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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尺蛾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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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玲。 李奕震 
5284O3；2．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 

摘要 油茶尺蛾是近年来广东省中山市阔叶混交林内出现的重要害虫。通过室内外饲养观察，结果表 

明，油茶尺蛾在广东省中山市1年发生 1代，以蛹在地表土层中越冬，蛹期历时约 9个月。成虫趋光性弱。 

在室内，成虽平均寿命约8 d，最高产卵量可达1 700粒；卵期平均22．1 d；幼虫共6龄，幼虫期平均58．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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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m0rg 眦f0 Shimki was an important pest of br0ad—leaVed aJ1d bmad—leaved mixed f0rests 

in Zh0ngshan city of Guangdong pmVince in recent year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曰 on，凇 rg 凡n was studied 

in the laborat0ry．dnd the f0r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le pest had l generation a year and overwintered with the 

pupa in upper layer of soiI in Zh0ngshan city of Guangdong pmvince．The pupa stage lasted about 9 months．The a— 

dult life—span aVeraged about 8 days，and had n0t strong phototaxis．A fema1e imago laid at most 1 700 eggs in the 

laboratoIy．The egg stage Iasted an aVemge of 22．1 days，the Ian al s age 58．2 days and included 6～7 instars． 

Key wOrds B fon m口rg 口尬，bi0logy，sc ， s er60 

油茶尺蛾(B ￡0n m0rg nn shiraki)分布于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台湾等地，主要危害油茶，其次 

危害油桐、乌桕、茶、红荷木、荷木等其它 10余种树木 引̈。2004年开始发现油茶尺蛾在广东省中山市危害 

当地改造过的阔叶林，主要危害樟树(c 胍0 mMm c口唧 om)、荷木(s ，凇 s er60)、相思类(Ac0c spp．)、 

南洋楹( ．向 。 r )、千年桐( m 胍删 眦)、枫香( 幻u m6 ．加rmos肌0)等多种树种，老龄幼虫在 

食料缺乏情况下也危害湿地松(P n e o )、马尾松(P．，r 渤n n凡0)等。据统计，油茶尺蛾在中山市的发 

生面积约7O0 hm。。受害严重的树木树叶被吃光，形同火烧，严重影响树木的生长，反复受害的植株大都死 

亡。该虫有可能成为类似中山市现有以乡土阔叶树种为主的阔叶混交林的主要害虫。关于该虫的生物学特 

性和防治技术已有一些报导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首次在广东中山市境内观察和调查油茶尺蛾的 

生物学特性。 

1 材料与方法 
● 

1．1 试验区概况 

中山市位于东经 l13。O9 一1l3。46 ，北纬22。11 一22。46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地貌由大陆架隆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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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丘陵台地和珠江口的冲积平原、海滩组成，地形以平原为主，但中南部亦有较大面积的低地丘陵分布。 

境内历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 843．5 h，平均气温21．8℃，年降水量平均为 1 748．3-nm。土壤为以花岗岩为主 

要母岩发育而成的赤红壤，土层以中土层为多，土壤自然肥力中等偏下。试验地设在油茶尺蛾危害较严重的 

中山市东区、南朗镇和板芙镇，海拔在200 m以下的林区，以木荷防火林带和阔叶混交林为主。 

1．2 形态特征的观察和描述 

对油茶尺蛾的卵、幼虫、蛹、成虫的形态特征进行描述。用显微测微尺或游标卡尺测量 30头幼虫各龄的 

头宽。 

1．3 生物学特性观察 

将从试验林中采到的蛹带回室内，待蛹羽化后，将雌雄成虫各 l头放入圆柱形养虫瓶(直径8 cm×高 10 

cm)中进行配对，共 100对，用5％蜂蜜水喂养成虫，让成虫在养虫瓶中交配产卵。观察记录成虫交尾时间、 

产卵时间、死亡时间以及趋性等。待成虫产卵后，将卵放在培养皿里孵化，记录卵的颜色变化和孵化时间。 

将孵化出的幼虫，用小毛笔移到新的培养皿中。同天孵化的幼虫放入同一培养皿中并作标记，每培养皿放虫 

不超过5头，共选约500头刚孵幼虫，每天用新鲜的木荷嫩叶喂养和观察，注意将每天刚脱皮的幼虫用新的 

培养皿进行分装。观察记录各龄幼虫的蜕皮时间、预蛹时间、化蛹时间及生活习性等。野外观察并收集该虫 

卵、幼虫和蛹的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通过室内饲养和林间调查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掌握该虫的年生活 

史及习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态特征 

2．1．1 成虫 成虫的体长、体宽、翅展、触角4个身体参数测量结果见表 l。雌虫触角丝状。头小，白色，体 

和翅灰白，上面密布黑褐色小点，胸部、前后翅内缘和腹部末端着生较浓密的黑褐色长鳞毛，腹部膨大，灰白 

色节间红褐色。前翅狭长，自翅基部至翅缘有5条平行的波纹状横线，外横线和内横线波状清晰，中横线和 

亚外缘线略见，外缘斑 6～7个 ；后翅外横线较直；前后翅外横线外侧处至翅基枯灰色，外横线外与亚缘线内 

黑褐色；缘毛灰白色。雄虫触角羽毛状，与雌虫相比，体和翅较黄，腹部尖细，末端鳞毛较少；翅与雌虫的基本 

相同。雄虫的体长、体宽和翅展均比雌虫的小。 

表 1 油茶尺蛾成虫形态测量 单位：mm 

2．1．2 卵和卵块 卵椭圆形，长为0．65±0．01 mm，宽为0．52±0．01 mm。初产时呈翡翠绿色，几天后变为 

淡黄色，将要孵化时为红褐色。卵块由100～1 700粒卵排列成扁平的不规则形状，表面覆有厚厚的灰褐色 

鳞毛，卵块面积 10．74～407．52 mm ，平均面积213．90±18．44 mm 。 

2．1．3 幼虫 1龄：头宽0．45—0．47 mm；体长5．05～6．97 mm，平均6．46±0．33 mm。头部黑褐色；体背线 

及两侧气门线淡黄色，腹面及两侧亚背线黑褐色。 

2龄：头宽0．7O～0．75 mm；体长7．62～l0．93 mm，平均9．57±0．46 mm。头部暗红色；体暗绿色或黄绿 

色，末节、臀足色较淡，体上条纹消失。 

3龄：头宽1．10～1．20 mm；体长l1．48～17．14 mm，平均14．2O±0．57 mm。头部红褐色，上有许多“人” 

字形淡黄色横纹，头顶中央凹陷而两侧隆起已较明显；体密布红褐色和黄绿色相问纵纹，末节橙黄色。 

4龄：头宽1．78—2．12 mm；体长13．64—29．12 mm，平均19．30±1．11 mm。头壳黄褐色，头顶、额、口器 

及傍额片黑褐色；体黄绿色或褐色，上布有纵纹，体节间淡黄色，末节橙黄色。 

5龄：头宽2．56～2．18 mm；体长 16．00～47．30 mm，平均29．33±2．24 mm。头部黄褐色，头顶至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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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黑褐色横带，傍额片黑色；体黄绿色或褐色，上散布黑褐色小点，末节橙黄色。 

6龄：头宽4．18～4．92 mm；体长34．56～65．36 mm，平均46．03±2．18 mm。头壳淡黄色或黄褐色，散布 

不规则褐色小点，头部中央凹陷，头顶两侧明显隆起，头部中央两黑色长形斑点呈“八”字形，头顶两侧隆起 

部分各有一暗褐色横带。体大多为黄绿色，也有暗绿色或黄褐色，老龄幼虫体上布有黑褐、污黄的不规则条 

纹，第 1腹节两侧及第 8腹节背面后缘颜色稍深；快要化蛹时体色变成土褐色，上面布有黑褐色小点。前胸 

气门和腹节各气门红褐色，椭圆形，大而明显，前胸气门颜色较深。3对胸足黄白色，爪黑色有力。腹足及臀 

足暗肉色，趾钩双序中带。 

幼虫头宽及其变化规律见表2。以易测的老龄幼虫头宽为起始值，用相邻两龄期头壳宽度比值的平均 

值 1．58推测出各龄期的头壳宽度理论值，结果表明头壳宽度实际值与理论值相差不大，说明其头壳宽度是 

按一定比例增长的。 

表 2 油茶尺蛾各龄幼虫头宽 单位：mm 

2．1．4 蛹 蛹纺锤形，长 18．7～23．7 mm，平均20．8±0．4 mm，最宽部6．6—8．9 mm，平均7．5±0．2 mm，顶 

部宽5．1～7．0 mm，平均5．6±0．2 mm，体紫红色或暗褐色；头顶两侧有 2个小突，复眼部位凸起，腹末尖细， 

其臀刺一根，端部呈“人”字形分叉。 

2．2 生物学特性 

2．2．1 生活史与习性 根据 2007年野外观察和室内饲养，油茶尺蛾在广东省中山市 1年发生 1代，以蛹在 

地表土层约 2～3 cm深处化蛹越冬，该虫蛹期长，从4月上旬化蛹至翌年 1月份开始羽化，历时约9个月，具 

体的生活史见表3。 

表3 油茶尺蛾年生活史 

注：△蛹，+成虫，·卵，一幼虫。 

成虫在晚间羽化，室内饲养587个蛹，共羽化384个成虫，羽化率为64．82％。成虫飞翔能力差，趋光性 

很弱。羽化当晚或翌日即开始交配，交尾时雌雄成虫呈“一”字形。交尾后即可开始产卵，雌虫一般选择在 l 

～ 2年生枝条上产卵，并用腹部末端的鳞毛将卵块盖住，室内雌虫最高产卵量可达 1 700粒。 

卵粒初产时为翠绿色，逐渐变黄，即将孵化时变为深褐色。该虫卵期较长，卵的孵化率较高，一般均在 

80％以上，最高孵化率可达 97．3％。 

幼虫孵化时先在卵壳内咬破卵壳，然后从卵壳爬出，晚上和白天都有孵化。初孵幼虫非常活跃，四处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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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寻找食物，喜食嫩叶。初孵幼虫具有群栖性，稍受惊动，即吐丝下垂，随风传播，在不受惊动的情况下，到 

2龄后逐渐分开。初龄幼虫仅食叶之表皮及叶肉，食后留下的嫩叶叶脉呈网状。到 4龄后幼虫食量逐渐增 

大，以6龄幼虫食量最大，取食后的叶片仅剩叶主脉或只剩下叶柄。幼虫静止时身体前段悬空斜伸，仅腹足 

立于枝上，模拟成小枝条状。突然撞击树干，有吐丝下垂习性。幼虫脱皮前几个小时内会停止取食，静止不 

动。脱皮前可以明显看到幼虫旧头壳隐藏下的新头壳。脱皮时，幼虫首先顶破头壳，身体肌肉由前向后收 

缩，脱下的皮缓慢地向尾部褪去，整个过程约几分钟。脱皮后几分钟内仍会静止不动，然后吃掉脱下的皮，只 

留下头壳和极少量的皮。 

老熟幼虫化蛹前一天停食，并入土准备化蛹，幼虫入土后，即回转身，头上尾下，身体开始慢慢紧缩并微 

弯，体质较硬，预蛹期约为3 d。化蛹前不做茧和土室，化蛹先从胸部背面裂开一竖缝，预蛹从裂口处裸露出 

来，一会儿时间便将外皮脱去而化成蛹。幼虫的化蛹场所大多在寄主树下的冠幅范围内，地面常有落叶或杂 

草，土质疏松且湿润的地方最多，深度为2～3 cm。 

2．2．2 发育历期 对不同虫态进行室内饲养，每个虫态饲养虫口数量为 l00头，各虫态的发育历期见表 4。 

其中蛹期最长，占整个发育历期的76．1％，幼虫各龄的龄期不同，其龄期随着虫龄的增大而加长，老龄幼虫 

龄期最长为l6．5 d。 

表4 油茶尺蛾各虫态发育历期 单位：d 

2．3 天敌种类调查 

经野外观察发现油茶尺蛾幼虫有鸟类、昆虫、微生物等几类天敌。其中鸟类有白头鹎(P 加加f s 船n一 

)、棕背伯劳( s 伽 )、画眉( 唧Z似 ∞no瑚 )、黑领噪鹛(G0珊 耽pe om )、大山雀( ， 咖r)、 

八哥(Ac，1舶￡ e c t口 ZZ )、灰林即鸟(．s Ⅱ)、乌鸫( m )、大嘴乌鸦(c0 ，mcr0 一 

c ∞)等；天敌昆虫有螳螂、蝽蟓、寄生蝇、寄生蜂等；微生物有油茶尺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fo ，， m Nu— 

clear P0lyhedr0sis Virus)o 

3 结论与讨论 

3．1 油茶尺蛾幼虫共6龄，幼虫相邻龄期的头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即 1．58成几何数增长。 

3．2 油茶尺蛾在广东省中山市 1年只发生 1代，以蛹在地表土层中越冬；该虫蛹期很长，历时约9个月。这 

与王缉健和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研究的结果大致相同 。J，由此可知，该虫不论在何地，均为1年 l代，其 

为害从春季开始，到夏季结束，年内的其它季度不会出现此虫幼虫为害寄主植物的现象。如需从林间采集该 

虫蛹回室内观察其发育进度，以便做好预测预报，则最好在 12月进行。如过早采集，则造成其羽化率低，甚 

至全部不能正常羽化，达不到监测虫情的目的。 

3．3 在室内，来 自林问的蛹羽化率为64．82％，成虫平均寿命约8 d，最高产卵量可达 1 700粒。卵孵化率达 

80％以上，卵期较长，平均22．1 d；幼虫期平均58．2 d，各龄龄期不同，一般情况下随着虫龄的增加龄期也加 

长，老龄幼虫龄期最长为 16．5 d。在林问，老熟幼虫在土质疏松且湿润的地表 2～3 cm土层中化蛹；蛹期很 

长，平均 282 d。成虫飞翔力和趋光性均很弱。这与廖志安与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结果相似 J， 

而与王缉健的结论相反。今后可选择多种不同的诱虫灯作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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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油茶尺蛾在中山市爆发成灾，可能与该市进行林相改造有关，改造前的林分以松树等针叶树种为主，松 

毛虫为害严重，而松树不是油茶尺蛾的寄主，不会引发油茶尺蛾大发生。待原来的松树被樟树、荷木、相思 

类、南洋楹、千年桐、枫香等多种乡土阔叶树种取替后，为油茶尺蛾初孵幼虫提供了充足的食料。因该虫除发 

生在油茶林内，还会发生在荷木林内，而中山市的荷木抽春梢在 3月左右，而油茶尺蛾幼虫从 1月下旬就开 

始出现，初孵幼虫以嫩叶为食，荷木不能满足早出幼虫的需要，而该虫还喜食相思类、樟树等林木叶片，在2 

月，大叶相思和樟树会先后开始抽梢，为较早孵化的幼虫提供了适合的食料，这是为什么中山市以樟树、荷 

木、相思类等为主的阔叶混交林比原来以松树为主的林分易发生油茶尺蛾的原因。此外，由于油茶尺蛾成虫 

羽化期早，卵期和幼虫4龄期前，天敌种类和密度均处于低水平，一旦食料和气候因子满足了该害虫的需要， 

就很容易猖獗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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