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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新害虫湘黄卷蛾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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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湘黄卷蛾犃狉犮犺犻狆狊狊狋狉狅犼狀狔Ｒａｚｏｗｓｋｉ是２０１５年杭州茶园发现的一种茶树新害虫。为了准确识别该虫，明确

其生物学特性，通过室内观察和田间调查，对湘黄卷蛾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初步观测。结

果表明，湘黄卷蛾卵粒覆瓦状排列成卵块，卵块多为条形或椭圆形；幼虫共有５龄，１～５龄的平均头宽０．２５～１．６１

ｍｍ；成虫停息时呈钟形，雌雄蛾的前翅斑纹有明显差别。在４－６月自然温度条件下，卵期、幼虫期和蛹期分别为

７．７、２９．６、８．８ｄ，成虫产卵前期平均为４．３ｄ，产卵可持续２．６ｄ，雌雄蛾平均寿命分别为８．５ｄ和９．１ｄ；成虫羽化高

峰为１０：００－１３：００，每雌产卵量平均３５３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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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黄卷蛾犃狉犮犺犻狆狊狊狋狉狅犼狀狔Ｒａｚｏｗｓｋｉ，１９７７属鳞

翅目卷蛾科黄卷蛾属，是一种新的卷蛾科茶树害虫。

根据记载，该虫分布于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福建、云南、海南［１２］，之前未在茶园中发

现。已报道的为害茶树的卷叶蛾仅有茶小卷叶蛾

（即棉褐带卷蛾犃犱狅狓狅狆犺狔犲狊狅狉犪狀犪ＦｉｓｃｈｅｒｖｏｎＲｏ

ｓｌｅｒｓｔａｍｍ）
［３５］、茶卷叶蛾（即褐带长卷蛾犎狅犿狅狀犪

犮狅犳犳犲犪狉犻犪Ｎｉｅｔｎｅｒ）
［３４，６］、茶长卷蛾犎狅犿狅狀犪犿犪犵狀

犪狀犻犿犪Ｄｉａｋｏｎｏｆｆ
［３４，７］和茶白点小卷蛾犆狔犱犻犪犾犲狌

犮狅狊狋狅犿犪Ｍｅｙｒｉｃｋ
［３］。２０１５年３月中旬该虫在浙江

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园中暴发，越冬

代成虫在茶园中成群飞舞，随处可见正在交尾的成

虫。４月初田间调查显示，每米茶行（１．５ｍ２）的卵

块数平均有４１个。之后约３ｈｍ２西湖龙井茶生产

茶园春茶期间遭受该虫为害，春茶产量和品质均受

到较大影响。据估计产量损失约１０％，所制干茶品

质下降１个级别。在春茶结束后进行了中修剪和２

次喷药防治，田间每米茶行的虫苞数仍有６～１０个。

这是该虫为害茶树的首次报道。为了科学防控该

虫，生产上亟须正确识别该虫，区分它和其他几种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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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蛾，并了解该虫的生活习性和发生规律。但迄今

为止，有关该虫的研究非常少。除了有一些分类鉴

定上的形态描述［１２］之外，该虫各虫态的识别特征、

生物学习性均无研究报道。本文通过室内饲养，建

立实验种群，并结合田间调查，系统观测了该虫卵、

幼虫、蛹和成虫的形态特征和各虫态的发育历期、成

虫寿命、每雌产卵量等生物学习性，旨在为田间科学

防控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湘黄卷蛾采自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园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３０．１１°Ｎ，１２０．０５°Ｅ）。该茶园

为平地茶园，海拔１０．５ｍ。茶树品种以无形性良种

‘龙井４３’为主，也有少量‘中茶１０８’。树龄约１５年，

树高８０ｃｍ左右，双行条栽，行间距１．５ｍ，茶园覆盖

度９０％以上。茶园土质优良，黄壤。茶园周缘的树木

有珊瑚树、枫杨、香樟、沙朴树和檀树等，以珊瑚树为

主。茶园中步道两边种有雀舌黄杨和麦冬草。

将田间采集的越冬代成虫所产卵块带回室内，

在自然温度下用茶树鲜叶连续饲养。初孵幼虫置于

５００ｍＬ玻璃罐头瓶中用嫩茶梢饲养，３龄以后将虫

连同茶叶转移到水培的茶梢上，置于养虫笼中饲养。

１．２　形态特征观察

幼虫龄期观察：卵孵化后，将初孵幼虫按每皿１

～２头挑至小培养皿（直径９ｃｍ）中，取较平的嫩叶１

～２张，叶片正面朝下盖在虫子上方，注意保湿和及时

更换嫩叶。由于幼虫会吐丝将叶片缀接在培养皿上，

因此每日观察时需轻轻翻转培养皿，在解剖镜下

（ＯｌｙｍｐｕｓＳＺ６１）透过培养皿的玻璃，观察幼虫生长发

育情况，记录蜕皮次数。观察虫数２０头。

形态指标测定：从群体饲养的种群中挑取各个

龄期１日龄幼虫，在解剖镜下用精度为１ｍｍ的接

目测微尺测量幼虫体长和头壳宽。蛹、成虫和卵块

的大小用精度为１ｍｍ的直尺直接测量。卵的长宽

值测定方法同幼虫。观察样本数为２０～４０个。

１．３　生物学特性观察

发育历期和成虫产卵量观察：取同一天孵化的

幼虫，饲养至５龄末时，将虫苞轻轻撕开一个小口，

观察是否化蛹，每天于８：００、１６：００各观察１次，记

录化蛹数量和时间，计算幼虫历期。待成虫羽化，记

录羽化时间，计算蛹历期。并将雌雄成虫配对饲养，

饲养瓶中放置１～３张老叶供其产卵，每日观察产卵

情况。产卵后取出有卵块的叶片，并记录产卵时间

和产卵量。每日观察直至成虫死亡，记录死亡时间，

计算成虫产卵前期和成虫寿命。卵块孵化后，记录

孵化时间和数量，计算卵期和孵化率。

蛹重测定及羽化时段观察：化蛹２～３ｄ后将蛹

从茧中轻轻剥出，收集起来放在培养皿中（每皿４０

～８０头不等），集体称重，折算成单头蛹重。成虫开

始羽化后，观察羽化情况，从８：００至２２：００每隔１ｈ

观察记录一次羽化的雌雄数。

１．４　田间卵块调查

在湘黄卷蛾发生地块随机取５点进行调查，每

点调查１ｍ茶行（１．５ｍ２）范围内卵块的数量及其在

茶丛上部、中部、下部和茶丛边缘的分布情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卵扁平，黄色，短纺锤形，覆瓦状排列在一起形成

卵块，卵块上覆有一层白色胶状膜。卵长０．７～０．９３

ｍｍ，平均（０．８０±０．０６）ｍｍ；宽０．５～０．７ｍｍ，平均

（０．５９±０．０５）ｍｍ。卵块鲜黄色，多为长条形（５８．２％）

和椭圆形（２３．９％），少数为不规则形（１７．９％）。卵

块长５．０～１７．０ｍｍ，平均（８．９±３．３）ｍｍ；宽２．０～

４．０ｍｍ，平均（２．５±０．５）ｍｍ（图１ａ）。

幼虫共有５龄，不同龄期的头壳宽度和体长见

表１。１龄幼虫和２龄幼虫体淡黄色，３龄期和４龄

期幼虫体色淡绿色或淡棕色，头壳及前胸背板黑色，

５龄幼虫体淡绿色，头壳为棕色，前胸背板黑色，前

胸背板前缘有一白线（图１ｂ）。刚蜕皮的幼虫头壳

为淡绿色，随即很快变为棕色或黑色。

蛹为棕红色，被蛹，长８．９～１１．０ｍｍ，平均（９．７６±

０．６７）ｍｍ，宽２．０～３．０ｍｍ，平均（２．４２±０．３１）

ｍｍ。腹部第二至第七节背面各有２列钩刺突，腹

末有８枚弯曲臀棘（图１ｃ）。

成虫停息在叶片上，呈钟形。头部褐色或深褐

色。前翅接近等宽；前缘基部１／３弯曲，顶角前有波

曲；顶角短而尖；外缘稍有波曲，中点后凸出［１］。雌蛾

体型较大，雄蛾相对较小，雌雄蛾前翅斑纹有明显差

别。雄蛾前翅前缘褶（即前缘基部有一半椭圆形突出

并折叠于背部）凸出明显。雄蛾前翅淡棕黄色，上有

深褐色斑。共有基斑、中带和端纹３个深褐色斑。基

斑位于前缘褶下，中带上窄下宽，端纹由前缘沿外缘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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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臀角延伸，形成上宽下窄，缘色黄褐色［２］（图１ｄ）。

雌蛾前翅棕黄色，基斑、中带和端纹不明显，只隐约可

见褐色暗斑（图１ｅ）。雌虫体长８．０～１１．０ｍｍ，平均

（９．８±０．８）ｍｍ；翅展（１６．３～２３．８）ｍｍ，平均（２１．３±

１．７）ｍｍ。雄虫体长７．０～１０．０ｍｍ，平均（８．８±０．８）

ｍｍ；翅展１４．０～１８．２ｍｍ，平均（１７．０±１．２）ｍｍ。

图１　湘黄卷蛾各虫态形态

犉犻犵．１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犲犪犮犺狊狋犪犵犲狅犳犃狉犮犺犻狆狊狊狋狉狅犼狀狔

表１　湘黄卷蛾幼虫分龄及其大小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犻狀狊狋犪狉狊犪狀犱狊犻狕犲狅犳犃狉犮犺犻狆狊狊狋狉狅犼狀狔犾犪狉狏犪

龄期

Ｌａｒｖａｌ

ｉｎｓｔａｒ

头宽／ｍｍ

Ｈｅａｄｗｉｄｔｈ

范围Ｒａｎｇｅ 平均Ｍｅａｎ

体长／ｍｍ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

范围Ｒａｎｇｅ 平均Ｍｅａｎ

１ ０．２～０．３ ０．３±０．０ １．４～１．９ １．６±０．１

２ ０．４～０．５ ０．４±０．０ ３．１～４．８ ３．９±０．４

３ ０．６～０．７ ０．６±０．０ ５．０～８．５ ６．８±０．８

４ ０．９～１．１ １．０±０．１ ７．８～１０．８ ９．３±１．０

５ １．５～１．８ １．６±０．１ １２．０～２１．０ １６．７±２．７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Ｄａｔａｍｅａｎ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２　生物学特性

２．２．１　发育历期

在４－６月室内自然温湿度条件下（温度１５．５

～２５．１℃，平均２１．２℃；相对湿度４２．４％～１００％，

平均ＲＨ８３．５％），湘黄卷蛾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列于

表２。其中幼虫期最长，平均为２９．６ｄ。表２中除

卵期为第２代（５月下－６月上）外，其余均为第１

代。第１代的卵期略长于第２代。

笔者在室内连续饲养了该虫３代，第１代～第３代

的幼虫发生期分别为：４月上－５月上、６月上－７月上、

７月中－８月中。因第３代蛹的饲养产生问题而没有继

续饲养。推测该虫在杭州共有４代，以蛹越冬。

２．２．２　生活习性

田间调查表明，卵块多分布于茶丛上中部，茶丛

下部及边缘分布极少，其中茶丛上部占２３．４％，中部

占７２．６％，下部及边缘各占２％。卵块产于叶片正

面，多沿叶脉而产，其中沿主脉产卵最多（６８．２％），沿

侧脉其次（２５．８％）。通常一张叶片上１个卵块，偶

尔也见２～３个卵块。每卵块含卵粒４５～２５２粒，平

均含卵１１７．７粒。受精卵在较高的湿度（ＲＨ７５％

以上）条件下孵化率近１００％。

表２　湘黄卷蛾各虫态发育历期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犪犮犺狊狋犪犵犲狅犳犃狉犮犺犻狆狊狊狋狉狅犼狀狔

虫态

Ｓｔａｇｅ

平均历期／ｄ

Ｍｅａ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范围／ｄ

Ｒａｎｇｅ

取样数／块或头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卵期Ｅｇｇ ７．７ ６．２～１０ ４４

幼虫期Ｌａｒｖａ ２９．６ ２７～３４ ７２

蛹期Ｐｕｐａ ８．８ ５．５～１１ ８０

成虫期Ａｄｕｌｔ

雌虫Ｆｅｍａｌｅ ８．５ ３～１８ ４６

　　雄虫Ｍａｌｅ ９．１ ２～１７ ８９

　１）试验时间２０１５年４ ６月。

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ＡｐｒｉｌＪｕｎｅ，２０１５．

初孵幼虫十分活泼，喜四处爬行，趋光性极强，

并喜吐丝悬挂在茶枝中下部，随风扩散。约半天后，

多数爬至茶丛顶部嫩叶正面的叶尖，吐丝将叶边缘

向内卷，匿居其中取食表皮和叶肉。随着幼虫生长，

逐步将嫩叶由叶缘纵向卷成虫苞，躲在苞内取食。

在茶树顶部嫩叶缺乏时，幼虫也可在茶树自然重叠

的成叶或老叶间结网取食。幼虫３龄后常吐丝将芽

梢的２张叶片缀在一起，躲在其中取食。幼虫受惊

后虫体会作Ｓ形剧烈扭动，以便逃脱。随幼虫龄期

的增加，吐丝所缀结的叶片也越多（图２）。５龄幼虫

取食后叶片上有圆形孔洞，老熟时吐丝结茧。田间

观察发现，幼虫亦为害茶园边的绿化植物珊瑚树

犞犻犫狌狉狀狌犿狅犱狅狉犪狋犻狊狊犻犿狌犿ｖａｒ．犪狑犪犫狌犽犻。

室内饲养的幼虫化蛹后的平均蛹重为（３６．４±

４．３）ｍｇ（２３６头蛹的平均值）。成虫羽化时，头先从

蛹壳中破壳而出，然后停息在蛹壳附近晾翅，约４．１

ｍｉｎ后双翅竖直，再过４．５ｍｉｎ后，双翅放平。羽化

高峰时段为１０：００－１３：００，此期间羽化数占总羽化

数的７１．４％（图３）。饲养观察成虫１８０头，雌雄性

比为０．６４，羽化率为７５．９％。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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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湘黄卷蛾为害状

犉犻犵．２　犇犪犿犪犵犲狊狔犿狆狋狅犿狊狅犳犃狉犮犺犻狆狊狊狋狉狅犼狀狔

图３　湘黄卷蛾成虫羽化动态

犉犻犵．３　犇狔狀犪犿犻犮犮狌狉狏犲狅犳犲犮犾狅狊犻狅狀狅犳犃狉犮犺犻狆狊狊狋狉狅犼狀狔

雌雄成虫在夜晚交配产卵。在雌雄（１∶１～１∶３）配

对饲养条件下，成虫产卵前期为２～７．７ｄ，平均４．３ｄ。

产卵最长可持续７ｄ，平均产卵期２．６ｄ。每雌产卵块数

为０．５～７块，平均为３块，折合卵量３５３粒。

３　小结与讨论

湘黄卷蛾２０１５年首次在浙江杭州的茶园暴发，

对春茶生产造成较大影响。生产上迫切需要开展其

田间发生为害规律调查和科学防控的研究。笔者观

测了该虫各发育阶段的形态特征及其生物学特性，

研究结果有助于指导生产管理人员准确识别该虫、

了解其为害特性，为科学防控该虫奠定基础。有关

该虫年生活史及发生规律的研究亟须开展。

茶园最常见的卷叶蛾为茶卷叶蛾（褐带长卷蛾）

和茶小卷叶蛾（棉褐带卷蛾）［３４］，与这两种卷叶蛾相

比，湘黄卷蛾与它们在形态和生活习性上有相似之

处，但也有所区分。从成虫体型上看，湘黄卷蛾和茶

卷叶蛾更为接近，略小于茶卷叶蛾，茶小卷叶蛾体型

最小。湘黄卷蛾和茶卷叶蛾在形态上的主要区别

为，除前翅斑纹有明显差别外，湘黄卷蛾前翅翅尖略

往上翘，有褶皱感。两者的发生期也有明显差别，湘

黄卷蛾发生更早，第１代幼虫出现在４月上旬－５

月上旬，而茶卷叶蛾第１代幼虫则出现在５月中旬

－５月下旬
［４，６］。

湘黄卷蛾卵块多产于茶蓬上中部，故茶园修剪

可剪除大部分卵块。调查表明，修剪可使田间卵块

数由每米茶行４１个减至１．６个，剪除率达９６％。同

时，修剪后茶树上部无嫩叶，初孵幼虫由于食料恶化

而被抑制。化学防治方法可参考茶卷叶蛾和茶小卷

叶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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