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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树脐腹小蠹的识别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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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描述了榆树上重要蛀干害虫脐腹小蠹（Ｓｃｏｌｙｔｕｓ　ｓｃｈｅｖｙｒｅｗｉ　Ｓｅｍｅｎｏｖ）的鉴 别 特 征，附 有 识 别 特 征 图，并 依 据

生物学特性提出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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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市２０１２年 启 动 了 平 原 地 区 百 万 亩 造 林 工

程，因工程巨大，本市自有苗源不足，部分苗木由外地

调入。外调苗木由于运输、管理等原因，一些树木定

植后生长不良，容易受到次期性害虫的为害。脐腹小

蠹（Ｓｃｏｌｙｔｕｓ　ｓｃｈｅｖｙｒｅｗｉ　Ｓｅｍｅｎｏｖ，１９０２）便是其中的１
种。脐腹小蠹于１９０２年记录于新疆东天山，多毛小

蠹（Ｓｃｏｌｙｔｕｓ　ｓｅｕｌｅｎｓｉｓ　Ｍｕｒａｙａｍａ）为本种的异名［１－２］，国
内并未作这样的归并［３］。这种小蠹在我国北方普遍

发生，有不少关于它的研究［４－７］。近年来该虫仍在一

些地区 大 发 生，造 成 榆 树 大 量 死 亡 和 果 树 严 重 受

害［８－１０］。它已入侵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地方均有发

现，对当地的榆树产生了很大的威胁［１１］。除了蛀食寄

主植物造成损害外，脐腹小蠹还能传播榆枯萎病（榆荷

兰病），引起更大的危害［１２］。本文描述了脐腹小蠹的寄

主植物、鉴别特征，并依据其生物学提出防治措施。

１　寄主植物及分布

脐腹小蠹在寄 主 的 韧 皮 部 和 木 质 部 附 近 取 食，

可入侵多种生长不健康的植物，多在主干上，也可在

较大的枝条上蛀食（通常直径大于３～５ｃｍ）。目前

已知的寄主植物属于５个不同 的 科，如 胡 颓 子 科 的

沙 枣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杨 柳 科 的 垂 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豆 科 的 柠 条 锦 鸡 儿（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和蔷薇科的多种果树，如杏（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
ｍｅｎｉａｃａ）、桃（Ｐ．ｐｅｒｓｉｃａ）、樱 桃（Ｐ．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ａ－
ｓｕｓ）、梨（Ｐｙｒｕｓ　ｓｐ．）、苹果（Ｍａｌ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等，榆

科的多 种 榆 树，如 白 榆（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春 榆（Ｕ．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黑榆（Ｕ．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黄 榆（Ｕ．ｍａｃｒｏ－
ｃａｒｐａ）、美 国 榆（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欧 洲 白 榆（Ｕ．ｌａｅ－
ｖｉｓｓ）等，多种榆树是其最主要的寄主植物。

分布：新 疆、陕 西、青 海、宁 夏、黑 龙 江、辽 宁、北

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朝鲜，俄罗斯，蒙古、中亚。

２　脐腹小蠹的鉴别特征（图１，ａ～ｈ）

成虫特征：体长３．０～４．１ｍｍ；体 色 及 斑 纹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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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头黑色，前胸背板前半或大部黑色，后缘红褐

色，鞘翅红褐色，常在鞘翅中部具一黑褐色横带；前

胸背板光亮，少 毛；鞘 翅 被 毛，各 列 刻 点 大 小 相 近。

雄性头额部中央 具１个 大 浅 凹，四 周 具 细 长 额 毛；

雌 虫 额 部 平，中 央 轻 微 凸 起，额 毛 稀 疏 短 小。雌

雄 两 性 第２腹 板 中 部 均 具 瘤 突（脐 突），通 常 端 部

稍 膨 大，但 在 不 同 个 体 间 有 相 当 差 异，如 瘤 突 变

小，端 部 不 膨 大 等；其 他 腹 板 上 无 瘤 突 或 锯 齿。

雄 虫 第７背 板 近 后 缘 具１对 强 大 刚 毛，而 雌 虫 无

此 类 刚 毛。

图１　脐腹小蠹（Ｓｃｏｌｙｔｕｓ　ｓｃｈｅｖｙｒｅｗｉ）及其天敌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ｂａｎｄｅｄ　ｅｌｍ　ｂａｒｋ　ｂｅｅｔｌｅ　Ｓｃｏｌｙｔｕｓ　ｓｃｈｅｖｙｒｅｗ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坑道特征：母坑道为单纵坑道，长约３～９ｃｍ（甚
至更长）。子坑道稠密，４０～７０条，自母坑道向两侧

水平伸出，部分再转弯沿树干向上或向下伸展。子坑

道长４～６ｃｍ，蛹室位于坑道尽头，呈椭圆形。

３　防治措施

脐腹小蠹是弱寄生性蛀干昆虫，入侵生长不良的

寄主植物、伐根、风倒木等。１年发生２～３代，多以老

熟幼虫在树皮下蛹室内越冬，也能以其他虫态越冬，后
期世代重叠明显。成虫飞翔能力差，羽化的成虫经补

充营养（有时取食植物的嫩枝）后可入侵原树或附近的

弱树；即使树木死亡，幼虫仍可继续取食。因此对于脐

腹小蠹的防控应以预防为主，同时应加强树势。
（１）调运榆树苗木要加强检疫，杜绝脐腹小蠹被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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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新区。
（２）选用健壮的榆树 苗 木，加 强 管 理，如 有 条 件

应在春季干旱时给榆树浇水；在成虫发生高峰期，如
果进行其他虫害防治喷洒农药（触杀性）时，可喷洒

树干，从而起到兼治脐腹小蠹的作用。
（３）对于已遭脐腹小蠹危害的榆树，宜及时防除，

生长明显不良或濒死的榆树，宜 尽 快（连 根）拨 起 剥

皮、焚烧或水中浸泡等处理树皮中的小蠹。或在４至

９月份，在林地放入一定数量榆树饵木，１个半月后

收回，做剥皮处理，消灭虫源。果树死树、修剪的枝条

等应及时处理，不宜堆放在果园及林木寄主周围。
（４）脐腹小蠹具有众多的天敌［图１ｉ～ｌ］，常见的

有普通郭公虫（Ｃｌｅｒ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有文献把其幼虫错

认为蠼螋）、榆痣斑金小蜂（Ａｃｒｏｃｏｒｍｕｓ　ｕｌｍｉ）、多种广

肩小蜂（Ｅｕｒｙｔｏｍａｓｐｐ．）、小蠹蒲螨（Ｐｙｅｍｏｔｅｓ　ｓｃｏｌｙｔｉ）
等，小蠹蒲螨的寄生率较高。许多脐腹小蠹成虫携带

迁移型螨，应对这些天敌进行保护和利用，如人工饲

养和释放小蠹蒲螨等。
（５）在成虫羽化盛期（不同地区发生时 期 不 同）

可对树干和树冠喷药，如２．５％溴氰菊酯乳油、２０％
氰戊菊酯乳油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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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周建中，邱鸿贵，符文俊．棉褐带卷蛾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　ｏｒａｎａ可分

为两个亚种（鳞翅 目：卷 蛾 总 科：卷 蛾 科）［Ｊ］．昆 虫 分 类 学 报，

１９９７，１９（２）：１３０－１３４．

［９］　周玉书，朴春树，仇贵生，等．２４％甲氧虫酰肼悬浮剂防治苹

果园苹褐带卷蛾试验［Ｊ］．农药，２００４，４３（８）：３７７－３７９．

［１０］王成杰．２０％虫酰肼 悬 浮 剂 防 治 苹 小 卷 叶 蛾 的 药 效 试 验［Ｊ］．

现代园艺，２０１２（１３）：６６．

［１１］李晓军，王涛，亓彬，等．２％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

防止桃树苹果小卷叶蛾和梨小食心虫危害新梢的 试 验［Ｊ］．落

叶果树，２００９（６）：２９－３０．

［１２］陈明艳，邵彦坡，刘 德 如，等．甲 氨 基 阿 维 菌 素 苯 甲 酸 盐１％

微乳剂防治苹小卷 叶 蛾 田 间 药 效 试 验［Ｊ］．农 药 科 学 与 管 理，

２００９，３０（１１）：５３－５５．

［１３］李维根．５％虱螨尿乳油防治苹果树苹小卷叶蛾药效试 验［Ｊ］．

农药科学与管理，２００６，２５（７）：３３－３４．

［１４］仇贵生，张怀江，闫文涛，等．氯虫苯甲酰胺对苹果树桃 小 食

心虫及金纹细蛾的控制作用［Ｊ］．昆虫知识，２０１０，４７（１）：１３４－

１３８．

［１５］Ｗａｎｇ　Ｘ　Ｌ，Ｋｈａｋａｍｅ　Ｓ　Ｋ，Ｙｅ　Ｃ，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ｅｌｄ－ｅｖｏｌｖ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ｂａｃｋ　ｍｏｔｈ，Ｐｌｕｔｅｌ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ｓｔ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６９（５）：６６１－６６５．

［１６］胡雅辉，张夏芳，张青文，等．梨小食心虫和苹小卷叶蛾 在 桃

园的发生规律与防治［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９，４６（５）：７２７－７３１．

［１７］吕兴，李进，曹克强，等．保定地区苹小卷叶蛾越冬虫态调查 及

成虫发生动态监测［Ｊ］．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１３，３３（８），４８－５０．

［１８］张东霞，常向红．山西运城苹小卷叶蛾大发生原因分析及防治

对策［Ｊ］．科学之友，２００７（１２Ｂ）：１５２，１５４．

·８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