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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大蚕蛾发生原因及综合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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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银杏大蚕蛾是危害香樟等树种的主要害虫之一.本研究对四川省南部县近年来银

杏大蚕蛾危害规律及生活史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银杏大蚕蛾幼虫期主要集中在4~6月,

在此期间采用生物、仿生掣剂和高效无公害农药进行防治可取得较好防治效果.基于此,提

出银杏大蚕蛾的综合防控对策,即以科学造林为基础,着重加强营林技术措施,旨在提高

和增强森林生态体系的生态自我修复能力.这不仅为银杏大蚕蛾的高效绿色防控提供了有

益参考,也可为其他虫害的研究和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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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ofDictyoplocajaponicaButlerOutbreaks
andIntegratedControl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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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ctyoplocajaponicaButlerhasrecentlybecomeoneoftheprimaryinsectpestsdam-
agingcamphortreesandothertreespecies.Basedontheinvestigationandresearchoftheoccur-
rence,damagepatterns,andlifehistoryofD.japonicaButlerinNanbuCounty,thispaperfo-
cusedonthelarvalstageofthepestfromApriltoJune.Byemployingbiologicalcontrol,biora-
tionallures,andhighlyefficient,low-toxicitypesticides,asatisfactorycontroleffectwasa-
chieved.TheauthorsproposethatthecontrolofD.japonicaButlershouldbebasedonscientif-
icafforestation,withanemphasisonstrengtheningforestrytechnicalmeasuresandfundamen-
tallyimprovingandenhancingtheself-healingcapacityoftheforestecosystem.An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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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strategyissuggested,whichutilizesvariousmethodssuchasmanualremoval,light
trapping,andstickypapertotargetthedifferentstagesofthepestslifecycle.Thisstudypro-
videsareferencefortheefficientandgreencontrolofD.japonicaButlerinlocalareaandoffers
certainimplicationsfortheresearchandcontrolofotherinsectpests.
Keywords:DictyoplocajaponicaButler;greenpreventionandcontrol;camphor;walnut

  近年来,银杏大蚕蛾已成为四川省南部县一种常见昆虫,其食性广泛,幼虫阶段即可侵食

多种植物叶片,不仅危害银杏,还对樟树、核桃、枫杨、柿树、柳树、樱桃等几十种植物造成威

胁.大发生期间,银杏大蚕蛾可将整株树木的叶片完全吞食,严重影响树木生长和果实产量.核
桃是南部县重点推广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0.35万hm2,广泛分布于各乡(镇).然而,银杏

大蚕蛾已成为该地区危害核桃的重要害虫,严重影响核桃的生长和产量.南部县香樟种植面积

达0.15万hm2,但2020—2022年银杏大蚕蛾3次大规模爆发,导致866hm2 的香樟受到影响,

25万株香樟及其他植物遭受不同程度的危害,其中约13万株的叶片被完全吞食,占受害植物

的52%.灾害发生后,林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并积极防控.调查发现,要有效防治银杏大蚕蛾,

应根据不同虫态的发生阶段采取相应措施,科学造林是基础,增强森林生态体系的自我修复能

力是根本.

1 银杏大蚕蛾的发生规律

对南部县建兴镇、三官镇等地进行长期调查发现,银杏大蚕蛾大多于傍晚羽化,羽化初期

其体潮湿,翅紧贴体壁,1~2h后便能飞翔.一般羽化后4~12h交尾,交尾后迅速产卵.雌蛾

10d内可产卵3~4次,达250~400粒.卵通常集中成块或单层排列,主要产于背风向阳老龄

树的树干表皮裂缝处,高度为离地1~3m.幼虫孵化时间不一致,通常阳坡的孵化时间早于阴

坡,前后可差半个月.幼虫在孵化后1h内通常聚集在卵块附近,随后沿树干向上爬行,常于离

地面最近的叶片取食.1~2龄幼虫常群集于叶片背面取食,单枚核桃树叶片可出现40~60头

幼虫.3龄后幼虫开始分散取食,危害范围扩大至整株树木,食料不足时会转移危害.4龄幼虫

食量大,常致全树叶片被吃光.幼虫进入6龄期便停止活动,幼虫期持续52~75d.银杏大蚕蛾多

数于5月下旬至6月中旬化蛹.老熟幼虫一般在叶片遮蔽处结茧,地点多选在寄主附近1~1.5m
的低矮植物上,少数在地面草丛或2~3m的树杈缝隙中.化蛹后进入夏眠,蛹期为120~138d[1].

2 银杏大蚕蛾的危害特点

银杏大蚕蛾幼虫为突发性食叶害虫,以核桃树为主要寄主,同时危害香樟、梨树、李树、柳

树、银杏、杨树等,尤其对银杏树具有典型的强暴掠食性,短期内即可造成重大或毁灭性的损

害.1~3龄幼虫多聚集在树冠底部和枝叶层之间,叶尖可聚集数十至数百头幼虫,通过啮食叶

片造成缺刻或孔洞.3龄后,幼虫食量激增,开始扩散迁移.5龄幼虫在夏至后一周内进入集中

暴食期,短期内食尽树叶和幼苗,仅留下老枯树枝和少量青果.银杏大蚕蛾幼虫具有在不同寄

主植物间转移的特性,在初始寄主植物叶片被食尽后,幼虫会转移到邻近寄主(如杨树)继续取

食.尽管受害植物基部叶片能够再生,但植株仍易枯死.研究发现,除气候因素外,不当的造林和

林业操作以及人类活动的增加是引发森林生态系统失衡、自我调节与恢复力减弱的主要原因[2-3].

3 银杏大蚕蛾的生活习性

银杏大蚕蛾幼虫主要在日间活动,午后高温时会向树冠下迁移以避热.卵孵化后,低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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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以黑色或小毛虫形态取食树叶,随后逐渐转变为大白毛虫,蛹期持续约40d后羽化成蛾.
由于高龄幼虫爬行能力受限,其茧多分布于香樟树下的灌木、荆棘、蕨类和草本植物上.在蛹

期内,银杏大蚕蛾会羽化并产卵,继续扩散危害.调查显示,该虫在建兴镇、三官镇等地呈水平

分布,危害程度山下区域较山坡严重,深山区较浅山区严重,阴坡较阳坡严重,且随海拔升高

而变化[3-4].

4 南部县银杏大蚕蛾大发生原因

4.1 林分树种单一

良好的森林生境应是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各生物因素相互联系、制约并和谐共处.混交

林因树种组成复杂、结构稳定,具有高生态稳定性和较强的抗虫害能力,能有效防止害虫大规

模蔓延.在人工生态抚育与造林过程中,往往缺乏科学规划,营造区内出现大面积野生核桃、

柏树、油松、杨树、银杏以及部分珍稀经济林木等单一树种的纯林资源.树种单一、经济植物数

量相对较少,导致食物链缺失和生物多样性降低,影响了生态平衡.而害虫天敌种类的减少使

得防控效率降低,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此外,银杏等植物提供的天然营养资源集

中且丰富,吸引了大量食草昆虫,易导致植物被过度啃食.这些因素降低了植物的抗病、抗灾

能力,导致农林病虫害发生.调查显示,结构单一的纯杨林、核桃林和香樟林出现病虫害集中

爆发,而结构复杂的混交林受害程度较轻[4].

4.2 营林措施粗放

加强栽培管护和及时抚育是提高树木抗逆性的关键措施.在山坡和沟谷地区集中种植的核

桃和香樟,若管理措施粗放,如松土、除草和施肥不及时,会导致草木丛生,卫生条件差,为害

虫越冬和虫卵繁殖提供良好环境.此外,由于林农认识有限,初期为满足绿化要求进行造林,

但后期却未能实施有效管理,这也会为害虫的大规模发生创造条件.调查显示,多数天然次生

阔叶林和部分人工林因管理粗放、长期未进行抚育,森林整体抗性降低,虫害更易集中爆发[4].

4.3 气候条件适宜

当平均气温为18~26℃且相对湿度达到80%时,银杏大蚕蛾的发生风险会显著增加.然
而,在全球暖冬气候的影响下,部分地区的春季会出现降雨稀少的情况,香樟、核桃等树木也

会因为水分和养分供应不足而出现抗逆性降低,这种情况下同样容易受到害虫的侵害,为银杏

大蚕蛾的大规模爆发创造了有利环境.

4.4 寄主植物广泛

近年来,南部县在国土绿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营造了良好的生态

环境,这也为银杏大蚕蛾等病虫害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此外,随着种植的核桃林被大规模砍

伐,病虫害的威胁逐渐转移至香樟、银杏等其他树种上,银杏大蚕蛾的食物资源更加丰富,进

一步促进其发生和扩散.

4.5 森林病虫害测报系统不完备

目前南部县尚未建立系统、完备和高效的田间虫害监测和信息传递网络,害虫监测预警手

段相对滞后,虫情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不畅,导致无法及时发现和精准监测各类病虫害.病虫害

一旦发生便迅速蔓延,疫情变得复杂且难以控制,同时也容易错过最佳防治时机.若在害虫幼

虫数量激增时才匆忙采取化学防治措施,这不仅难以保证防治效果,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4.6 滥用广谱杀虫剂

不合理使用农药也是导致银杏大蚕蛾发生的重要原因.2020年,南部县银杏大蚕蛾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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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后,群众普遍使用单一的广谱杀虫剂进行防治,这种盲目的处理方式不仅无法有效控制害

虫,还抑制了害虫天敌的生长.长期大面积使用广谱杀虫剂也会促使害虫逐渐产生抗药性,进

一步削弱防治效果,导致生态环境复杂化和不稳定.
4.7 有效管理措施缺失

核桃、香樟等树木主要分布于丘陵坡地、林地边缘、田埂及道路旁,部分区域因交通不便

或水源匮乏,管理措施难以全面覆盖.此外,树木高大及银杏大蚕蛾在树皮裂缝中产卵的习性,

使得喷药时难以有效覆盖目标区域,以及缺乏系统的综合防治技术,进一步降低了防控效果.

5 银杏大蚕蛾综合防控对策

银杏大蚕蛾爆发时,要将其种群密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需采取综合的、可持续的防

控策略.
5.1 建立生态防治体系

构建完善的生态防治体系能够显著提升银杏大蚕蛾的防控效果.相对复杂的混交林区通常

较少爆发虫害,因此,造林时应采取针阔叶树种混交方式,通过株间、带状或块状混交来优化

林分生境.该策略不仅为天敌提供了栖息地,还能有效防止害虫食源过度集中,从而增强林分

的自然抗性.在实际植树造林过程中,应科学合理选择树种并控制其数量,造林前进行系统性

规划.选择造林树种时,优先考虑具有较强抗病虫害能力的树种,避免种植易受森林害虫侵害

的树种.
5.2 加强抚育管理

病虫害通常发生在长势较弱的零星林木上,需加强对这些林木的日常养护和综合管理,以

增强其抗病虫害的能力.林木栽培时应避免损伤苗木的侧根系和枝干,并在栽植后适时施肥、

浇水、培土和人工除草,以支持其生长.对于已染病枯死的林木,应及时修剪受损枝条并进行

整形.同时,应改善林间植物的通风、湿度和光照条件,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寄主生存的环境.对
于核桃、香樟、马尾松和杨树等经济树种,应积极进行中耕和施肥,清除越冬幼虫卵块,并对树

体和土壤进行刷白处理,以增强树势并降低虫口密度.此外,针对阔叶林,应在农历7~9月进

行科学合理的卫生间伐、修枝和清除灌木,同时摘除蛹茧,破坏幼虫的隐蔽场所[5-6].

5.3 健全林业病虫害综合监测评价机制

森林病虫害的有效检疫与防治依赖准确、及时的虫情观测数据,通过预测虫害发生时间和

危害程度以及监测害虫种群变化,可帮助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银杏大蚕蛾的虫情监测策

略综合了生物学观察与环境因素分析,包括记录各虫态的出现及其持续时间、调查成虫的产卵

选择性及卵块分布、评估不同寄主植物对幼虫发育的影响、分析环境湿度对蛹羽化的影响等[7].
此外,通过实施人工防治、生物农药防控试验以及监测化学药剂防治后虫株率的变化,也可为

害虫管理提供科学依据[7].

5.4 密切关注虫情动态

根据阔叶树食叶害虫的生长规律,银杏大蚕蛾在每年的4月下旬至6月上旬为盛发期.由
于海拔较高的山区发生较晚,并且银杏大蚕蛾危害有分期、分批的特点.因此,相关部门应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村级护林员、林农和广大林业经营者每隔几天深入山区,密切关注阔叶树食

叶害虫的发展动态,进行准确的预报,同时抓住有利天气条件进行防治[7-8].

5.5 加强外来树种及花卉检疫

为避免病虫害的远距离传播,应加强植物检疫,并禁止未经消毒处理可能携带病虫害的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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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和林产品的外调.当引进新的树种或种子时,必须对林木进行严格的有害生物检疫,以防止

病虫害通过种子或树种传入,从而阻止森林中各种主要病虫害的再次发生和传播[7].

5.6 采用综合防控措施

森林生态系统具备自然调节害虫种群数量的能力,这一能力源于生态系统内害虫的天敌、

寄主植物的抗虫性以及食物资源的限制等因素.因此,在森林病虫害防治中,应重视生物防治,

并坚持无公害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管理策略.
5.6.1 无公害防治措施

1)人工防治.银杏大蚕蛾以卵越冬,卵块大,呈黑褐色,多在核桃、杨树、香樟等寄主基部

树干上或低矮的幼树或寄主附近的地面上产卵,通常含有数十个卵,相对容易发现.因此,在

抚育管理或进行虫情调查时,可用棒敲击卵块或刮去卵块,也可在冬春季节发动群众灭卵.此
外,8月可在河边、渠旁灌木丛中搜集虫茧进行集中烧毁,也可将虫茧喂鸡、喂猪或人工捕杀幼

虫.银杏大蚕蛾3龄前幼虫虫体呈黑色,多群集在树膛下部叶片进行危害,可以采取人工振树

的方法将幼虫摔落至地面并将其踩踏死.
2)灯光诱杀成虫.针对银杏大蚕蛾成虫的防治,可以利用其趋光性以及雄蛾有较强飞翔能

力的特点,采取灯光诱杀.通过使用诱虫灯或黑光灯吸引并捕杀雄虫,可以减少受精卵的数量,

从而在银杏大蚕蛾的大规模危害发生之前有效控制其繁殖.
3)粘纸防治.利用银杏大蚕蛾聚集取食和在高温时下树庇荫的生活习性,将粘纸固定在树

上,可粘住幼虫使其死亡.规格为20cm×10cm的粘纸可捕捉20~30只幼虫,每人每天可处

理100~120株受虫害的林木,可在较短时间内有效降低虫口密度.粘纸防治法不仅能有效保护

森林的生态系统,其防治成本也相对可控.与化学防治相比,该方法操作简便,安全环保,同时

可获得良好的防治效果.
4)天敌防治.保护林区内的天敌种群有助于增强林分的自我调节能力.研究发现,释放赤

眼蜂防治银杏大蚕蛾时,寄生率可达80%以上,一个世代内,银杏大蚕蛾种群的最终生存率仅

为0.98%,其中95%的个体被各种天敌捕食[6].因此,可在林区释放寄生蜂,以增加森林生态

系统中天敌的种类和数量.同时,应禁止在林区内捕猎鸟类,并设置巢箱以吸引益鸟,从而增

强林分的自控能力[6].
5)农业防治.科学的营林措施与抚育管理能够提高林木的抗病虫害能力.在新造林地和火

烧迹地改造时,应注重林分配置,选择抗逆抗病品种,并合理栽种混交林,以提高林地的自然

抵抗力.同时,对于已成林的地区,应重视抚育管理,及时砍伐病树和弱木,并清理林地上枯死

和腐烂的树枝.林木修剪时应剪除蛹枝、卵枝和干枯枝,并清除粗糙或翘起的树皮,同时集中

烧毁剪下的枝条,以降低虫口密度.秋冬季节应清除杂草,以增强树木的抗性并减少病虫害的

栖息场所.此外,禁止乱砍滥伐有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减轻病虫害危害程度.
5.6.2 无公害药剂防治

1)树干基部钻孔注药.利用幼虫在3龄前群居且抗药性较差的特点,对核桃等经济林木实

施树干基部钻孔注药是有效的防治策略.常用药物包括5%吡虫啉乳油和20%吡虫啉水剂,还

可选择40%“氧化乐果”与80%“敌敌畏”乳油的混合药剂,按10倍稀释后进行注射.钻孔注药

不仅对天敌安全,而且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且不易受到雨水冲刷的影响.因此,该方法适用

于立地条件差、树体高大而难以进行喷药的情况,以及因复杂地形人力难以到达的林区.
2)用无公害药剂喷雾防治.在幼虫3~4龄前群集危害期,可选用1.1%“森防丹1号”、仿

生制剂1.2%苦·烟乳油、2.0%阿维菌素微囊悬浮剂或0.5%苦参碱水剂,对树干中部和下部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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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进行喷雾.此外,还可对树冠喷施苏云金杆菌悬浮剂100~200倍液或25%灭幼脲悬浮液

1000倍液[7-8].
5.6.3 合理使用化学药剂

1)选用无公害农药.化学药剂防治应在其他防治方法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时应用,药剂选择

上充分考虑害虫虫龄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选择高效、低毒(如植物源药剂或灭幼脲类杀虫

剂)、轻污染或无污染的药剂.同时,应合理混用或交替使用农药,避免长期使用同一种农药,

以减少抗药性的产生.
2)选择最佳防治时期.银杏大蚕蛾1~3龄幼虫虫体小、危害轻且群居,而3龄后幼虫虫体

迅速增大,食量增加,危害加重,同时抗药性增强,防治难度显著提高.因此,选择幼虫1~3龄

(4月中旬至5月上中旬)时进行集中扑灭,效果更佳.较矮的树木可将胃毒药剂喷洒在叶片上,

较高的树木则可喷洒触杀药剂,重点喷洒树干中下部区域,以有效覆盖虫体.
5.7 坚持科学防治,落实防控措施

5.7.1 做好虫情监测和宣传工作

为有效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各地应落实“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防

治方针,并确保“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得到切实执行.此外,应加强防治工作的宣传与推

广,普及先进的防治技术.同时,应重视银杏大蚕蛾的预防,做好虫情监测,并采取有效措施减

少虫口数量,以减轻其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危害.
5.7.2 落实防治目标管理责任制

银杏大蚕蛾等阔叶树食叶害虫已成为威胁南部县林业的主要虫害.为有效控制阔叶树食叶

害虫的危害,应加强防治工作的组织与领导,严格落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责任制.切实搞好技

术指导和防治器药械的供应,并召开人工刮除虫卵的现场培训会.此外,还可成立一支专业队

伍,对辖区新栽植的核桃树、杨树、香樟、银杏等经济林和珍稀林木林进行全面喷药防治,为林

木生长创造优质环境.

6 结语

银杏大蚕蛾已成为严重威胁南部县生态稳定的林业害虫,其发生与繁殖规律的研究及综合

绿色防控措施,对于控制其种群扩散、降低危害和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森林病虫

害一旦发生,根治困难,实施科学的防控策略,调控银杏大蚕蛾种群,能够有效减轻其对森林

生态系统的影响,为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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