狆犲狊狋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犺犲狉犫犪犾犿犲犱犻犮犻狀犲狅犳狑犺犻犮犺狅狋犺犲狉狆犪狉狋狊狅狋犺犲狉

狋犺犪狀狉狅狅狋狊犪狀犱／狅狉狊狋犲犿狊狑犲狉犲狌狊犲犱犳狅狉犿犲犱犻犮犻狀犲

药用植物

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ｌａｎｔ

蛴螬

Ｗｈｉｔｅｇｒｕｂｓ

地老虎

Ｃｕｔｗｏｒｍｓ

蝼蛄

Ｍｏｌｅｃｒｉｃｋｅｔｓ

金针虫

Ｗｉｒｅｗｏｒｍｓ

拟地甲

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ｎｉｄａｅ

蟋蟀

Ｃｒｉｃｋｅｔｓ

穿心莲犃狀犱狉狅犵狉犪狆犺犻狊狆犪狀犻犮狌犾犪狋犪 ● ●

菊花犆犺狉狔狊犪狀狋犺犲犿狌犿犿狅狉犻犳狅犾犻狌犿 ● ● ● ●

绞股蓝犌狔狀狅狊狋犲犿犿犪狆犲狀狋犪狆犺狔犾犾狌犿 ●

薄荷犕犲狀狋犺犪犺犪狆犾狅犮犪犾狔狓 ● ● ● ●

款冬犜狌狊狊犻犾犪犵狅犳犪狉犳犪狉犪 ● ●

枸杞犔狔犮犻狌犿犫犪狉犫犪狉狌犿 ● ●

牛蒡子犃狉犮狋犻狌犿犾犪狆狆犪 ● ● ●

木瓜犆犺犪犲狀狅犿犲犾犲狊狊犻狀犲狀狊犻狊 ●

金莲花犜狉狅犾犾犻狌狊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 ●

黄柏犘犺犲犾犾狅犱犲狀犱狉狅狀犪犿狌狉犲狀狊犲 ● ●

山茱萸犆狅狉狀狌狊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 ● ● ● ● ●

杜仲犈狌犮狅犿犿犻犪狌犾犿狅犻犱犲狊 ● ● ●

红花犆犪狉狋犺犪犿狌狊狋犻狀犮狋狅狉犻狌狊 ● ● ●

青蒿犃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犮犪狉狏犻犳狅犾犻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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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药用植物地下害虫优势类群害虫种类与

为害特点

　　根据表１和表２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药用植

物地下害虫优势类群为蛴螬、地老虎、金针虫和蝼

蛄。现将以上４种优势类群的具体种类以及发生规

律和为害特点等进行概述。

３．１　蛴螬类

蛴螬（ｗｈｉｔｅｇｒｕｂｓ）是金龟子幼虫的总称，隶属

于鞘翅目金龟子总科（Ｓｃａｒａｂａｅｏｉｄｅａ），我国有危害

记载的共计１１０余种，约占全部地下害虫种类的

１／３，是最重要的地下害虫类群
［３８］。蛴螬食性广杂，

能取食多种药用植物，如人参、地黄、贝母、麦冬、牡

丹、白术、黄连、桔梗、黄芪、半夏、菊花、薄荷、杜仲、

红花等（参见表１，表２）。为害药用植物的主要蛴螬

种类有华北大黑鳃金龟（犎狅犾狅狋狉犻犮犺犻犪狅犫犾犻狋犪）、暗黑

鳃金龟（犎狅犾狅狋狉犻犮犺犻犪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犪）、东方绢金龟（犛犲狉犻

犮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原称黑绒鳃金龟犕犪犾犪犱犲狉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

犻狊）、铜绿异丽金龟（犃狀狅犿犪犾犪犮狅狉狆狌犾犲狀狋犪）、苹毛丽金

龟（犘狉狅犪犵狅狆犲狉狋犺犪犾狌犮犻犱狌犾犪）等。笔者统计了２２种

中药材上常见蛴螬种类，其中为害芍药的种类最多，

有铜绿丽金龟、黄褐丽金龟（犃狀狅犿犪犾犪犲狓狅犾犲狋犪）、黄

闪彩丽金龟（犕犻犿犲犾犪狋犲狊狋犪犮犲狅狏犻狉犻犱犻狊）、苹毛丽金龟、

无斑弧丽金龟（犘狅狆犻犾犾犻犪犿狌狋犪狀狊）、白星花金龟、阔胫

绒金龟（犕犪犾犪犱犲狉犪狏犲狉狋犻犮犪犾犻狊）、小阔胫绒金龟（犕．

狅狏犪狋狌犾犪）、东方绢金龟、大黑鳃金龟、暗黑鳃金龟、棕

色鳃金龟（犎狅犾狅狋狉犻犮犺犻犪狋犻狋犪狀犻狊）和毛黄鳃金龟（犎．

狋狉犻犮犺狅狆犺狅狉犪）等１３种；其次是为害丹参的有７种，包

括铜绿丽金龟、琉璃弧丽金龟（犘狅狆犻犾犾犻犪犪狋狉狅犮狅犲狉

狌犾犲犪）、小青花金龟（犗狓狔犮犲狋狅狀犻犪犼狌犮狌狀犱犪）、白星花金

龟（犘狅狋狅狊犻犪犫狉犲狏犻狋犪狉狊犻狊）、大黑鳃金龟、暗黑鳃金龟和

大云斑鳃金龟（犘狅犾狔狆犺狔犾犾犪犾犪狋犻犮狅犾犾犻狊）；为害麦冬的

有铜绿丽金龟、苹绿丽金龟（犃狀狅犿犪犾犪狊犻犲狏犲狉狊犻）、灰

胸突鳃金龟（犎狅狆犾狅狊狋犲狉狀狌狊　犻狀犮犪狀狌狊）、铅灰齿爪鳃

金龟（犎狅犾狅狋狉犻犮犺犻犪狆犾狌犿犫犲犪）、暗黑鳃金龟５种；为害

牡丹的有铜绿丽金龟、苹毛丽金龟、东方绢金龟、大

黑鳃金龟和暗黑鳃金龟５种；为害桔梗的有苹毛丽

金龟、东方绢金龟、大黑鳃金龟、暗黑鳃金龟４种；为

害贝母的有铜绿丽金龟、苹毛丽金龟、暗黑鳃金龟和

棕色鳃金龟４种；为害百合的有铜绿丽金龟、斑喙丽

金龟（犃犱狅狉犲狋狌狊狋犲狀狌犻犿犪犮狌犾犪狋狌狊）和小云斑鳃金龟

（犘狅犾狔狆犺狔犾犾犪犵狉犪犮犻犾犻犮狅狉狀犻狊）３种；为害黄芪和杜仲的

有铜绿丽金龟、大黑鳃金龟、暗黑鳃金龟；为害山茱

萸的有苹毛丽金龟、东方绢金龟和大黑鳃金龟；为害

山药和菊花的有大黑鳃金龟和暗黑鳃金龟；为害木

瓜的有铜绿丽金龟和褐锈花金龟（犃狀狋犺狉犪犮狅狆犺狅狉犪

狉狌狊狋犻犮狅犾犪）；为害甘草的有黄褐丽金龟和黑皱鳃金龟

（犜狉犲犿犪狋狅犱犲狊狋犲狀犲犫狉犻狅犻犱犲狊）；为害人参和紫菀的有东

方绢金龟和大黑鳃金龟；为害当归的有铜绿丽金龟

和小云斑鳃金龟；为害知母和菊花的有铜绿丽金龟；

为害厚朴的有东方绢金龟；为害川芎的有宽褐齿爪

鳃金龟（犎狅犾狅狋狉犻犮犺犻犪犾犪狋犪）；为害红花的有白星花

金龟。

蛴螬在土中栖息，主要取食药用植物的地下部

分如刚萌发的种子或无性繁殖材料、幼苗的根、膨大

的块根和根状茎或根茎结合部。受蛴螬为害的幼

苗，切口较整齐，导致植株枯死，造成缺苗断垄；受害

的块根或根状茎产生孔洞，严重影响药材的产量和

质量。蛴螬一般１年发生１代，少数种类２年１代，

以老熟幼虫或成虫在地下３０～４０ｃｍ处越冬。幼虫

共３龄，１～２龄历期较短，３龄历期最长。初孵幼虫

以腐殖质为食，之后取食植物根系、块根和根状茎，

成虫则喜食果树、林木的叶和花器等［１７，３９］。

蛴螬在土中有随温湿度变化而垂直迁移的习

性。它生活的最适土温为１３～１８℃，最适土壤含水

量１０％～２０％，温、湿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向土壤深

处转移，暂时停止取食为害，因此蛴螬对中草药的为

害主要在春、秋两季［６，１７］。成虫（金龟子）有假死性、

趋光性、趋化性，牲畜粪便和腐烂的有机物，特别是

未腐熟的有机肥有招引成虫产卵的作用［６］。

３．２　地老虎类

地老虎（ｃｕｔｗｏｒｍｓ）属鳞翅目夜蛾科（Ｎｏｃｔｕ

ｉｄａｅ），在我国有危害记载的３０余种。与蛴螬相似，

地老虎的食性也非常广杂，可取食人参、地黄、白术、

白芷、桔梗、元胡、当归、黄芪、何首乌、半夏、黄精、防

风、穿心莲、薄荷、枸杞、黄柏、山茱萸、青蒿等药用植物

（见表１，表２）。据笔者统计，为害药用植物主要的地老

虎种类有小地老虎［犃犵狉狅狋犻狊犻狆狊犻犾狅狀（Ｒｏｔｔｅｍｂｅｒｇ）］、黄

地老虎［犃．狊犲犵犲狋狌犿（Ｄｅｎｉｓ＆Ｓｃｈｉｆｆｅｒｍüｌｌｅｒ）］、大地老

虎（犃．狋狅犽犻狅狀犻狊Ｂｕｔｌｅｒ）、警纹地老虎［犃．犲狓犮犾犪犿犪狋犻狅

狀犻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八字地老虎 ［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等，其中小地老虎对药用植物的为害最

为广泛，可为害黄芪、人参、丹参、桔梗、百合、白芷、

菊花、当归、杜仲、半夏、紫菀、山茱萸、鱼腥草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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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老虎可为害人参、丹参、桔梗、紫菀和山茱萸等；大

地老虎可为害丹参等药用植物。

地老虎幼虫为害中草药，多从地面上咬断幼苗

茎基部（根茎结合部），使植株死亡，造成缺苗断垄，严

重的甚至毁种重播［３９］。地老虎喜欢在黏湿的土地生

活，在沿河、湖等低洼湿地处发生较重。以老熟幼虫

在地下２～１７ｃｍ处筑土室越冬，幼虫一般有６个龄

期，４龄以后进入暴食期。成虫对黑光灯和糖酒醋液

有较强趋性，并有季节性长距离迁飞的特性［６，４０］。

３．３　金针虫类

金针虫（ｗｉｒｅｗｏｒｍｓ）是叩头虫幼虫的总称，隶

属于鞘翅目叩头虫总科（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我国共有５０

余种。金针虫可取食为害人参、贝母、牡丹、白术、桔

梗、当归、山药、半夏、天麻、防风、甘草、菊花、薄荷、

牛蒡子、金莲花、山茱萸等药用植物（参见表１，表

２）。为害药用植物的金针虫种类主要有沟金针虫

（犘犾犲狅狀狅犿狌狊犮犪狀犪犾犻犮狌犾犪狋狌狊Ｆａｌｄｅｒｍａｎｎ）、细胸金针

虫（犃犵狉犻狅狋犲狊狊狌犫狏犻狋狋犪狋狌狊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褐纹金针虫

（犕犲犾犪狀狅狋狌狊犮犪狌犱犲狓Ｌｅｗｉｓ）和宽背金针虫（犛犲犾犪狋狅狊狅

犿狌狊犾犪狋狌狊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等，其中以沟金针虫分布最多，

为害最重，可为害人参、丹参、芍药、桔梗、贝母、当

归、山茱萸等；细胸金针虫可为害甘草、人参、丹参、

半夏等；宽背金针虫可为害人参等药用植物。

金针虫幼虫在土中取食刚播下和萌发的种子、

将根茎食成小孔，造成死苗或引起块茎腐烂［６］。金

针虫生活史很长，常需３～５年才能完成一代，以幼

虫或成虫在地下２０～６０ｃｍ处越冬。在平原旱地、

有机质缺乏而土质较疏松的粉砂壤土地发生较多。

成虫有叩头弹跳能力、具假死性和趋光性，对新鲜略

萎蔫的杂草及枯枝落叶有较强趋性，常群集于草

堆下［６］。

３．４　蝼蛄类

蝼蛄（ｍｏｌｅｃｒｉｃｋｅｔｓ）属直翅目蝼蛄科（Ｇｒｙｌｌｏ

ｔａｌｐｉｄａｅ），我国共有４种，为害药用植物较重的主要

有２种，即华北蝼蛄（犌狉狔犾犾狅狋犪犾狆犪狌狀犻狊狆犻狀犪Ｓａｕｓ

ｓｕｒｅ）和东方蝼蛄（犌狉狔犾犾狅狋犪犾狆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Ｂｕｒｍｅｉｓ

ｔｅｒ），其中华北蝼蛄分布更为广泛。蝼蛄可取食人

参、地黄、贝母、牡丹、白术、桔梗、山药、黄芪、白姜、

射干、天麻、甘草、穿心莲、款冬花等多种药用植物，

其中华北蝼蛄为害更为广泛，可为害甘草、黄芪、人

参、丹参、党参、芍药、贝母、百合、杜仲等；东方蝼蛄

可为害黄芪、丹参、党参、芍药、杜仲等药用植物。

蝼蛄成、若虫均在土中活动和取食，主要为害

各种作物刚播下的种子或幼芽、幼根、幼苗、嫩茎

等，中药材和作物受害部位呈乱麻状或丝状，同时

蝼蛄活动将地表土层钻成许多纵横弯曲的隧道，使

种子架空不能发芽，幼苗吊根失水而干枯死亡，造

成缺苗断垄［３９］。

华北蝼蛄生活史较长，约３年完成一代，而东方蝼

蛄２年完成一代。以成虫或若虫在地下５５～１５０ｃｍ处

越冬。蝼蛄喜潮湿，昼伏夜出，成虫趋光性强，对香

甜物质和未腐熟的有机肥有很强的趋性［６］。

４　药用植物地下害虫的防治

４．１　药用植物地下害虫防治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４．１．１　药农综合防治意识差

目前绝大多数药农以化学防治为主，很少遵循

以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生态防治等措施

为主，以化学防治为辅的原则，仅有少部分药农能在

选种、耕地、整地等农事操作时利用机械防治、农业

防治等措施杀灭地下害虫，极少部分药农能利用地

膜覆盖、控制灌水、清除杂草、摘除残枝病叶等措施

改变土壤生态环境，控制地下害虫发生、发展［４］。

４．１．２　用药盲目性大、无公害意识差

药农用药盲目性一方面表现在盲目加大用药

量，部分药农在使用农药时超过安全用量的２～３

倍，灌根时甚至超过４倍以上，导致农药残留超标和

土壤污染；另一方面表现在盲目选用农药品种，一些

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如甲拌磷、甲基

异柳磷、涕灭威等仍在局部使用，个别药农甚至还在

使用六六六、氯丹等违禁农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中

草药的安全性，将会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导致中草

药种植基地土壤等环境的不断恶化［４］。

４．１．３　施药方法不科学

大部分药农土壤处理时，用粉剂在耕地过程中

直接撒施，药粉随风浮散，药剂损失严重；部分药农

耕地时药剂撒施后不能及时翻耕土壤，药效显著下

降；还有部分药农在灌根时浓度大、水量少，药液仅

灌湿土壤表面，又不及时进行封土覆盖，药液很难浸

到草药根部等。施药方法不科学，不仅对农药造成

浪费，也降低了防治效果，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破坏［４］。

４．１．４　防治地下害虫的无公害药剂匮乏，不能满足

中草药生产需要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地下害虫用药种类较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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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高残留农药在普遍销售，而其中许多农药农业部

明令禁止在蔬菜和中草药上使用。在药农们普遍缺

乏综合防治知识的情况下，高效、低毒、无公害农药

的开发和推广显得尤为重要。

４．２　药用植物地下害虫无公害综合防治措施

４．２．１　农业防治

１）深翻土地，精耕细作。深耕翻土主要是通过

深翻改变地下害虫的生存环境，使深土中的害虫暴

露到地表，受到高温、低温、干旱的威胁，致其死亡，

或被天敌捕食，降低虫口密度；精耕细作对地下害虫

有较强的机械杀伤作用，直接导致害虫的死亡［４１］。

２）清洁田园。杂草是地下害虫隐藏或产卵的

主要场所，前茬药材收获后要及时清除田间杂草，减

少越冬幼虫和蛹的数量。在药用植物生长期间要及

时清除田间和周围的杂草，以减少害虫的中间寄主，

破坏其产卵场所。

３）合理轮作或间作。前茬为豆类、花生、甘薯

和玉米的地块，常会受到蛴螬的严重为害，这与蛴螬

成虫（金龟子）的取食和产卵活动有关。因此药用植

物的种植应尽量避开这类地块或与非禾本科作物轮

作和间作，减少害虫食料，自然控制害虫密度。

４）适时灌水灭虫。土壤湿度可控制地下害虫

的活动，在水源较好的地块，在不影响中草药正常生

长的情况下，可通过灌水来控制地下害虫。地老虎、

蝼蛄、蟋蟀等都可通过灌水来杀灭，蛴螬等则会往土

层深处迁移，暂停为害。

５）科学施肥。用作物秸秆和牲畜粪便堆沤的

农家肥易招引地下害虫产卵，因此不要施用未腐熟

的农家肥，以免被带入大量虫卵和招引成虫产卵，引

起害虫暴发。另外碳酸氢铵等化肥可产生氨气，应

深施土中，既可提高肥效又可通过腐蚀、熏蒸杀死或

趋避地下害虫。

４．２．２　物理防治

１）灯光诱杀成虫。蛴螬、地老虎、蝼蛄和部分

金针虫等成虫对黑光灯有很强的趋向性，可在３－４

月份用黑光灯诱杀小地老虎成虫，在５－６月份用黑

光灯诱杀金龟子和蝼蛄。高燕研究发现使用

４５９１．９３ｌｘ亮度的频振式杀虫灯对金龟子、蝼蛄、蟋

蟀等地下害虫有较好的引诱效果［４２］。

２）人工捕捉。在药用植物苗期，每天清晨到田

间扒开被害苗周围的土壤表层，捕捉地下害虫，集中

处理。

４．２．３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的原则是对症下药、适时用药、合理用

药、科学施药，包括采用土壤处理、药剂拌种、根部灌

药、撒施毒土、毒饵诱杀、植株喷药、涂抹茎干等措

施。另外由于中草药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还要

遵循的原则是一定要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

（如辛硫磷、敌百虫、菊酯类农药等）或剂型（如微胶

囊悬浮剂），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防治中草药

地下害虫。

此外，利用化学生态学手段防治地下害虫也是

重要的无公害防治方法。如利用性信息素、聚集信

息素、寄主挥发物等化学信息物质，诱引和杀灭地下

害虫成虫，以压低虫口数量减少幼虫为害，是一种特

异性强、环境友好的害虫控制手段。目前，鳃金龟科

（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和丽金龟科（Ｒｕｔｅｌｉｄａｅ）的很多金龟子

性信息素已经被鉴定出来［４３４４］。李晓等运用性诱剂

防治花生田暗黑鳃金龟，幼虫减退率达７８．８％
［４５］。

罗宗秀等对暗黑鳃金龟性信息素的田间应用进行了

探讨，明确了信息化合物比例、剂量、溶剂与诱芯类型

与诱捕器种类与高度对诱捕量的影响［４６］。性诱剂防

治小地老虎研究表明，连续诱捕两年后虫口减退率可

达６０％以上
［４７］。植物源引诱剂方面，李为争等研究

了蓖麻源引诱剂的不同配方以及田间效果，得到一种

对华北大黑鳃金龟、暗黑鳃金龟、铜绿丽金龟以及黄

褐丽金龟均有较好引诱效果的配方［４８］。

４．２．４　生物防治

１）植物源农药。一些植物源活性物质有杀灭和

趋避地下害虫的作用，具有易分解、对环境无污染和

对非靶标生物较安全等优点。一些植物的叶子的水

浸液和茎或根皮磨成粉后，对地下害虫有较好的防治

效果。如，银杏果衣加工液对于蛴螬和蝼蛄有很好的

防治效果［４９］，蓖麻叶水浸液喷施或侧柏叶粉末拌种均

可杀灭蛴螬［５０］，牧荆叶水浸液可杀灭地老虎［６］，还有

一些植物的下脚料如油桐籽饼和茶籽饼既是优质的

有机肥料又具有防治蛴螬和改良土壤的作用［６，５０］。

２）昆虫病原微生物。包括昆虫病原细菌如苏云

金杆菌（Ｂｔ），昆虫病原真菌如绿僵菌、白僵菌和昆虫

病原线虫如斯氏线虫（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ｓｐｐ．）、异小杆线虫

（犎犲狋犲狉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ｓｐｐ．）等，具有寄主范围广、致死性

强、安全性高等特点。尤其是昆虫病原线虫，具有主

动搜寻寄主的能力，这对于难以防治的隐蔽性为害的

地下害虫具有特别的防治效果，有广泛的应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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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５１］。若干对蛴螬有毒力的苏云金杆菌菌株已经被

筛选出来［５２５３］，白僵菌和绿僵菌已经在蛴螬防治中进

行初步的田间应用［５４５５］，昆虫病原线虫在防治蛴螬和

地老虎方面也获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５６］。

３）天敌昆虫。寄生蜂是地下害虫幼虫的重要

天敌，如臀钩土蜂（Ｔｉｐｈｉｉｄａｅ）是鳃金龟科大黑鳃金

龟、暗黑鳃金龟、毛黄鳃金龟和丽金龟科的苹毛丽

金龟的特异性寄生蜂，弧丽金龟钩土蜂（犜犻狆犺犻犪

狆狅狆犻犾犾犻犪狏狅狉犪）是日本弧丽金龟（犘狅狆犻犾犾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的主要天敌，亦可用来防治铜绿丽金龟［５７］。王卫国

等对弧丽金龟钩土蜂的生物学习性进行了系统研

究，并用来防治花生田大黑鳃金龟，取得了良好的控

制效果［５８］。

５　展望及建议

中草药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因此中草药的

品质和安全性尤为重要。地下害虫为害是导致药用

植物产量和品质下降的重要因素，而不科学的防治

还会带来农药残留等问题，对人们的健康产生新的

威胁。因此，对于药用植物地下害虫防治来说，无公

害防治无疑更加重要。

由于地下害虫多数是幼虫期在土壤中为害药用

植物地下部分，成虫期转换寄主取食植物地上部分，

其防治也分为幼虫期和成虫期。幼虫期无公害防

治，适宜采用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细菌或真菌和

寄生性昆虫等生物防治措施。其中昆虫病原线虫在

防治蛴螬等地下害虫幼虫中已有较多研究，并且已

经部分应用于田间。由于昆虫病原线虫不同地理种

群或品系对不同种地下害虫的致病力也有差异，未

来研究可能更多地集中在致病力高和定位能力强的

线虫品系的筛选和致病力相关基因的研究中。

成虫期防治对于减少成虫产卵，降低下一代幼

虫虫口密度有积极作用，因此成虫期同样需要重视。

成虫期无公害防治，可采用化学生态方法，使用化学

信息物质等对地下害虫成虫进行诱杀，未来针对地

下害虫性信息素、聚集信息素、植物源挥发物、成虫

取食偏好和产卵偏好等化学生态学和行为学研究，

有助于发展更有效的化学生态学控制方法。

综上所述，科学、系统的无公害综合防治措施对

于中草药产业和中医药学有重要的意义。大力发展

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态防治和生物防治为核心

的绿色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减少农药使用是药用

植物地下害虫防治的目标。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不

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综合防治措施将被应用到药用

植物地下害虫防控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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