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　第３期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Ｖｏ１．３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ｕｎ．，　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２９
　　作者简介：史亮（１９８９），男，四川成都人，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保护学病虫害防治研究。
　　通讯作者：刘屹（１９８１），男，四川成都人，本科，工程师，主要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调查规划工作。

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７９／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６

泸州市荔枝蝽的危害及防治策略

史　亮１，李　军２，刘　屹１，熊定伟１，李才进２，张鹏举２

（１．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２．绵阳市安州区林业局，四川 绵阳　６２２６５１；３泸州市林业局，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荔枝蝽（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Ｄｒｕｒｙ）是泸州市荔枝、龙眼的主要果树害虫，在泸州市龙马潭区、江阳区、叙永
县、合江县、泸县均有分布。因其防治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建议泸州市相关部门采取一定的防治策略，进一步减

少和控制虫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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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蝽（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ａｐａｐｉｌｌｏｓａＤｒｕｒｙ）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荔蝽科Ｔｅｓｓａｒａｔｏｍｉｄａｅ；果树害虫，主要为
害荔枝和龙眼，也为害其他无患子科植物；以若虫、

成虫为害嫩梢、花穗、幼果，可导致落花落果，严重影

响产量［１～２］。

荔枝和龙眼是泸州市重要的经济树种，在泸州

市有较长的种植历史，其主要产区为：合江县、泸县、

江阳区和龙马潭区，种植面积超过２６６６６６７
ｈｍ２［３］。经全国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调查统计
发现，泸州市龙马潭区、江阳区、叙永县、合江县、泸

县均有荔枝蝽的分布。

１　荔枝蝽生物学特性

１．１　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２４ｍｍ～２８ｍｍ，盾形、黄褐色，胸部

有腹面被白色蜡粉。触角４节，黑褐色。前胸向前
下方倾斜；臭腺开口于后胸侧板近前方处。腹部背

面红色，雌虫腹部第７节腹面中央有一纵缝而分成
两片。

卵：近圆球形，径长２５ｍｍ～２７ｍｍ，初产时
淡绿色，少数淡黄色，近孵化时紫红色，常１４粒相聚
成块。



若虫：生长阶段共分为五龄。长椭圆形，体色自

红至深蓝色，腹部中央及外缘深蓝色，臭腺开口于腹

部背面。２～５龄体呈长方形。第 ２龄体长约 ８
ｍｍ，橙红色；头部、触角及前胸户角、腹部背面外缘
为深蓝色；腹部背面有深蓝纹两条，自末节中央分别

向外斜向前方。后胸背板外缘伸长达体侧。第３龄
体长１０ｍｍ～１２ｍｍ，色泽略同第２龄，后胸外缘为
中胸及腹部第一节外缘所包围。第４龄体长１４ｍｍ
～１６ｍｍ，色泽同前，中胸背板两侧翅芽明显，其长
度伸达后胸后缘。第５龄体长１８ｍｍ～２０ｍｍ，色
泽略浅，中胸背面两侧翅芽伸达第３腹节中间。将
羽化时，全体被白色蜡粉。

１．２　发生规律
荔枝蝽属渐变态昆虫，生活史分为卵、若虫（共

分五龄）、成虫 ３个阶段，由成虫→卵→若虫→成
虫，周年循环。１ａ发生１代，以成虫在树上浓郁的
叶丛或老叶背面等隐蔽场所越冬。翌年２月、３月
恢复活动；４月、５月为产卵盛期，产卵于叶背；５月、
６月若虫盛发为害；７月陆续羽化为成虫［４］，天寒后

进入越冬期。

１．３　危害特点
荔枝蝽的若虫和成虫均具刺吸式口器，为害荔

枝、龙眼的嫩梢、花穗和幼果的汁液。若虫和成虫都

具有假死性，如遇惊扰，常排出臭液自卫，沾及嫩梢、

幼果局部会变焦褐色［２］；其分泌的臭液触及花蕊、

嫩叶及幼果等可导致接触部位枯死，大发生时严重

影响产量。

２　泸州市荔枝蝽发生危害情况

２．１　适生性、抗逆性和适应性分析
荔枝蝽主要分布与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具有一

定的适应性和抗逆能力，当气温低于１０℃时，荔枝
蝽成虫活动能力才会减弱［５］；通过调查发现温度和

湿度是影响荔枝蝽发生的主要气候因子，在亚热带

和热带气候条件下，均适合荔枝蝽的生长。

泸州市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温较高，日照充

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温、光、水同季，

季风气候明显，春秋季暖和，夏季炎热，冬季不太冷。

平均气温 １７５℃ ～１８０℃，年际之间的变化为
１６８℃～１８６℃，高低年间相差值为１８℃；泸州市
无霜期长在３００ｄ以上，降雪甚少，个别年份终年无
霜雪。

因此泸州市的自然环境较适合荔枝蝽的生长繁

殖，是荔枝蝽的适宜分布区。

２．２　分布与为害
通过全国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普查调查统计发

现，目前荔枝蝽在泸州市主要分布于龙马潭区、江阳

区、叙永县、合江县、泸县，危害荔枝、龙眼等经济林。

其从幼小的若虫到成虫均刺吸荔枝的枝梢、花穗及

幼果的汁液，导致枯梢，引起落花、落果；虽目前泸州

市荔枝蝽的危害程度均为轻度，若一旦虫害大量发

生时，则会导致树势衰退，严重影响产量，对农林业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２．３　目前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泸州市林业局已对荔枝蝽发生区域采取了相应

防治措施，首先在荔枝蝽发生季节对虫害发生地区

采取人工摘除卵块、捕捉集中出现的若虫和成虫的

方法，减小其虫口密度；其次，对荔枝和龙眼种植农

户进行荔枝蝽防治的宣传教育，普及相关荔枝蝽防

治知识，将防治工作融入对果园的日常管护中。

３　荔枝蝽的防治方法
３．１　天敌分布情况及制约能力

荔枝蝽的天敌种类较多，捕食性天敌主要有中

华大刀螳（Ｔｅｎｏｄｅ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枯叶大刀螳（Ｔｅｎｏｄｅｒａ
ａｒｉｄｉｆｏｌｉａ）、广斧螳（Ｈｉｅｒｏｄｕｌａｐａｔｅｌｌｉｆｅｒａ）和螽斯
（Ｇａｍｐｓｏｃｌｅｉｓｓｐ．）等；此外一些鸟类也是荔枝蝽的天
敌。另外，通过对广东地区的荔枝和龙眼园的荔枝

蝽天敌群类进行系统调查，发现控制荔枝蝽的作用

最为显著的是寄生性天敌平腹小蜂（Ａｎａｓｔａｔｕｓｓｐ．）
和跳小蜂（Ｏｏｅｎｃｙｒｔｕｓｓｐ．）［６］；此外寄生菌有白僵
菌、绿僵菌、淡紫青霉等；寄生线虫是索线虫［７］。但

荔枝蝽的天敌和寄生蜂、寄生菌在自然界中对荔枝

蝽的制约能力非常有限，对荔枝蝽的防治还需要结

合一定的人工防治措施。

３．２　目前荔枝蝽的主要防治方法
物理防治：捕杀越冬成虫，采摘卵块及扑灭若

虫。①消灭成虫；冬季１０℃以下低温时期，越冬成
虫不甚活动，用带钩的竹竿猛摇树枝，使成虫堕地，

集中处理，但成虫不单在树上越冬，还应配合修建清

园，减少成虫越冬场所［２］。②采摘卵块；３月 ～５月
荔蝽产卵盛期采摘卵块，可集中放人简易的寄生蜂

保护器中，保护天敌。③扑灭若虫；用竹竿扎草蘸以
牛尿、人尿，或捣烂虫体的汁液，或举扎有破布球的

竹竿蘸上煤油，熏落若虫，事前在树头堆砂或堆细土

混草木灰，使堕落的若虫不容易上树，便于集中捕

杀。

化学防治：使用敌百虫８００～１０００倍液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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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灭菊酯２０００～８０００倍液于３月间越冬成虫在新
梢上活动交尾时喷药１次，至４月、５月低龄若虫发
生盛期再喷１～２次。使用该方法可基本控制当年
荔枝蝽的发生，但化学药剂使用后的负面影响明显，

主要表现在对寄生蜂［８］、蜘蛛、鸟类和寄生菌等其

他天敌的毒性；此外荔枝、龙眼都为经济林木，其果

实直接供消费者食用，化学农药残留对消费者健康

有较大危害，因此使用化学农药防治荔枝蝽有一定

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生物防治：荔枝蝽天敌有寄生于卵的平腹小蜂、

卵跳小蜂等，以及多种寄生菌、螳螂、鸟类等，其都应

加以保护和利用。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蝽的方法

在广东省［９］、福建省［１０］已推广应用，并取得了一定

的防治效果。

其他防治方法：①加强宣传教育：继续加强荔枝
和龙眼种植农户对荔枝蝽防治的宣传教育，普及荔

枝蝽相关防治知识，将防治工作普及到农户。②释
放不育雄虫：在田间释放一定数量经噻豽哌（硫代

三乙烯磷胺）处理后致化学不育的荔枝蝽雄虫［１１］，

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荔枝蝽的田间种群数量。③生
态综合防治：注意选择抗性较强的树种，注意田间水

肥管理，增强树势，逐渐建立以生物防治为核心，辅

以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的综合防治体系，促进恢复

种植园的生态多样性和良性生态循环。

３．３　防治难度
荔枝蝽生物学特征较明显，相关人员经过培训

后，可以准确识别出该种害虫，对其采取一定的防治

措施；且由于泸州市的荔枝蝽分布与泸州市荔枝和

龙眼分布范围基本一致，所以防治范围较易确定。

但由于荔枝和龙眼的经济价值较高，若大量使

用化学防治手段，则很容易产生药物残留，不仅影响

其经济价值，危害消费者健康，还容易对各种天敌生

物造成危害；生物防治使用的人工饲养寄生蜂在田

间释放的寄生率往往会下降，防治效果仍有待提高；

而采取人工捕杀成虫和若虫、摘除卵块等物理防治

方法会耗费大量人力，防治效果也较一般；因此泸州

市荔枝蝽的防治难度并不小。

４　小结

荔枝蝽在泸州市主要危害荔枝、龙眼等经济树

种，对泸州市的荔枝和龙眼产业有一定程度的危害，

目前尚未出现虫害大发生的情况；但荔枝蝽有一定

的抗逆性和适应性，当地的自然环境也较适宜荔枝

蝽的生长繁殖，合江县、江阳区等地也有较集中分布

的荔枝、桂圆产业基地，基地内树种单一、分布集中、

面积较大，若管理不当，又恰逢气候适宜，则较容易

出现荔枝蝽大发生的情况，对泸州市的荔枝和龙眼

产业造成较大损失。

所以，泸州市相关部门仍然不能忽视荔枝蝽的

潜在危害能力，建议泸州市对于荔枝蝽的防治要采

取“以物理防治控制虫口数量为主，加强宣传形成

防治管护相结合氛围”的策略。首先相关部门继续

采取人工摘除卵块、捕捉若虫和成虫的防治措施，进

一步减少和控制虫口数量；其次，尽量减少和避免使

用化学农药防治荔枝蝽，减小化学药剂的负面影响，

注意保护果园的生物多样性，促进形成良性生态循

环，充分发挥天敌的制约作用；最后对荔枝和龙眼种

植农户继续进行荔枝蝽防治的宣传教育，普及相关

荔枝蝽防治知识，将防治工作融入对果园的日常管

护中，推动泸州市荔枝和龙眼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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