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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大蚕蛾的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措施

刘玉彬，兰　庆
（纳溪区林业和竹业局，四川 纳溪　６４６３００）

摘　要：银杏大蚕蛾虫害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连续爆发，对花楸树和香樟树危害严重。为了防治银杏大蚕蛾，本
文针对其发生规律和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分析，并提出了针对银杏大蚕蛾分时段和分方法的防治措施，旨在为本

区域该虫的有效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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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杏大蚕蛾（Ｄｉｃｔｙｏｐｌｏｃ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Ｍｏｏｒｅ）属动
物界、节肢动物门、六足亚门、昆虫纲、有翅亚纲、鳞

翅目、大蚕蛾科、胡桃大蚕蛾属、银杏大蚕蛾（种）害

虫，又称白果蚕或檫树白毛虫、核桃楸大蚕蛾、杏子

蛾［１～３］。曾在我国广西、辽宁等省区爆发成灾，为害

银杏、核桃楸、核桃、枫杨、栗、蒙古栎、楸、榛、榆、樟、

柳、李、梨、苹果、楝和杏等［３，４］。

纳溪区位于泸州市南部，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地

貌分为浅丘、深丘和低山、丘陵区最低海拔２３０ｍ，
一般处于 ３５０～４５０ｍ之间，低山区最高海拔 ９６３
ｍ，一般处于 ５００～８００ｍ之间，地理位置为东经

１０５°０９′２１″～１０５°３７′２４″，北纬２８°２６′５４″～２８°５０′４７″
之间。据调查，纳溪区的银杏大蚕蛾在上世纪８０年
代就时有发生，主要危害房前屋后的杏子树和林区

成片的花楸树、楝树，２０１７年银杏大蚕蛾在四川省
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虫害成灾，发生面积达１３０
ｈｍ２，２０１８年持续成灾，发生面积 １２０ｈｍ２，２０１９年
发生面积１３３ｈｍ２，是目前檫树、香樟树和楝树的主
要食叶性害虫，危害时引起树林的毁灭性灾害，为了

有效控制虫灾的扩散蔓延，通过近３年的跟踪观察
及防治应对，掌握了危害发生规律，总结了分时段、

分步骤实施化学、生物、物理和人工相结合的防治措



施，经过实践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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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色不一，有灰褐、黄褐或紫褐色。前翅内横线

赤褐色，外横线暗褐色，两线近后缘处相接近，中间

形成较宽的银灰色区；中室端部有半圆形透明斑，在

翅的反面透明斑成眼珠形，周围有白色和暗褐色轮

纹；顶角向前缘处有黑色斑；后角有白色半月形纹。

后翅从基部到外横线间有较宽的红色区，亚外缘线

区橙黄色，外缘线灰黄色；中室端有一大圆形眼斑，

中间黑色，外围有一灰橙色圆圈及银白色线两条；后

角有一半月形白斑，外侧暗褐色。前、后翅的亚外缘

线由两条赤褐色的波状纹组成。雌蛾较大，体长２５
～６０ｍｍ，翅展９０～１２５ｍｍ，触角羽状（见图１：Ｉ）。
１．１．２　卵

短圆柱形或椭圆形，长２～２５ｍｍ，宽１４ｍｍ，
初为灰褐色，孵化前为灰白色其上间有圆形黑斑，一

端有圆形孵化孔（见图１：Ａ）。一只雌蛾交配后于
多株檫木树干树皮裂缝分散产卵，以保障卵孵化成

幼毛虫能及时上树食到檫木树叶，一只雌蛾产２５０
～４００粒卵，使其上几百倍大量繁殖和扩散蔓延易

成灾。

１．１．３　幼虫
初孵体背黑色如蚁，体长５～８ｍｍ，胸腹部各节

有３对毛瘤，毛瘤上有４～８根黑色刺状刚毛，气门
线灰白色。２龄幼虫体长１４～１７ｍｍ，体背黑色，胸
腹各节毛瘤黑色，上生黑色刺状刚毛，间有１、２根白
色长毛，气门线淡绿色（见图１：Ｂ）。３龄幼虫体长
２０～３２ｍｍ，体上出现散生白色长毛，其余同 ２龄
（见图１：Ｃ）。４龄幼虫体长３５～４５ｍｍ，多数体背
黑色，少数体背出现白斑，个别体背全白，毛瘤变为

白色，体上白色长毛显著增加；气门下线黄色（见图

１：Ｄ）。５龄幼虫体长５５～７５ｍｍ，体背全为白色，气
门下线以下至腹面黄绿色，间有黑斑；体毛多为白色

长毛，毛瘤上的白色长毛中间有１、２根黑色长毛和
４～６根黑色短刺刚毛（见图１：Ｅ）。６龄时体长８０
～１１０ｍｍ，头黄褐色，体背灰白色，腹面绿色，间有
不规则黄黑斑，腹线白色，体毛多为白色长毛，毛瘤

上的长毛和刚毛与龄相同，气门下线的毛瘤周围呈

深黄色（见图１：Ｅ）。
１．１．４　蛹

黄褐色，雌蛹较大，长５０ｍｍ左右；雄蛹较小，
长３５ｍｍ；第４、５、６腹节后缘有黑褐色环带３条相
间隔（见图１：Ｇ）。茧网状，长椭圆形，黄褐色，茧处
常粘附寄主枝叶，长达６０～８０ｍｍ（见图１：Ｈ）。

图１　银杏大蚕蛾各虫态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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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幼虫各龄历期

Ｔａｂ．１ Ｌａｒｖａ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龄期

１～３ ４ ５ ６
合计

最长历期／ｄ ２２ １４ １４ １２ ６２
最短历期／ｄ １７ １２ １０ ９ ４８
平均／ｄ １９ １３ １２ １０ ５５

１．２　银杏大蚕蛾的生活史
据调查，银杏大蚕蛾重点分布在纳溪区大渡口

镇红联村、青龙村、双龙村以及玉村的大竹林森林公

园，海拔在３９０～６００ｍ之间的阳坡。银杏大蚕蛾１
年发生一代，以卵在１～３ｍ树干或枝条上、树皮裂
缝及伤痕等处越冬。成虫夜间羽化，飞翔力弱，白天

静伏枝上、杂草丛中，有趋光性。幼虫在３月底至４
月初气温骤然升高至２０℃左右开始孵化，初孵幼虫
多栖息于茧内外或树干的树皮缝隙间，日间温暖时

爬上枝条取食新叶，常数十头群集于一叶片上取食，

１、２龄时即能从叶缘咬食，使叶成缺刻状，但食量甚

微，４月中旬发现已经变成２龄幼虫，４月底５月初
变成３、４龄幼虫时较分散，食量渐增，近脱皮时常数
条挤在一起，５月份是危害高峰期，一株花楸树上至
少有５０条以上，５、６龄时分散为害，食量大增，被害
状显露（见表１）。中午炎热时，常沿树干爬下，到荫
凉处停息或喝水。５月下旬至６月上旬老熟幼虫在
枝条叶从间或树下杂草间和灌木上缀叶结茧化蛹，

蛹期２～４个月左右，茧呈纱笼状空隙较大（见表
２）。

表２ 银杏大蚕蛾生活史

Ｔａｂ．２　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Ｄｉｃｔｙｏｐｌｏｃ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月旬
１～３月
上中下

４月
上中下

５月
上中下

６月
上中下

７月
上中下

８～１２月
上中下

ΘΘΘ － － － － － － －－　
☆☆　 ☆☆☆ ☆　　

＋＋＋
ΘΘΘ

注：Θ卵　 －幼虫　 ☆蛹　＋成虫

表３ 银杏大蚕蛾标准地调查情况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ｕｒｖｅｙ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ｃｔｙｏｐｌｏｃ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村 社 小地名
样地面积

／ｈｍ２ 树种组成 植被 土壤 坡位 海拔／ｍ 郁闭度 温度／湿度 结茧量
（雌／雄）

双龙 ３ 沿井沟 ０．０３ ８樟２蓝花楹 马儿草 茶树 山地黄沙壤 山脊 ４０８ ０．９ ２５／７３ １５５／７３
红联 ５ 古风寺 ０．０３ １０檫 蕨类 山地黄沙壤 山脊 ５１４ ０．８ ２４／８０ １１５／５２

２　银杏大蚕的发生规律及特点

２．１　发生规律
通过在纳溪区大渡口镇双龙村３社沿井沟和红

联村５社古风寺设置标准地（见表３）观察发现，银
杏大蚕蛾雌虫的卵分散产在檫树和香樟树的树干树

皮裂缝处，在 ３月底和 ４月上旬气温骤然升高到
２０℃以上时，在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下，刚好适宜幼
虫孵化，幼虫孵化后爬到树冠上层的叶背面每１０条
左右聚集在一起取食，在树下不易被发现，因此很容

易突发成灾，发生时在阳坡和山脊最为明显。

２．２　发生特点
银杏大蚕蛾危害的显著特点，一是爆发时幼虫

虫口密度大，短时间内危害力极强；二是结茧时通常

３～９个聚集在３ｍ以下的树杈处和灌丛中结茧，虫
口密度很大时，还是有少部分聚集在３ｍ以上的树
冠枝丫上结茧，因此摘茧很麻烦；三是雌虫的比例是

雄虫的１倍以上，雌虫的产卵量大，一只雌蛾产２５０

～４００粒卵，因此采用单一的防治措施是很难有效
控制。

３　防治措施

可采用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和人工防

治，按照“二减三基本”的基本原则，建议多采用生

物、物理和人工防治相结合的防治方法较好，便于保

护生态环境和人畜饮水的安全。

３１　化学防治
在第一阶段控制幼虫密度，采用喷洒９０％敌百

虫原药、５０％敌敌畏乳油、５０％灭幼脲胶悬剂 １０００
倍液、１０％氯氰菊酯 ２０００倍液，毒杀幼虫效果良
好。

３．２　生物防治
在２、３龄幼虫期喷雾白僵菌粉剂防治效果最

好。

３．３　物理防治
在第二阶段成虫防治期，利用成虫的趋光性，采

３０１６期 刘玉彬，等：银杏大蚕蛾的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措施 　　



用安装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来防治，每２０～４０亩安
装一台，距离发生地３０ｍ左右，太阳能光伏板朝向
西南方向２２０度较好。
３．４　人工防治

采用人工摘除茧和人工刮卵后集中用火烧

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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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２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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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赵永浩，郭军军，李超飞，等．悬铃木方翅网蝽生物学特性观

察及无公害防治技术研究［Ｊ］．陕西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５８（０５）：

２７５～２７６．

［２３］　ＰＲＡＤＯＣ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ｌｅｏｆ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Ｓａｙ）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ｄａｅ）［Ｊ］．Ｒｅｖｉｓｔａｃｈｉｌｅｎａｄｅｅｎ

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９０，１８：５３～５５．

［２４］　崔建新，胡晓旺．入侵害虫悬铃木方翅网蝽越冬后期在豫北

寄主树干上的分布研究［Ｊ］．生物安全学报，２０１８，２７（０２）：

１２４～１２７．

［２５］　钱佳，严贤春，余燕．悬铃木作为行道树的运用探讨———以西

华师大为例［Ｊ］．中国园艺文摘，２０１６，３２（０２）：８６～８８．

［２６］　ＢＡＴＴＩＳＴＩＲ，ＦＯＲＴＩＡ，ＺＡＮＧＨＥＲ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ｓｙｃａｍｏｒｅｌａｃｅｂｕｇ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ｅ（Ｓａ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ａＴｉｎｇｉｄａｅ）

ｉｎｔｈｅＶｅｎｅｔｏｒｅｇｉｏ［Ｊ］．Ｆｒｕｓｔｕｌａ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１９８５，７（０８）：１２５

～１４１．

［２７］　蒋青，梁忆冰，王乃扬，等．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价的定量分析

方法研究［Ｊ］．植物检疫，１９９５，１７（０４）：２０８～２１１．

［２８］　魏初奖．毛竹枯梢病病原菌竹喙球菌风险性分析［Ｊ］．南京林

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５，４８（０２）：３８～４２．

［２９］　刘焕秀，亓玉昆，刘?，等．降水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种群数量

和分布的影响［Ｊ］．山东林业科技，２０１７，４７（０４）：５５～５６．

［３０］　王中林．悬铃木方翅网蝽综合防控技术［Ｊ］．科学种养，２０１７，

１２（０７）：３７～３８．

［３１］　李克俭，柴哲，占习林，等．树干注药对悬铃木方翅网蝽防效

的研究［Ｊ］．中国园艺文摘，２０１７，３３（１２）：４３～４６．

［３２］　田立超．悬铃木方翅网蝽防控新方法［Ａ］．中国风景园林学

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Ｃ］．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

会，２０１８：８．

［３３］　应倩雯，张欣伟，毛杨军，陈也，崔雅路，任佳伟，马良进，陈安

良．２０％烯啶虫胺注干可溶粒剂研制及应用［Ｊ］．农药，２０１９，

５８（０１）：３０～３２．

［３４］　楼晓明．两种农药及其混剂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室内毒力测

定［Ａ］．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中国风景

园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Ｃ］．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中国风景园

林学会植物保护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８：５．

［３５］　全晓宇，夏文胜，刘凤想，等．蜘蛛对新入侵物种悬铃木方翅

网蝽的捕食作用［Ｊ］．植物保护学报，２０１０，３７（０６）：５７３～

５７４．

［３６］　纪锐，王宝辉，娄永根．杭州悬铃木方翅网蝽的捕食性天敌种

类及日本通草蛉幼虫捕食作用［Ｊ］．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２０１１，２７（０１）：３２～３７．

［３７］　王凤，王章训，吴时英．上海地区悬铃木方翅网蝽捕食性天敌

种类及军配盲蝽成虫的捕食作用［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８，

５９（１１）：２０９２～２０９３．

［３８］　 ＡｒｚｏｎｅＡ．［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Ｓａｙ）ｉｎＰｉｅｄｍｏｎｔ（Ｈｅｍ．

Ｔｉｎｇｉｄａｅ）：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ｔａｌｉａｎ］［Ｊ］．ＭｏｎｔｉＥ

Ｂｏｓｃｈｉ，１９７５．２６（０３）：１９～２７．

［３９］　孙龙飞．悬铃木方翅网蝽的综合防治［Ｊ］．农业科技通讯，

２０１６，４５（１０）：１６８～１６９．

［４０］　ＨｏｒｎＫＦ，ＦａｒｒｉｅｒＭＨ，ＷｒｉｇｈｔＣＧ．Ｓｏｍ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

ｆｅｃｔｉｎｇＥｇ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ｃａｍｏｒｅＬａｃｅＢｕｇ，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Ｓａｙ）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ｄａｅ）［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８３，７６（０２）：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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