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　第４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Ｖｏ１．３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７年 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ｕｇ．，　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２
　　作者简介：盛行军（１９６６），男，本科，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工作。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７．０４．０３２

长足大竹象幼虫化蛹饲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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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足大竹象生活史标本制作的关键在于获取蛹，蛹的获取几乎只能靠人工饲养。本研究通过在室内利用
胶桶、牙签盒、土壤和自来水等工具和材料饲养长足大竹象的老熟幼虫，总结出了一种成功率较高、可操作性强的

幼虫饲养化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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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足大竹象（Ｃｙｔｏｔｒａｃｈｅｌｕｓｂｕｇｕｅｔｉ）为鞘翅目象
甲科害虫。该虫一年发生一代，以成虫在地下越冬，

一般翌年７月中旬成虫开始出土，８月中旬为出土
盛期，９月下旬成虫在地上活动终止。调查发现，该
虫在四川南边的宜宾地区比眉山地区出土时间明显

靠前，且在一年中的活动时间更长。该虫主要危害

慈竹，其生活史周期在大型昆虫里面算是非常短的，

与慈竹竹笋生长特点的协同进化关系极为密切。长

足大竹象的成虫和幼虫取食嫩笋，被害笋不能成竹，

造成大量退笋、畸形竹和断头竹，危害严重的竹林被

害率可达９０％以上［１～３］，被列入全国林业危险性有

害生物。长足大竹象生活史标本制作的难点在于蛹

的获取，成虫、卵、幼虫均可通过直接采集获得，自然

界中该虫的蛹主要存在于竹丛周围地下１０ｃｍ～５５
ｃｍ的土层中，通过挖土获取无异于大海捞针，人工
饲养是获得该虫蛹的可靠有效途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带老熟幼虫的竹笋。２、胶桶（桶高３０ｃｍ）。

３、土壤（竹林黏土、河边砂土）。４、牙签盒（直径５５
ｃｍ、深７ｃｍ）。５、自来水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带虫竹笋的采集

采样时间：长宁县７月下旬，洪雅县８月中旬，

竹种为慈竹。

采集对象：比较理想的情况为老熟幼虫打洞落

地入土前的带虫竹笋。

竹笋受害情况观察：首先观察竹笋是否有长足

大竹象的产卵孔，来确定竹笋是否受害，若是受害竹

笋竹箨的箨叶较为干枯，与正常生长的箨叶明显不

一样，则表明受害时间较长。从基部砍下竹笋查看

受害程度，往上解剖一段竹笋，若能看到虫洞越大，

竹屑越多，腐臭味越大，但是幼虫还没有打洞落地，

表明该竹笋中的幼虫越成熟，是理想的受害竹笋采

集标本。被砍后的竹笋由于失去水分供养，过几天

便会加速腐烂或干枯，最好是采集能在１周以内打
洞入土的带虫竹笋。

１．２．２　胶桶饲养
胶桶饲养设置两个处理３个重复，处理１用竹

林黏土，处理 ２用河边砂土。桶中土层厚度为 ２０
ｃｍ，饲养期间用自来水喷土，使土壤保持介于“潮”
和“湿”之间的状态。每个桶插入１０根带虫竹笋，
观察并计数幼虫打洞落地入土情况。待全部竹笋中

的幼虫都打洞入土或死亡后，继续饲养１５ｄ，１５ｄ后
翻土取蛹，此时桶中的长足大竹象主要可能存在３
种状态，一是已化蛹成功，二是仍未化蛹，三是死亡。

为了不破坏其蛹室，在翻土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用力

震动胶桶，将土壤全部震松、震松后小心翻土，遇到

疑似蛹室的土块更要一点点慢慢剥开，蛹室剥开小

口后，若看到已化蛹成功则直接取出蛹，若仍未化



蛹，则将整个蛹室保持好原样转移，碰到死亡幼虫或

死蛹则计数后直接丢弃。

１．２．３　胶桶转牙签盒饲养
将未化蛹且蛹室基本完整的幼虫转入牙签盒饲

养，蛹室周围由土屑固定好，在蛹室端部开一观察小

孔，继续保持类似胶桶中的湿度，对幼虫化蛹情况进

行每日观察。对于不小心将蛹室破坏了的情况，则

可以用手指人工修建一个蛹室，蛹室直径比虫体直

径大１／３～１／２，将幼虫转入其中进行每日观察。

２　结果与分析

由表１可知采用竹林黏土进行饲养的长足大竹
象幼虫化蛹率为 ６３３％，幼虫化蛹前死亡率为
２３３％，初蛹死亡率为１３４％。采用河边砂土进行
饲养的长足大竹象幼虫没有成功化蛹的个体，幼虫

化蛹前死亡率９０％，剩下１０％的个体在初蛹阶段就
死亡，死亡的初蛹没有形成完整的蛹形态，虫体发

黑，疑似感染或病变死亡。

表１ 长足大竹象幼虫饲养化蛹情况

处理 重复 化蛹成功 幼虫化蛹前死亡 初蛹死亡

竹林黏土 １ ６ ２ ２
２ ７ ２ １
３ ６ ３ １

河边砂土 １ ０ ８ ２
２ ０ ９ １
３ ０ １０ ０

可见长足大竹象幼虫人工饲养化蛹的关键因素

在于土壤质地和水分。采用竹林黏土饲养能够让长

足大竹象幼虫筑好牢固完整的蛹室，而采用河边砂

土饲养的幼虫因为土壤质地的原因，无法筑起完整

典型的蛹室。竹林黏土土层上下部分整体保水性较

好，能够保持蛹室周围的均匀湿度，而河边砂土保水

性很差，水分下渗明显，造成胶桶内部土层下湿上

干，即使幼虫能够勉强筑起蛹室，也会造成感染或水

分不足而死亡，勉强筑起的蛹室易垮塌，大量砂土粘

在虫体褶皱之间，砂土环境无法为幼虫化蛹提供一

个良好的“居住”空间。

３　结论与讨论

采用竹林黏土的饲养方法能较好地模拟长足大

竹象在自然界中的化蛹环境，其６３３％的化蛹成功
率，表明是一种成功率较高、可操作性强的幼虫化蛹

饲养方法。同时由于每个幼虫个体入土和化蛹时间

图１　胶桶饲养阶段成功化蛹个体

图２　初蛹死亡个体

图３　牙签盒自然蛹室成功化蛹个体

图４　牙签盒人工蛹室成功化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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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一致性，采用胶桶饲养转牙签盒观察饲养的方

法，能够提高化蛹成功率和样本利用率。该方法在

操作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是震动翻土取蛹，若

直接刨土取蛹，则容易造成蛹被破坏，蛹一旦出现即

使一点很小的伤口，便无法制作标本，也容易造成未

化蛹的幼虫蛹室破坏，后续饲养难度增大。本研究

暂未探索造成幼虫化蛹前死亡和初蛹死亡的原因，

若掌握了幼虫致死原因，并在饲养的土壤选择、水分

湿度、时间节点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幼虫饲养化蛹成

功率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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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在干河沟、太洋沟、拉甲角等地设置宣传碑、

牌进行广泛宣传，开展社区宣传活动，使当地居民了

解垂枝香柏及保护垂枝香柏的重要性；

ｉｉ）在垂枝香柏分布的重要区域、人为活动频繁
地、主要进入保护区的路口等重点区域进行长期巡

护，加大执法力度；

ｉｉｉ）由于石灰窑和牛场沟区域放牧干扰极为严
重，需与周边社区共同协商，在保护区外围划定放牧

区域，制定合理的用地和资源使用规范，控制和减少

保护区内的牲畜数量，减轻放牧干扰对垂枝香柏幼

苗更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ｉｖ）在太洋沟、石灰窑开矿区域设置宣传牌，进
行广泛宣传，对公路沿线区域地质滑坡灾害易发地

点进行监控，尽最大限度降低公路及地质灾害对垂

枝香柏种群的影响。

（３）开展野外监测工作
在拉利塔、牛场沟、玉儿坪等地分别设置１０ｍ

×１０ｍ固定样方，每年的８月～９月份对样方内垂
枝香柏的生长状况、立地条件、伴生物种、更新状况、

干扰情况等进行监测，进一步了解垂枝香柏的生长

习性以及垂枝香柏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同时结合

大熊猫巡护监测工作，进一步了解大熊猫对垂枝香

柏林的利用状况，为该区域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提供

基础数据。

（４）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垂枝香柏为我国特有树种，目前仅在冕宁县冶

勒乡境内集中连片分布。垂枝香柏林是冶勒保护区

内大量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大熊猫、牛羚、小熊猫等在垂枝香柏林中活

动极为频繁。鉴于该物种的稀有性和作为保护动物

栖息地的重要性，为了有效保护物种基因多样性，建

议将该物种列为重点保护珍稀树种。

（５）加强垂枝香柏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从
生殖生物学遗传多样性、生理生态、传粉生物学特征

方面探讨垂枝香柏的濒危机制，为其有效保护和科

学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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