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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铃木方翅网蝽发生为害调查与防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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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悬铃木方翅网蝽是一种外来入侵害虫,该虫近几年在石家庄发生普遍,为害严重.调查了悬铃木方翅网蝽

在石家地区的寄主植物、为害特点和发生规律,观察描述了其形态特征、生活史和生活习性,测试分析了树冠喷施

不同药剂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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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铃木方翅网蝽(Corythuchaciliata)属半翅目网蝽科,原产加拿大东部,主要为害悬铃木属植物.该
虫以成虫和若虫群集在叶片背面刺吸汁液,导致叶组织失水,叶片正面出现许多白色斑点,背面出现锈色

斑;严重时叶片枯黄、提前脱落、树势衰弱乃至死亡,降低城市园林景观效果和树木遮阳功能,进而对城市

生态系统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园林及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1-2].经调查,2016年悬铃木方

翅网蝽在石家庄地区零星发生,2017-2020年为害逐年加重,建城区及周边郊县的多条街道、公园、居住

区、苗圃等栽种的悬铃木均有该虫为害.为有效控制悬铃木方翅网蝽扩散蔓延,本试验对石家庄地区悬铃

木方翅网蝽的发生危害状况进行调查,观察研究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形态特征[3]、生活史和生活习性[4],测

试不同药剂喷雾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防效,以期为科学识别与防控该虫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器械及药品

试验用器械及药品主要有:车载式风送喷雾机、双目解剖镜(北京泰克仪器有限公司)、高枝剪、培养

皿、三角瓶、保鲜袋、毛刷、毛笔、1.3%苦参碱水剂(河北华灵农药有限公司)、30%高氯·吡虫啉悬浮剂

(四川稼得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40%噻嗪酮悬浮剂(山西奇星农药科技有限公司)、10%啶虫脒微乳剂

(天津市华宇农药有限公司).
1.2 悬铃木方翅网蝽发生为害调查

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采取随机调查的方法,对石家庄市鑫城小区、警安路、友谊大街等不同绿

地悬铃木方翅网蝽发生为害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记录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发生为害时期、寄主植物、为害部

位、为害状等.
1.3 悬铃木方翅网蝽形态特征观察

在悬铃木方翅网蝽盛发期,随机采集受害悬铃木叶片100片,在双目解剖镜下观察叶片上有无虫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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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卵的大小、形态与颜色,若虫的大小、形态与龄期,成虫的大小、形态、体色等.
1.4 悬铃木方翅网蝽生活史和生活习性观察

在悬铃木方翅网蝽出蛰活动期,野外采集健康枝条插于盛有清水的三角瓶内,同时搜集成虫10头,按

照性比配对,将成虫成对接种在健康枝条的叶片上,每片叶放置1对成虫,用保鲜袋扎套住叶片,观察成

虫的昼夜节律、交配及产卵.待卵孵化为若虫后,用毛笔轻挑若虫到健康新鲜的悬铃木叶片上,叶片放入培

养皿中,用脱脂棉保湿,每片叶1头虫并编号,中途若有虫体死亡,则用野外采集的同龄期若虫进行虫源

补充,发现叶片干枯及时更换健康新鲜叶片,保持培养皿内环境清洁.观察并记录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取食、
产卵、各虫态发育及生活习性等情况,结合野外自然观察情况统计发育历期.
1.5 悬铃木方翅网蝽越冬调查

2019年3月在悬铃木方翅网蝽开始出蛰活动之前,随机调查若干株悬铃木,分别在树干基部枯落物

中、树干距地面1.5m以内翘皮下、1.5m以上至分枝点翘皮下各采集越冬成虫至少200头,做好标记带回

实验室镜检,分别记录雌、雄成虫的活虫数和死亡虫口数量,计算悬铃木方翅网蝽越冬成虫的自然存活率.
虫口存活率=(雌虫活虫数+雄虫活虫数)/虫口总数×100%

1.6 悬铃木方翅网蝽防治试验

选择石家庄市友谊大街受害程度一致的悬铃木进行树冠喷雾防治试验,施药前先调查记录各样株树冠

中下层10片有为害症状的叶片上的活虫数量并做好标记,试验设1.3%苦参碱水剂、30%高氯·吡虫啉悬

浮剂、10%啶虫脒微乳剂、40%噻嗪酮悬浮剂共4个药剂处理和1个清水对照,各药剂按照推荐倍数施用,
随机区组排列,每组10株,重复3次.用车载式风送喷雾机均匀喷洒树冠,使枝叶覆盖一层药膜.防治后第

7d,调查统计防治后标记叶片上的活虫数量,计算虫口减退率和校正防效,公式如下:
虫口减退率=(防治前活虫数-防治后活虫数)/防治前活虫数×100%,
校正防效=(Pe-PCK)/(1-PCK)×100%,公式中,Pe 代表处理组虫口减退率,PCK 代表对照组虫

口减退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悬铃木方翅网蝽在石家庄的发生为害状况

悬铃木作为石家庄地区园林绿化的主要骨干树种,广泛栽种在街道、公园、庭院、居住区和苗圃等多

种绿地.近几年悬铃木方翅网蝽在石家庄发生范围广、为害普遍,寄主植物有一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和三

球悬铃木.悬铃木方翅网蝽主要在悬铃木生长发育期刺吸植物叶片,通常越冬成虫5月上旬出蛰,多活动

于寄主植物的基部叶片,在叶背取食并产卵.卵多产于叶背基部叶脉分叉处,若虫孵化后先在卵壳附近活

动,后逐渐沿叶脉向叶缘方向扩展,叶面形成许多密集的黄白色斑点,叶背有锈褐色虫粪及分泌物.调查发

现,2018年5月8日在鑫城小区1株一球悬铃木树冠下层叶片上发现悬铃木方翅网蝽越冬成虫活动为害.
2018年6月11日在警安路1株一球悬铃木下层叶片上发现零星几头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与多头若虫刺吸

为害.2018年7月5日在友谊大街行道树悬铃木叶片上发现数头若虫活动为害.2018年7月中旬,多个调

查地点均可见悬铃木树冠下层叶片背面叶脉附近群集大量1,2龄若虫.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害逐渐加重,
受害叶片在树冠上呈由下向上、由内向外扩散的趋势.该虫在石家庄以8-9月发生量大、为害最重,单叶

虫口数量可达百余头,严重受害的植株90%以上叶片发黄或焦枯.9月中旬成虫陆续向树干下部迁移,

10月中旬成虫陆续越冬.
2.2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3.2mm~3.7mm,腹面黑褐色,翅乳白色.触角4节,头兜盔状,前翅显著超过腹部末端,
前缘基部上卷并急外突,前翅近长方形.前翅“X”斑由前缘域前后2个黑斑、中域端部的1个黑斑及膜域中

央的纵黑斑组成.雌虫腹部肥大,末端圆锥形,产卵器明显,产卵器基部具一生殖片.雄虫腹部瘦长,末端

有一对爪状抱握器(图1、图2).卵长0.4mm、宽0.2mm,乳白色,茄形,顶部有卵盖,卵盖椭圆形,褐色,
中部稍拱突(图3).若虫共有5个龄期,1龄若虫刺突不明显;2龄若虫中胸小盾片具不明显刺突;3龄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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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翅翅芽初现,中胸小盾片有2个明显刺突;4龄若虫前翅翅芽伸至第1腹节前缘,前胸背板具2个明显刺

突;末龄若虫前翅翅芽伸至第4腹节前缘,前胸背板出现头兜和中纵脊,头部具刺突5枚,头兜前缘处有单

刺突2对,后缘有1对3叉刺突,前胸背板侧缘后端具单刺1枚,中胸小盾片有1对单刺突,腹部背面中央

纵列4枚单刺,两侧各具6枚2叉刺突(图4).

图1 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背面 图2 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腹面

图3 悬铃木方翅网蝽卵 图4 悬铃木方翅网蝽若虫

2.3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生活史和生活习性

悬铃木方翅网蝽在石家庄地区1年发生4代,以成虫在树干翘皮裂口下、树干基部枯落物中、房屋墙

壁缝隙等处越冬.翌年5月越冬成虫出蛰活动,第1代发生历期近70d,在夏秋高温期,完成1个世代约为

45d.其中卵历期约13d,若虫历期约为15d,成虫历期约17d.第2代开始出现世代重叠,以第4代成虫

越冬,其年生活史见表1.
悬铃木方翅网蝽虫体较小,喜在叶背刺吸植物汁液.越冬成虫于5月开始活动,在悬铃木树冠下层枝

条基部叶片上取食和交尾,成虫交配时雌虫翅翘起,雄虫的翅稍有张开,雄翅置于雌翅下,雄虫腹部伸至

雌虫腹下,其交配式为“L”字型(图5);交配后的雌虫产卵时先用口针刺吸叶背主脉或侧脉,然后掉转身

体,用腹末感受口针的刺吸点所在,再伸出产卵器插入刺吸点产卵,每雌虫产卵约280粒,然后分泌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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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液覆在外露的卵盖上,卵粒埋于组织中.若虫孵化后在叶背主、侧脉附近或叶脉交叉处群集为害,待发育

至第4龄后若虫分散迁移到新叶上刺吸汁液,被刺吸的叶片表现为叶脉附近发白;若虫蜕皮时,把腹末端

和叶片黏一起,从头胸部裂开蜕出虫体,5龄若虫蜕皮羽化为成虫.刚羽化的成虫翅白色透明、无“X”斑,
飞翔能力不强,主要以爬行活动,受惊扰才飞动,成虫发育成熟后常转移为害其他健康叶片.随着气温递

增,悬铃木方翅网蝽逐渐由树冠下层向树冠中上层转移为害,夏季高温干旱天气最利于其发生.石家庄地

区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该虫进入越冬高峰期,成虫在翘皮下越冬时常以体背朝向树干,腹面紧贴树皮内

侧,静伏于开裂的树皮内侧,1片开裂的树皮可容纳数头成虫(图6).

表1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年生活史(石家庄,2018年)

世 代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越冬代 (+)(+)(+)(+)(+)

第1代

第2代

第3代

第4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卵,-若虫,+成虫,(+)越冬成虫;上、中、下分别代表上旬、中旬和下旬.

图5 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交尾状 图6 翘皮下的悬铃木方翅网蝽越冬成虫

2.4 悬铃木方翅网蝽越冬状况

悬铃木方翅网蝽在不同越冬场所的自然存活率不相同(表2).树干1.5m以上翘皮下的越冬成虫自然

存活率最低,为2.12%;树干1.5m以下翘皮下的存活率居中,为16.21%;树干基部枯落物中的存活率最

高,达83.80%.这表明在树干上部翘皮下越冬的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的自然死亡率高于树干下部,在树干

下部翘皮下越冬的成虫自然死亡率远高于树干基部,也就是说,树干基部枯落物是翌年悬铃木方翅网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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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害的主要虫源地,及时清理树干基部附近的枯落物,可以破坏害虫的越冬虫源地,降低越冬虫口基数,
减轻害虫为害程度.

表2 悬铃木方翅网蝽越冬存活情况

调查部位
雌成虫

活虫数/头 死虫数/头

雄成虫

活虫数/头 死虫数/头
虫口存活率/%

树干1.5m以上翘皮下 4 132 1 99 2.12

树干1.5m以下翘皮下 23 115 21 123 16.21

树干基部枯落物 82 21 99 14 83.80

2.5 树冠喷雾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防效

不同药剂树冠喷雾处理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防效不相同,从表3可以看出,4种药剂中1.3%苦参碱水

剂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防效较低,为67.7%;10%啶虫脒微乳剂的防效居中,为75.5%;30%高氯·吡虫

啉悬浮剂和40%噻嗪酮悬浮剂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防效较高,均超过85%.试验药剂30%高氯·吡虫啉悬

浮剂是一种新型复配杀虫剂,兼具内吸和触杀双重作用,杀虫效果好;40%噻嗪酮悬浮剂是一种新烟碱类

高效低毒杀虫剂,具较强的渗透性,与常规农药无交互抗性,对害虫天敌安全,其防效与30%高氯·吡虫

啉悬浮剂差异不显著.2种药剂均可作为喷雾防治悬铃木方翅网蝽的理想药剂.

表3 树冠喷雾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防效 %

试验药剂 虫口减退率 校正防效

30%高氯·吡虫啉悬浮剂 88.5 88.2A

1.3%苦参碱水剂 68.6 67.7C

10%啶虫脒微乳剂 76.2 75.5B

40%噻嗪酮悬浮剂 86.3 85.9A

对照(清水) 2.7 -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在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与建议

悬铃木方翅网蝽在我国属于中度偏高的危险性有害生物,该虫体型小,世代多,繁殖力强,可借风或

成虫的飞翔近距离传播,也可随苗木远距离传播,一旦传入一个新地区,能快速扩散形成高密度种群[5].石
家庄现有的气候条件适合悬铃木方翅网蝽生存、繁殖,为保护石家庄市悬铃木健康生长,维护省会园林绿

化景观效果和生态安全,亟需园林、林业、交通运输等各部门积极预防、科学治理、部门联动、群防群治.
在防控工作中,树冠喷雾可作为悬铃木方翅网蝽大发生时的应急措施,喷药过程中尽量将树冠叶片尤其是

顶端叶片浸透.由于悬铃木一旦遭受方翅网蝽为害,其叶片受损伤程度不能在当年得以明显恢复和改善,
故防治工作应做到“早防早治、统防统治”.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冬季多附于悬铃木树皮裂缝和树干基部枯

落物中越冬,及时清理疏松的树皮和落叶,可以减少方翅网蝽越冬虫源,防治中还应以清除虫源作为辅助

手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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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ycamorelacebugCorythuchaciliate,aninvasivealienpest,hasbecomeawidespreadandseri-
ouspestinShijiazhuanginrecentyears.Inastudyreportedinthispaper,itshostplants,damagecharac-
teristicsandoccurrencewereinvestigated,andits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lifecycleandlivinghabit
weredescribed.Therelatedcontrolmeasuresforthispestwereelaborated,andthecontroleffectsofdif-
ferentinsecticidesbycrownsprayingwerestudied.
Keywords:sycamorelacebugCorythuchaciliate;damageinvestigation;occurrenc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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