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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白蚁发生为害特点、规律及
综合防治对策研究①

朱富春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植保植检站,河南 漯河462300

摘 要:食用菌白蚁是为害食用菌生产的重要害虫,严重制约着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多年观察研

究、试验分析、查阅相关资料,对食用菌白蚁的为害特点、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影响因素、发生原因等进行总结,

并结合河南省漯河市食用菌白蚁为害的实际情况,提出综合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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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食用菌生产和出口大国,近年来随着食用菌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病虫害的发生也逐渐加重,轻

者造成食用菌减产,重则造成绝收[1].白蚁亦称虫蔚,属等翅目,是典型的社会性昆虫.随着食用菌生产的

设施化、周年化,其生长发育的温度、湿度、营养、空气、光照、水分等生态条件与白蚁觅食、营巢及繁殖

等生活条件相吻合,加重食用菌白蚁发生为害程度,使得白蚁已从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2-3].根据研究

报道,为害食用菌的白蚁主要有台湾乳白蚁(Coptotermesformosanus)、散白蚁(Reticulitermeschinensis)、

黑翅土白蚁(Odontotermesformosanus)和黄翅大白蚁(Macrotermesbarneyi)等4种[4].白蚁群体大,数量

多,不仅为害椴木、培养料、菌丝、子实体、栽培设施等,还传播杂菌,造成食用菌减产,甚至绝收,严重影

响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通过多年观察研究、试验分析、查阅有关资料,对食用菌白蚁的为

害特点、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影响因素、发生原因等进行总结,并结合当地实际,提出综合防控对策,以

供广大菇农参考.

1 为害特点

白蚁为害分直接为害和间接为害两种,具有地下性和隐蔽性.白蚁通过取食香菇、黑木耳、银耳、平

菇、双孢蘑菇、草菇等食用菌的培养料以及椴木、菌丝、子实体等,将菌袋蛀成蜂窝状,子实体枯萎死亡,

直接造成食用菌减产或绝收.同时,白蚁还能蛀蚀食用菌栽培设施,如棚架、菌种架、床架、棚膜等.白蚁

间接为害主要通过交叉感染,传播杂菌,造成部分食用菌污染,为其他病虫害的发生创造条件,其间接为

害比直接为害造成经济损失更大.

2 形态特征

白蚁为咀嚼式口器的社会性昆虫,多数白蚁有蚁王(雄蚁)、蚁后(雌蚁)、工蚁、兵蚁和有翅生殖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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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态,各自分工明确,其中兵蚁负责整个群体的警戒保护工作,工蚁负责觅食、筑巢和抚育幼蚁,蚁王

和蚁后匿居蚁巢专职繁殖后代.河南省漯河市为害食用菌白蚁以黑翅土白蚁为主,有翅蚁成虫体长12~

14mm,翅长20~30mm,头、胸、腹部背面黑褐色,腹面棕黄色,全身覆盖浓密短毛,翅呈黑褐色,前翅

略大于后翅,翅径脉退化,触角念珠状19节,前胸背板窄于头部.兵蚁体长5~6mm,头部暗黄色,胸腹

部淡黄至灰白色,头部背面呈卵形,最宽处在头部中后段,上颚褐色镰刀形,头部囟门处有一个朝向前方

的微突起短管,攻击时分泌乳状液体.工蚁体长4.6~4.9mm,头部黄色,胸腹部灰白色.蚁后腹部特别膨

大,翅退化.蚁王头部呈淡红的,胸部残留翅鳞.卵白色,椭圆形,直径0.8mm.

3 发生规律

3.1 生活史

白蚁喜居阴暗潮湿温暖的环境,在室内或野外的地上或地下筑巢、穴居.当地黑翅土白蚁多在地下筑

巢、穴居,其蚁巢附近形成圆锥形凸起的分群孔.每年4—6月大雨过后或高湿闷热天气,有翅成虫从分群

孔飞涌巢外,向四处飞翔,分飞脱翅,雌雄配对成功后,寻找新环境共同打洞筑巢,建立新群体,成为新的

蚁王和蚁后.分巢后数日开始产卵,约30d后卵孵化,初次产卵孵出的全部为工蚁,之后再产卵孵出的是

工蚁和兵蚁.新建立的巢群经过发育的各个时期,当第1次出现有翅成虫时,标志该巢群进入成熟阶段,有

翅蚁再次分飞,寻找新的环境繁衍下一代,从而形成白蚁群体的完整生活史.

3.2 生活习性

白蚁是典型的社会性昆虫,生活习性和群体活动关系密切,生活习性包括7大方面.

3.2.1 营巢的群体性

当地的黑翅土白蚁主要在地下营巢、穴居,个体脱离巢群无法生存.

3.2.2 活动的季节性

白蚁是喜温性昆虫,趋暖怕寒,当地表温度过高过低时均不出巢活动,当地白蚁一般在“清明”至“白

露”活动.

3.2.3 生活的隐蔽性

白蚁长期隐蔽生活,工蚁和兵蚁的眼已退化,外出取食都要用泥土、排泄物及分泌物筑成泥被(片状)、

泥线(条状)作为掩蔽,防御天敌进攻和阻止体表水分蒸发.

3.2.4 相互接触的吮舐性

同一群体的个体之间相遇时用触角或口器相互吮舐,频频交接传递信息.

3.2.5 有翅成虫的趋光性

有翅成虫对夜间黑光灯有强烈的趋光性,从分群孔分飞的有翅成虫会朝着灯光方向飞翔,并在附近交

配、筑巢、产卵.

3.2.6 迁移和分飞的扩散性

分飞是白蚁群体扩散、繁殖后代的主要形式,但如果生存环境变得恶劣,白蚁则会寻找适宜的的新环

境将原蚁巢进行迁移.

3.2.7 内部通讯联络的特殊性

为保障成千上万只白蚁行动一致,种群内部以特殊的信息激素作为通讯联络.如蚁巢受到破坏或外敌

入侵,“哨兵”会发出报警激素,兵蚁闻之赶来御敌,工蚁闻之撤离逃遁.

3.3 影响因素

影响白蚁为害食用菌的因素包括以下3个方面.

3.3.1 温湿度

土壤温湿度是决定白蚁发生为害的主要条件.当土壤温度为12.5℃时,白蚁开始活动,18~28℃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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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活动为害盛期,30℃以上白蚁活动停止.土壤含水量22%~26%时最适宜有翅蚁分飞、交配、筑巢、

产卵、建群.
3.3.2 腐木基质

当香菇、木耳、银耳等菌类的培养基质为腐木基质,白蚁发生严重.若培养基质为农作物下脚料,白蚁

发生则较轻.因为腐木基质被褐褶孔菌感染后会产生一种气味,称为“白蚁追踪激素”,这种气味会吸引更

多白蚁为害腐木基质类食用菌.
3.3.3 杂草和堆积物

食用菌栽培场所内部或附近丛生杂草较多,或堆积椴木、培养料、栽培设施等,白蚁发生为害较重,反

之较轻.因杂草和堆积物为白蚁提高食源,藏匿环境,保湿水分以及疏松土壤等.
3.4 发生原因

食用菌场所白蚁发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菇房、菌棚等食用菌栽培场所本身存在白蚁虫源;

②棚架、菌种架、床架、棚膜等食用菌栽培设施经人的活动携带到食用菌种植场所造成为害;③腐木基质、

栽培料(农作物下脚料)、辅料(麸皮、玉米面)以及菌种等原材料本身有白蚁活动;④在白蚁分飞季节,菇

房、菌棚的灯光吸引有翅成虫在菌棚周围交配、筑巢、产卵和建群;⑤食用菌周年设施栽培,满足白蚁所需

的温度、湿度和食物等条件,利于白蚁繁殖、扩散、蔓延.

4 综合防治对策

食用菌白蚁综合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采取“农业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防

治策略,本着安全、经济、有效的防治措施,将食用菌白蚁综合防治贯穿于食用菌生产的全过程,确保食用

菌产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1 农业防治

食用菌白蚁农业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4.1.1 改善环境卫生

做好食用菌栽培场所及周围环境卫生,清除内部和周围丛生的杂草以及椴木、培养料、枯枝落叶、栽

培设施等堆积物.
4.1.2 选择合适的基质

基质应选择白蚁不喜欢蛀蚀的树种,如壳斗科的石栎等,尽量减少使用腐木基质、木质纤维素基质以

及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麸皮、玉米面等营养物质.
4.1.3 “井”字堆叠

菇木、菌袋码放最好采取“井”字堆叠法,下面垫放4块砖头,高度20cm,砖下面和周围可用黏蝇纸包

裹,阻隔白蚁爬上菇木、菌袋.
4.1.4 做好隔离措施

食用菌栽培场所地面整平后,在菌袋或其他任何材料下,采取薄膜等非纤维素材料进行隔离,从而阻

止白蚁入侵为害.
4.2 物理防治

食用菌白蚁物理防治措施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4.2.1 挖巢灭蚁

在菇场内部和周围,根据白蚁的泥被(片状)、泥线(条状)、分群孔等寻找蚁路,挖毁蚁穴,杀死白蚁.
4.2.2 挖沟阻隔

在菇场周围挖深50cm,宽30~40cm的环形沟,不仅阻隔白蚁进入菇场,同时还具有排水功能.
4.2.3 灯光诱杀

在白蚁分飞时,利用黑光灯诱杀有翅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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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土炕诱杀或诱集箱诱杀

挖深30~40cm土炕或边长40cm的木箱,内置松木块、蔗渣等白蚁喜食材料,喷洒少量淘米水,覆

盖稻草,诱集白蚁一定数量后集中杀死.

4.3 生物防治

食用菌白蚁生物防治是指采用生防菌剂对白蚁进行防治,如蚀蚁菌是白蚁的天敌,对啮齿类动物和全

部热血动物无感染力,如白蚁一只感染,全巢穴白蚁感染,死亡率100%.

4.4 化学防治

白蚁为害贯穿食用菌生长全过程,应经常检查蚁情,做到早发现,早防治.接种前,对食用菌栽培场

所、栽培设施等用48%毒死蜱乳油稀释300~400倍液喷雾,椴木和培养料可用磷化铝6~8g/m2 进行熏

蒸.发菌期发现白蚁为害时,可用磷化铝4~5g/m2 熏蒸或喷洒48%毒死蜱乳油稀释800~1000倍液喷

雾.出菇期发现白蚁为害时,应采收结束后再采取化学防治.出菇期采用诱杀法效果较好,也可在蚁路、蚁

巢挖掘一小孔,对准小孔挤压0.84%灭白蚁膏剂(0.04%顺式氯氰菊酯、0.8%胺菊酯),并按原样封闭,施

药孔越小效果越好;一旦少数个体带药,会因相互吮舐致使大量个体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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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rmitesinediblefungiareimportantpeststhatendangertheproductionofediblefungi,andse-
verelyrestrict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ediblefungiindustry.Basedonyearsofobservationand
research,experimentalanalysis,andaccesstorelevantliterature,thisarticlesummarizestheirdamaging
characteristics,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livinghabits,influencingfactors,andthecausesoftheiroc-
currence.Then,accordingtotheactualsituationoftermites’damageinLuoheCity,someintegratedman-
agementmeasuresarerecommended.
Keywords:ediblefungus;termite;damagingcharacteristics;occurrenceregularity;integratedcontrol

65 植 物 医 生        http://xbbjb.swu.edu.cn       第3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