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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短梳角野螟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Ｗａｌｋｅｒ）是为害红花天料木犎狅犿犪犾犻狌犿犺犪犻狀犪狀犲狀狊犲Ｇａｇｎｅｐ的重要食叶害虫，

其形态描述和幼虫准确分龄是开展害虫生物生态学及林间防控研究的重要依据。本文采用林间采样与室内饲养相

结合的方法，首次对短梳角野螟卵、幼虫、蛹和成虫的形态及生活习性和生活史进行调查和描述。并通过测定头宽、

头长和体长３项分龄指标，利用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频次分析，结合戴氏法则和线性回归等试

图探究准确划分幼虫虫龄的可靠方法。结果表明：短梳角野螟幼虫随龄期增长，幼虫颜色由浅黄绿色逐渐变为深绿

色，头部由肉色逐渐变深，最后形成外围红褐色中间深肉色。通过频次分析统计，测得短梳角野螟幼虫虫龄为５龄；

头宽可作为最佳分龄指标，且头宽测量指标平均值自然对数与幼虫龄期呈线性关系（狔＝０．１８１６狓－０．６０２３，犚２＝

０．９９９１）。头长和体长统计检验，符合戴氏法则，但频次分析５个峰值不是很明显，且有部分区域重叠，只能作为划

分虫龄的辅助指标。本研究确定了短梳角野螟各虫态的形态特征及划分幼虫龄期的最佳指标，以期为该虫林间防

治提供生物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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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卷第３期 李小敏等：短梳角野螟的形态描述及幼虫虫龄判断

　　 短梳角野螟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Ｗａｌｋｅｒ）属鳞

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草螟科 Ｃｒａｍｂｉｄａｅ梳角野螟属

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Ｌｅｄｅｒｅｒ，在我国广泛分布于海南、广东、

广西、云南及福建等地区；国外主要分布在越南、菲

律宾、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是

红花天料木犎狅犿犪犾犻狌犿犺犪犻狀犪狀犲狀ｓｅＧａｇｎｅｐ的一种

重要食叶害虫。该虫主要以幼虫卷叶为害，喜食抽

芽嫩叶，食量大，单株虫口数量可达几十到上百，为

害严重时可在短时间内把整株树嫩叶吃光，不仅影

响林分景观和红花天料木的健康生长，而且造成严

重的死苗，从而引起经济损失。

红花天料木，又称母生、多宝树，是我国最珍贵

用材树种，海南特类材，具有重要的木材及药用价

值，是海南重点保护乡土树种之一，目前材源严重短

缺。关于红花天料木虫害的报道甚少，以母生蛱蝶、

杨扇舟蛾、慧双尾舟蛾和母生小木虱为主［１２］。短梳

角野螟于１８５９年在印度首次被 Ｗａｌｋｅｒ发现，刘元

福［３］在对海南海峡尖峰岭林区螟蛾科进行的昆虫区

系划分中对螟蛾科４１属７１种优势种进行了描述，

首次采集到短梳角野螟标本。王平远［４］于１９８０年

撰写的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二十一册 螟蛾科）中对

短梳角野螟成虫形态进行了描述，但未涉及该虫各

虫态生物学特性与虫龄划分等研究。

Ｅｓｐｅｒｋ等指出昆虫分龄是开展生物学研究的

基础［５６］。为摸清短梳角野螟在红花天料木树种植

区的成灾规律，适时防控其危害，作者通过林间采样

与室内饲养相结合，对海南省澄迈地区红花天料木

种植区短梳角野螟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及生活

史进行了系统调查，并结合数据分析，明确各龄幼虫

形态指标，划分了幼虫龄期，为进一步开展短梳角野

螟生态学及林间防控研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各龄短梳角野螟幼虫在海南省澄迈县国营林场

红花天料木人工林（１１０°３２′５１″～１１０°３４′５４″Ｅ，２１°

４３′４２″～２１°４４′０９″Ｎ）采集并分装在相同规格的养

虫瓶中，置于室内温度为（２８．０±１．０）℃、相对湿度

７５．０％±５．０％、光照Ｌ∥Ｄ＝１４ｈ∥１０ｈ条件下饲

养，羽化后以１０％的蜂蜜水作为成虫的营养来源。

１龄幼虫由卵孵化人工饲养。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短梳角野螟生物学特性调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到２０１６年５月，在虫口密度较大

的红花天料木林地内设置固定调查样地，随机选取

１０株有虫红花天料木植株，每个植株按东南西北４

个方位标记４个有虫枝条，定期在样树上调查短梳

角野螟的发生情况。每间隔１０ｄ调查１次，记录短

梳角野螟产卵的位置及卵的形态、颜色、数量等；观

察并记录该虫的为害特征、为害部位、虫态及生活习

性等；并通过佳多频振式杀虫灯（ＰＳ１５ＩＩＤＣ１２Ｖ，

佳多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调查成虫的发生情况，方

法参照杨美红等［７］和周云娥等［８］。

１．２．２　短梳角野螟幼虫分龄指标及测量

本试验采用实验室饲养及林间收集的方法得到

足够多的供试幼虫，于每天中午１２：００选取３０头幼

虫进行拍摄测量。由于海南气候问题及短梳角野螟

本身蜕皮不明显等问题，本文依据戴氏法则，即昆虫

幼虫的体长增长是连续的，但相邻龄期幼虫的骨化

程度较高部位却以一定的几何级数增长，如鳞翅目

幼虫的头壳，并参照前人对昆虫龄期划分指标选择

结果，最后选取（１）头宽（头壳最大宽度）；（２）头长

（头壳最大长度）（３）体长（从口器至臀部末端之间的

距离）（图１）作为分龄指标。短梳角野螟龄期测定

参照Ｄｙａｒ
［９］方法。各指标通过使用尼康Ｄ９０数码

相机在标准测量尺下拍照测量。

图１　短梳角野螟幼虫分龄３个测量指标

犉犻犵．１　犜犺犲狋犺狉犲犲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犿犲犪狊狌狉犲犱犳狅狉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狀犵犻狀狊狋犪狉狊狅犳

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犲

１．３　短梳角野螟分龄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等软件处理。参照文献［１０］的方法对短梳角

野螟幼虫的头宽、头长和体长进行频次统计、作图，

并根据结果计算头宽、头长和体长的均值、标准偏

差，根据戴氏法则和Ｃｒｏｓｂｙ生长法则，应用Ｂｒｏｏｋｓ

指数、Ｃｒｏｓｂｙ指数以及线性回归来确定短梳角野螟

最佳龄期划分［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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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如下：

Ｂｒｏｏｋｓ指数＝
犡狀
犡狀－１

；

Ｃｒｏｓｂｙ＝
犫狀－犫狀－１
犫狀－１

；

变异系数犆．犞（％）＝
标准偏差犛犇
均值犕犖

×１００；

式中：犡狀和犡狀－１分别指第狀龄幼虫和第狀－１

龄幼虫各自头壳宽度的均值；犫狀 和犫狀－１分别指第狀

和狀－１个Ｂｒｏｏｋｓ指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短梳角野螟的形态特征

２．１．１　卵块

扁圆形，直径０．６１～０．６７ｍｍ，初产卵肉色，卵

表面有淡黄色网纹将其覆盖，卵块一般包含十几粒

至四五十粒卵，孵化前变为淡黄色，孵化后的幼虫取

食叶背叶肉（图２ａ）。

２．１．２　幼虫

体长３～３０ｍｍ，头呈半球形，１～２龄头部肉

色，３龄起头部外围开始出现一圈红褐色；胸部３

节，有３对胸足，胸足浅黄色，跗节末端有爪；前

胸气门呈圆形，前侧毛２根；腹部１０节，有４对腹

足（位于第３～６腹节）和１对臀足（位于第１０腹

节），足为乳白色，趾钩３行，呈缺环排列；老熟幼

虫身体收缩变粗，体长一般为８～１２ｍｍ，体色转

变黄绿色，头部外围褐色与内部肉色相差更明显

（图２ｂ～ｆ）。

图２　短梳角野螟的形态特征

犉犻犵．２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狊狅犳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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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蛹

锥形，头端稍大，尾端尖削，长１０．３１～１４．８５ｍｍ，

初化蛹为淡黄绿色。腹部１０节，腹面淡黄色，翅伸

至第６腹节１／４处。臀棘圆锥形，末端带有小钩。

蛹接近羽化时复眼呈黑色，圆形，翅型轮廓明显，呈

茶褐色（图２ｇ～ｈ）。

２．１．４　成虫

成虫翅展２９～３４ｍｍ。鲜黄色，下唇须褐色，基

部白色，前翅有不明显的褐色亚基线，内横线褐色倾

斜，中室内有一小黑点，中室端脉斑暗褐色新月形，

中线褐色从Ｃｕ２脉伸向翅内缘，外横线褐色自翅前

缘伸到Ｍ２脉，亚缘线褐色弯曲波纹状，外侧淡红褐

色。后翅有一中室端脉褐斑，外横线褐色不明显，但

在Ｍ２至Ｃｕ２脉之间有曲线，Ｃｕ２脉以下模糊不清，

向翅臀角有淡红色斑及一暗色带。双翅缘毛基部各

有一条黑线，缘毛白及黑色相间隔（图２ｉ）。

２．２　短梳角野螟生活史

短梳角野螟在海南省澄迈地区一年发生８代

（表１），每年４月到１２月为该虫的为害期，有世代

交替现象，完成一个世代历期１个月左右。卵期

３～４ｄ；幼虫期９～１３ｄ，蛹期６～７ｄ，成虫寿命６～

８ｄ。老熟幼虫以蛹越冬，翌年３月越冬蛹开始陆续

羽化为成虫，４月幼虫开始为害，至１２月随着嫩叶

的减少和温度的降低，短梳角野螟开始化蛹越冬。

表１　短梳角野螟生活史（海南澄迈）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犻犳犲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犻狀犆犺犲狀犵犿犪犻，犎犪犻狀犪狀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Ｍｏｎ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月

ＪａｎＭａｒｃｈ

４月

Ａｐｒｉｌ

５月

Ｍａｙ

６月

Ｊｕｎｅ

７月

Ｊｕｌｙ

８月

Ａｕｇ

９月

Ｓｅｐｔ

１０月

Ｏｃｔ

１１月

Ｎｏｖ

１２月

Ｄｅｃ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Ｆ Ｍ Ｌ

越冬代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第１代

１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第２代

２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第３代

３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第４代

４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第５代

５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第６代

６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第７代

７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第８代

８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１）·：卵；－：幼虫；"：蛹；＋：成虫；（"）：越冬蛹；Ｆ：上旬；Ｍ：中旬；Ｌ：下旬。

·：Ｅｇｇ；－：Ｌａｒｖａ；"：Ｐｕｐａ；＋：Ａｄｕｌｔ；（"）：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ｐｕｐａ；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ｅｎｄａｙｓ；Ｍ：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ｔｅｎｄａｙｓ；Ｌ：Ｔｈｅｌａｓｔｔｅｎｄａｙｓ．

２．３　短梳角野螟生活习性

成虫全天均可羽化，以晚上居多，具趋光性。日

间主要在红花天料木中上层叶背面或枝叶间隐蔽处

静止，成虫羽化１ｄ后即可开始交配产卵，产卵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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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片背面，每头雌蛾一生产卵百粒以上。初孵幼

虫附于叶片背面，２～３ｄ后开始卷叶为害，卷叶时头

部左右摇摆并吐丝，借丝的拉力，将叶缘部分向里弯

曲，形成卷叶，喜食嫩叶，造成叶面缺刻。老熟幼虫

在卷叶中结茧化蛹。

２．４　短梳角野螟幼虫龄期的判断

本试验测定了５５２头短梳角野螟幼虫的头宽和

体长，分别对短梳角野螟幼虫三项指标测定值进行

频次分布统计分析，绘制频次分布表和频次分布图。

结果显示：各测量指标均具有５个明显的峰值见图

３。根据频次分布一个频次分布集中区域对应一个

幼虫龄期的原则［１２］，可将短梳角野螟幼虫划分为５

龄。由图３峰值分布可得，幼虫头宽的峰值分布明

显优于头长和体长，可初步判定头宽为划分短梳角

野螟的最佳指标。

根据测量值分别计算短梳角野螟各龄幼虫３项

指标的平均值、变幅、标准差、变异系数、Ｂｒｏｏｋｓ指

数和Ｃｒｏｓｂｙ指数，结果见表２。分析表２的统计结

果表明，各项分龄指标变异系数均小于２０％，Ｃｒｏｓ

ｂｙ指数均小于１０％，表明将短梳角野螟幼虫划分为

５个龄期是准确的，戴氏法则进一步验证了其合理

性（图４）。

表２　短梳角野螟３项分龄指标测量值结果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狉犲犲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狀犵犾犪狉狏犪犾犻狀狊狋犪狉狊狅犳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

指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幼虫龄期

Ｉｎｓｔａｒ

样本数／头

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

变幅／ｍｍ

Ｒａｎｇｅ

平均值±ＳＥ／ｍｍ

Ｍｅａｎ±ＳＥ

变异系数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ｒｏｏｋｓ指数

Ｂｒｏｏｋｓ’ｒａｔｉｏ

Ｃｒｏｓｂｙ指数

Ｃｒｏｓｂｙ’ｓｒａｔｉｏ

Ｙ１ １ １２９ ０．２８～０．４９ （０．３９３１±０．００４２２）ｅ ０．１１９３

２ １１９ ０．４７～０．７６ （０．６１２９±０．００５０４）ｄ ０．０８９６ １．５５９

３ １０５ ０．８５～１．２０ （０．９７７８±０．００６１１）ｃ ０．０６３９ １．５９５ ０．０２３

４ １０１ １．３３～１．７３ （１．４７８９±０．００７６６）ｂ ０．０４９０ １．５１２ －０．０５２

５ ９８ １．９２～２．４２ （２．２３４７±０．００８９４）ａ ０．０４０２ １．５１１ －０．００１

Ｙ２ １ １２９ ０．２７～０．４６ （０．３７４１±０．００３９６）ｅ ０．１１７９

２ １１９ ０．４５～０．７２ （０．５７４６±０．００３９８）ｄ ０．０７５５ １．５３６

３ １０５ ０．７１～１．１２ （０．９０４８±０．００５９１）ｃ ０．０６６９ １．５７５ ０．０２５

４ １０１ １．２２～１．５５ （１．３３４１±０．００６４７）ｂ ０．０４５９ １．４７４ －０．０６３

５ ９８ １．８０～２．１７ （１．９８５８±０．００５９５）ａ ０．０３０１ １．４８８ －０．００９

Ｙ３ １ １２９ ２．５３～４．９８ （３．６９９２±０．０５９２１）ｅ ０．１６９３

２ １１９ ４．８０～９．８０ （６．４７９８±０．１３３９８）ｄ ０．２１２８ １．７５１

３ １０５ ８．２２～１４．６３ （１０．５５４０±０．１３４６８）ｃ ０．１２８２ １．６２８ －０．０７０

４ １０１ １４．０１～２３．７６ （１６．９８１０±０．２００９４）ｂ ０．１２０１ １．６０９ －０．０１２

５ ９８ ２２．４１～３３．８６ （２７．６８８０±０．２５５７７）ａ ０．０９２８ １．６３１ ０．０１３

　１）Ｙ１：头长；Ｙ２：头宽；Ｙ３：体长；表中同一指标均值后不同字母表示经ＬＳＤ多重比较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Ｙ１：Ｈｅａ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Ｙ２：Ｈｅａ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ｗｉｄｔｈ；Ｙ３：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图３　短梳角野螟头长（犪）、头宽（犫）和体长（犮）频率分布图

犉犻犵．３　犉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犺犲犪犱犮犪狆狊狌犾犲犾犲狀犵狋犺（犪），犺犲犪犱犮犪狆狊狌犾犲狑犻犱狋犺（犫）犪狀犱犫狅犱狔犾犲狀犵狋犺（犮）犻狀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

　　陈永年等
［１３］指出昆虫幼虫骨化结构测量值的对

数值与幼虫龄期之间呈直线或修指指数曲线关系，邓

侨等［１４］在骆驼斯氏副柔线虫病传播媒介西方角蝇

犎犪犲犿犪狋狅犫犻犪犻狉狉犻狋犪狀狊和截脉角蝇犎．狋犻狋犻犾犾犪狀狊的幼虫龄

期划分中也验证了骨化结构测量值的对数值与幼虫

龄期之间存在上述关系。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短梳角野

螟幼虫３项分龄指标对数值与幼虫龄期关系进行拟合

（表３、图４）。由结果可见短梳角野螟的三项指标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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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指数关系及增长关系与幼虫龄期存在极显著

相关关系；其中短梳角野螟３项分龄指标与龄期之间的

三次线性拟合模型回归系数最大，二次线性拟合模型

回归系数次之，指数与增长再次之；由表３还可以看出，

幼虫头宽测量值的对数值与幼虫龄期的相关系数要优

于幼虫头长和体长测量值的对数值与幼虫龄期的相关

系数，即头宽可作为划分短梳角野螟的最佳指标。由

图４可以看出，短梳角野螟各测量值的平均值自然对数

与幼虫龄期线性相关极为显著（犘＜０．００１），且头宽与

龄期的回归系数最大（犚２＝０．９９９１），这进一步验证了头

宽可作为划分短梳角野螟幼虫龄期的最佳指标，因此

幼虫头长和体长可作为辅助指标，验证标准。

表３　短梳角野螟幼虫分龄指标与幼虫龄期的拟合结果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犪狉狏犪犾犻狀狊狋犪狉狀狌犿犫犲狉狊犪狀犱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犳狅狉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犾犪狉狏犪犾犻狀狊狋犪狉狊狅犳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

形态指标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拟合模型

Ｆｉｔｔｅｄｍｏｄｅｌ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回归系数（犚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头长

Ｈｅａ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二次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狔＝０．３７３－０．０５８狓＋０．０８５狓２ ０．９９５

三次Ｃｕｂｉｃ 狔＝０．２３１６＋０．１４４狓＋０．００８狓２＋０．００９狓３ ０．９９５

指数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狔＝０．２５４９ｅ０．４３７６狓 ０．９９１

增长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狔＝ｅ
（０．４３７６狓－１．３６６） ０．９９１

头宽

Ｈｅａ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ｗｉｄｔｈ

二次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狔＝０．３３６－０．２７狓＋０．０７１狓２ ０．９９５

三次Ｃｕｂｉｃ 狔＝０．２１７９＋０．１４１狓＋０．００６狓２＋０．００７狓３ ０．９９６

指数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狔＝０．２４８ｅ
（０．４２狓） ０．９９２

增长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狔＝ｅ
（０．４２０狓－１．３９６） ０．９９２

体长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

二次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狔＝４．５９５－１．９２１狓＋１．２９５狓２ ０．９８０

三次Ｃｕｂｉｃ 狔＝０．４６７＋３．９０８狓－０．９３６狓２＋０．２４８狓３ ０．９８１

指数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狔＝２．２６５ｅ０．５０３狓 ０．９７９

增长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狔＝ｅ
（０．８１７５＋０．５０２８狓） ０．９７９

图４　短梳角野螟幼虫头宽、头长及体长平均值的

自然对数与虫龄的回归关系

犉犻犵．４　犚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狀犪狋狌狉犪犾

犾狅犵犪狉犻狋犺犿狅犳狋犺犲犿犲犪狀狊狅犳狋犺犲犺犲犪犱犮犪狆狊狌犾犲狑犻犱狋犺，犺犲犪犱

犮犪狆狊狌犾犲犾犲狀犵狋犺犪狀犱犫狅犱狔犾犲狀犵狋犺狅犳犪犾犾犻狀狊狋犪狉狊狅犳

犕犲狉狅犮狋犲狀犪狋狌犾犾犪犾犻狊犾犪狉狏犪犲犪狀犱狋犺犲犻狀狊狋犪狉狀狌犿犫犲狉狊

３　结论与讨论

划分幼虫龄期常用方法是对骨化结构进行测

量，Ｄｙａｒ指出，昆虫骨化部位随周期性蜕皮而呈现

跳跃式增长，故常用此骨化部位作为分龄指标的一

个重要依据。董易之等、赖开平等［１５１６］指出，昆虫幼

虫虫龄与幼虫头宽存在一定的几何级数关系，故常

用头宽作为昆虫虫龄划分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

表明，短梳角野螟的头宽是划分幼虫龄期的最佳指

标，头长和体长是分龄的辅助和验证指标。在已有

研究中，李志文等［１７］研究表明，头壳宽可作为油茶

象犆狌狉犮狌犾犻狅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Ｃｈｅｖｒｏｌａｔ虫龄划分的可靠依

据；贺春玲等［１８］通过测量幼虫头壳宽度初步判定了

长木蜂犡狔犾狅犮狅狆犪狋狉犪狀狇狌犲犫犪狉狅狉狌犿 幼虫为４龄；魏

书军［１９］等发现以口片最大宽度作为柑橘爆皮虫

犃犵狉犻犾狌狊犪狌狉犻狏犲狀狋狉犻狊Ｓａｕｎｄｅｒｓ分龄指标，可准确有

效地将柑橘爆皮虫幼虫分为５龄；Ｐａｎｚａｖｏｌｔａ
［２０］通

过头宽可有效划分栗木蠹象犘犻狊狊狅犱犲狊犮犪狊狋犪狀犲狌狊的

龄期。本研究以此为参考选取类似指标。陈永年

等［１３］指出昆虫幼虫头宽对数值与虫龄呈直线相关

关系，杨宗慧等［２１］指出椰子织蛾犗狆犻狊犻狀犪犪狉犲狀狅狊犲犾犾犪

头壳宽度与龄数呈显著指数相关关系；邓侨等［１４］在

对斯氏副柔线虫犘犪狉犪犫狉狅狀犲犿犪狊犽狉犼犪犫犻狀犻龄期划分

中得出二次和三次模型结果最好，周斌等［２２］在对降

香黄檀棕斑澳黄毒蛾犗狉狏犪狊犮犪狊狌犫狀狅狋犪狋犪 Ｗａｌｋｅｒ龄

期划分中得出复合曲线、增长曲线和指数模型拟合

效果最好。本试验通过对短梳角野螟幼虫３项分龄

指标对数值与幼虫龄期关系进行拟合，确定三次线

性拟合模型结果最好；并对分龄指标平均值的自然

对数值与幼虫龄期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头宽平均值

的自然对数值与龄数呈线性关系，犚２＝０．９９９１，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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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相关水平。本试验结果与已有相关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通过测量短梳角野螟头宽，利用本试

验所得三次线性拟合方程和测量平均值的自然对数

与龄期的相关系数，可准确、简便、快速地划分短梳

角野螟幼虫龄期，为短梳角野螟林间防治奠定了

基础。

短梳角野螟生物学特性及生活史的探究作为一

项基础研究，不仅能丰富理论知识，也为鉴定红花天

料木螟蛾虫害提供理论依据。关于短梳角野螟的生

物学特性，王平远［４］先生曾记述其幼虫有钻蛀茎干

在内部取食的习性，而本研究发现短梳角野螟卷叶

为害，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还有待于更为广泛而深

入的调查研究。

温度、湿度、光周期、食物量、风、饲养密度等都

能影响昆虫的生理、生活史和行为等生物学特

性［２３］。有关环境因子对短梳角野螟生物学特性的

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目前，针对短梳角野螟的防治主要是化学农药，

由于短梳角野螟生活隐蔽，主要以幼虫卷叶为害为

主，喷洒一定浓度的农药难以取得相应的成效，因此

利用自然天敌与研制微生物农药对短梳角野螟林间

防治迫在眉睫。作者在试验过程中发现，短梳角野

螟不仅存在寄生性天敌，并且在林间发现有相当一

部分幼虫因感染病原菌而死亡。因此，对天敌的研

究和分离病原菌进行微生物农药研制是对短梳角野

螟进行林间防治的重要部分，需要进一步研究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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