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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竹后刺长蝽于2004 年8 月在裕安区西南部同兴寺乡石板河村柳冲首次发现。2005 年6 月在发现地设立固定样点 , 进行了野外观
察试验, 发现竹后刺长蝽在皖西一年共发生3 代 , 以若虫和成虫在竹节内越冬。越冬若虫和成虫有取食现象 , 无明显休眠现象。竹后刺
长蝽多发生在海拔300 m 左右低山 ,以山坡北向郁闭度大、坡下为害最重。防治试验表明用 DDV、氧化乐果和杀虫双防治死亡率均在
80 % 以上 ,氧化乐果防治死亡率达9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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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Biology Characteristic Observation and Control Experi ment in Pirki merus japonicus Hid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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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rki merus japonicus Hi daka was first found in Shiban village , Tongxi ngsi countrysi de , southwest of Yuan district i n Aug . 2004 . Inthe filed
observation on fixed spots set inthe discovered place inJune 2005 , It was found that Pirki merus japonicus happened 3 generations i na year i n west Anhui
provi nce . The nymphae and adult insect lived throughthe winter in bamboo nodes . The overwintered nymphae and adult insect had fetching phenomena
without evident dormancy . Pirki merus japonicus mostly happened onlow mountain at elevation of about 300 m, with great crown closure i n north hillside
and most serious harmunder hillside . The control test showed that DDV and omethoate and di mehypo could get the control rate of over 80 % , in whichthe
control effect of omethoate reached 99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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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后刺长蝽( Pirki merus japonicus Hidaka) 属半翅目, 花蝽

科, 又名竹斑长蝽, 主要为害毛竹。该虫于2004 年8 月在皖

西裕安区西南部同兴寺乡石板河村柳冲发现, 尚属安徽省首

次发现。为掌握其习性 , 探索防治方法, 笔者于2005 年6 月 ,

在同兴寺柳冲设立固定样点进行观察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裕安区同兴寺乡石板河村设立26 m×51 m 的样

地, 进行野外观察, 从2005 年6 月上旬至2006 年4 月上旬, 历

时1 年, 观察该虫生活史、生活习性、探索防治措施等。试验

在发生部位开孔, 每天分别在8 :00、14 :00、18 :00 进行3 次定

时观察 , 并及时记录其变化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形态特征 ①成虫: 体黑色各部均有黄色长毛, 尤其前

胸背板侧缘和腹未侧绒毛长而多; 体长8 ～9 mm, 宽均匀, 呈

长方形。雌虫略小于雄虫, 翅平覆于背上 , 略短于腹部, 腹未

外露, 前翅末部黄色, 中部有两块不规则且透明的黄斑; 复眼

棕色, 向外突出明显; 触角丝壮, 长2 ～2 .2 mm, 末节纺缍形基

部黄色; �4 节短而锐, 足腿节发达, 呈黄色, 胫节和跗节为

褐色; 前胸背板凸凹不平 , 小盾片中央突出。②卵: 呈长卵

形, 长1 .4～1 .6 mm, 初产乳白色, 以后逐渐变黄褐色。③若

虫: 共5 龄, 各龄的形态特征如表1 。

  表1 竹后刺长蝽幼虫形态特征及生活习性

虫龄 体长∥mm 颜色 形态特征 习性

1   0 .5 乳白 卵形 群集不活动

2 1 .8 乳白 长卵形 群集活动缓慢

3 3～4 淡黄 长卵形,可见翅芽 群集活动频繁

4 5～6 淡黄 翅芽盖腹部一半 分散取食

5 7～8 黄色 翅芽盖腹部超半 分散取食

  表2 竹后刺长蝽发生与立地条件关系

地点 调查时间 地貌 海拔∥m 坡度∥° 坡向 坡位 调查株数 有虫株数 虫株率∥%

同兴寺石板河 1992-06-11 低山 300 32 东北 上 134    0    0
同兴寺石板河 2005-06-11 低山 290 32 东北 中 204 21 10 .3
同兴寺石板河 2005-06-12 低山 280 32 东北 下 119 41 34 .4
黄涧河邓冲 2005-06-20 低山 320 35 北 上 170 0 0
黄涧河邓冲 2005-06-20 低山 310 35 北 中 172 15 8 .7
黄涧河邓冲 2005-06-21 低山 300 35 北 下 180 45 25 .0
龙门落地岗 2005-07-10 低山 300 30 西北 上 202 0 0
龙门落地岗 2005-07-10 低山 280 30 西北 中 170 10 6 .0
龙门落地岗 2005-07-10 低山 280 30 西北 下 190 59 31 .0

  表3 竹后刺长蝽不同药剂针注化防试验

药剂 株数∥株 药量∥ml/ hm2 死亡率∥%

氧化乐果1 000 倍液 10 300    99 .9
80 %DDV1 000 倍液 10 300 98 .5
杀虫双750 倍液 10 300 85 .0
清水( CK) 10 30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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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生物学特性 竹后刺长蝽在皖西1 年共发生3 代 , 以若

虫和成虫在竹节内越冬。越冬若虫于4 月上旬羽化, 第1 代

成虫在5 月下旬出现, 第2 代在6 月下旬出现; 若虫分别在5

月上旬、7 月上旬、8 月下旬出现。越冬若虫和成虫无明显休

眠现象, 有取食现象。①竹后刺长蝽成虫: 羽化后2～3 d , 在

上午或阴天光照不强时从孔中爬出, 沿竹杆向上爬行, 在离

顶端不远处飞至另一株, 再环绕向下爬行 , 寻找孔洞侵入,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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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农药安全使用虽然社会效益显著 , 但直接经济效益差 ,

因其具有短期效益寡淡、长期效益发散的特征而得不到真正

重视, 往往处于外热内冷、流于形式的境地。

3 .2 安全意识  这是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平的内在因素。

农民没有认识到安全使用农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缺乏忧患

意识和环保意识, 认识不到农药使用不当将造成农药残留

高, 导致环境污染, 破坏生态平衡。农民对于无公害蔬菜的

接受程度也很低。因此 , 当前农民不可能自觉地学习农药安

全使用技术, 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平。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

部门必须积极宣传教育, 让环保意识、农产品安全、农药安全

使用等问题深入人心。

3 .3  农药管理和农药残留检测  这是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

平的保障因素。农药市场管理、农产品安全检测和农药生态

环境危害检测是农药安全使用问题的3 个保障因素。离开

这三大保障因素, 就无法打击违法经营、制售假冒伪劣农药

行为, 无法禁止乱用滥用农药行为, 因而无法控制农药对农

产品和生态环境的危害。

几年来, 农药市场管理取得了许多成绩, 但是各种问题

仍层出不穷。农药市场管理出现时松时紧、应付检查的现

象。农产品安全检测在许多地区, 特别是农村地区, 远没有

落到实处。科研和环境保护部门对于农药生态环境危害的

研究较少, 政府监督职能部门尚没有成立相应的监管组织。

3 .4 技术水平  这是提高农药安全使用水平的限制因素。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农药生产技术和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是

亟需解决的技术瓶颈。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制约着农民对

于农药的依赖和需求; 农药生产技术决定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的市场供应;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影响农产品的安全管

理。只有解决了相关技术问题, 农药产品结构才能得到调

整, 农业生产才能实现农药减量目标, 农药残留检验才能够

切实得到普及推广。这些制约关系最终都将体现在农药安

全使用水平上。

4  对策和建议

4 .1 开发普及性、即时性辅助检测技术  农药检测的未来

发展可以借鉴生物化学中普遍采用的分子示踪技术, 通过对

特定物质的检测来辅助检测农药残留。由于外加化学物质

可以人为选择, 而且种类很少, 因此, 其检测手段可以实现价

廉、简便、快速, 在此基础上有望开发运行成本低廉, 具有普

及性、即时性的辅助检测技术 , 并辅助、完善农药监控体系。

4 .2 加强监控  在监控体系的运行实践中存在一个矛盾 ,

监控频繁则阻碍市场“繁荣”, 监控松懈则污染严重的农产品

充斥市场。为了破解农产品不堪监控的迷局, 有必要持续加

大监控力度 , 不断拓展监控区域范围, 坚决将污染严重的产

品阻挡在市场之外。通过运行成本低廉、监控有力的措施 ,

激发生产者对于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 从而带动和促进农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的进步。

4 .3 提高绿色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辩识困难、市场不规范

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消费者在消费实践中对于无公害或绿色

农产品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信心, 同时生产者也存在侥幸心

理, 难以做到严格按照有关科学规范进行生产。通过监控体

系的有效运作, 进一步提高绿色农产品的经济效益, 将从根

本上提高农民学习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 步入生产与消费的

良性循环。

4 .4  加强监控单元之间的信息沟通  加强监控单元之间的

信息沟通, 提高监控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这是当前做好农

药安全使用监控工作的迫切内容。通过信息沟通, 整合各监控

单元的力量, 实现系统联动, 发挥监控体系的协同作用, 将在现

有条件和队伍的基础上显著提高监控效率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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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雌雄成对, 且数量不多, 一般3 ～5 对 , 最多仅7 对, 入

孔时雌先雄后 , 迁至新节时即交尾产卵,1 个雌虫可产卵50

～120 粒 , 在根节或生长旺盛节内产卵可达350 余粒, 卵多

产在节的上方朝阳处, 呈片状排列, 产卵后1 ～2 d 即死亡。

②卵: 初产为乳白色, 以后逐渐变黑 , 幼虫出壳 , 卵期5 ～7

d。③幼虫: 若虫共5 龄, 各龄的形态特征及习性存在差异。

2 .3  发生与立地条件的关系  竹后刺长蝽多发生在海拔

300 m 左右低山 , 以山坡北向郁闭度大、坡下为害最重 , 其发

生率达30 % , 中部发生率为8 .3 % , 山顶部以及向阳、郁闭度

低的林分均未发现有虫害( 表2) 。

2 .4  化防试验效果  采用 DDV、氧化乐果、杀虫双3 种农

药, 在竹杆的被害部位 , 用注射器将药注入干内 , 进行防治,

可收到理想效果, 使其死亡率均在80 % 以上, 尤其氧化乐果

防治死亡率达99 .9 % , 尽管成本高, 但小面积防治仍具有一

定实用价值( 表3) 。

3  讨论

( 1) 根据试验结果, 对竹后刺长蝽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①加强林地管理, 减小郁闭度 , 增强通风透光 , 提高抚育质

量。②及时清除虫株 , 减少扩散虫源。③在笋期及时防治

竹笋夜蛾和蛀干害虫, 使其无孔可入。④用不同药剂针注

化防。

( 2) 对竹后刺长蝽的生物学特性观察, 由于饲养难度

大, 仅局限在室外进行。因该虫活动隐蔽 , 很多规律难以掌

握, 如发生与温湿度的关系、发育的有效积温、活动局限性

的原因等 , 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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