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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丝叶蜂在拉萨的发生规律及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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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河曲丝叶蜂犖犲犿犪狋狌狊犺犲狇狌犲狀狊犻狊Ｘｉａｏ在拉萨的发生规律，本研究通过在柳树上进行室外定期、不定期

的系统调查和室内饲养相结合，调查研究了河曲丝叶蜂的形态特征、生物学习性和发生规律。经调查研究，河曲丝

叶蜂在９月下旬以老熟幼虫在土中结茧越冬，越冬基数１７０头／ｍ２；完全变态发育；幼虫共５龄；１～５龄幼虫的体

长、体宽分别为（２．０～３．０ｍｍ，＜１．０ｍｍ）、（７．２ｍｍ，１．１ｍｍ）、（１２．０ｍｍ，１．５ｍｍ）、（１６．８ｍｍ，２．６ｍｍ）、（２４．０ｍｍ，

３．４ｍｍ）；河曲丝叶蜂在拉萨１年发生１代，每年７月中旬开始化蛹，７月底开始羽化，８月初开始孵化，孵化盛期为

８月２１日至９月２日，孵化末期为９月１２日，为害高峰期为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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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９月，我们发现拉萨市公路行道树普遍

发生食叶害虫，为害十分严重。柳树叶片大部分被

取食，有些树冠已呈冬季落叶般光秃，黑色虫粪密布

树下，给林业生态与景观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统计

发现，七一农场公路行道树有虫株率达９０％以上，

虫口密度１５～３０头／５０ｃｍ枝条。经鉴定，该虫为

河曲丝叶蜂犖犲犿犪狋狌狊犺犲狇狌犲狀狊犻狊Ｘｉａｏ，属于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叶蜂科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１］，是对柳树

危害极大的一种害虫。该虫分布于陕西、甘肃、北京

和吉林等地［２］；主要为害旱柳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和

金丝柳犛犪犾犻狓×犪狌狉犲狅狆犲狀犱狌犾犪，也可取食乌柳犛犪犾犻狓

犮犺犲犻犾狅狆犺犻犾犪、簸箕柳犛犪犾犻狓狊狌犮犺狅狑犲狀狊犻狊、垂柳犛犪犾犻狓

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和加杨犘狅狆狌犾狌狊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
［３５］，其在西

藏还未见报道。西藏拉萨地区城市林木多为柳树和

杨树，是河曲丝叶蜂良好的食物源。

河曲丝叶蜂具有繁殖率高、暴发性强、为害具

有成灾性的特点，其３、４龄幼虫为害最严重
［５］。各

地的气候、土壤、地理条件对河曲丝叶蜂的繁衍生

息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河曲丝叶蜂在各地的发

生规律也有所不同。为了保护拉萨及西藏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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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明确河曲丝叶蜂在拉萨的发生规律及发生动

态，笔者调查了河曲丝叶蜂的形态特征、生物学习

性及发生规律，旨在为河曲丝叶蜂的防治提供参考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

调查地点：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园区（选２个

观测点），北纬２９°３８′４６．７４″，东经９１°０２′１５．６３″，海

拔３６３９ｍ；西藏大学新校区（选１个观测点），北纬

２９°３８′５３．２５″，东经９１°１０′４６．６９″，海拔３６６０ｍ；年降

水量为２００～５１０ｍｍ，年无霜期１００～１２０ｄ。调查

对象：旱柳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Ｋｏｉｄｚ和垂柳犛犪犾犻狓

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Ｌ．混栽。

１．２　试验材料

１．０ｍ×１．０ｍ×１．０ｍ一面开口的４０目尼龙

纱网养虫笼６个、０．３ｍ×０．３ｍ×０．３ｍ配有拉链

门的尼龙纱网养虫笼（１２０目）９个、体视显微镜、游

标卡尺、剪刀、养虫盒、镊子、解剖针、细毛刷等。

１．３　试验方法

系统观测方法：系统调查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进行。通过野外调查的方式，在拉

萨市内选择３个观测点，每个观测点３株树，不定期

调查河曲丝叶蜂的发育情况，自化蛹之日起每日调查

１次，记载河曲丝叶蜂各虫态、龄期的发生时间。

越冬基数调查方法：１月上旬在柳树树干周围

（１００ｃｍ半径范围内，深度１５～２０ｃｍ）挖土过筛，记

载越冬虫态、数量，将部分茧带回室内进行剥茧观

测，记载茧内蛹的形态特征和发育情况。

成虫活动规律：待河曲丝叶蜂化蛹后，每个观测

点柳树下选取２个１ｍ×１ｍ的样方，用养虫笼（１．０ｍ

×１．０ｍ×１．０ｍ）罩住，每天１０：００观察河曲丝叶蜂

成虫羽化情况，记录其羽化数量。

卵和１龄幼虫历期观测方法：每个观测点选３

株柳树，共计９株柳树，随机选取已产卵的树枝，标记

５０～１５０粒卵，用养虫笼（０．３ｍ×０．３ｍ×０．３ｍ）罩

住，观测养虫笼内柳树叶片上雌成虫所产的卵孵化

为幼虫数量，并观察１龄幼虫的活动规律和发育至

２龄所需时间
［６］。

其他龄期幼虫历期观测方法：当系统观测出现

２、３、４龄幼虫时，分别采集５头各龄幼虫装入有４～

５片柳树叶片的养虫盒内，每个养虫盒装１头幼虫，

依形态和残留头壳记录各龄幼虫历期。同时，在养虫

笼（０．３ｍ×０．３ｍ×０．３ｍ）中每隔两天随机采１０头

左右的幼虫，用９５％乙醇杀死后，用游标卡尺测量

其体长、体宽等特征，直至其下树结茧为止。５龄幼

虫需观察其结茧状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２．１．１　茧和蛹

河曲丝叶蜂的茧黑褐色，由丝质组成，明显可分

成二层（图ａ），外粘缀些沙土，茧颜色较深，土壤颜

色较浅，于土中容易辨认和寻找（图１ｂ）。河曲丝叶

蜂的雌茧大，雄茧小，雌茧长１３．０～１６．１ｍｍ（平均

１４．１ｍｍ），宽５．３～６．６ｍｍ（平均５．９ｍｍ）；雄茧长

９．３～１１．７ｍｍ（平均１０．４ｍｍ），宽３．８～４．３ｍｍ（平

均４．４ｍｍ）。河曲丝叶蜂的蛹属于离蛹，又称裸蛹，

特点是附肢和翅都可以活动，腹部各节也能扭动，淡

黄白色（图１ｃ），腹１～７节淡绿色（图１ｄ），后期显现成

虫的颜色（图１ｅ），蛹长９．０～１１．０ｍｍ。

２．１．２　成虫

雌成虫：体长１０．０～１２．０ｍｍ。触角暗红色至

黑色。头部和胸部橙红色，但中胸小盾片后部、中胸

前侧片、后胸背面黑色，单眼黑褐色，腹部黑色，可见

白色的节间膜，有时腹面红褐色。足基节、转节灰白

色，基节基部黑色；前、中足胫节和跗节灰白色，腿节

除末端外黑色；后足腿节基部和胫节基１／３节灰白

色，余黑色。翅透明，翅痣黑褐色，翅脉黑褐或褐色，

翅面具淡褐色区域（图１ｆ）。

雄成虫：体长６．５～８．０ｍｍ，体细小。触角褐

色，第１、２节背面黑色，或触角全为黑褐色。头褐

色，触角基部至头顶具大黑斑。胸部黑色，中胸背板

两侧暗红色，前胸背板后侧及翅基片棕色；腹部背面

黑色，其两侧边缘、腹部腹面及外生殖器、生殖下板

均为红褐色。足淡红黄色，后足胫节端及跗节黑色

（图１ｇ）。

２．１．３　卵

河曲丝叶蜂的卵呈椭圆形，初产时紫红色，有光

泽（图１ｈ）；随着卵的发育，颜色渐渐变浅，具紫红色

纵条纹（图１ｉ），近孵化时浅灰白色（图１ｊ），紫色条斑

褪去或不清晰，卵的一端具２个浅棕色眼点。河曲

丝叶蜂的卵长１．３～１．６ｍｍ（平均１．４ｍｍ），宽０．６

～０．８ｍｍ（平均０．７ｍｍ）。

·７８１·



２０１９

图１　河曲丝叶峰的形态特征

犉犻犵．１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犖犲犿犪狋狌狊犺犲狇狌犲狀狊犻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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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幼虫

１龄幼虫：刚孵化的幼虫颜色较浅，头宽大于体宽

（图１ｋ），１龄幼虫体长２．０～３．０ｍｍ，体宽１．０ｍｍ

以内。

２龄幼虫：头部黑色，胸部和腹部淡肉色（图

１ｌ），体长６．２～７．６ｍｍ（平均７．２ｍｍ），体宽１．１～

１．２ｍｍ（平均１．１ｍｍ）。

３龄幼虫：头部黑色，胸部及腹末３节出现黄

色，胸部３节和腹部第８节及以后淡黄色，背面有黑

色斑点，具７条黑色纵纹，背中线有时可伸达中胸和

腹第９节，２条位于气门线的上下，另１条位于腹

足的上方，臀板黑色，体长１１．０～１３．３ｍｍ（平均

１２．０ｍｍ），体宽１．３～１．７ｍｍ（平均１．５ｍｍ）。

４龄幼虫：体长１４．６～２０．２ｍｍ（平均１６．８ｍｍ），

体宽２．０～３．０ｍｍ（平均２．６ｍｍ），其他特征与３龄

幼虫相似。

５龄幼虫：体长２２．３～２４．８ｍｍ（平均２４．０ｍｍ），

体宽３．１～３．８ｍｍ（平均３．４ｍｍ），其他特征与３龄

幼虫相似。

２．２　生活习性

寄主：河曲丝叶蜂的主要寄主是柳树，对不同柳

树品种的喜食性不同，主要表现为喜食叶片宽大的

柳树，柳树食尽后，会选择在临近的北京杨上取食。

越冬习性：河曲丝叶蜂的老熟幼虫多集中在９

月下旬开始爬下树，在柳树周围的土中结茧越冬，茧

多分布在距树基部半径４０ｃｍ的范围内，越靠近树

基部茧越集中，河曲丝叶蜂在拉萨的越冬基数为

１７０头／ｍ２。

成虫习性：成虫羽化后，先在树下的杂草上活

动，后逐渐飞到树冠上，并开始交配产卵，交尾后当

天即可产卵，卵一般成行产于叶背面，卵期１４ｄ左

右，成虫平均产卵量７５粒／头。

幼虫习性：刚孵化的幼虫颜色较浅，接近透明色

（图１ｎ），孵化不久后头部变黑，并开始在卵壳周围

取食叶肉，如遭惊扰，幼虫的腹部翘起，并左右甩动。

幼虫蜕一次皮即完成一个龄期，刚蜕完皮的幼虫头

部为肉色（图１ｏ）。河曲丝叶蜂１龄幼虫历期３ｄ左

右，２龄幼虫平均历期５ｄ，３龄幼虫平均历期３ｄ，

４龄幼虫平均历期３ｄ，５龄幼虫发育到结茧平均历期

是５ｄ。４龄以上的幼虫有上下树的习性。

２．３　河曲丝叶蜂在拉萨的发生规律

河曲丝叶蜂在拉萨１年发生１代，多在９月下

旬以老熟幼虫坠落在树冠垂直投影内，在柳树树干

周围比较松软的土里结茧越冬；直至翌年７月中旬

开始化蛹，蛹期６～８ｄ，７月２８日左右开始羽化为

成虫，８月初为羽化盛期，８月中旬为产卵盛期，８月

９日左右卵开始孵化，孵化盛期为８月２１日至９月

２日，此时在树下能听到幼虫粪便掉落的声音，９月

１２日为幼虫孵化的末期。初期５龄幼虫在９月４日

左右出现，末期１龄幼虫在９月１８日左右出现，８月

２１日至９月２日为河曲丝叶蜂幼虫孵化的盛期，孵化

末期９月１２日，为害高峰期为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

３　结论与讨论

河曲丝叶蜂在西藏入土结茧日期比北京早１０

～２０ｄ；卵期比北京长４ｄ左右；幼虫孵化的时间比

北京［６］、甘肃庆阳［７］早２０ｄ左右；河曲丝叶蜂在拉

萨的化蛹时间比内地报道的时间早１５ｄ左右，拉萨

化蛹时间在７月中旬，内地的化蛹时间一般在８月

初，其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内地８月初与拉萨７月

中旬的气候比较相似［５，８］。

河曲丝叶蜂物理防治费工费时，成本高，幼虫孵

化盛末期采取药剂防治效果最佳［７］。在拉萨，８月２１

日至９月２日为河曲丝叶蜂幼虫孵化的盛期，孵化末

期为９月１２日，因此，８月下旬和９月初是最佳药剂

防治时期，建议在８月下旬和９月上旬用４８％毒死蜱

乳油１０００倍液、１８％阿维·灭幼脲悬浮剂１０００倍

液或１．２％苦参碱·烟碱乳油１００倍液进行树冠喷

雾防治［９］。幼虫入土结茧的初冬是物理防治的最佳

时期［９］，可以在树冠下铺设柴草，诱捕幼虫，集中消

灭。河曲丝叶蜂在卵期、幼虫期均有一定的天

敌［１０］，卵期有草蛉、七星瓢虫等，幼虫期有麻雀、喜

鹊、蚂蚁和寄生蜂，目前发现的寄生蜂有缺距姬

蜂［１１］，可以利用这些天敌控制河曲丝叶蜂的繁衍生

殖。建议在进行化学防治的同时，加强对天敌的保

护，如在幼虫期可喷施苏云金杆菌、白僵菌等［１１］，同

时积极引进寄生蜂等天敌，抑制河曲丝叶蜂的暴发。

近几年西藏气温升高、降雨增加，而且有合适的

食物源并且缺乏对当地天敌生物的利用，导致河曲

丝叶蜂在西藏进行定殖、潜伏、传播。再加上近几年

西藏频繁从内地引进树苗、花卉，增加了传入的机

会。建议在西藏加强对引进林木的检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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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加速香蕉果实的腐烂，因此建议香蕉采摘应该尽

量选择在连续多日的晴朗天气后进行。

吡唑醚菌酯·二氰蒽醌混剂是一种保护性杀菌

剂，具有低毒高效等特点，保护性能好，持效期长，对

柑橘、苹果、枣树等果树炭疽病具有较好的防效，应

用前景广泛［１６１８］。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高，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目

前香蕉贮运业迫切需要像吡唑醚菌酯·二氰蒽醌这

一类的低毒、安全保鲜剂。此外，利用生物防治香蕉

炭疽病也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如利用植物活性物质、

拮抗菌、抗菌蛋白等防治香蕉炭疽病［１９２２］，在实验室

条件下也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但尚未有制剂产

品在我国登记，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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