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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竹毒蛾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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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刚竹毒蛾是毛竹主要害虫之一。危害时会引起竹林毁灭性灾害。该文介绍毛竹刚竹毒蛾的形态特征及其

发生规律，并总结刚竹毒蛾的分时段、分步骤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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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宁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宜宾市腹心地带，是
中国竹子之乡。据２０１６年二类资源调查成果，全县
森林面积 ５２４９２９ｈｍ２，竹林面积 ３８６７３９８ｈｍ２，
占森林面积的 ７７７６％，其中毛竹面积 １３０４０６９
ｈｍ２，占全竹林面积的３３７２％。刚竹毒蛾（Ｐａｎｔａｎａ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ａｅＣｈａｏ）属鳞翅目毒蛾科竹毒蛾属害
虫，是长宁县近年来危害毛竹的的主要食叶性害虫。

２０１５年刚竹毒蛾在我县南部毛竹重点分布乡镇双
河镇、富兴乡、龙头镇爆发危害。通过近两年的跟踪

观察及防治应对，掌握了危害发生规律，总结了分阶

段实施化学、物理、生物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经

过推广防治，取得了显著的防治效果。

１　生物学特征

１．１　形态特征
１．１．１　成虫

雌成虫体长１３ｍｍ，翅展约３６ｍｍ。体灰白色，
下唇区黄色或黄白色，触角栉齿状，灰黑色。颈板和

刚毛簇淡黄色。前翅淡黄色，前缘基半部边缘黑褐

色，横脉纹为一黄褐色斑，翅后缘接近中央有一橙红

色斑，缘毛浅黄色。后翅淡白色，半透明。雄蛾与雌

蛾相似，但体色较深，体形较小，体长约１１ｍｍ，翅展
约３２ｍｍ。触角羽毛状。下唇区浅黄色，颈板和刚
毛簇淡黄色，前缘基半部边缘黄褐色，内缘近中央有

一橙黄色斑，缘毛浅黄色，后翅淡黄色，后缘色较深，



前后翅反面淡黄色。足浅黄色，后足胫节有１对距。
１．１．２　卵

鼓形，边缘略隆，中间略凹。高约０９ｍｍ，直径
约１ｍｍ，白色，具光泽。
１．１．３　幼虫

颜色和体长因各龄而异。初孵幼虫长２ｍｍ～３
ｍｍ，灰黑色；老熟幼虫体２０ｍｍ～２２ｍｍ，淡黄色。
具长短不一的毛，呈丛状或刷状，混有毒针毛，对人

和家畜都有伤害。前胸背面两侧各有１束向前伸的
灰黑色丛状长毛，１节～４节腹部背面中央有４簇桔
黄色刷状毛，第８节腹背面中央１簇橘黄色刷状毛，
腹部末节背面有１束向后伸的灰黑色丛状长毛。
１．１．４　蛹

纺锤形，体长约１２ｍｍ，棕色，腹部稍尖。臀节
乳突状，臀棘呈鱼钩状，紧紧钩住茧丝。

１．１．５　茧
长椭圆形，长１５ｍｍ，丝质薄，灰白色，上附有毒

毛。

１．２　刚竹毒蛾的生活史
刚竹毒蛾一所发生３代，虫态不整齐。以卵和

初孵幼虫越冬。２月中旬越冬卵开始陆续孵化，２月
下旬卵孵化完毕，越冬幼虫开始活动取食。３月上
旬至４月下旬幼虫大量取食。幼虫５月中旬至５月
下旬化蛹结茧，５月下旬化蛹盛期。成虫于５月下
至６月上旬羽化产卵，６月上旬为产卵盛期。卵于６
月上旬至６月中旬孵化，６月上旬为孵化盛期。６月
上旬至７月下旬出现第一代幼虫并大量取食，７月
下旬老熟幼虫开始化蛹结茧，７月下旬为化蛹盛期。
８月上旬至８月中旬出现羽化成虫，８月中旬为羽化
盛期。８月上旬至８月下旬成虫产卵，８月中旬为产
卵盛期。８月下旬至１０月下旬为第二代幼虫期，９
月幼虫大量取食危害猖獗，１０月中旬出现老熟幼虫
并开始化蛹结茧，１０月下旬为化蛹盛期。１１月上旬
至１１月中旬出现成虫，１１月中旬为羽化盛期。１１
月上旬成虫陆续羽化产卵，１１月中旬为产卵盛期。
１２月上旬出现第３代幼虫，此时的幼虫和未孵化的
卵开始越冬。

１．３　刚竹毒蛾的生活习性
成虫多在清晨或傍晚羽化，初羽化的成虫，静伏

于茧周围，约半小时后开始爬行，２ｈ～３ｈ后向四周
飞翔。成虫具有较强的趋光性，白天停息于竹林枝

叶从中或屋檐墙壁上，受惊后能短距离飞行。成虫

傍晚寻偶、交配、产卵。雌虫产卵后３ｈ～７ｈ死亡，
成虫期８ｄ～１０ｄ。卵产于竹冠中、下层竹叶的背面

或竹竿上排成一行或多行。初产卵白色，孵化前变

褐色。

初孵幼虫停息于卵壳附近，群集于竹叶背面取

食，３龄幼虫爬行能力强，食量增大，逐渐向竹冠转
移。幼虫具有吐丝下垂习性，借此转移取食。４龄
～７龄幼虫善爬行，有假死现象，遇惊动卷曲，弹跳
坠地，稍缓又沿竹竿爬地向避阴处。幼虫经７次蜕
皮后，以８龄老熟幼虫结茧化蛹。老熟幼虫大多在
竹竿背阴面吐丝化蛹结茧，少数在竹叶背面、附近农

房墙壁上化蛹结茧。

２　刚竹毒蛾的发生规律及特点

２．１　发生规律
刚竹毒蛾每只雌蛾产卵量在 ５０枚 ～８０枚左

右，越冬代危害不易察觉，气候条件适宜，成虫大量

产卵后，很容易突发成灾。首先发生于阴坡、下坡或

山洼处，大爆发后会蔓延扩展到阳坡和山脊。２０１５
年长宁县南部多个乡镇发生的刚竹毒蛾虫害，是由

于暖冬及春季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连续累积的结

果。

２．２　发生特点
刚竹毒蛾危害最显著的特点，一是爆发时幼虫

虫口密度大，短时间内危害力极强；二是危害持续三

代以上；三是虫态极不整齐，幼虫、蛹、茧、成虫同时

存在，跨度可达两代，虽然是以一种形态为主，但是

如果采用单一的防治措施，很难有效控制。

３　防治措施

通过近两年的跟踪观察及防治应对，发现刚竹

毒蛾虫口四态重叠严重，单纯杀灭幼虫无法控制虫

情，必须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分时段、分步骤开展防

治工作。

３．１　第一阶段 控制幼虫密度
初发危害时，主要是幼虫大量孵化上竹啃食毛

竹叶，此时单株虫口密度可达５００头以上，具有来势
快，啃食快的特点。如果单株达到８０头以上的成片
危害时，可以采用化学防治结合生物防治的措施控

制虫口密度。

此时的防治需要做到迅速控制虫口密度，减少

损失。通过试验，采用粉剂类药物如高氯乙酰甲粉

剂，使用机动喷雾剂在林间对竹林顶部喷施具有显

著的防治效果，每亩喷施量控制在２ｋｇ以内。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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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在林地的阴湿区域喷施少量白僵菌粉剂。通过

采用化学和生物防治相结合的措施，可以快速有效

的控制虫口密度，减少损失，为后面的防治措施打下

基础。

３．２　第二阶段 成虫防治
由于刚竹毒蛾虫口四态重叠严重，第一阶段的

幼虫防治措施并不能消灭虫茧内的虫蛹。此阶段要

密切监测竹林内成虫孵化情况，做好物理防治应对

措施。

此阶段主要采用物理防治措施，利用刚竹毒蛾

成虫的趋光性强，利用灯光诱杀成虫。最简单有效

的方法是，在林中有成虫蛾子飞出时，一般是在早晨

或傍晚成群飞出，此时可以在林缘空旷地或林缘平

房顶，牵设白炽灯，在灯下０４ｍ处放置水盆，水盆
内放置肥皂水，使成虫飞于盆里水中泣亡，次日清理

水盆中死去的成虫。此阶段物理防治措施投入小，

防治效果好。经过两个阶段的防治，此时虫情会得

到有效控制，第三代幼虫持续危害的风险较低。

３．３　第三阶段 密切监测 局部防治
此阶段对应第三代幼虫危害。由于第一、二阶

段防治措施的配合，此时的主要工作是密切监测竹

林虫态，观测成虫的产卵情况，及幼虫情况。由于第

一阶段喷施白僵菌，真菌在林间传播，会发现大量真

菌寄生幼虫情况，同时会伴有大量天敌寄生虫卵、虫

蛹情况，比如黑卵蜂、平腹小蜂等，所以此时应尽量

避免使用化学防治措施，以生物防治为主，对局部幼

虫发生区可以采取化学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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