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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防治桑树病虫害 ,首先要对其进行正确的识别 , 并弄清病虫害发生、蔓延的规律 ,做好预测预报 , 加强防治工作。该文对桑树
上常见的4 种病害和10 种虫害的症状、发病及虫害规律、防治对策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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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diseases and pests in mulberry orchard , it needed to be correctly identified first , thento make clear the occurrence and
extensionrule of the diseases and pests , and to do well the forecast and strengthen control work . Symptoms , Occurrence regularity of diseases and pests ,
and countermeasures of 4 diseases and 10 pests commonly of mul berry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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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叶是养蚕的物质基础, 桑叶营养物质的种类和数量对

家蚕生长发育和蚕茧产量影响极大[ 1] 。但桑树在生长过程

中, 常因受到各种害虫和病原微生物的侵害而降低桑叶的产

量和质量, 从而影响蚕茧生产。桑树病虫害种类繁多, 我国

已经发现的桑树病害有100 余种, 其中能为害成灾的约40

种; 桑树害虫有200 多种, 其中经常发生或局部地域成灾的

害虫有50 余种。为了防治病虫害, 首先要对其进行正确的

识别, 并弄清病虫害发生、蔓延的规律, 做好预测预报, 加强

防治工作[ 2] 。该文主要介绍桑树上常见的4 种病害和10 种

虫害的识别、发生规律及其防治方法。

1  常见的桑树病害

1 .1 桑枝枯菌核病

1 .1 .1 症状识别。该病在4～5 月为害桑树新梢、桑花、枝条。

危害时在新梢基部及老枝条芽的周围出现小的褐色斑点( 病

斑) , 在温、湿度适宜的情况下病斑逐渐扩大, 围住新梢基部或

芽的四周, 造成新梢芽及三眼叶迅速枯萎, 干枯变褐。病斑部

的皮层组织严重腐烂, 易于剥离, 散发酒精气味。干燥时表皮

收缩褶皱, 变红褐色至黑褐色, 遇风或人为碰撞, 新梢在病斑部

位折断下垂, 最后脱落到地面。到5 月上中旬, 病斑表面布满

白色菌丝, 并逐渐在病斑的凹陷处皮下产生黑色形状不一、大

小不等的菌核, 似鼠粪状, 较坚硬。桑花被侵害后, 其中布满白

色菌丝, 随后桑花柄折断下垂或脱落( 图1) 。

1 .1 .2 发生规律。枯菌核病由子囊菌亚门核盘菌属真菌

[ Scleroti ni a sclerotiorum( Libert) De Bery] 侵染桑树所致, 该病的

发生与病原性状及其生态环境有很大关系。主要为害春季1

年生枝条已萌发的桑芽及嫩枝, 常造成桑芽枯萎和病芽上方

的枝条干枯死亡, 对春叶产量影响很大。当气温上升到25

℃后, 发病受到抑制。开雄花的桑树品种易感病; 种植密度

大及冬季间种绿肥、蔬菜等作物的桑园发病较重。

1 .1 .3 防治方法。选栽抗病品种, 一般开雌花的品种较抗

病。加强桑园管理, 清除杂草 , 开沟排湿, 冬耕翻晒土壤。药

剂防治: 每公顷用70 % 甲基托布津80 g 加农用链霉素50 g ,

对水50～60 kg 喷雾; 或用50 % 多菌灵500～800 倍稀释液喷

洒。隔5 ～6 d 喷1 次, 连续喷3 次[ 3] 。

1 .2 桑花叶病

1 .2 .1 症状识别。田间常见有花叶、环状叶、网状叶、丝状

叶4 种类型。花叶型叶面现深绿、浅绿和黄绿相间的花叶或

斑驳状叶; 环状叶型指叶面生大小不等的中间为绿色四周为

浅绿色的同心圆环状斑; 网状叶型叶片的主脉、侧脉、细脉两

侧绿色加深, 叶脉间的叶肉组织褪色, 叶片现网孔状褪绿斑 ;

丝状叶型叶片变小, 顶端叶肉或整张叶片的叶肉消失, 呈丝

状或带状( 图2) 。

1 .2 .2 发生规律。系由 Mulberry ring spot virus 等多种病毒侵

染引起。花叶型、丝状叶型是由线状病毒侵染引起。花叶型

线状病毒长1 000 nm, 宽16 nm; 丝状叶型病毒长500 nm, 宽12

nm。环状叶型病毒是球形病毒, 直径26 nm。桑花叶病的发

生与温度、桑树品种及桑的收获形式等有密切的关系。春天

气温升到15 ℃时开始发病,20 ～25 ℃是发病高峰期, 当28

℃以上时则表现不发病, 为隐症期。所以, 桑花叶病常是春

季开始发生, 春末夏初盛发 ,7 ～8 月症状消失。一般冬留大

树尾的桑园早发病, 冬根刈桑树发病重。同时在当年春季的

微型昆虫叶蝉、蚜虫等发生严重的时候 , 桑花叶病发病程度

较重。

1 .2 .3 防治方法。选用抗病品种。发病重的桑园或地区采

取全年剪留枝干40～60 c m 的收获方式, 躲过病害发生高峰

期可减少发病。采用无性繁殖时, 注意选用无病苗木作接穗

或砧木。化学药剂A .O( 吖�橙) 对此病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其药液浓度以万分之一水溶液 ( 100 mg/ kg) 为宜[ 4] 。

1 .3 桑疫病

1 .3 .1 症状识别。此病主要危害新梢和新枝, 有缩叶型和

黑枯型2 种, 春季大多发生缩叶型, 夏秋季黑枯型危害较重。

嫩叶发病后, 出现油渍状黄褐色病斑, 由小变大, 形成散生性

多角形病斑, 叶片皱缩。叶脉、叶柄、新梢被害后, 产生暗黑

色稍凹陷的细长病斑 , 受害部位经常生长畸形。叶脉和叶柄

上的病斑纵裂成黑色条状病斑, 发病严重时病株矮化, 梢端

凋萎枯死( 图3) 。

1 .3 .2  发生规律。桑疫病的病原是一种丁香假单胞菌

( Pseudomonas syri ngae) , 属细菌性病害。菌体呈短杆状, 两端

钝圆, 生1～10 根鞭毛, 无夹膜, 不产生芽孢, 生长温度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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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生长适温25 ～30 ℃。黑枯型疫病5 月开始发病,7、8

月为发病盛期,9 月以后发病减少或不发病。而缩叶型在4

月上旬开始发病,5 月为发病盛期,6 月中旬后急剧减少, 甚

至不发病。一般在 7、8 月高温多湿、暴雨曝晒的环境下发

生, 来势猛, 发病快, 属桑树毁灭性病害, 暴风和昆虫可使疫

病加剧。

图1 桑枝枯菌核病

Fig.1 Mulberrysclerotial disease

图2 桑花叶病

Fig .2 Mulberry mosaic disease

图3 桑疫病

Fig .3 Mulberry blight

1 .3 .3 防治方法。首先要在病区实行检疫, 保证培育无病

苗木; 选栽抗病品种; 低洼潮湿的桑园要注意开沟排水, 降低

地下水位, 改善桑园小气候; 桑园施专用复合肥, 适当增施农

家肥、土杂肥, 防止创伤, 可提高桑树的抗病力。物理化学防

治: 据危害情况及时发布虫情, 减少桑树虫伤。发现病叶、病

梢应及时剪除并携出桑园烧毁。冬季剪梢时应剪除病枝, 剪

除病梢或病枝均应在病斑以下10 ～15 c m 处剪除 , 剪断面以

不见黑线病斑为准。发病初期, 先剪除病枝叶后, 选用300 ～

500 单位盐酸土霉素溶液或100 单位农用链霉素溶液 ,7 ～10

d 喷1 次, 连喷2～3 次; 也可用0 .1 % 铜铵酸( 50 g 硫酸铜加

12 % 的氨水400～450 ml , 加水50 kg) ,2 ～3 d 喷1 次, 连喷2

次, 有预防作用。酸性土壤地区, 在冬初或早春桑树发芽前

对土壤施用生石灰( 375 ～450 kg/ hm2) , 可杀死土壤中越冬

病菌。

1 .4 桑褐斑病

1 .4 .1 症状识别。病斑初期为褐色 , 呈水渍状芝麻粒大小

的斑点 , 后逐渐扩大成近圆形或多角形。病斑大小不等 , 轮

廓清晰, 边缘为暗褐色, 中部为淡褐色 , 其上环生白色或微红

色的粉质块, 即病菌分生孢子盘。病斑周围褪绿变黄, 遇连

绵阴雨天气, 吸水膨胀, 状似烂叶, 若高温干燥 , 中部开裂。

严重流行时, 病斑互相连接, 叶片枯黄容易脱落( 图4) 。

图4 桑褐斑病

Fig .4 Mulberry brownspot

1 .4 .2  发生规律。病原系真菌半知菌亚门粘隔孢属( Sep-

togloeu m mori Briosi et Cavara) , 开始形成于寄主表皮下面 , 后

来突破表皮而外露。分生孢子梗丛生于分生孢子盘的表面 ,

分生孢子棒状, 两端圆而稍细 , 有3～5 个隔膜。嫩叶易患此

病。病菌以分生孢子盘在残留的病叶里越冬, 次年春暖产生

新的分生孢子, 随风雨传播到叶面, 引起初次侵染。当年病

叶产生的分生孢子形成再次侵染。若发病条件适宜, 可以多

次循环侵染。高温多湿的气候条件有利于该病发生, 地势

低、地下水位高、排水不良的多湿桑园发病相应加重[ 5] 。

1 .4 .3 防治方法。选择叶表光滑、角质层厚的品种; 冬季彻

底清除落叶, 修剪病枝, 集中烧毁; 冬耕, 翻埋病叶, 减少菌

源; 增施有机肥, 增强树势。喷药防治: 春季有20 % 的叶片 ,

每叶上有2 ～3 个芝麻粒大小斑点出现时即用50 % 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1 000 倍液, 或70 % 硫菌灵可湿性粉剂1 500 倍液喷

雾防治 , 隔10 d 后再用药1 次 , 有较好防效。发病严重桑园 ,

可在晚秋养蚕结束后喷布波尔多液等铜制剂, 在桑芽萌发前

喷洒80 倍的硫悬浮剂等。

2  常见的桑树虫害

2 .1 桑尺蠖

2 .1 .1  形态特征。桑尺蠖( Pht honandri a atrili neat a Butler) 是

桑树芽叶的重要害虫之一, 属鳞翅目尺蠖蛾科。成虫体长

16 ～20 mm, 灰褐色, 翅面散生黑色短纹, 并具黑色波浪形斜

走横纹。卵扁平椭圆形, 长径0 .8 mm。幼虫体圆筒形, 前细

后粗, 背面散有黑色小点, 腹足2 对, 着生在第6 、10 腹节上。

蛹圆筒形, 长19 mm, 紫褐色 , 具粗糙不规则的皱纹, 臀棘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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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茧浅褐色, 茧层疏薄( 图5) 。

图5 桑尺蠖

Fig . 5 Phthonandria atrilineata Butler

2 .1 .2 生活习性。在江苏、浙江省1 年发生4 代, 以第4 代

幼虫潜入树隙或平伏枝上越冬。次年3、4 月之交开始活动 ,

剥食桑芽, 桑芽萌发后为害桑叶。幼龄幼虫日夜为害, 再脱

2 、3 次皮后化蛹。越冬代成虫于5 月中旬产卵, 下旬孵化, 以

后各代分别于7 月上旬、8 月中旬、9 月下旬出现幼虫,11 月

上旬开始蛰伏越冬。卵多产在枝顶嫩叶反面, 群集一处, 一

叶上多至500 余粒, 卵期4～9 d。成虫夜间活动, 有趋光性。

2 .1 .3 为害症状。幼虫食桑芽和叶, 特别是越冬幼虫, 在早

春冬芽萌发时常将桑芽内部吃空, 仅留芽苞, 有时整株冬芽

被吃光 , 对春叶产量影响极大, 桑树开叶后为害叶片。初孵

幼虫群集叶背 , 日夜食害桑叶下表皮和叶肉组织形成透明

斑,4 龄后沿叶缘向内咬食成大缺刻, 常在秋季暴发成灾。

2 .1 .4 防治方法。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喷洒药剂

80 % 敌敌畏乳油1 000 倍液 , 或50 % 辛硫磷乳油1 500 倍液 ,

或90 % 晶体敌百虫1 000 ～3 000 倍液, 或60 % 双效磷乳油

3 000 倍液杀死幼虫。

2 .2 桑蟥

2 .2 .1 形态特征。桑蟥( Rondoti a menci ana Moore) 属鳞翅目

蚕蛾科 , 别名白蚕、松花蚕等。幼虫胸部乳白色, 各环节具有

皱纹, 幼龄时体表有白粉, 近老熟时变为黄粉, 第8 腹节背面

有一黑色臀角。成虫为淡黄色蛾, 翅上有黑色条纹。卵粒扁

平椭圆形, 在卵块内排列整齐。越年卵块上盖有茶褐色毛。

幼虫老熟后多在叶背结淡黄色茧化蛹, 蛹乳白色( 图6) 。

图6 桑蟥

Fig.6 Rondotia menciana Moore

2 .2 .2 生活习性。1 年3 化, 以有盖卵块在枝干上越冬。头

化幼虫5 月下旬～6 月上旬开始孵化。第2 化幼虫8 月上旬

盛行孵化, 危害最严重。第 3 化幼虫9 月中旬孵化, 危害

较轻。

2 .2 .3 为害症状。幼虫在叶背取食叶肉, 留下叶脉, 蛀食成

大小不等的孔洞。大发生在7 ～8 月 , 被害桑园常成片叶黄

如麻布 , 严重影响秋蚕生产。

2 .2 .4 防治方法。冬季刮除有盖卵块; 频振式杀虫灯诱杀

成虫; 用0 .01 % 敌百虫液( 喷药后7 d 可采叶喂蚕) , 或0 .05 %

敌百虫液( 喷药后15 d 可采叶喂蚕) , 或用0 .04 % 敌敌畏乳剂

( 喷药后4 d 可采叶喂蚕) 喷杀幼虫。在桑蟥盛行期, 早春发

芽前、夏伐后和晚秋蚕结束后使用50 % 甲胺磷1 500 倍液和

40 %水胺硫磷1 500 倍液, 效果较好。如桑苗和接穗上附有

越冬卵块, 可用敌百虫加水配成1 000 倍液将桑苗或接穗浸

没药液内转动1 min , 杀卵率达100 % , 对苗木无药害[ 6] 。

图7 桑螟

Fig .7 Glyphodes pyloalis Walker

图8 桑毛虫

Fig.8 Porthesia xanthocampa Dyer

2 .3 桑螟

2 .3 .1 形态特征。桑螟( Gl yphodes pyloalis Walker) 属鳞翅目

螟娥科, 别名桑绢野螟, 俗名青虫、油虫、卷叶虫等。成虫体

长10 mm, 翅展20 mm, 体茶褐色 , 被有白色鳞毛, 呈绢丝闪

光, 头小, 两侧具白毛, 复眼大, 黑色。卵圆形, 触角灰白色鞭

状。胸背中间暗色 , 前后翅白色带紫色反光 , 前翅具浅茶褐

色横带5 条, 中间1 条下方生一白色圆孔, 孔内有一褐点。

后翅沿外缘具宽阔的茶褐色带。卵长0 .7 mm, 扁圆形, 浅绿

色, 表面具蜡质。末龄幼虫体长24 mm, 头浅赭色, 胸腹部浅

绿色, 背线深绿色 , 胸部各节有黑色毛片, 毛片上生刚毛1 ～2

根。蛹长11 mm, 长纺锤形 , 黄褐色 , 胸背中央具隆起纵脊, 末

端生细长钩刺8 根( 图7) 。

2 .3 .2  生活习性。1 年发生4 ～5 代, 均以老熟幼虫在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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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蛆孔等处越冬。成虫有趋光性 , 把卵产在梢端叶背, 常

2 ～3 粒沿叶脉产在一起。卵期28 d , 幼虫期12 ～19 d , 蛹期

5 ～27 d。夏秋季多湿利于虫卵孵化 , 危害最重。

2 .3 .3 为害症状。夏秋季幼虫吐丝缀叶成卷叶或叠叶, 幼

虫隐藏其中咀食叶肉, 残留叶脉和上表皮, 形成透明的灰褐

色薄膜, 后破裂成孔, 称“开天窗”。其排泄物污染叶片, 影响

桑叶质量。9～10 月因该虫为害致桑叶枯黄, 影响秋季饲蚕

或引发蚕病。

2 .3 .4 防治方法。在冬伐前后除草并清园 , 集中烧毁枯枝、

枯叶、杂草。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晚秋或夏蚕最后

一批叶用完后, 剪伐前统一喷1 次长效农药 , 如万灵杀, 药液

60 kg/ hm2 对水5 000 ～10 000 倍, 喷药后42 ～45 d 可采叶喂

蚕。短效农药如乐果、敌敌畏 , 药液60 kg/ hm2 对水1 000 倍 ,

均匀喷雾, 喷药后7 ～10 d 可采叶。

2 .4 桑毛虫

2 .4 .1 形态特征。桑毛虫( Porthesia xanthocampa Dyer) 属鳞翅

目毒蛾科。幼虫体长约26 mm, 黄色, 腹部第1、2 节膨大, 背

面各有1 对浓黑毛丛, 各节有多处红、黑毛瘤, 上生黑色及黄

褐色长毛和松枝状毒毛。成虫体长约18 mm, 白色, 卵块上盖

黄毛, 腹部第6、7 节背面中央各有1 个椭圆形突出黄色孔。

蛹长9 .0 ～1 .5 mm, 棕褐色, 臀刺较长 , 末端生细刺一撮

( 图8) 。

2 .4 .2 生活习性。江、浙、皖等蚕区桑毛虫1 年发生3 ～4

代, 一般以3 龄幼虫越冬。幼虫在桑树裂隙或杂草内吐丝结

茧, 蛰伏其中越冬。幼龄幼虫群集在叶背食害叶下表皮及叶

肉,3 龄以后分散为害, 食成缺刻。幼虫触之卷缩 , 可吐丝下

移至邻株为害。老熟幼虫一般在桑树裂隙枝与叶柄交叉处、

叶面、叶背或卷叶中结茧化蛹。

2 .4 .3 为害症状。初孵幼虫群集在桑叶背面取食叶肉, 叶

面呈现成块透明斑。3 次脱皮后分散取食成大缺刻, 仅留叶

脉。为害春芽时, 多由外层向内层剥食, 造成冬芽凋枯, 影响

春蚕饲养。幼虫体上有毒毛 , 触及蚕体, 能使家蚕中毒患黑

斑病, 结薄茧, 产量下降。

2 .4 .4 防治方法。人工摘除“窝头毛虫”叶片, 在幼虫集中

一片叶为害期连摘2 ～3 次。在秋蚕结束和4 月上中旬害虫

出蛰后 , 可喷洒甲胺磷1 000～1 500 倍稀释液防治。

2 .5 野蚕

2 .5 .1 形态特征。桑野蚕( Bombyx mandari na Leech) 属鳞翅

目蚕蛾科。成虫雌蛾体长20 mm, 翅展46 mm, 雄蛾小, 全体

灰褐色 , 触角暗褐色羽毛状。前翅上具深褐色斑纹, 外缘顶

角下方向内凹, 翅面上具褐色横带2 条,2 带间具一深褐色新

月纹, 后翅棕褐色。卵长1 .2 mm, 横径1 mm, 扁平椭圆形, 初

白黄色 , 后变灰白色。末龄幼虫体褐色, 具斑纹。茧灰白色 ,

椭圆形。

2 .5 .2 生活习性。野蚕在长江流域1 年发生4 代, 以卵在桑

树枝干上越冬, 次年4 月中旬开始孵化, 由于越冬卵孵化期

的差异, 田间世代重叠现象明显。越冬卵4 月中旬～7 月均

有孵化, 各代幼虫为害盛期分别在4 月底、6 月下旬、8 月中

旬和9 月上中旬。成虫白天羽化活动, 卵多产于桑主枝条或

树干上, 呈不规则块状。低龄幼虫群集为害, 以后分散。4 ～

10 月均可为害,6～9 月危害最重, 是夏季桑园的主要害虫。

2 .5 .3 为害症状。幼虫取食嫩叶, 将叶片吃成孔洞, 缺刻 ,

严重时能食光整个叶片, 仅留主脉, 影响桑叶产量。

2 .5 .4 防治方法。主要以农业防治为主, 冬季结合防治, 进

行人工刮卵 ; 在各代低龄幼虫群集在嫩梢或梢头时捕杀幼

虫; 摘除叶背或分叉处的茧; 成虫可点灯诱杀。药剂防治用

80 % 敌敌畏乳剂2 000 倍液或50 % 辛硫磷5 000 倍液 , 或90 %

晶体敌百虫3 000～5 000 倍液。前者喷药后隔5 d , 后者喷药

后隔15 d 方可采叶喂蚕。

2 .6 红蜘蛛

2 .6 .1 形态特征。学名为桑始叶螨( Eot etranychus sugi na men-

sis Yokoyam) 。雌螨体长0 .42 ～0 .51 mm, 梨圆形。雄螨体长

0 .26 mm, 近菱形。体色一般为红色或锈红色, 春夏时期多呈

淡黄色或黄绿色。体背两侧有大小不等的长条形色斑 , 色斑

中间色淡, 体背长毛排成4 列。足4 对, 无爪 , 毛较长。卵圆

球形, 直径0 .13 mm, 有光泽, 初产时无色透明, 后变橙红色 ,

孵化前可见红色眼点。幼螨体长0 .15 mm, 近圆形 , 初孵时体

透明, 取食后呈暗绿色, 足3 对。若螨足4 对, 比成虫小, 体侧

出现明显的块状色斑。

2 .6 .2 生活习性。1 年发生10 余代,4 ～5 月危害最重 , 以成

虫在枯枝落叶、叶缝、杂草中越冬。翌年春芽萌发即开始活

动, 移集叶背, 沿叶脉交叉处吐丝结网, 并在其中取食产卵 ,

经1 周左右孵化 , 再经2 ～3 次脱皮, 变为成虫。自早春桑芽

脱苞到晚秋11 月可连续繁殖为害。卵发育温度8 ℃, 最适

温度25～26 ℃, 湿度为60 % 。

2 .6 .3 为害症状。早春以越冬成虫为害正在展开的桑叶 ,

吸食汁液。一般多沿叶脉危害, 常导致叶脉折断或蜷缩成畸

形。夏秋季桑叶被害后 , 叶背布满丝网或蜕皮壳。被害处初

生半透明白斑, 逐渐变枯黄, 远看如火烧状, 不久脱落。

2 .6 .4 防治方法。冬季清洁桑园 , 消灭潜伏在枯枝落叶和

杂草中越冬的成虫。一般于早秋用20 % 三氯杀螨醇乳剂稀

释500 ～800 倍, 或40 % 乳剂稀释1 000 ～1 500 倍, 或50 % 杀

螟松乳剂稀释1 000 倍喷杀。

2 .7 桑粉虱

2 .7 .1 形态特征。桑粉虱( Be misi a myricae Kuwana) 属同翅目

粉虱科。成虫雌体长约1 .2 mm, 雄体长约0 .8 mm。体黄色 ,

上覆白粉。头球形较小 , 复眼黑褐色, 肾脏形。触角7 节鞭

状。翅乳白色, 具1 条黄色翅脉。腹节5 节淡黄色。卵长0 .2

mm, 圆锥形, 乳白色至浅黄色, 近孵化时变为黑褐色带金属

光泽。幼虫体长0 .25 mm, 扁椭圆形 , 浅黄色, 体表覆有蜡质

物, 体侧具刚毛, 口针端黑褐色。蛹长0 .8 mm, 扁椭圆形, 复

眼红色 , 背部乳白色, 背部中央略隆起。

2 .7 .2 生活习性。桑粉虱1 年可以发生7 ～10 代 , 主要危害

期7～9 月, 在整个发生期4 种虫态同时出现, 卵、幼虫在4 ～

9 叶期, 蛹一般分布在6 叶期以下, 以9 叶期最多 , 成虫主要

在枝梢产卵, 梢端及叶着卵占98 % 。每雌平均产卵30 粒, 最

多可达200 粒。大龄幼虫及蛹体表面包裹着厚厚的蜡质。

该虫春秋两季发生多 , 危害较重; 密植园、苗圃受害重。

2 .7 .3 为害症状。桑粉虱主要以成虫的刺吸式口器或幼虫

的口针在桑树嫩梢叶背吸取汁液, 被害叶片干枯卷曲, 嫩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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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生长。梢端嫩叶密布大量虫卵, 中部叶背布满大量幼虫

和蛹。桑粉虱成虫在为害过程中, 还分泌大量的蜜露污染下

部桑叶 , 使桑叶提早硬化, 叶质下降, 失去养蚕价值。

2 .7 .4 防治方法。及时清除桑园和苗圃的落叶, 集中深埋

或烧毁, 可杀灭越冬蛹。夏季在产卵高峰期及时摘除枝端

1 ～5 片叶, 集中处理, 减少虫源。必要时喷洒90 % 晶体敌百

虫或40 % 乐果乳油、25 % 亚胺硫磷乳油、50 % 马拉硫磷乳油

1 000倍液、80 % 敌敌畏乳油或25 % 爱卡士乳油1 500 倍液、

20 % 吡虫啉( 康福多) 浓可溶剂3 000 ～4 000 倍液、20 % 灭扫

利乳油2 000 倍液; 还可用波美0 .1～0 .2 度石硫合剂。

2 .8 桑瘿蚊

2 .8 .1 形态特征。桑瘿蚊( Cont ari ni a sp .) 属双翅目瘿蚊科 ,

为避免与桑橙瘿蚊混淆, 现称桑吸浆虫。桑瘿蚊与桑橙瘿蚊

( Di plosis mori Yokoyama) 形态特征很相似, 田间鉴定很容易混

淆, 其主要的识别特征见表1。

表1 桑橙瘿蚊与桑瘿蚊特征比较

Table 1 Characteristic comparisonbetween Diplosis mori Yokoyama and Contarinia sp.

器官Organs 桑瘿蚊 Contarinia sp . 桑橙瘿蚊 Diplosis mori Yokoyama

成虫体色Color of adult body 体色稍浅, 淡黄, 微带橙色 淡橙黄色

雄虫触角Antenna of male worms 雄虫各鞭节有2 处膨大, 大者长椭圆形, 小者球形 雄虫各鞭节有2 处膨大成球形

前翅Forewing 前翅无淡暗灰色的阔横带 前翅近翅基处有淡暗灰色、具金属闪光的阔横带

产卵器Ovipositor 雌虫的产卵器针状甚长,约为体长的1 .0～1.5 倍 雌虫末端产卵器由2 节组成,第2 节分成2 瓣状

卵Ovum 长椭圆形, 微弯似香蕉 长椭圆形

幼虫Larva 剑骨片的2 个分叉较短, 叉端圆钝 剑骨片的分叉较长

蛹Pupae 3 对胸足末端不齐平, 中间的1 对最短, 外侧2 对渐次伸长 3 对胸足并列伸出翅芽外, 端部几乎齐平

2 .8 .2 生活习性。1 年发生3～4 代, 以囊包幼虫即休眠体在

土下3～10 c m 处越冬或越夏。翌年1 月上中旬桑芽萌动时

桑瘿蚊解除休眠而化蛹,1 月中下旬进入1 代幼虫为害期, 以

后隔25～30 d 发生1 代。4 月下旬～5 月初以1 代幼虫入土

越夏。生产上2～3 代发生多, 危害较重。

2 .8 .3 为害症状。桑瘿蚊以幼虫吸食桑芽汁液为害桑树。

受危害的桑芽封顶, 变形卷曲, 严重的发黑、腐烂, 致使侧芽

萌发, 侧枝丛生 , 分档开叉 , 树形杂乱, 造成桑叶减产。

2 .8 .4 防治方法。夏伐后 , 每公顷撒3 % 甲基异柳磷颗粒剂

50 ～100 kg , 也可用40 % 甲基异柳磷乳油3～5 kg , 拌土或细沙

撒入桑园后中耕翻入土中。各代幼虫发生盛期及时向顶芽

喷洒40 % 乐果乳油、80 % 敌敌畏乳油或50 % 辛硫磷乳油1 000

倍液, 有较高防效。

2 .9 桑象虫

2 .9 .1 形态特征。桑象虫( Baris depl anat a Roeloffs) 属鞘翅目

象甲科。成虫长椭圆形 , 黑色有光泽。管状向下弯曲 , 形如

象鼻, 触角膝形鞘翅上有10 条纵沟, 沟间有一列刻点。卵长

椭圆形, 乳白色, 孵化前变灰黄色。幼虫头部咖啡色, 胸腹部

浅黄色, 无足, 体常弯曲成新月形。蛹长椭圆形, 初乳白色 ,

后变黄褐色。

2 .9 .2  生活习性。1 年1 代, 以成虫越冬, 或在半截枝皮下的

化蛹穴内越冬。少数发生2 代, 以幼虫或蛹越冬。3～4 月成虫

化蛹穴中钻出, 蛀食桑芽, 桑芽萌发后, 啮食叶片, 尤其喜食嫩

叶柄或嫩梢。5～6 月在半截枝上产卵, 卵大多产在皮孔内, 少

数产在芽苞或叶痕内, 每年1 粒, 卵期5～9 d。孵化后的幼虫在

皮下蛀食形成层。经1～2 个月成熟, 蛀入木质部化蛹,7 ～10

月羽化成成虫, 成虫不飞翔, 靠爬行活动, 有假死性。

2 .9 .3 为害症状。成虫食害桑芽、叶, 把叶片吃成缺刻或穿

孔, 常留有短线状黑色粪便。一般第1 代成虫在夏伐后为害

桑芽最重, 有的把新芽全部吃光, 造成桑树迟迟不发芽。

2 .9 .4 防治方法。冬季或早春应彻底修除半枯桩、枯枝, 并

收集烧毁。严重发生地区, 应采用齐拳剪伐, 可减轻危害。

夏伐后及时用50 % 杀螟松乳剂1 000 倍( 安全期14 d) , 或杀螟

松与异稻瘟净1 :1 混合1 000 倍喷杀。夏伐后也可立即用

50 % 甲胺磷乳剂1 000 倍喷杀, 安全期30 d。

2 .10  桑蓟马

2 .10 .1 形态特征。桑蓟马( Pseudodendrot hri ps mori Ni wa) 属缨

翅目蓟马科。成虫大小1 mm 左右, 纺锤形, 淡黄色。头部近

半圆形, 头顶突出, 复眼大。口器为锉吸式, 翅细而狭长 , 灰

白透明, 边缘具长毛。雌虫腹部末节钝圆, 翅盖过腹末。卵

长径约0 .2 mm, 近似肾形, 白色透明。若虫初孵时体长0 .2

mm, 体形与成虫相似, 老熟时体长0 .7 mm。

2 .10 .2  生活习性。1 年发生10 代左右, 以最后1 代成虫在

枯枝落叶、树皮裂隙、杂草中越冬。越冬成虫于第2 年春叶萌

发时即开始活动, 在叶背成虫、若虫以口锉破嫩叶和叶柄的

表皮, 吸食汁液为害。虫口密度自春至夏逐渐上升, 夏伐时

集中在春伐田块及补缺桑株上, 待新梢抽长后, 虫口重又回

升,7 月中旬起各田块虫口密度均较高, 危害严重。晚秋蚕期

虫口密度又再度下降。

2 .10 .3 为害症状。通常上代若虫在4 ～8 片叶上吸汁 , 使桑

叶失水硬化, 严重时干瘪卷缩, 呈锈褐色。下代成虫又在新

梢嫩叶上产卵。随着新梢的持续向上生长, 造成不断由下而

上、分层受害的现象。由此, 各期秋蚕适熟叶干、萎、褐、锈 ,

严重影响蚕茧生产。

2 .10 .4 防治方法。选用抗虫品种。秋冬季清洁桑园, 生长

季节注意铲除杂草。发生量大时喷洒20 % 灭多威乳油或

40 % 乐果乳油1 000 倍液、50 % 辛硫磷乳油1 500 倍液、20 % 吡

虫啉( 康福多) 浓可溶剂3 500 倍液、10 % 除尽乳油2 000 倍液、

40 % 异稻瘟净乳油或80 % 敌敌畏乳油1 000 倍液、5 % 锐劲特

悬浮剂1 000 倍液。生产上应用时要考虑划片分治, 分期用

药, 严格掌握安全间隔期, 确保桑蚕安全。

3  结语

桑树病虫害的发生, 不同程度上受环境和桑树生理状态

( 下转第68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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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400 倍,20 h 后试虫平均死亡率为73 .3 % ～81 .1 % ;

低毒效 , 毒土配比为800～1 000 倍,20 h 后试虫平均死亡率为

33 .3 % ～40 .0 % 。因此 , 在生产中毒土配比应以400 倍为宜 ,

既有较高的杀虫效果 , 又可节省敌敌畏。

表1 80%敌敌畏不同配比毒土对普通球鼠妇的室内防治效果

Table 1 Control effects of different ratio of poisonoussoil with80%dichlorvos on Armadillidiumvulgare indoor

毒土配比∥倍

Ratio of

poisonous soil

1 h
死亡数∥头

Death number

死亡率∥%

Mortality

2 h
死亡数∥头

Death number

死亡率∥%

Mortality

4 h
死亡数∥头

Death number

死亡率∥%

Mortality

20 h
死亡数∥头

Death number

死亡率∥%

Mortality
100    16   53 .3 a    18   60.0 a    21 70.0 a    30   100 .0 a

17 56 .7 a 20 66.7 a 21 70.0 a 30 100 .0 a

19 63 .3 a 20 66.7 a 22 73.3 a 29 96 .7 a

7 23 .3 b 12 40.0 b 17 56 .7 b 25 83 .3 b

200 6 20 .0 b 10 33.3 b 15 50 .0 b 22 73 .3 b

8 26 .7 b 11 36.7 b 16 53 .3 b 26 86 .7 b

1 3 .3 c 3 10.0 c 13 43.3 c 24 80 .0 b

400 2 6 .7 c 4 13.3 c 14 46.7 c 20 66 .7 b

2 6 .7 c 5 16.7 c 13 43.3 c 22 73 .3 b

1 3 .3 c 2 6.7 d 7 23 .3 d 14 46 .7 c

800 2 6 .7 c 4 13.3 d 5 16 .7 d 11 36 .7 c

1 3 .3 c 2 6.7 d 8 26 .7 d 11 36 .7 c

1 000 0 0 .0 c 2 6.7 d 7 23 .3 d 11 36 .7 c

2 6 .7 c 3 10.0 d 4 13 .3 d 10 33 .3 c

1 3 .3 c 1 3.3 d 6 20 .0 d 9 30 .0 c

 注 :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Note : Different letters behind data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 .05) .

2 .3  80 %的敌敌畏乳油毒土的 LC50  根据敌敌畏乳油毒土

5 个配比20 h 后的死虫数( 表1) , 通过SPSS 计算, 敌敌畏毒土

杀虫效果的模型方程为 Y = 6 .375 89 - 2 .270 94x ,Pearson 模

型拟合优度检验 X2 = 6 .006 , P = 0 .111( P > 0 .05) , 表明模型

拟合良好。同时SPSS 输出了不同死亡率( 0 .01 ～0 .99) 的敌

敌畏毒土配比以及其95 % 的置信区间, 从输出结果中选出普

通球鼠妇死亡率为50 % 时( 即试虫死亡率为0 .50) 的敌敌畏

毒土配比为642 .10 倍, 也就是说,80 % 的敌敌畏乳油毒土对

普通球鼠妇的半致死配比 LC50为642 .10 倍。

3  结论与讨论

从敌敌畏的熏蒸和触杀2 种作用形式看, 将敌敌畏配成

毒土防治普通球鼠妇有利于保持敌敌畏药效。原因有2 个 :

①鼠妇喜欢阴暗潮湿、郁闭度较高的环境, 将敌敌畏配成毒

土施用于温室大棚, 由于毒土可较好吸附敌敌畏药液, 再加

上温室大棚相对封闭的用药环境, 因此在温室中使用敌敌畏

毒土可较好保持敌敌畏的熏蒸效果; ②普通球鼠妇背板有较

厚的角质层, 不利于吸收敌敌畏药液 , 而腹部为其呼吸和吸

收水分的部位 , 很容易吸收药液, 鼠妇在爬行时接触敌敌畏

毒土, 可更好地发挥触杀效果。因此 , 在生产中将敌敌畏配

成毒土防治鼠妇的效果较好, 该研究表明,400 倍的毒土配比

比较适合生产应用, 但大田推广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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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综合因素影响。病虫害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 并随时可

能危害其周围的作物 , 可以随风、雨和动物的携带到处传

播。病虫害侵染和危害桑树的程度, 还决定于植物自身和

群体结构的状态, 其生活力和密度受环境的制约。因此, 桑

树病虫害综合防治要从农业生态系统总体观念出发, 全面

考虑 , 综合分析桑园病虫害发生规律、桑树生长特点、养蚕

要求及环境条件等各因素之间的辨证关系, 采用抗病虫害

的桑树品种。并将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物理及机械防治、

植物检疫等方法综合起来, 贯穿到桑树栽培管理的全过程,

取长补短 , 防治兼施, 达到控制桑树病虫害、避免环境污染、

提高生产效益的目的。最终建立起桑树病虫综合治理、生

态治理的技术体系, 尽量避免使用高毒、广谱杀虫剂, 使桑

树病虫防治与自然达到高度协调, 取得持续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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