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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朝鲜毛球蚧已成为我国西藏林芝地区果树主要害虫之一，威胁到当地果树正常生长和产量。当前对其在西藏

地区果树上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以及发生规律的报道很少。本研究通过野外定期取样调查对杏树朝鲜毛球蚧的

形态特性、生活史和发生动态进行了研究，并对其防控措施进行简述。结果表明，林芝地区朝鲜毛球蚧１年发生１代，

以２龄若虫固着在被害枝条上越冬，翌年４月出蛰，成虫４月中下旬发生，当年若虫孵化期在６月中－７月下旬，主要

以固定若虫和雌成虫为害。雌虫产卵期可持续８～１２ｄ，卵量平均为９８５粒／雌。虫体膨大期（４月上旬）和若虫孵化游

走盛期（６月上旬）是林芝地区杏树朝鲜毛球蚧防治的适宜期。可用４０％氧化乐果或石硫合剂原液涂抹法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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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毛球蚧犇犻犱犲狊犿狅犮狅犮犮狌狊犽狅狉犲犪狀狌狊Ｂｏｒｃｈｓｅ

ｎｉｕｓ属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蜡蚧科Ｃｏｃｃｉｄａｅ。又名朝

鲜球坚蚧、杏球坚蚧、桃球坚蚧等，俗称“树虱子”［１］。

朝鲜毛球蚧国外主要分布于朝鲜、韩国等，国内主要

分布于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江苏、

浙江、河南、河北、山东等地［２］。该虫主要为害杏、

梅、苹果、梨、桃、李、山楂等落叶果树，并能在这些果

树之间相互传播、蔓延［３６］。此外，朝鲜毛球蚧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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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寄主的取食与产卵的选择性有极为显著的差

异［７］。朝鲜毛球蚧以若虫与雌成虫固定在树枝上，

利用刺吸式口器吸食汁液，造成寄主生长不良，树势

衰弱等症状［８］。一般可导致果树减产１５％～２０％
［９］。

杏树犃狉犿犲狀犻犪犮犪狏狌犾犵犪狉犻狊Ｌａｍ．不仅是西藏林芝地

区栽培经济林树种，也是当地园林绿化首选树种之

一，普遍栽植于公园、庭院、草坪、绿地和道路两侧。

近年来朝鲜毛球蚧给杏树正常生长造成极其严重的

影响，杏树受害株率高达８３．１％～９２．６％。朝鲜毛

球蚧在杏树上发生虫口密度大，密布于枝干，并易诱

发霉污病。为害严重时造成杏树叶片大量脱落，杏

芽不发、枝干枯死，造成叶小、果小，新梢生长不良，

严重削弱杏树的生长势，导致杏树产量下降、杏果品

质降低，也严重影响了园林绿化的景观效果（图

１ｂ）。对该虫的防治已成为该区果树管理中急待解

决的问题之一。

目前有关果树朝鲜毛球蚧的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云南昆明、安徽凤阳等区域，受害的树种

主要有樱、李、桃树和梅树等［１０］。受青藏高原独特

的地形、地貌的影响，形成西藏林芝高寒区独特的气

候地形条件，对果树朝鲜毛球蚧生活史、发生规律以

及生物学等特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形成了不同

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生活史和发生特征。但该地区有

关杏树上朝鲜毛球蚧尚未见系统研究报道，给该虫

的防治带来极大不便。为此，本研究对林芝地区杏

树朝鲜毛球蚧的生活史、发生动态以及生物学特性

进行长期监测与观察，为深入了解杏树朝鲜毛球蚧

的发生规律和有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室外调查

１．１．１　调查地点及材料概述

调查地设在西藏农牧学院内杏树集中生长区，

地处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八一镇，地理位置为２９°４０′

Ｎ，９４°２０′Ｅ，海拔３００５ｍ。年平均温度８．６℃，有效

积温１８００～２２００℃，无霜期为１６０～１８０ｄ，年平均

降水量６５０～７５０ｍｍ，降水集中在６－９月，平均相

对湿度为６３％，年日照时数１９８８．６～２０００．４ｈ，日

照百分率４６％
［１１］。气候温暖湿润，日照充足，雨水

充沛，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土壤为砂壤土，肥力一

般。调查杏树品种为杏梅犃狉犿犲狀犻犪犮犪犿狌犿犲Ｓｉｅｂ．ｖａｒ．

犫狌狀犵狅Ｍａｋｉｎｏ，树龄３～５年，树高２～３ｍ，株间距约

１ｍ，直径５～１０ｃｍ，所选调查株大小、长势相近。

１．１．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６年３月初开始至９月底，在林芝地区杏树

集中分布区，采用林间调查与室内饲养相结合的方

法，定时、定点对朝鲜毛球蚧发生规律和生物学特性

进行观察。调查采用五点取样法，每点固定调查２

株，共调查１０株，每７～１０ｄ调查１次，观察朝鲜毛

球蚧的为害习性、生活史、种群动态、生活习性、天敌

情况。并在杏树不同部位采１～２年生枝条，随机抽

取２０头虫镜检统计各虫态发育进度。

１．２　室内饲养

１．２．１　生物学特性观察

越冬若虫开始活动时用１００目尼龙纱套袋观

察，随机选取３０个枝条，每枝保留２０头饱满雌成虫，

其余刮除。采回带虫枝条用装有营养土烧杯进行培

养，用体视显微镜（Ｎｉｋｏｎ，ＳＭＺ８００＋５１００）观察朝鲜

毛球蚧的生物学特性和各虫期的形态特征［１２］。

１．２．２　产卵量调查

自雌虫膨大开始每隔２ｄ剥查雌成虫１０头，在

体视显微镜（Ｎｉｋｏｎ，ＳＭＺ８００＋５１００）下计数每头雌

成虫的产卵量，并统计平均产卵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２．１．１　卵

卵呈椭圆形，长约０．３ｍｍ，半透明，表面附一层白

色蜡粉。初产时为白色，后逐渐变为粉红色（图１ａ～

ｂ）。

２．１．２　若虫

初孵若虫体小扁平，呈椭圆形，长约０．５ｍｍ，淡

粉色；体背中部微隆起，触角丝状６节、足发达，均呈

半透明；体背１０节，腹面１３节，腹末有２突起，各生

长尾毛一根。活动力强，在介壳及周围活动，不久后

表面覆白色蜡丝。越冬后若虫体背呈深褐色，并覆

白色蜡质（图１ｃ～ｄ）。

２．１．３　雌成虫

成虫雌体近球形，直径３～４．５ｍｍ，前端及两侧

缘向内弯曲，后端近乎直截。触角６节，第３节最长。

足较小，胫节和跗节等长，有爪齿。气门腺宽，多孔腺

在腹板上集成宽带。在第４～６腹板上有成对的长

毛，腹部其他部位可见刺状的体毛。初期介壳较软，

呈黄褐色；逐渐膨大硬化，呈红褐至黑褐色，略具光泽。

表面皱纹不明显，体背有纵列点刻３～４行或不成行，后

期体表覆一层极薄蜡粉，并分泌蜜露（图２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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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朝鲜毛球蚧卵和若虫

犉犻犵．１　犈犵犵狊犪狀犱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犇犻犱犲狊犿狅犮狅犮犮狌狊犽狅狉犲犪狀狌狊

图２　朝鲜毛球蚧雌虫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犳犲犿犪犾犲狅犳犇犻犱犲狊犿狅犮狅犮犮狌狊犽狅狉犲犪狀狌狊

２．１．４　雄成虫

雄成虫体长１．５～２ｍｍ，红褐色。具１对前翅，

半透明，足发达。腹部两侧形成突起，腹末针状交尾

器发达，两侧各生有１条白色蜡质长尾毛。蜡质介

壳呈长椭圆形，薄而光泽，近化蛹时，介壳与虫体

分离。

２．１．５　蛹

仅雄虫化蛹，裸蛹，呈长椭圆形，赤褐色，腹末有

一刺突。

２．２　生物学特性

２．２．１　生活史

朝鲜毛球蚧在林芝地区１年发生１代，以２龄

若虫固着在被害枝条上越冬，翌年４月出蛰，成虫４

月中下旬发生，当年若虫孵化期在６月中至７月下

旬，主要以固定若虫和雌成虫为害（表１）。

２．２．２　发生动态及产卵特征

朝鲜毛球蚧在林芝地区以２龄若虫固着在枝条

裂缝、背阴处越冬，翌年４月出蛰，转移至新生小枝

上，以刺吸式口器吸取新鲜汁液。固定后逐渐开始

雌雄分化，同时分泌蜜露。４月上旬雌虫逐渐膨大

呈半球形，并分泌蜡质，但体背体壁尚未硬化。４月

中旬至５月初雄性若虫化蛹并羽化为成虫，羽化后

雄成虫立即寻找雌成虫进行交配，其活动时间约为

２ｄ，与雌成虫交配后不久即死去。雌成虫交配后身

体迅速膨大，体背体壁高度硬化，５月中、下旬将卵

产在介壳中，卵期８～１２ｄ，每雌产卵数５００～１５００

粒，平均为９８５粒。６月上中旬虫卵开始孵化，６月

下旬为孵化盛期，孵化后的若虫行动活跃，在母壳及

周围活动２～３ｄ后，开始分散转移在枝条芽腋间、

树干的嫩皮等处进行取食为害。１～２月后蜕变成２

龄若虫，体表分泌白色蜡质，秋季落叶前转移回树干

枝条上，约９月开始越冬。

２．３　为害习性

朝鲜毛球蚧主要集中在枝干上进行为害（图

３ｂ），调查发现２０ｃｍ左右的１～２年生枝条上朝鲜

毛球蚧一般在３００～３５０头，２～３年生枝条上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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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左右，４～５年生枝条上约１５０～２５０头。以口针

刺吸枝条、叶片、果实的新鲜汁液，枝条受害后干枯

或死亡；叶片受害后有黄斑，造成早期落叶；果实受

害后细胞增多，重量减轻１／２～２／３，含糖量减少３～

５度
［１３］。雌成虫在取食为害的过程中分泌蜜露，易

招引蚂蚁、苍蝇等引起煤污病，枝条、树干多呈煤黑

色（图３ａ），使果实、叶片受污染。经朝鲜毛球蚧严

重为害后的杏树，明显表现出树势衰弱，抽枝展叶的

能力大大下降，新梢生长量很小，叶片稀疏而瘦小，

最终严重影响果实生长，果品产量显著下降。

表１　林芝地区朝鲜毛球蚧生活史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犾犻犳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犇犻犱犲狊犿狅犮狅犮犮狌狊犽狅狉犲犪狀狌狊犻狀犔犻狀狕犺犻犪狉犲犪

３月 Ｍａｒｃｈ

上

Ｅａｒｌｙ

中

Ｍｉｄ．

下

Ｌａｔｅ

４月Ａｐｒｉｌ

上

Ｅａｒｌｙ

中

Ｍｉｄ．

下

Ｌａｔｅ

５月 Ｍａｙ

上

Ｅａｒｌｙ

中

Ｍｉｄ．

下

Ｌａｔｅ

６月Ｊｕｎｅ

上

Ｅａｒｌｙ

中

Ｍｉｄ．

下

Ｌａｔｅ

７月Ｊｕｌｙ

上

Ｅａｒｌｙ

中

Ｍｉｄ．

下

Ｌａｔｅ

８月Ａｕｇｕｓｔ

上

Ｅａｒｌｙ

中

Ｍｉｄ．

下

Ｌａｔ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越冬若虫；－为害若虫；!蛹；＋成虫；· 卵。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ｌａｒｖａｅ；－Ｈａｒｍｉｎｇｌａｒｖａｅ；!Ｐｕｐａ；＋Ａｄｕｌｔ；·Ｅｇｇ．

图３　受朝鲜毛球蚧为害的枝条

犉犻犵．３　犜犺犲犱犪犿犪犵犲犱犫狉犪狀犮犺犲狊犫狔犇犻犱犲狊犿狅犮狅犮犮狌狊犽狅狉犲犪狀狌狊

２．４　发生因素

林芝地区引发杏树朝鲜毛球蚧严重发生的因素

可能有以下几点：

（１）防治药剂选择不当，不能有效控制虫害发

生，或者大量杀伤天敌，不能自然控制介壳虫的蔓

延。例如，选择广谱杀虫剂大量杀伤优势天敌黑缘

红瓢虫。

（２）错过最佳防治时期。未能及时在虫体膨大

期（４月上旬）和若虫孵化游走盛期（６月上旬）这两

个化学防治关键期用药。

（３）检疫问题。在进行绿化移栽杏树时，苗木

的选取、检疫、验收工作过程中把关不严，将带有朝

鲜毛球蚧的杏树苗木移植到园林绿地区。

（４）重视不足。对朝鲜毛球蚧发生危害没有预

防意识，无严格的防护措施。

２．５　防治措施

２．５．１　天敌防治

朝鲜毛球蚧的捕食性天敌有黑缘红瓢虫犆犺犻犾狅

犮狅狉狌狊狉狌犫犻犱狌狊Ｈｏｐｅ、红点唇瓢虫犆犺犻犾狅犮狅狉狌狊犽狌狑犪狀犪犲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孟氏隐唇瓢虫犆狉狔狆狋狅犾犪犲犿狌狊犿狅狀狋狉狅狌狕犻犲狉犻

Ｍｕｌｓａｎｔ等；寄生性天敌有柯氏花翅跳小蜂犕犻犮狉狅狋犲狉狔狊

犮犾犪狌狊犲狀犻Ｃｏｍｐｅｒｅ、宽缘金小蜂犘犪犮犺狔狀犲狌狉狅狀ｓｐ．等
［１４］。

其中黑缘红瓢虫属优势天敌［１５］，种群数量大，抗逆

性强，对朝鲜毛球蚧具有显著的控制作用，调查发

现，一头黑缘红瓢虫一生可捕食２０００多头介壳

虫［１６］。当发现树上具有天敌瓢虫时，应尽量利用天

敌防治，减少使用广谱杀虫剂，避免杀伤天敌。

２．５．２　农业防治

（１）在雌虫未产卵前，使用硬毛刷，刮刷枝条上

的介壳，以消灭若虫、成虫。

（２）在冬季修剪时，将朝鲜毛球蚧发生严重的

枝条剪除，同时把果树周围的残枝落叶、落果及杂草

清理干净，减少越冬虫口基数。

（３）促进果树生长，增施有机肥，增强杏树长

势，提高其的抗虫、抗病的能力。

２．５．３　化学防治

（１）防治适期

不同时期进行药剂防治其防治效果差异大，其

中虫体膨大期（４月上旬）和若虫孵化游走盛期（６月

上旬）是关键防治时期。虫体膨大期介壳软，尚未硬

化，此时化学防治效果显著；若虫孵化游走盛期，此

时若虫还未固定分泌蜡质，抗药性弱，也是一个化学

防治的关键期。

（２）药剂选择

喷施５０％马拉硫磷乳油１０００倍液或５０％敌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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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乳油１０００倍液，或１０％的氯氰菊酯１０００倍液

等药剂适用于刺吸式口器的害虫［１７］，是防治朝鲜毛

球蚧若虫的首选药剂，采用喷施和灌根的方法防治

效果均显著持久。此外，朝鲜毛球蚧发生严重时，可

用４０％氧乐果或石硫合剂原液涂抹树干、枝条，涂

药宜早不宜晚，展叶后立即涂抹［１８］。

２．５．４　检疫控制

朝鲜毛球蚧一生都在果树的枝干上生活，易被

人为携带传播。因此，要在苗木移植时加强虫情检

查，发现有蚧体的苗木杜绝移植栽培，必须将有朝鲜

毛球蚧的植株进行灭虫处理后再引种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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