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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总结危害肉苁蓉及其寄主植物梭梭的主要病虫害的识别特征、发生规律和防治措施，为肉苁蓉
人工种植提供帮助。方法：在宁夏、内蒙、新疆等肉苁蓉主产区，对肉苁蓉及寄主梭梭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及危害

进行调查，并采集标本进行鉴定描述，结合相关试验和文献总结防治措施。结果与结论：针对肉苁蓉蛀蝇、黄褐丽

金龟、梭梭草地螟等害虫宜采用低毒化学农药、物理防治和保护天敌等综合防治方法，针对肉苁蓉茎腐病、梭梭白

粉病、锈病等病害宜采取生防菌剂、低毒化学农药和人工剪除等栽培管理措施。

［关键词］　肉苁蓉；梭梭；地下害虫；发生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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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ＹＣＭａ为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肉苁蓉属多年生寄生性草本植物，
专性寄生于藜亚科梭梭属多年生小乔木梭梭

Ｈａｌｏｘｙｌｏｎａｍｍｏｄｅｎｄｒｏｎ根部；主要分布于我国内蒙、
宁夏、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区荒漠地带的湖边、

沙地或沙丘，冲洪积扇地［１］。肉苁蓉以干燥带鳞叶

的肉质茎入药，具有 “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

之功效”［２］；为传统名贵滋补中药材，延年益寿之佳

品，被誉为 “沙漠人参”；其寄主梭梭是半荒漠和

荒漠地区优良的固沙造林树种，有良好的防风固沙

作用。由于国内外对肉苁蓉药材需求量巨大，乱采

滥挖现象屡禁不止，使野生肉苁蓉资源濒临枯竭。

肉苁蓉已被收入 《国际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同时

被列入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３］。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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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明令禁止采挖野生肉苁蓉，鼓励通过人工种植

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我国西北各省区纷纷结合生态建设和沙产

业发展进行肉苁蓉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４］，但在基

地建设过程中，由于病虫危害导致肉苁蓉减产甚至

绝收；病虫害防治过程中不规范使用化学农药造成

农残超标；严重影响肉苁蓉药材的产量和品质［５６］。

因此，明确肉苁蓉及寄主梭梭病虫害的发生、危害

规律，采用安全、有效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对

保证肉苁蓉药材的生产安全和质量安全，保护西北

荒漠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肉苁蓉产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肉苁蓉及其寄主根部主要病虫害特征和防治措施

１１肉苁蓉蛀蝇Ｅｕｍｅｒｕｓａｃｕｔ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ｏｃｋ

肉苁蓉蛀蝇属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食蚜蝇科
（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分布于内蒙古、新疆、宁夏等省区肉
苁蓉野生分布区，主要为害荒漠肉苁蓉、盐生肉苁

蓉和沙苁蓉的肉质茎［７］。在新疆甘家湖梭梭自然保

护区、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盐池、海原等地野外

调查均发现被蛀蝇为害的肉苁蓉、盐生肉苁蓉和沙

苁蓉。食蚜蝇科种类繁多，幼虫多为腐食性或植食

性，Ｅｕｍｅｒｕｓ属就是植食性的重要类群，因此中文名
称为 “蛀蝇”，我国此属已知有１３种，是值得注意
的一类害虫［７］。

１１１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约７ｍｍ，翅展约１２ｍｍ。体黑褐色

具铜色光泽，密布白色细绒毛，头部圆而额不失出，

触角黑色，第三节有一角突；复眼雄虫以一点相接，

雌虫则分离；单眼排成三角形。胸部圆凸，密生直立

的毛；足前面二对相似，后足腿节极粗大、腹面密生

大刺列。翅长约５ｍｍ，透明，翅痣淡褐色，径脉与
中脉间有一条黄色的伪脉，其中部上方有横脉与径脉

相接。Ｒ４脉极波曲。腹部粗壮，黑褐色，第二至四节
各有一对新月形粉斑，斑的外侧呈枯红色［７］。

幼虫：体长１０～２０ｍｍ。体淡黄褐色，疏生细
毛；胸部三节，前胸气门明显；腹部七节，第一至

七节各分为三环，刚毛位于中环上，腹突上多细毛，

腹端具三对锥突，第二对最大，与第一对远离，第

三对最小并靠近后气门。

蛹：长约８ｍｍ，黄褐色，为桶形围蛹，腹面略
平，前端背面有一羽化盖，盖上有一对突起（蛹的前

气门），体侧有一列小刺，背面有成对的小突起，腹

端具一对长的锥突，后气门靠近且突出。

１１２为害症状　目前发现在肉苁蓉采收初期此虫
为害的肉质茎外表与健康株差异不大，放置一段时

间后，见大量虫粪从肉质茎中排除，剖开可见大量

幼虫蛀食其中，整个植株变褐，内部充满虫粪，仅

剩少量丝状维管束。此虫为害严重时肉苁蓉不能出

土开花结实，药材及种子产量损失巨大，常造成肉

苁蓉减产绝收。

１１３发生规律　４月中下旬至５月初，当肉苁蓉刚
出土时，蛀蝇成虫在其茎尖里产卵，幼虫孵化后为

害嫩芽，由上向下逐渐蛀食，蛀成隧道，一直钻到

基部，将整株肉苁蓉蛀成孔洞。５月下旬幼虫老熟，
在被蛀食的肉苁蓉中化蛹，６月上旬羽化为成虫。
１１４主要防治方法　肉苁蓉蛀蝇为害在地下肉苁
蓉肉质茎，场所隐蔽，一旦产卵则难于防治，应抓

住成虫羽化盛期进行诱集和捕杀，可减少大量虫源。

对肉苁蓉种子生产田，在刚出土的肉苁蓉茎尖部位

喷施敌百虫或辛硫磷，防治成虫和初孵幼虫。

１２黄褐丽金龟ＡｎｏｍａｌａｅｘｏｌｅｔａＦａｌｄｅｒｍａｎｎ

黄褐 丽 金 龟，属 鞘 翅 目、鳃 角 金 龟 科

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别名黄褐金龟子。广泛分布于宁夏、
内蒙、甘肃、山东、河南、山西、辽宁、黑龙江等

地，幼虫为害小麦、玉米、高粱、马铃薯、向日葵、

豆类等作物以及蔬菜、林木、果树的地下部分。虫

口密度大时造成减产［８］。

１２１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１５～１８ｍｍ，卵圆形，黄褐色，有

金黄、绿色闪光。头部褐色，复眼黑色。唇基、额

和头顶密布细点刻。触角９节，黄褐至褐色，有细
毛，鳃片部３节，前胸背板两侧不很突出，前缘较
平直，中央稍突起，后缘中央显著突出，前胸背周

缘有细边，密布细点刻。两侧有稀疏细毛，后缘中

央向后生金黄色毛。小盾板横三角形，前缘凹入，

暗褐色，密布点刻。鞘翅在２／３处最宽，肩角明显，
有点刻构成的纵沟纹多条，沟间有点刻连成的横斜

皱纹。足黄褐色，前胫节端部和外侧中部有尖齿，

内侧中部有短距，中、后胫节外侧中部有刺毛丛，

端部各有１对端距和数个小刺，爪长而简单。胸部
腹面和胫节内侧的毛密而长，腹部腹面的毛较稀而

短，跗节各亚节端部有稀疏长毛，下面各有褐色尖

刺２个。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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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体长２５～３５ｍｍ。头部前顶刚毛每侧５～
６根，一排纵列。肛背片上有细缝围成椭圆形的臀
板，肛门孔横裂，肛腹片后部覆毛区中央有二纵列

刺，由１１～１７根短锥刺组成，两列前部平行相距较
近，后部向外分开，尖刺较长，相互交叉；两侧有

钩状刺。

卵：椭圆形，乳白色卵粒长径平均为２１４ｍｍ，
短径平均１５０ｍｍ。
１２２为害症状　黄褐丽金龟幼虫在２０～５０ｃｍ深土
壤中危害肉苁蓉及梭梭根，啃食小苁蓉，同时取食

梭梭根，影响肉苁蓉接种成功率。梭梭寄生根被幼

虫咬断后肉苁蓉营养来源受阻造成小苁蓉残损或死

亡；肉苁蓉肉质茎被啃食，严重影响肉苁蓉的产量

和外观品质，同时伤口处易引发病害。

１２３发生规律　多数省区一年发生１代，在甘肃古
浪地区二年１代。以幼虫越冬。４、５月是幼虫为害
盛期，５月底至６月初幼虫老熟，入土做蛹室化蛹，
６、７月间成虫羽化，夜间活动，趋光性强，７８月
出现新一代幼虫，危害植物，后以３龄幼虫越冬。
１２４主要防治方法　黄褐丽金龟田间成虫盛发期
（６月中、下旬至７月上旬），可利用成虫昼伏夜出，
趋光性强的特点，在种植区域安装黑光灯诱杀或频

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将成虫消灭在产卵前。此外，

也可在傍晚时利用成虫的假死性，进行人工捕杀；

田间施用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杀灭虫卵，减少虫

源；化学防治采用在肉苁蓉接种沟撒施３％辛硫磷
颗粒剂６０～１２０ｋｇ·ｈｍ－２。田间防治试验表明，４０％
辛硫磷乳油 １０００倍、２０００倍、３％辛硫磷颗粒剂
１２０ｋｇ·ｈｍ－２对黄褐丽金龟的防治效果达１００％，３％
辛硫磷颗粒剂６０ｋｇ·ｈｍ－２对其防治效果达８８２３％。

１３肉苁蓉茎腐病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ｓｔｅｍｒｏｔ

肉苁蓉茎腐病是我国荒漠肉苁蓉种植基地普遍

发生的一种病害，其主要危害已经寄生长大即将收

获的肉苁蓉肉质茎（药用部位），严重时导致其整株

腐烂。新疆、内蒙古、宁夏等荒漠肉苁蓉人工种植

基地已相继发现此病害，发病率最高达３０％，严重
影响肉苁蓉药材产量和质量［９１０］。

１３１病害症状　发病肉苁蓉全株不能正常抽薹开
花，肉质茎生长受阻，初期表皮出现褐色圆斑点，

病斑慢慢扩大，逐渐变为黑色，表面出现白色绒毛

状的菌丝，后期菌丝逐渐变为粉红色，内部组织（维

管束）变为褐色，逐渐变为黑色，最终发病部分呈现

软腐状。

１３２病原种类　该致病菌在 ＰＤＡ培养基上生长
迅速，气生菌丝白色或玫瑰红色；菌落背面玫瑰

红色。分生孢子梗简单，侧生于菌丝上。大孢子

镰刀形，有明显的足细胞，顶细胞弯曲，多数

３～５隔膜；小孢子柱状或椭圆形，１～２细胞。
大孢子长２０８～２９７μｍ，平均２３μｍ；宽２５～
４０μｍ，平均３２μｍ。小孢子长８０～１３２μｍ，平
均１０μｍ；宽１～２５μｍ，平均１９μｍ。分生孢子
梗长１０～５０μｍ。菌丝与分生孢子梗宽度均为３～
５μｍ。经鉴定该病原菌为接骨木镰刀菌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ａｍｂｕｃｉｎｕｍＦｕｃｋｅｌ［９］。
１３３发生规律　肉苁蓉肉质茎体积大、营养丰富、
含水量较高，易引发病害。尤其在春季肉苁蓉采挖

季节，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在土壤含水量大的地块

发病严重，严重时整株肉苁蓉肉质茎腐烂，产量损

失严重。

１３４防治技术　控制土壤水分，肉苁蓉采挖季节
控制土壤含水量，创造不利于肉苁蓉茎腐病发生环

境条件；防治地下害虫，减少肉苁蓉肉质茎出现伤

口的几率；对已发病植株做彻底清理，并应用５０％
多菌灵等进行土壤消毒。

２　寄主梭梭地上部病虫害

２１梭梭白粉病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ｓａｘａｏｕｌｉ（Ｓｏｒｏｋ）Ｇｏｌｏｖ

梭梭白粉病是是梭梭的重要病害之一。危害梭

梭同化枝，以毡状的菌丝层紧密的覆盖着同化枝，

直接影响光合作用而降低生物量（梭梭）。主要发生

于内蒙古、甘肃、宁夏和新疆等省（区），严重感病

时，１年生幼苗发病率为９３％，梭梭林的发病率为
９６％～１００％［１１］。

２１１病害症状　梭梭白粉病发生在梭梭的绿色枝
条上。初产生淡黄、淡黄绿色段斑，水肿，２～３ｄ
后在变色的病斑上出现稀疏的粉霉，白粉越长越厚，

最后成毡状。当白粉层长成毡状时，在白粉层中出

现淡黄色至黄褐色的小圆球，密集，埋于菌丝体中。

发病轻时，仅仅是一节节的绿枝被白粉覆盖，发病

严重时，全枝被白粉所覆盖，甚至引起枝条枯死。

每年７～１０月发生，绿色同化枝感染白粉病后，病
枝变成淡黄色，随后出现白粉，严重时同化枝上形

成白粉层，常造成幼苗死亡。

２１２病原种类　病原为子囊菌亚门的猪毛菜内丝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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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菌Ｌｅｖｅｉｌｌｕｌａｓａｘａｏｕｌｉ（Ｓｏｒｏｋ）Ｇｏｌｏｖ［１１］。
２１３发生规律　病原菌以闭囊壳在病枝上越冬。
在梭梭林中，该病害危害白梭梭和梭梭，危害程度

因立地条件和林分结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凡生

在低洼较阴湿的谷地、河滩阶地、沙丘链后面等地

方的梭梭林发病率高，而生长在沙丘顶、半固定性

沙丘等地方的梭梭林发病率低。此外，白粉病的发

病率轻重与沙鼠为害有关，沙鼠为害重的地区白粉

病的发病率也高。

２１４防治技术　发生严重时，用硫磺粉、盐水、
硝土喷撒效果很好。

２２梭梭锈病Ｃａｍａｒ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ＰａｌｅｔｚｋｉｉＳｅｒｅ

梭梭锈病又称梭梭瘤锈病ＵｒｏｍｙｃｅｓｓｙｄｏｗｉｉＬｉｕｅｔ
Ｇａｏ分布于印度、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内蒙、
甘肃天然和人工梭梭林内的一种严重病害，造成梭

梭枝干大量死亡或全株性枯死。本病局部地区发生，

发病率高达 ６８％ ～８３％，感病指数 ３１～５５，茎粗
１０ｃｍ以上的植株，因病大量枯死 ［１２］。

２２１病害症状　发病部位在梭梭的幼茎和同化枝
上。梭梭被锈病侵染后，在枝条表面先出现浅黄色

的小圆点，随后圆点凸起，颜色加深至浅褐色，夏

孢子渐渐成熟，突破寄主表皮，形成棕褐色夏孢子

堆。随后，在其周围又出现许多小的夏孢子。病菌

菌丝不断增多，寄主本身也不断生长，在被浸染的

寄主细胞里充满了菌丝体。在菌丝的干扰和刺激下，

被感染部位很难木质化或不能木质化，更无法形成

正常的年轮，病树小枝丛生。病菌生长与寄主生长

交替进行，往复多次，使病部比健部的体积明显增

大，最后形成环形、半球形、纺锤形、串珠状，单

生或多个聚生，大小不等（１～１０ｃｍ）的木瘤。主要
在植株中下部，或遍生全株，可多达几十个，新鲜

的病瘤为肉质，老病瘤为木栓质，进而变成木质，

开裂呈不规则形。

２２２病原种类　病原菌为梭梭单胞锈 Ｕｒｏｍｙｃｅｓ
ｓｙｄｏｗｉｉＺＫＬｉｎｅｔＧｕｏ。夏孢子堆初期在枝干皮下，
后突出，包被开裂，出现褐色、粉质、裸露的夏孢

子。夏孢子圆形或矩圆形，卵形或肾形，（２０～
３５）μｍ×（１５～２０）μｍ；壁厚１～１５μｍ，淡褐色，
上部多刺，基部渐无，芽孔 ２～６个，腰生或上腰
生。冬孢子少，混生于夏孢子堆中，椭圆形，倒卵

形或近球形，（２２～３２）μｍ×（１８～２１）μｍ，壁厚
２～３μｍ，肉桂褐色，光滑，顶部乳突近无色，高

３～７μｍ，柄无色，长达８６μｍ，不脱落，在存活的
病瘤上，可以连年产生孢子堆。

２２３发生规律　梭梭锈病菌主要以菌丝状态在寄
主活病瘤里越冬。到第二年春，在寄主生长萌芽时

活病瘤表面也随之形成新的青绿色形成层，同时发

生龟裂，边龟裂边愈合，这时病瘤里的菌丝体开始

活动，逐渐向病瘤表面生长。５月下旬，在越冬活
病瘤的龟裂缝里长出棕褐色的夏孢子粉。

梭梭锈病初侵染源主要来自越冬后活病瘤表面

形成的夏孢子。新夏孢子形成的时间因每年温度不

同而异，如春季温度回升早，新夏孢子粉也形成的

早。５月下旬开始随着温度上升和降雨量增加，新
夏孢子粉迅速形成并一直延续到６月２０日或３０日。
新夏孢子形成后借风雨传播。当新生枝条长到２０节
左右时，开始初侵染。初浸染发病率高低与当年

５月下旬和６月上、中旬温、湿度和病瘤下方及周
围同化枝条的多少有关。如有频繁降雨或降露，相

对湿度达到９０％以上，温度１５～２０℃，且在病瘤下
方或周围有大量同化嫩枝条形成，初侵染的发生率

就高。由于受高温少雨天气的限制，７～８月病害停
滞发展，到秋季，又形成新鲜的夏孢子，发生再侵

染。在湿度大的条件下，梭梭锈病在当年春季新萌

生的同化嫩枝上发生再侵染。梭梭锈病从接种到小

黄点出现为期 １０天，到夏孢子堆突破寄主表皮需
２０天。潜育期为２０天。
２２４防治技术　梭梭锈病的防治以人工剪除病瘤
最为有效，摘除时间在５月上中旬，夏孢子未释放
和飞散前，防治效果高达１００％。化学防治必须在初
侵染前进行，以１ｇ·ｋｇ－１的２５％粉锈宁粉剂４０００倍
喷雾防治效果最好［１２］。

２３梭梭漠尺蛾ＤｅｓｅｒｔｏｂｉａｈｅｌｏｘｙｌｏｎｉａＸｕｅ

梭梭漠尺蛾，隶属鳞翅目，尺蛾科，灰尺蛾亚

科，漠尺蛾属 ＤｅｓｅｒｔｏｂｉａＶｉｉｄａｌｅｐｐ。为我国近期发现
的一个新种，是梭梭的一种主要食叶害虫［１３］。

２３１为害症状　梭梭漠尺蛾可以将成片的梭梭吃
得只剩下光杆，其扩散速度快，发生面积也逐年增

加，给荒漠区的梭梭带来巨大威胁。

２３２形态特征
成虫：雄蛾复眼直径约０５８ｍｍ，额盾状，略

凸出，上宽下窄，中部宽度与复眼直径相等。触角

纤毛状，每节两对纤毛簇，位于各节中部和端部。

胫距较雌蛾细长。翅狭长，前翅长１１５～１２５ｍｍ，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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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直，顶角圆，外缘直，后缘浅弧形，明显短于

外缘；后翅前缘内 １／３处浅凹，顶角圆，后缘平
直［１３］。前翅浅灰褐色，线纹黑褐色；后翅灰白色，

两翅均略带黄绿色调。雌蛾复眼小，直径０４５ｍｍ，
额明显凸出，宽阔，中部宽度接近复眼直径的２倍；
额中部灰褐色，边缘灰白色。触角线形，胸腹部浅

灰褐色；翅完全退化。胸部缩短，中胸背面隆起前

倾，在头后盖住前胸，并形成一尖角。足细长，后

足胫距两对。

卵：初产卵黄绿色、椭圆形，随着孵化过程颜

色逐渐加深，成堆产于寄主枝干上。

幼虫：细长，光滑，胸足３对，腹足 ２对，浅
褐色，与梭梭第２年幼枝拟态，腹部各节侧面有不
规则黑褐色斑块。各龄幼虫初期所测得的头宽、体

长列于下表，完全成熟的幼虫体长可达２５ｍｍ左右。
蛹：被蛹，纺锤形，多为褐色。发现于距地表

６０ｃｍ深的沙层中，蛹体长７０～７５ｍｍ，宽２１～
２３ｍｍ。
２３３发生规律　在石河子莫索湾垦区年发生一代，
以蛹越夏越冬。３月中旬，日平均气温达１０℃左右
时，越冬代蛹开始羽化。各代卵期的长短因气温高

低而异，一般在６天左右，大约在４月２０日，卵开
始孵化。成虫有弱趋光性。飞行能力不强。晚上

２０：３０～００：００为成虫活动盛期，其中在晚上
２１：００～２２：３０成虫活动最活跃。成虫密度一般为
２～３头／株，多的有７～８头／株。成虫多在梭梭植株
中下部近地面处活动。幼虫共５龄。１龄、２龄幼虫
食叶量较少，３～５龄食量大增，取食全叶，只留叶
脉。幼虫灵活敏捷，爬行时似尺量物。有吐丝下垂

和随风漂移的习性。老熟幼虫落地后在树干基部周

围浅层土壤及附近适宜场隐蔽并化蛹。

２３４防治技术
物理防治：做好虫情测报工作。春季时气温开

始回升，当气温达到 １０℃左右时，越冬蛹开始羽
化。准确掌握羽化时期，黑光灯或人工捕杀成虫，

减少卵量是防治工作中的关键步骤。

人工防治：挖蛹，在尺蛾发生严重的地段，幼

虫化蛹前在树干基部周围洒上约５ｃｍ厚的松土。使
其就近入土化蛹，待幼虫化蛹基本结束后，把有蛹

的松土收集起来进行处理。在发生较轻的地段，幼

虫化蛹后组织人工进行挖蛹并集中消灭。捕捉成虫，

在３月下旬到４月上旬，早晚在梭梭树下，人工捕
杀成虫。人工除卵，雌虫产卵前，在树干上绑草诱

其产卵，后集中消灭。在雌虫产卵后，刮除树皮上

的卵块，或敲打树枝振落卵块。

化学防治：在５月上中旬，地面喷洒辛硫磷乳
油１０００倍 ～１５００倍，可使９０％左右幼虫死于入土
化蛹之前，喷药时间在傍晚或夜间。３龄前期，可
选用２５％的溴氰菊脂或杀灭菊脂乳油８００倍～１０００
倍液，或５０％辛硫磷乳油２０００倍液进行树上喷施。
面积大的可采用飞机喷洒

２４草地螟 Ｌｏｘｏｓｔｅｇｅｓｔｉｅｔｉｃａｔ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草地螟又叫黄绿条螟、甜菜螟、网螟。属鳞翅

目螟蛾科。为多食性大害虫，可取食３５科，２００余
种植物。主要为害甜菜、大豆、向日葵、马铃薯、

麻类、蔬菜、药材等多种作物。大发生时禾谷类作

物、林木等均受其害。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华

北一带。

２４１病害症状　近年来发现危害梭梭，幼虫取食
梭梭幼嫩的同化枝，发生严重时同化枝绿色部分全

部被吃光，仅剩下纤维状黄白色茎秆，严重影响梭

梭生长。在高龄暴食期，１～２天可将大面积梭梭
吃光。

２４２形态特征
成虫：淡褐色，体长８～１０ｍｍ，前翅灰褐色，

外缘有淡黄色条纹，翅中央近前缘有一深黄色斑，

顶角内侧前缘有不明显的三角形浅黄色小斑，后翅

浅灰黄色，有两条与外缘平行的波状纹。

卵：椭圆形，长０８～１２ｍｍ，为３、５粒或７、
８粒串状粘成复瓦状的卵块。

幼虫：共５龄，老熟幼虫１６～２５ｍｍ，１龄淡绿
色，体背有许多暗褐色纹，３龄幼虫灰绿色，体侧
有淡色纵带，周身有毛瘤。５龄多为灰黑色，两侧
有鲜黄色线条。

蛹：蛹长１４～２０ｍｍ，背部各节有１４个赤褐色
小点，排列于两侧，尾刺８根。
２４３发生规律　年发生２～４代，以老熟幼虫在土
内吐丝作茧越冬。翌春５月化蛹及羽化。成虫飞翔
力弱，喜食花蜜，雌蛾产卵在灰菜、刺蓟等寄生植

物茎叶上。１～３龄幼虫就近取食。４龄后可转株为
害。卵散产于叶背主脉两侧，常３～４粒在一起，以
距地面２～８ｃｍ的茎叶上最多。初孵幼虫多集中在
枝梢上结网躲藏，取食叶肉，３龄后食量剧增，幼
虫共５龄。草地螟以老熟幼虫在丝质土茧中越冬。
越冬幼虫在翌春，随着日照增长和气温回升，开始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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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蛹，一般在５月下至６月上旬进入羽化盛期。越
冬代成虫羽化后，从越冬地迁往发生地，在发生地

繁殖１～２代后，再迁往越冬地，产卵繁殖到老熟幼
虫入土越冬。草地螟成虫有群集性。在飞翔、取食、

产卵以及在草丛中栖息等，均以大小不等的高密度

的群体出现。对多种光源有很强的趋性。龙其对黑

光灯趋性更强，在成虫盛发期，１支黑光灯一夜可
诱到成虫成千上万头。成虫需补充营养，常群集取

食花蜜。成虫产卵选择性很强，在气温偏高时，选

高海拔冷凉的地方，气温偏低时，选低海拔向阳背

风地，在气温适宜时选择比较湿润的地方。卵多产

在黎科、菊科、锦葵科和茄科等植物上。幼虫４、５
龄期食量较大，占幼虫总食量的８０％以上，此时如
果幼虫密度大而食量不足时可集群爬至他处

为害［１４］。

２４４防治技术
除草灭卵：在卵已产下，而大部分未孵化时，

结合中耕除草灭卵，将除掉的杂草带出田外沤肥或

挖坑埋掉。同时要除净田边地埂的杂草，以免幼虫

迁入农田危害。在幼虫已孵化的田块，一定要先打

药后除草，以免加快幼虫向农作物转移而加重

危害。

阻止幼虫迁移：幼虫发生盛期可在田块四周挖

沟，撤２５％的敌百虫粉剂，防止幼虫侵入药材田。
药剂防治：应在幼虫３龄之前。当幼虫在田间

分布不均匀时，实行挑治。当田间幼虫密度大，且

分散危害时，应大面积统一防治。选择５０％辛硫磷
乳油 １０００倍液、２０％杀灭菊酯乳油 ２０００倍液、
９０％晶体敌百虫１０００倍液等高效低毒农药田间喷雾
防治。其中敌杀死作用迅速，用药１天防治效果达
１００％；２０％阿维菌素。ＢＴ可湿性粉剂作用速度稍
慢于敌杀死，用药３天后防治效果也达１００％；昆虫

生长抑制剂２５％灭幼脲和植物源农药０５％赛德的
防治作用缓慢些，但这２种农药对环境友好，应优
先考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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