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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竹织叶野螟生物学特性的观察，摸清了竹织叶野螟在大竹县的生活史，探索了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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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竹 (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Mazei ex H． de
Lebaie)又名“楠竹”，为常绿乔木状竹类植物，秀丽

挺拔，经霜不凋，自古种植于庭园曲径、溪涧、山坡，

是集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的自然资源。近年

来，随着我县竹产业的发展，毛竹在我县越来越受重

视，栽培面积也越来越普遍，但竹类病虫害也呈上升

趋势，以竹织叶野螟为主的虫害在我县部分新造林

区严重危害，不仅使竹林生长发育受到极大影响，而

且挫伤了群众造林的积极性。为掌握竹织叶野螟在

我县 的 发 生 规 律，控 制 虫 害 的 扩 散 蔓 延，笔 者 于

2011 年 － 2012 年对大竹县新发展的集中成片毛竹

林内的竹织叶野螟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统调查、观
察，结合生产实践，本着标本兼治的原则，开展了竹

织叶野螟综合防治技术的试验探索。现将结果报告

于后:

1 林区概况

试验地点设在大竹县四方山林场，位于大竹县

南部，华蓥山、铜锣山的上中部，东经 107°0' ～ 107°
15'，北纬 30°30' － 30°50'，南接邻水县，西靠广安县、

渠县，海拔 409 m ～ 1 138 m，属湿润亚热带季风气

候，降雨量平均1 184 mm，年平均气温 16℃。土壤

主要有山地黄壤、矿子黄壤两种，呈中性至微碱性。

主要植被有马尾松、杉木、竹类、柏木、栎类、悬钩子

等，2004 年 ～ 2009 年该场新造毛竹 30 余 hm2。

2 竹织叶野螟的分布、危害

2． 1 竹织叶野螟(Algedonia Coclesalis Walker)别名

竹螟、竹苞虫、竹卷叶虫，属鳞翅目螟蛾科，分布在四

川、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福建、台湾、江西、湖南、

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山东、重庆等竹分布区，国外

分布在印度支那、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
2． 2 危害:以幼虫吐丝卷当年新竹竹叶，取食叶为

害，对毛竹、刚竹、淡竹及青皮竹等危害特别严重，严

重为害时，竹叶被吃光，影响竹鞭生长及下年度出

笋，甚至使大面积竹子枯死。

从 2010 年发现该虫对新造毛竹林危害后，虫害

发生面积逐年扩大，到 2012 年大竹县有近 140 hm2

左右毛竹纯林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

3 材料与方法

3． 1 材料

在新造毛竹林内选取样株 20 株，每株用纱笼罩

全，每隔 2 d 观察记录各虫态发育情况。取即将孵

化的卵块放在恒温箱内孵化后取幼虫 200 头接到新

鲜竹枝的竹叶上，每 10 头为一组，逐日观察记录幼

虫取食、活动、脱皮、结苞、化蛹等情况，待化蛹羽化

后按雌雄 1∶ 1比例放入养虫盒中观察记录交配产卵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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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林间防治试验

林间防治试验地选择在竹织叶野螟危害较重的

林分中进行，试验地的立地条件基本一致，选取不同

的药物和施药方法进行林间防治试验，处理后 24 h

进行效果检查，化学防治 4 d 结束试验，白僵菌防治

7 d 结束试验，每处理 2 次重复，并设对照区。防治

后每隔 7 d 检查防治效果。
3． 3 供试药剂和方法

白僵菌由四川绿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白

僵菌含孢量为 4 亿·g －1，高氯乙酰甲粉剂由四川绿

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丰产牌 40% 氧化乐果乳

油由重庆民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杀螟松乳油、
80%敌敌畏乳油由四川省川东农药化工有限公司生

产，频振式杀虫灯由河南佳多公司生产。

4 结果分析

4． 1 形态特征

4． 1． 1 成虫

雌虫体长 9 mm ～14 mm，翅展 24 mm ～30 mm;

雄虫体长 9 mm ～ 13 mm，翅展 24 mm ～ 29 mm。体

黄色至黄褐色，腹面银灰色。触角黄色、丝状，复眼

草绿色。前翅黄色至深黄色，有 3 条深褐色弯曲的

横线，外横线下半段内倾与中横线相接。后翅色浅，

仅有一条弯曲的中横线。前、后翅外缘均有褐色宽

边。足纤维化，银白色，外侧黄色。

4． 1． 2 幼虫

初孵幼虫青白色，长约 1. 2 mm ～ 1. 3 mm，老熟

幼虫体长 16 mm ～25 mm。头部褐色，体表光华，取

食期间体色呈绿色或淡黄色，老熟时体色较浅，呈灰

白色，结茧化蛹前金黄色。前胸背板有 6 个黑斑;

中、后胸背面各有两个褐斑，让背线分割成 4 块;腹

部每节背面有两个褐斑，气门斜上方有 1 块褐斑。
4． 1． 3 卵

扁圆形，长径 0. 7 mm ～ 1. 0 mm，淡黄色中央部

分厚，略呈半透明。初产时卵块蜡黄色，呈鱼鳞状排

列。
4． 1． 4 蛹

体长 12 mm ～14 mm，初化蛹为黄白色，随后转

成橙黄色。尾部突起中间分碜两叉。
4． 1． 5 茧

椭圆形，长 11 mm ～ 18 mm，朱色或灰褐色，外

黏小土粒或小石粒，内壁光滑，灰白色。
4． 2 生物学特性

4． 2． 1 生活史

竹织叶野螟在大竹县 1 a 发生两代，第一代取

食严重，第二代较轻，以老熟幼虫入土作茧越冬。4
月底 5 月初化蛹始见成虫，5 月中下旬为成虫盛期，

相继交尾、产卵。6 月初幼虫孵出，盛期在 6 月中上

旬。7 月初老熟幼虫开始入土结茧。第二代幼虫在

7 月下旬开始出现，9 月中下旬开始入土结茧，有世

代重叠现象。

表 1 竹织叶野螟生活规律表

月
1 ～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越冬代

－ － － － － － － －
△ △ △ △

+ + + + +

第一代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代
⊙ ⊙ ⊙ ⊙ ⊙

－ － － － － － － － － － － － － －
＊3〗

注:⊙为卵，－ 为幼虫，+ 为成虫，△为蛹

4． 2． 2 行为习性

成虫夜间羽化、交尾、产卵，为了摄食营养可飞

到 1 km 以外寻找蜜源;成虫趋光性强。交配产卵前

需吸食各种禾本科植物的花蜜来补充营养，所以杂

草多的楠竹林及灌丛地是成虫的主要栖息地。未补

充营养的成虫不能产卵，且寿命短。交配一般在 3 h
～ 4 h 进行，结束后不久即产卵，卵多产于新竹梢部

叶背，卵期一般为 5 d ～ 7 d。初孵幼虫多选择尚未

展开的地一片抽心叶，在上面吐丝织带，控制新叶展

开并做成茧苞，幼虫则卷在叶内取食叶肉。3 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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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不食尽苞虫竹叶又另作新苞，至 6 龄时每天要

转换一次新苞，因此多数时间只见苞不见虫。老熟

幼虫吐丝坠地，在杂草根部入土结茧。被竹螟幼虫

啃食过的竹林，竹叶大量脱落，新竹容易因此而死。
实生苗造林楠竹幼林地新竹多，有利于初龄幼虫的

取食，所以虫灾重。
4． 2 天敌

竹织叶野螟有多种自然天敌，捕食类的如画眉、
燕子、长尾蓝雀、肯蛙、蟾蜍、蜘蛛、蚂蚁、步行甲、草
蛉幼虫等;寄生类的如赤眼蜂、竹螟绒茧蜂、长距茧

蜂、甲腹茧蜂和白僵菌等。
4． 3 防治方法

为了控制竹织叶野螟的蔓延，保证实生毛竹苗

造林幼林地能成林成材，防治方法如下:

4． 3． 1 营林措施

4． 3． 1． 1 秋季抚育:在秋末冬初进行刀抚，砍除竹

林林内及周边的杂草、藤蔓及灌木清除并烧成草木

灰，可以肥地;这样可以破坏竹织叶野螟越冬环境。
4． 3． 1． 2 冬季翻地:在冬季将林地深翻 30 cm 以

上，将土中幼虫虫茧翻到土表，冻死，为消灭翌年害

虫打下基础。
4． 3． 1． 3 施肥:在冬季翻地的同时增施复合肥及生

石灰，由于造林的是酸性山地黄壤，普遍缺氮磷、钾、
钙，每年每 667 m2

施复合肥 300kg，生石灰 100kg，

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子增强竹鞭吸收能力，提高抗

逆能力，增强对病虫的抵抗能力。

4． 3． 2 保护利用天敌

保护林内及周边画眉、燕子、长尾蓝雀、青蛙、蟾
蜍、蜘蛛等，因为鸟类大多喜欢吃虫，所以我们人工

设置鸟巢，让候鸟有栖息的场所。
4． 3． 3 物理措施

5 月中旬到 6 月初成虫产卵期，在竹林周围设

置蜜源植物或利用灯光诱杀成虫;6 月初虫苞出现

时人工摘除虫苞，将虫苞内的幼虫弄死，注意把握时

机，应在幼虫转苞前，否则对竹林危害严重。
4． 3． 4 生物防治

幼虫期林间喷 Bt、白僵菌或竹腔注射杀虫双原

液 1 mm ～2 mm。幼虫期林中施放赤眼蜂。5 月底

幼虫孵出时，喷洒白僵菌高孢粉剂;

4． 3． 5 化学防治

5 月中旬到 6 月初成虫产卵期，在附近的蜜源

植物上喷 80 ﹪敌敌畏乳油1 000倍液以清除附近蜜

源植物上摄食的成虫，可有效减少种群数量。也可

用 98%晶体敌百虫 1∶ 50 倍液喷施，施用后 1h 幼虫

挂丝垂地，挣扎翻滚，次晨即大量死亡。或 50% 杀

螟松乳油1 000倍液，或 1% 灭虫灵2 000倍 ～ 3 000
倍液;也可用 40% 氧化乐果原液每株 1 mm ～ 1. 5
mm 注射入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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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在偏远重点林区发生森林火灾时，盐源直升机机

场可充分利用自身空中管制权、调度指挥权和通信

导航、航油保障能力，及时将航油车和直升机组织到

火场附近，开展直升机野外流动加油灭火作业，最大

限度提高直升机灭火能力和效果。因此，依托盐源

直升机机场开展野外流动加油作业，一是可以充分

利用直升机的有限飞行时间;二是间接延长直升机

的灭火时间;三是有利于赢得扑火时间，抓住灭火战

机;四是能够充分发挥森林航空消防的优势，改变目

前单一扑救森林火灾的模式，真正做到机动灵活、靠
前指挥，高效扑救。

参考文献:

［1］ 南方航空护林总站． 南方森林航空消防培训教材，2007．

［2］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森林航空消防，2009．

211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35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