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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现场观察和室内饲养的方法，对地锦斑蛾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犮狅狀狊犻犿犻犾犻狊Ｌｅｅｃｈ，１８９８的形态及周年发生规律进行了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地锦斑蛾在吉林市１年发生１代，以茧内蛹在地锦植株下落叶层中越冬。每年３月末成虫羽

化，于４月上旬产卵于地锦枝蔓表皮、芽眼、分枝及卷须上，４月中旬至５月上旬卵孵化，幼虫取食五叶地锦叶片、山

葡萄叶片和果穗，将叶片吃成孔洞或吃光。本文对地锦斑蛾提出了防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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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叶地锦（又名五叶爬山虎，葡萄科）犘犪狉狋犺犲狀狅

犮犻狊狊狌狊狇狌犻狀狇狌犲犳狅犾犻犪 （Ｌｉｎｎ．）Ｐｌａｎｃｈ．
［１］在吉林市各

公园、住宅小区及工厂广布，为少数藤本垂直绿化植

物。２００９年在北山公园发现一种新害虫严重为害

其叶片，致叶面千疮百孔甚至完全被吃光，影响树木

生长和观叶效果；２０１２年在吉林市华天佳苑锦湖东

郡，发现该虫为害绿化植物山葡萄犞犻狋犻狊犪犿狌狉犲狀狊犻狊

Ｒｕｐｒ．。经与文献
［２］比对，该虫为地锦斑蛾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

犮狅狀狊犻犿犻犾犻狊Ｌｅｅｃｈ，１８９８。地锦斑蛾分布于日本及我

国，属斑蛾科Ｚｙｇａｅｎｉｄａｅ小斑蛾亚科Ｐｒｏｃｒｉｄｉｎａｅ透

翅斑蛾属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
［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通过现场调查

和室内饲养研究了地锦斑蛾的周年发生规律，旨在

为有效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现场观测

选择吉林市落马湖公园北侧（４３°４９′４９″Ｎ，１２６°

３１′５″Ｅ）约８０ｍ长围墙上生长的五叶地锦，从围墙

向南为宽３ｍ硬铺柳树绿化带和宽２ｍ围湖道路，

从成虫出现开始每天上午９：００－１０：００和下午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两次调查、收集五叶地锦植株及周围

道路上的成虫并记载其数量，每次往返一个来回，直

至无成虫后１０ｄ为止。观测幼虫为害习性、化蛹及

越冬场所等。

１．２　室内饲养

从观测现场采集当天羽化的成虫，成对放在室



２０１９

内花盆扦插的五叶地锦枝条上，花盆外罩虫网，每盆

有２个地锦枝条和１对成虫，共１０个花盆，观察成

虫产卵等习性。将所产的卵放入有湿滤纸的培养皿

中待其孵化；再把初孵幼虫每８头放在一个培养皿

中分别用五叶地锦和山葡萄叶片饲养，两种植物各

５个培养皿，待进入４龄时换成广口瓶，每天换叶清

粪直至化蛹。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地锦斑蛾各虫期的形态特

征（图１）。

图１　地锦斑蛾的形态与为害状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犱犪犿犪犵犲犱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犮狅狀狊犻犿犻犾犻狊犔犲犲犮犺

２．１．１　成虫

成虫体长９．５～１２ｍｍ，前翅长１１～１３．５ｍｍ；

复眼黑色，喙发达、鲜黄色，体褐黑色，有蓝绿色金属

光泽，尤以头、触角、腹部、前足基节更显。触角短栉

状，雄虫比雌虫触角栉齿长；头、胸部背面密被棕褐

色毛。前翅棕褐色，翅脉黑褐色。足腿节下侧及胫

节、跗节散生金色鳞片。

２．１．２　卵

长０．８ｍｍ，宽０．５ｍｍ，短柱形，两端圆，淡橙

黄色，表面平滑。

２．１．３　幼虫

初孵幼虫体长１．３ｍｍ，头黑色，体黄白色，背

线、亚背线及节间褐色，体侧生稀疏白色细毛。老熟

幼虫体长１７～２１ｍｍ，头小黑色光亮，唇基、触角棕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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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前胸背板草黄色，两侧生不规则褐色碎点，疏

生黄色长毛；体背面黑色，向两侧色渐淡，至腹面灰

黄色；从中胸至第８腹节，每节在亚背线、气门上线

处各生１个“Ｃ”字形大斑，亚背线上斑纹白色，气门

上线处斑纹多为淡黄色，斑纹开口向背面并在该处

生有毛瘤，其上丛生黑色短刚毛和１根白色长刚毛；

气门下线为宽的黄白色条纹；气门筛黑色，围气门片

白色。胸足、腹足灰黄色。

２．１．４　蛹

长８．５～１０ｍｍ，土黄褐色，背面有５条黑褐色

纵线纹，第２～９腹节背面各有１横排齿突，气门黄

褐色微突。

２．１．５　茧

长１０．５～１２ｍｍ，黄褐色，皮革纸质，饺子形，一

侧平，另侧高隆。

２．２　生物学特性

２．２．１　生活史

地锦斑蛾在吉林市１年发生１代，以茧里的蛹

在五叶地锦植株下落叶层中越冬。两年观察成虫始

见期均在３月３１日，羽化出蛰盛期在４月上旬，终

见期４月１３、１４日（图２）；同时见产卵，４月中旬幼

虫开始孵化，盛期在４月末至５月初，幼虫为害叶片

直至５月下旬、６月上旬幼虫下树结茧化蛹并越冬。

地锦斑蛾生活史见表１。

表１　地锦斑蛾生活史（吉林市）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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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地锦斑蛾成虫数量消长图（吉林市，２０１６）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犮狅狀狊犻犿犻犾犻狊犪犱狌犾狋

（犑犻犾犻狀犆犻狋狔，２０１６）

２．２．２　生活习性

成虫白天活动，以中午前后出现最多，由于气温

低，主要在地面爬行，极少数个体偶尔可飞起１～

２ｍ高。羽化当夜即行交尾，彼时两性成虫尾端相

对翅端重叠，交尾时间平均３～４ｈ，个别长达１８ｈ。

交尾后即可产卵。成虫主要产卵于枝蔓上，成堆（最

多３５粒）或几粒（最少２粒）产在一起，平均产卵量

１９２粒，多达２２０粒。在室内扦插的枝条上，枝蔓的

表面、芽鳞附近、分枝处和卷须上的卵量分别占

４４％、３８％、１５％和３％，极少数卵产于地面落叶上。

幼虫孵化后不取食卵壳，爬向幼芽取食嫩叶，１、２龄

取食后在叶片上形成透明白斑，３龄后幼虫开始咬

透叶片形成孔洞，严重发生时能吃光全株叶片；幼虫

低龄时喜在叶片背面取食，４龄后叶片正面多。幼

虫期共５龄（见表２），每次蜕皮前都爬到滤纸下边，

３～５头群集一起不食不动，经一昼夜静止后蜕皮。

用五叶地锦和山葡萄饲养的幼虫在发育历期和个体

大小上均未见差异，自然观测五叶地锦上发生的虫

量往往比山葡萄上的多；在山葡萄上除取食叶片外，

也可啃食果穗（图１）。

２．３　防治建议

在秋、冬季五叶地锦落叶后，人工清洁树下落叶

集中处理，以减少越冬虫量；３月末成虫羽化期人工

捕捉地锦植株下的成虫集中深埋处理；幼虫孵化初

期喷洒低毒低残留、具有胃毒和触杀作用的杀虫剂

防治。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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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锦斑蛾幼虫各龄体长及历期

犜犪犫犾犲２　犅狅犱狔犾犲狀犵狋犺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

犐犾犾犻犫犲狉犻狊犮狅狀狊犻犿犻犾犻狊犾犪狉狏犪犲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狋犪犵犲狊

虫龄

Ｉｎｓｔａｒ

体长／ｍｍ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

历期／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龄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１．６±０．３ ４±１

２龄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３±０．６ ４±２

３龄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５．１±１．０ ４±２

４龄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１０．１±２．０ ５±１

５龄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１７．２±３．０ ６±２

３　讨论

华立中［４］记载我国有地锦斑蛾分布，但未记录

具体发生区域和取食植物等。该虫在吉林市出蛰较

早，湖面结冰尚未完全融化。从２０１６年观测看，整

个成虫发生期以３月３１日和４月１日两天的气温

最高，均达１９℃，成虫数量也最多，其他年份成虫出

现高峰可能要随着最高气温出现日期的变化而异。

地锦斑蛾除了为害五叶地锦外，还取食山葡萄

的叶片和果穗。吉林省系山葡萄原产地之一［５］，当

地有相关的特色产业———山葡萄酒，因此，地锦斑蛾

的大量发生值得高度关注。

文献［６］记录吉林省斑蛾科昆虫有７种，在近些

年的园林植物病虫害普查中，发现吉林市有其中的

４种，即大叶黄杨长毛斑蛾犘狉狔犲狉犻犪狊犻狀犻犮犪Ｍｏｏｒｅ
［７］、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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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和地锦斑蛾。

地锦斑蛾发生时期较早，在野外调查未发现天

敌，但成虫羽化期常常向着朝阳路面爬行而被路人

踏死（约占２０％）。

关于地锦斑蛾发生的生态条件及有效药剂筛选

等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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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时修剪，适时中耕除草能明显降低绿灰蝶的

为害，说明在绿灰蝶为害较轻的地块，通过这项措施

就能保证药农较好收益，从而避免农药使用造成的

污染、浪费及残留问题。

在农药防治试验中，由于试验地是一个完全开

放的环境，所以相互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影响，但结果

与进行田间药效试验前进行的室内药剂筛选结果相

符。本次研究没有对两种防效较好的农药进行浓度

梯度试验，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仅以两种防效较好的药剂进行防治指

标研究，但在实际生产中，农民可能选择多种药剂，

所以农药费、人工费、栀子价格都属于动态变化的因

素，防治指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调整。

在绿灰蝶绿色防控技术验证试验中，绿色防控

技术与常规防控措施呈极显著差异，后者防治效果

仅为４８．８％，主要是绿灰蝶越冬基数没有明显降

低，施药又往往是在发现被蛀以后，药剂无法很好地

发挥药效，所以还需进一步筛选在被蛀以后能发挥

药效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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