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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九星叶甲（chrysomela salicioorax Fairm）也叫柳十八
斑叶甲，属鞘翅目叶甲科。据《中国森林昆虫》记载，该虫主

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河北省等地，1年发生 1代，
以成虫和幼虫取食各种柳和小叶杨、小青杨等树的芽和叶[1]。
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柳树为承德避暑山庄

的最主要绿化树种之一，是其湖区、平原区整个生态游憩

系统中的构建性树种。近年来，该区柳树受到了柳九星叶甲

的严重危害，受害率近 100%，大大降低了避暑山庄的旅游
价值和休闲价值。为此，笔者对承德柳九星叶甲的生物学

特性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将观察结果总结如下。

1 承德柳九星叶甲形态特征

1.1 成虫 体长 6耀8 mm，蓝黑色，头部密布刻点，触角 1耀2
节蓝黑色，3耀6节黄褐色，第 7节以上黑色。前胸背板中央
黑色，两侧分别生有一个黄色的翼边，且黑色部分中间向两

侧的黄色部分各伸出一个很细的斑角。鞘翅上分别有 9个
明显的斑点，绝大部分成虫的斑点呈黑色，极个别的呈黄

色、浅黄色或不明显。足黄色或黄褐色与黑色相间，腿节、

胫节端部和前跗节黑色。

1.2 卵 成块状整齐排列，每块 35耀50 粒不等，卵呈长卵
圆形，长 2援9 mm，宽 0援6 mm，初产时浅黄色，后渐变深，至孵
化时呈深黄色，卵孵化率较高，可达 100%。
1.3 幼虫 初孵幼虫黑色，2龄后呈褐色，至老熟时为黄色。
老熟幼虫体长 9耀1l mm，有 3对胸足，尾部有吸盘，体表有许多
黑色瘤状突起，中后胸背板各有 2对，每个腹节背面各有 1
对，体侧气门上下线处也有突起。当幼虫受触动时，可由

瘤状突起中分泌乳白色液体，该液体具恶臭。

1.4 蛹 黄色，长 7耀8 mm，蛹背有成列黑点，蛹体末端留于
最后一次脱的皮内，借幼虫腹末吸盘固定于植物体上。

2 承德柳九星叶甲生活史

该虫在承德 1年发生 2代，以成虫在枯枝落叶层内、土
缝或树皮缝内越冬，翌年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柳树发芽放
叶后上树为害，5月上旬至中旬交配产卵，卵产于叶背或叶
面，成块状整齐排列，每块 35耀50粒左右。5月中旬至 5月
下旬幼虫孵化，6月中旬老熟幼虫以尾部吸盘固定于叶上、
枝上、树干上或树附近其他植物上化蛹，6 月下旬出现成
虫，随即交配产卵。6月下旬到 7月中旬幼虫老熟化蛹，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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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卵；-为幼虫；吟为蛹；+为成虫；（+）为越冬成虫。Note: . stands for egg; 原 stands for larva;吟 stands for pupa; + stands for adult; (+) stands for overwintering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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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年河北承德柳九星叶甲生活史
Table 1 Life history of Chrysomela Salicioorax Fairm in Chengteh of Hebei Province in 2005

下旬至 8月上旬第 2代成虫出现，并在树上为害到 10月
下旬下树越冬。每年 7月上中旬为该虫为害盛期。该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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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期不是很整齐，当 6月上旬第 1代蛹出现时，树上仍可见
正在补充营养的越冬代成虫（表 1）。
3 承德柳九星叶甲生活习性

新孵化的承德柳九星叶甲幼虫从黄色的卵壳中爬出来

后，先集中取食，使叶面上出现许多密小的坑点。随着幼虫

的长大，它们逐渐分散取食。低龄幼虫取食叶肉，故被害叶

片呈网状，老龄时则连同较细的叶脉一起吃掉，只留下主

脉。幼虫主要用腹末吸盘吸住树体的叶、枝等以固定身

体，然后用胸足向其他方向探行。幼虫的背板、腹节均有

明显的黑色瘤状突起，当其受触动时，可由瘤状突起内分泌

出乳白色液体，过几秒钟后重新吸收回突起内。随着触碰次

数的增加，幼虫分泌液体能力逐渐下降，该液体具恶臭。

承德柳九星叶甲成虫飞翔能力较强，有一定的假死性，

但常于被震落的途中飞走。成虫补充营养主要取食枝条端

部的嫩芽幼叶。

4 结论与讨论

（1）该虫在承德 1年发生 2代，不同于《中国森林昆虫》
等专著中记载的 1年发生 1代[1-2]。
（2）成虫的假死性不像一些专著中记载的那样强 [1]，常

于震落途中飞走，因此利用假死性防治效果不佳。

（3）该虫卵呈块状排列于叶背或叶面，可进行人工摘
除，集中土埋或烧毁。

（4）越冬成虫上树取食或第一代幼虫时用 2.5豫溴氰菊
脂 2 000倍液喷杀，效果较好。药剂喷杀应避开游人的游览
时间，并予以明确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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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影响评价

2007年宣城市气象灾害较多，如洪涝、台风、高温、干
旱、风雹、雷击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经常发生，主要是 2次
暴雨洪涝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较大；除此之外，降水时间分

布比较均匀，农业方面收成较好，气候上属偏好年景。

3.1 气候与农业 受暴雨洪涝、台风、风雹等气象灾害影响，

2007年农业受灾面积 53 246 hm2，其中，成灾面积 8 404 hm2。
除 7月 10日、10月 7耀8日暴雨灾害以外，降水时间分布均
匀，有利于农业生产。7月 10日暴雨冲毁沿河地带稻田严
重，10月 7耀8日暴雨使圩区未成熟的一季稻、双晚水稻倒
伏严重；旱灾不明显。冬季气温偏高，1代二化螟越冬虫口
基数高，死亡率低；发育进度比去年普遍提早 2耀5 d，在 5月
上旬中等偏重发生。9月 5日至 9月中旬后期气温偏高，稻
飞虱于 9月 8日左右进入突增期，田间虫量上升快，数量
大，单季晚稻处于灌浆期、双季晚稻正值抽穗扬花期均受虫

害。2007年台风比 2006年少，外迁虫量偏少。
3.2 气候与水利 2007年旱（5月下旬北部圩区出现旱情）
涝并存，受台风影响大。受 7月 10日暴雨影响，中小河流上
涨，陈村水库、港口湾水库水位分别上涨 4.6、4.4 m，陈村水
库流域最大入库洪峰 8 200 m3/s，青弋江灌区溪口、黄村闸
相继开闸泄洪，最大下泄流量分别达 2 200、2 300 m3/s。青弋
江泾县站 10日洪峰水位 33.54 m，超警戒水位 1.04 m，超
1983和 1991年最高洪水位。全市有 1/3以上水库超汛限水
位，近 60座水库相继溢洪，水毁工程 4 000余处，直接经济
损失 13 223.0万元。

受第 16号台风“罗莎”影响，10月 7日清晨开始，宣城
市出现大风和强降水天气。暴雨中心集中在水阳江流域上

游及卢村水库以上，全市有 36个站点降雨超过 100 mm，其
中，广德陈吴站 283 mm，宁国庄村 222 mm；水阳江沿线各
站水位迅速上涨，水阳江控制站宣城站和新河庄站水位相

继超过警戒水位 0.13、1.39 m。
3.3 气候与林业 宣城市出现的林火均在干旱或少雨期，

2006冬至 2007年春全市共发生森林火灾、火警 86起，没有
发生较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受害森林面积 145.8 hm2，
森林火灾受害率 0.23译。森林病虫害发生与天气气候有关，
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 3.52万 hm2，但人工防治较好；主要
防治对象，如马尾松毛虫、松材线虫病、竹林病虫害和经济

林病虫害等得到了有效控制，未造成大面积成灾。

3.4 气候与交通 天气气候对交通的影响主要为大雾、大

风、地面结冰、暴雨及台风等引发的灾害。2007年 7月 10日，
宣城市受大暴雨袭击，交通基础设施水毁情况严重，全市有

34条国、省道和县道遭受水毁，约有 240条乡道和村道遭受
不同程度的毁坏。其中，包括 5条省干线、15条县道交通中断。
全市国省道和县道共发生公路塌方 13.00万 m3，冲毁挡墙、驳
岸 1.95万 m3，冲毁路基 18.40万 m3，冲毁路面 32.30万m3，
直接经济损失 1.05亿元。旌德、泾县、绩溪受灾最严重。
3.5 气候与电力 天气气候对电力行业有着重要影响，如

降水量影响水力发电量；排涝、抗旱时农业用电明显；夏季

高温和冬季寒冷使得居民生活用电急剧上升；天气异常影

响正常输电。7耀10月发电量 5 500 万 kW，比去年同期增
加5 003 kW，与同期降水增多有关。7耀8月夏季高温对供电
影响较大，全市 2007年最大负荷为 78.019万 kW，时间为 8
月 9日 23：00，比 2006年同期最大负荷增长 22.55豫；因夏
季高温使负荷大幅上升，造成一定的电力供应紧张，供电部

门为解决矛盾，采取了限电、避峰填谷措施，这样造成了一

定程度上生活的不便。7月下旬到 8月上旬，最高气温连续
几天在 37 益以上时，高温用电灾害频繁，电力设备防故障
及抢修任务十分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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