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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寄主条件下星天牛成虫的补充营养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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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室外大型密闭网棚内以苦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砂糖橘（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桑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木
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ｌｉａ）、柳树（Ｓａｌｉｘｓｐ．）和金橘（Ｆｏｒｔｕｎｅｌｌａ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６个寄主植物的３ａ生盆栽苗饲
喂星天牛（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成虫，对其补充营养行为进行观测。结果表明：在供试植物中，星天牛喜食
砂糖橘、苦楝和金橘，不同性别星天牛成虫在寄主选择上没有显著差异；在观察时间段内，８：００—１２：００时和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时是补充营养较为集中的时段；单次补充营养时间在木麻黄上历时最长，达３５．７ｍｉｎ，其次是
苦楝和砂糖橘，历时分别达３０．３和２６．３ｍｉｎ，在桑树上补充营养时间最短，仅９ｍｉｎ；不同性别星天牛单次补
充营养时间在砂糖橘和苦楝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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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天牛（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属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天牛科（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沟胫天牛亚科（Ｌａｍｉｉｎａｅ），
主要以幼虫蛀入活立木为害。据文献记载，该天牛可危害包括楝属（Ｍｅｌｉａ）、木麻黄属（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桑属
（Ｍｏｒｕｓ）、榆树属（Ｕｌｍｕｓ）、胡桃属（Ｊｕｇｌａｎｓ）、杨属（Ｐｏｐｕｌｕｓ）、柳属（Ｓａｌｉｘ）等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１９科２９属
林果植物［１］。广东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已有该虫危害木麻黄的报道［２］，而目前以福建、浙江沿海防护林为害

最甚。在星天牛防治技术研究方面，由于该虫危害隐蔽，防治难度很大，抗性品系、生物防治等措施曾作为主

要防治手段［３６］；化学防治目前仍占主导地位，已有多种农药用于生产实践［７１１］，虽然能迅速降低星天牛种群

密度，但费时费力，很难大面积推广应用。目前，国内外关于星天牛监测、诱捕与引诱剂的研究很少，其中黄

金水等［１２１３］利用星天牛的补充营养特性，以苦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作为诱饵树，集中诱杀沿海木麻黄防护林
星天牛，引诱距离大于２００ｍ，这是一种有效的防治方法，但哪些成分对引诱起作用未见报道。本研究选取
了星天牛的６种寄主树种，观察了多寄主树种条件下星天牛的补充营养行为，以期为进一步开发星天牛专用
引诱剂提供数据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点设在广东树木公园内，公园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东北郊，地理位置为东经１１８°１８′，北纬２３°０６′。

海拔３０～４０ｍ。年平均气温２３℃；最冷月份为１月，平均气温１３℃；最热月份为８月，平均气温２８．７℃。
年降水量１６３８ｍｍ，年平均湿度７９％［１４］。园内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大多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昆虫生存繁

衍。

试验在大型密闭网棚中进行。网棚（长×宽×高为１３．５ｍ×７．０ｍ×２．５ｍ）建于露天阳台，使用角钢搭
建框架，由２０目、３０４号不锈钢网间隔和围蔽；网棚间隔成３个相同规格的密闭网室。
１．２　供试材料
１．２．１　星天牛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０日，在广东省珠海市淇澳岛收集星天牛成虫５０对，置于养虫笼中，用新鲜的
苦楝枝条饲喂备用，最后从中选出３组（每组５对）有活力、虫体各肢节完整的星天牛进行试验。
１．２．２　供试植物　试验选择苦楝、砂糖橘（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桑树（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木麻黄（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ｆｏ
ｌｉａ）、柳树（Ｓａｌｉｘｓｐ．）和金橘（Ｆｏｒｔｕｎｅｌｌａ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６个寄主树种的３ａ生盆栽苗作为星天牛补充营养寄主。
砂糖橘盆栽苗采自广东省四会市大南山林场，其他树种盆栽苗采自广州市花都区赤泥苗圃。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试验设计　试验设３个重复，每个重复１０头星天牛成虫（雌雄性比１：１），分别释放到３个密闭网室
中。释放前，参照拉丁方试验设计方法［１５］，每个网室分 ３行摆放 ６个树种的盆栽苗各 ６株，各株间距
０．５ｍ×０．５ｍ。为了便于观察星天牛个体和整体的补充营养行为，释放前用５种颜色的油漆笔进行标号，每
对雌雄星天牛在鞘翅上标记１种颜色作为区分。
１．３．２　星天牛补充营养行为观察方法　从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至７月２０日，每天８：００—１８：００时，每隔１ｈ
记录１次各观测笼中有补充营养行为的星天牛补充营养植物的种类、部位、补充营养持续时间和观察时间，
直至星天牛全部死亡。

１．４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进行统计分析和方差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星天牛补充营养行为特点
在供试的寄主中，星天牛喜取食苦楝和砂糖橘树皮，有时取食金橘枝条和叶片。取食时，成虫头部朝上

或朝下，触角成一字形或八字形，身体随着口器的啃食而左右摆动。成虫连续取食１０～１５ｍｉｎ，间隔２～５
ｍｉｎ后继续取食补充营养，如此反复几次，历时３０～６０ｍｉｎ。取食结束后在原地停留３～１０ｍｉｎ，期间做清洁
工作：前足跗节左右摩擦口器（上唇）；前中足相互摩擦，中后足相互摩擦，触角伸向前中足之间，前足跗节摩

擦触角，触角再慢慢抽出。通常在同一枝条再次取食时，成虫会沿前一次的取食痕继续取食，从而造成取食

痕逐日增大。

２．２　星天牛在不同寄主上补充营养时间段和寄主嗜好性

２４ 黄咏槐等：　多寄主条件下星天牛成虫的补充营养行为研究



通过对２１３头·次星天牛补充营养行为的观察（表１），结果表明，在砂糖橘、苦楝和金橘上补充营养的
天牛比例分别达到了７０．９％、１６．４％和７．５％；８：００—１２：００时和１６：００—１８：００时是星天牛补充营养较为集
中的时段。

表１　星天牛在不同时间段各寄主植物上补充营养的数量 　　　　　　　头·次

寄主
各时间段补充营养数量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总计

砂糖橘 ６４ ２５ ８ ２４ ３０ １５１

苦楝 １３ １０ ３ ３ ６ ３５

柳树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木麻黄 ５ ０ ０ １ １ ７

桑树 ０ １ ０ ０ １ ２

金橘 ４ １ ３ ３ ５ １６

合计 ８７ ３８ １４ ３１ ４３ ２１３

对２１３头·次不同性别星天牛补充营养行为的观察结果表明，雌性和雄性星天牛均嗜好在砂糖橘和苦
楝上补充营养，并且在２种寄主的分布无显著差异（表２～３）。

表２　不同性别的星天牛在不同寄主上补充营养的数量和历时

寄主
补充营养数量／（头·次）

雌 雄 总计

补充营养历时／ｍｉｎ
雌 雄 总计

单次平均

历时／ｍｉｎ
砂糖橘 ８２ ６９ １５１ ２１０７ １８７１ ３９７８ ２６．３

苦楝 １５ ２０ ３５ ４８１ ５８０ １０６１ ３０．３

柳树 ２ ０ ２ ２３ ０ ２３ １１．５

木麻黄 ４ ３ ７ １６０ ９０ ２５０ ３５．７

桑树 １ １ ２ ７ １１ １８ ９．０

金橘 ８ ８ １６ １２９ １９７ ３２６ ２０．９

合计 １１２ １０１ ２１３ ２９０７ ２７４９ ５６５６ －

表３　不同性别星天牛在砂糖橘和苦楝上补充营养的数量差异
寄主 差异源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Ｐ

组间 １．７５６１ １ １．７５６１ ０．７７４６ ０．３８１４

砂糖橘 组内 １８１．３６５９ ８０ ２．２６７１

总计 １８３．１２２０ ８１

组间 ０．１０３４ １ ０．１０３４ ０．２１８４ ０．６４２９

苦楝 组内 １７．４０２２ ３８ ０．４５７９

总计 １７．５０５６ ３９

２．３　星天牛补充营养的时长
从补充营养的历时上来看，在合计５６５６ｍｉｎ的观察期内，雌、雄虫在砂糖橘上累计补充营养时间分别长

达２１０７ｍｉｎ和１８７１ｍｉｎ，在苦楝树上累计补充营养时间分别长达４８１ｍｉｎ和５８０ｍｉｎ，其次为金橘，时长分
别为１２９ｍｉｎ和１９７ｍｉｎ，在桑树上的补充营养时间最短（表２）。在不同寄主上单次补充营养的时间有明显
差异，木麻黄历时最长，达３５．７ｍｉｎ，其次是苦楝和砂糖橘，历时分别达３０．３ｍｉｎ和２６．３ｍｉｎ，在桑树上补充
营养时间最短，仅９．０ｍｉｎ。不同性别的星天牛在砂糖橘和苦楝上的单次补充营养时间无显著差异（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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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性别星天牛在砂糖橘和苦楝上补充营养的时间差异

寄主 差异源 ＳＳ ｄｆ ＭＳ Ｆ Ｐ

组间 ７５．６４２２ １ ７５．６４２２ ０．２１３７ ０．６４４６

砂糖橘 组内 ５２７４４．４５０１ １４９ ３５３．９８９６

总计 ５２８２０．０９２３ １５０

组间 ８０．６０９５ １ ８０．６０９５ ０．１５３２ ０．６９７９

苦楝 组内 １７３５８．９３０６ ３３ ５２６．０２８３

总计 １７４３９．５４０１ ３４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２１３头·次星天牛５６５６ｍｉｎ的补充营养行为的观察结果表明，对于供试的６种植物，星天牛嗜
好在砂糖橘上补充营养，其次是苦楝和金橘，这与何学友等［１６］通过笼养试验发现星天牛最喜好在苦楝上补

充营养有所不同，可能与供试苦楝的树形大小有关。供试的苦楝冠幅仅为０．６ｍ，砂糖橘冠幅为１．２ｍ，并且
枝杈较多，易于星天牛的着落。今后评价星天牛对寄主的喜好程度应考虑这一因素。

黄金水等［１７］定量测定了单一植物饲养星天牛成虫的取食量，发现星天牛成虫补充营养时对木麻黄的取

食量远大于苦楝，产卵前、产卵期和产卵后期的每头平均取食量分别是苦楝的１．９８，２．２１和２．０５倍。本研
究虽然没有定量测定星天牛在各个供试植物上的取食量，但发现星天牛成虫单次补充营养的时间在木麻黄

上历时最长，达３５．７ｍｉｎ，其次是苦楝和砂糖橘，历时分别达３０．３和２６．３ｍｉｎ，在桑树上补充营养时间最短，
仅９ｍｉｎ，这就从取食时间的角度印证了星天牛成虫对木麻黄的取食量远大于苦楝的结论。

何学友等［１６］根据野外调查和室外养虫笼观察发现，星天牛成虫主要取食供试植物的嫩枝皮，并少量取

食叶柄和叶片，本研究的观察结果与其一致。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星天牛在同一枝条再次取食时，成虫

会沿前一次的取食痕继续取食，从而造成取食痕逐日增大。因此，在防治补充营养期的成虫时，可集中对已

有的取食痕进行喷药，准确杀死再次补充营养的星天牛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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