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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尺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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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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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灰茶尺蠖
>2+9%

6

)$

.

9)$1$21($

是茶园主要害虫%两者为近缘种%外形十分相似%难

以区分$为了便于茶叶技术人员识别这两种尺蠖%本研究通过饲养观察%比较了这两种尺蠖幼虫和成虫的形态差

异%提出了一种鉴别方法%即通过幼虫第
7

腹节背面八字形黑色斑纹的形态及该节上
7

对小黑点的位置进行幼虫鉴

别%通过前后翅上外横线的形态进行成虫鉴别$采用分子鉴定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判别准确%且

易于掌握%能准确区分茶尺蠖和灰茶尺蠖$本研究结果对这两种尺蠖的正确识别和田间防治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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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尺蠖
>2+9%

6

)$%@&)

A

='

和灰茶尺蠖
>#

.

9)$1$,

21($

是茶树害虫尺蠖类的两个近缘种"常年发生严

重"对茶叶产量影响很大%茶尺蠖主要分布于浙&

苏&皖茶区"灰茶尺蠖分布于全国各产茶省"有的省

份两种尺蠖同时存在+

&

,

%两种尺蠖在外部形态上极

其相似"难以区分"过去很长时间被混为一谈"统称

为茶尺蠖%自
7'&!

年明确它们是两个种之后+

7,

,

"

研究者们针对这两个种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

表明"这两种尺蠖不仅在生物学特性上存在差

异+

!"

,

"在性信息素组成&成分+

1-

,和对
]GRF;

的敏

感性+

U

,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茶园中如采用病毒防

治"两种尺蠖的最佳防治虫龄和施用的病毒液浓度

有所不同"对茶尺蠖为
&

$

7

龄幼虫期和
!%&'

!

F\*

.

I)

病毒液"而对灰茶尺蠖则是卵
$

&

龄幼虫期和

!%&'

"

F\*

.

I)

病毒液+

U

,

"如果防治时灰茶尺蠖的

虫龄偏大&病毒液浓度偏低"效果会很差甚至无效%

如采用性信息素防治"首先要明确虫种"否则可能诱

不到虫%因此"对于这两种尺蠖的田间防治"尤其是

生物防治来说"区分这两个种格外重要%

过去"区分这两种尺蠖的方法主要有形态观察&

生殖器解剖和分子检测等+

7,

,

%形态上主要是依靠

成虫形态观察+

7

,

"两种尺蠖的幼虫难以区分"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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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和分子检测需要一定的设备&技术和时间"一般

技术人员难以办到"这对识别尺蠖种类和指导生产

防治十分不利%因此"如何简便快捷地鉴别这两个

种是目前尚未研究透彻且生产上亟需解决的一个实

际问题%本文通过对幼虫和成虫的仔细观察研究"

找到了两种尺蠖幼虫和成虫外部形态的区分特征"

同时也摸索出简易的观察方法"易于掌握"并通过分

子检测对区分结果进行了验证"符合率达
&''(

%

本研究结果为茶树植保工作者和基层技术人员识别

两种尺蠖和田间防治提供了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虫

茶尺蠖种群采于浙江余杭#

&&V2V'n]

"

,'2,VnR

$"

灰茶尺蠖种群采于江苏仪征#

&&V2'1n]

"

,72,,nR

$%

在养虫室内用新鲜茶叶连续饲养"建立实验种群%饲

养条件为温度为#

7!a&

$

.

'光周期为
)

$

0#&78

$

&78

'相对湿度为
-"(

$

U'(

%

#"!

!

形态观察方法

成虫及
!

&

"

龄幼虫直接用肉眼观察"

&

$

,

龄幼虫

采用解剖镜#体视显微镜$观察"在没有解剖镜的情

况下"可用军用光电放大镜#带光源$观察"也可用手

机拍照&放大后观察#如果尺蠖幼虫拱起"可用乙醇

或热水快速处理后再拍照观察$%

#"=

!

分子鉴定及验证方法

分子鉴定参照姜楠等+

7

,的方法%检测样本与标

准样本遗传距离在
'

$

72"(

认定物种为茶尺蠖'遗

传距离
,27(

$

!2'(

认定物种为灰茶尺蠖+

7

,

%

随机抽取
&2&

中两种尺蠖的幼虫和成虫各
&'

头"

随机编号后由一人用形态鉴别方法判定"后由另一

人作分子检测"最后判别形态鉴别方法和分子检测

结果是否相符%

!

!

结果与分析

!"#

!

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幼虫形态识别特征

两种尺蠖幼虫的龄期为
!

$

"

龄+

V

,

%各龄的形

态特征为!

&

龄幼虫身体呈灰黑色"各体节均有白色

斑点'

7

龄幼虫开始白色斑点逐渐消失"体色逐渐变

浅'

,

龄起腹部背面各节前&后各有一对小黑点"第
&

腹节背面有一对较大的黑色圆斑"第
7

腹节背面出

现八字形黑斑"第
!

腹节背面色略深"第
1

腹节背面

有一对黑斑"第
U

腹节背面有一对三角形黑斑'

!

龄

幼虫开始"腹部第
7

$

!

节背面有菱形斑块"以第
7

腹节背面的菱形斑块最为明显%

仔细观察后发现"两种尺蠖在
&

$

7

龄期没有明

显的形态差异"不同之处出现在
,

龄以后"具体表现

在第
7

腹节八字形黑斑的形态及其与该节
7

对小黑

点的相对位置上%如
,

龄幼虫"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

的八字形黑斑较细长"前面的一对黑点被八字形黑斑

遮盖或部分遮盖"后面的一对黑点可看见#图
&9

$"而

灰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的八字形黑斑较粗短"该节

前&后两对黑点均可看见#图
&:

$%又如
!

龄幼虫

#幼虫期有
"

龄$"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八字形黑斑

较细长"上端几乎延伸至背中部"该节前面的一对黑

点被遮盖或部分被遮盖"后面一对黑点明显#图
&5

$"

而灰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的八字形黑斑较粗短"前

面一对黑点与八字形黑斑分开"明显可见"后面一对

黑点也可见#图
&B

$%再如幼虫期共
!

龄的
!

龄幼虫

或幼虫期有
"

龄的
"

龄幼虫"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

八字形黑斑较细长"上端几乎延伸至背中部"该节的

前面一对小黑点隐约可见"与八字形黑斑前端相连"

后面一对小黑点明显"总体看不到像灰茶尺蠖那样

的狗头状图案#图
&4

$"而灰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的

八字形黑斑较茶尺蠖的粗短"几乎在两侧"该节前面

一对黑点与八字形黑斑明显分开%可以看到明显的

狗头状图案#八字形黑斑似耳朵"前面一对黑点明

显"似狗眼"中部长三角形的暗斑似狗鼻$#图
&S

$%

!"!

!

茶尺蠖和灰茶尺蠖成虫形态识别特征

鳞翅目成虫的翅面一般均有基线&内横线&中

线&外横线和亚外缘线
"

条横线%两种尺蠖成虫形

态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外横线上#近外缘的第
7

条横线"为深色横纹$!茶尺蠖前翅的外横线中部向

后突出"突出处至前缘的一段纹较平直#图
79

$"后

翅的外横线呈起伏较大的波状纹#图
7:

$'灰茶尺蠖

前翅的外横线总体呈圆弧形"无平直部分#图
75

$'

后翅的外横线较平直"起伏小#图
7B

$%

!"=

!

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形态鉴别方法及其验证

根据上述观察结果"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幼虫可通

过第
7

腹节背面的八字纹形态及其与
7

对黑点的位

置进行幼虫鉴别!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的八字形黑色

斑纹较细长"前面的一对黑点被八字形黑色斑纹遮盖

或部分遮盖"后面的一对黑点清晰可见'灰茶尺蠖第
7

腹节背面的八字形黑斑较粗短"该节前&后两对黑点

均清晰可见#图
,

$%成虫可通过前后翅上外横线的形

态进行成虫鉴别!茶尺蠖前翅外横线中部向后突出"

突出处至前缘的一段纹较平直"后翅的外横线呈起伏

较大的波状纹'灰茶尺蠖前翅外横线总体呈圆弧形"

无平直部分'后翅的外横线较平直"起伏小#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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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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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幼虫形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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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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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茶尺蠖和灰茶尺蠖成虫形态比较

*+

,

"!

!

@52

'

.505

,

+&30&5:

'

32+457561.%38/01456

1&5*+

#

%:+68%

@

7"3781A

!

*%:/:&/3:

图
=

!

两种尺蠖幼虫鉴别特征模式图

*+

,

"=

!

@58%0&.321561.%+8%71+6+&31+57&.323&1%24571.%

032<3%561&5*+

#

%:+68%

@

7"3781A

!

*%:/:&/3:

图
?

!

两种尺蠖成虫鉴别特征模式图

*+

,

"?

!

@58%0&.321561.%+8%71+6+&31+57&.323&1%24571.%

38/014561&5*+

#

%:+68%

@

7"3781A

!

*%:/:&/3:

采用盲样验证的方法"对上述鉴别方法的判断

结果进行了分子检测验证"结果显示"两种方法的判

定结果符合率达
&''(

#表
&

$"说明本研究提出的鉴

别方法准确率高"可用于实际生产指导害虫防治%

该方法易学易会"尤其是幼虫鉴别方法基层技术人

员也能很快掌握#图
"

$%对于视力好的人可直接用

肉眼分辨"也可借助手持放大镜观察"有条件的可在

解剖镜下更清晰地观察%

=

!

结论与讨论

茶尺蠖和灰茶尺蠖是茶园最主要的食叶类害

虫"大部分产茶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目前"生产

单位甚至科技人员迫切需要识别两种尺蠖的方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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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鉴别方法简便易操作"实用性强"在幼虫

期就可对两种尺蠖进行识别"有助于田间对茶尺蠖

和灰茶尺蠖的精准防治%

表
#

!

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形态鉴别结果及其验证

-3;0%#

!

S%4/0145;13+7%8;

9

1.%:52

'

.505

,

+&30:%1.58378:50%&/0328%1%&1+57

盲样编号

RG2GS:>COBD9I

6

>4D

虫态

3=9

<

4

鉴别结果

A4DL>=:

W

IGM

6

8G>G

<

C59>

I4=8GB

分子检测
KG>45L>9MB4=45=CGO

遗传距离.
(

P4O4=C5BCD=9O54

判定结果

A4DL>=

符合率.
(

?GCO5CB4O54

M9=4

)!

.

)1

.

)-

.

)&7

.

)&V

.

)&

.

)&-

.

)&"

.

),

.

)&,

幼虫
)9MZ9

茶尺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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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分类学者认为全虫态研究是鉴别虫

种最可靠的方法+

&'

,

"本文在前人对茶尺蠖和灰茶尺

蠖全虫态比较研究+

7

,的基础上"进一步仔细比较了

两者外部形态上的差异"提出一种通过观察幼虫第

7

腹节八字纹特征及该腹节前面一对黑点的有无"

在幼虫期用肉眼即可区分这两种尺蠖的方法"极大

地方便了田间调查"也为基层单位确定这两种尺蠖

的种类提供了方法%前人对两种尺蠖成虫的各种指

标进行了比较和统计分析"也提出了两个种之间的

差别+

7

,

"但这些差别通常为分类学者所熟知"对一般

科研人员和基层技术人员来说难以应用"同时"对幼

虫的区分局限于老熟幼虫"且区分特征较含糊"而本

文提出的方法对
,

龄幼虫即可进行区分"十分有益

于基层单位技术人员在绿色防控中使用%

本文提出的鉴别方法对
&

$

7

龄幼虫尚无法从

外部形态上进行区分"但田间茶尺蠖或灰茶尺蠖发

生时一般不整齐"各个虫龄均会有分布"可选择
,

龄

或
,

龄以上幼虫进行判别%两种尺蠖在一定季节还

会出现少量体色全黑的成虫"这些成虫翅面全部为

黑色"不易分辨虫种"在此情况下"可选择灰色翅的

成虫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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