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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松新害虫———黑胫腮扁叶蜂的初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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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胫腮扁叶蜂（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Ｗｅｉ）以雌虫为模式标本，描述于我国陕西（周至）和河南（内乡）。２００９年在北

京延庆发现它是油松上一种新的重要害虫，１年１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室中越冬，越冬虫口密度平均达２０．７头／ｍ２。６月

初开始化蛹，６月下旬出现成虫；成虫产卵于２年生的松针上，幼虫在小枝上做丝质的巢，咬断松针基部后取食，为害

盛期为８－９月。色带诱集试验表明，５种色带均可诱到成虫，不同颜色之间差异不显著。目前在延庆将红色胶带用

于黑胫腮扁叶蜂的防治。本文对各虫态进行了描述，并提供了彩色图片，讨论了该虫的分布特点和成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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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Ｓ　７６３．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Ｂ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５２９－１５４２．２０１６．０２．０４７

Ａ　ｎｅｗ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ｄ　ｐｉｎｅ（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ｙ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Ｙｕ　Ｇｕｏｙｕｅ１，　Ｗａｎｇ　Ｈｅ２，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ｈａｏ３，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３，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ｍｉｎ３，　Ｌｉｕ　Ｘｉ　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７，Ｃｈｉｎａ；２．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３．Ｙａｎｑ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ｙ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Ｗｅｉ　ｗａ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ａｎｄ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ｓ　ａ　ｎｅｗ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ｄ　ｐｉｎｅ（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ｉ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ｔ　ｈａｓ　ｏｎ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ｓ　ａｓ　ｍａｔｕｒｅｄ　ｌａｒｖａ　ｉｎ　ｓｏｉｌ　ｃｅｌｌ，ｗｉｔ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７　ｌａｒｖａｅ／ｍ２　ａｂｏｕｔ　３　ｃ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Ｔｈｅ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ｅ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ｂｅｇｉｎ　ｔｏ　ｐｕｐ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Ｊｕｎｅ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１０－ｄａｙｓ　ｏｆ　Ｊｕｎｅ．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ｌａｙ　ｅｇ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Ｔｈｅ　ｌａｒ－

ｖａｅ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ｅ　ｎｅｅｄｌ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ｉｌｋ　ｎｅｓｔ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Ｔｈｅ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ｋ　ｉｓ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ｔｉｃｋｙ　ｔｒａｐ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ａｌｌ　５　ｃｏｌｏｒｓ（ｒｅｄ，ｂｌｕｅ，ｙｅｌｌｏｗ，ｗｈｉｔｅ，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Ｎ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ｔｉｃｋｙ　ｔｒａｐ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　Ｃ．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ｒ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ｈａｂｉ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ｔｉｃｋｙ　ｔｒａｐｓ

　　扁叶蜂是一类经济重要性较大的昆虫，对林木的

危害性较大 ［１］。北京记录的扁叶蜂仅有２种：延庆腮

扁叶蜂（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ｙａｎｑ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Ｘｉａｏ）［２］和落叶松腮扁

叶蜂［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ｌａｒｉｃｉｐｈｉｌａ （Ｗａｃｈｔｌ）］［３］。前 者 发 生

于延庆，为害油松，后者发生于门头沟，为害落叶松。

近年来这２种扁叶蜂的发生量较大，需要人工防治。

２００９年，延庆县千家店镇茨顶村、香营乡佛爷顶村等

地的油松受到一 种 叶 蜂 的 为 害，部 分 油 松 针 叶 被 吃

花、吃光；幼虫的发生期比延庆腮扁叶蜂晚，幼虫也不

是黄褐色，显然是另一种扁叶蜂。为此，我们开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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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采集标本，于２０１０年开始观察其生物学，并进行

防治试验。２０１０年８月鉴定这种叶蜂为黑胫腮扁蜂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Ｗｅｉ，２００８）［４］，并经中南林业

大学魏美才教授核实。现将研究结果初报如下。

１　材料及方法

１．１　形态特征观察

依据采于延庆 县 千 家 店 镇 茨 顶 村 等 地 的 标 本，

在解剖镜下和野外实地观察、拍照，记述黑胫腮扁叶

蜂各虫态的形态特征。

１．２　生物学观察

在延庆镇米家堡苗圃地内，东经１１５°５８′５６″，北纬

４０°２９′５６″，海拔５０１ｍ，建８ｍ×６ｍ×３ｍ的养虫笼，

笼内栽植２株５年生松树作为标准株。采集成虫，放
到标准株油松上，观察黑胫腮扁叶蜂的生物学。

从田间采集带卵、幼虫的松枝放在实验室内，松
枝插入有水的桶中，以保证松枝不干枯，观察卵孵化

情况和幼虫发育情况。

选择黑胫腮扁叶蜂发生较重的千家店镇的茨顶、

香营乡的佛爷顶、张山营镇的松山保护区为调查标准

地。茨顶标准地位于东经１１６°１９′１８″，北纬４０°４４′５８″，

海拔９５４ｍ。树龄４０年，坡向北坡，坡度４０°；佛爷顶

标准 地 位 于 东 经１１６°０７′０２″，北 纬４０°３６′０２″，海 拔

１　１６０ｍ，树龄６０年，坡 向 西 北，坡 度３５°；松 山 保 护

区标准地位于东经１１５°４８′３９″，北纬４０°３０′０１″，海拔

７２１ｍ，树龄５０年，坡向东北，坡度３０°。

３月份开始，在茨顶、佛爷顶、松山等３块油松标

准地内，随机抽取１０块样方，每个样方１ｍ２，挖土调

查虫口密度和幼虫越冬深度、虫室形状、化蛹时间等。

１．３　色带诱集试验

２０１２年６月中旬，在标准地内选胸径基本一致的

油松５０株，在树干距地面１ｍ处，缠１５ｃｍ宽５种不同

颜色胶带，胶带上涂北京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无公害粘虫胶，每颜色１０株。每株树缠一

种颜色胶带，不同颜色胶带随机排列。选取红、黑、黄、

白、蓝等５种颜色的胶带，诱杀成虫，每周调查１次诱集

成虫数量，连续２次未诱集到成虫时，即结束调查。

２　结果

２．１　分类地位和鉴别特征

２．１．１　分类地位

黑胫 腮 扁 叶 蜂（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Ｗｅｉ，

２００８），属 膜 翅 目（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扁 叶 蜂 科（Ｐａｍ－
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２．１．２　形态特征

２．１．２．１　成虫

雌成虫体长１５．０～１７．５ｍｍ；体黑色，具黄白色

斑纹：唇基基部具“一”字纹（有时呈倒“Ｔ形”）、复眼

内缘具近四方形纹、头顶侧缝上具长纹以及沿颊并伸

向头顶两侧的钩形纹；触角第３节端部起黄白色，端

部６～８节黑褐色；下颚须黄白色，基部黑色，可１节，

２节或３节基半黑色，端部可褐色；下唇须黄白色，端
节黑色，或基１节黑色，基２节基部黑色；前胸背板两

端、中胸前盾片（１对）、中胸小盾片、后胸小盾片、中胸

前侧片前端具黄白斑；翅基片均黄白色；翅半透明，带
烟褐色，翅痣黑色；翅痣下具明显烟褐色横带直达翅后

缘，并与翅外缘的烟褐色相连；各腹节背板两侧、第１、２
节背板中部及第４～７腹板中部后缘黄白色；足基节具

黄白斑，跗节黄白色。触角２９～３１节，第３节稍短于柄

节，约是第４节的２倍。前翅２ｒ－ｍ可断或连接。

雄成虫体长１３．０～１５．０ｍｍ；体色与雌虫的区

别：头部不具头顶侧缝上的长纹斑，沿颊并伸向头顶

两侧的钩形纹在中间断裂；中部背面无黄白斑，翅基

片黑色；足淡黄棕色，跗节黄白色，前、中足腿节基大

部黑色。触角３１节，第３节后几节有时浅褐色，端６
节褐色；前翅的烟褐斑不明显。

２．１．２．２　卵

长椭圆形，长２．９～３．５ｍｍ，宽０．６～０．８ｍｍ。

污白色，染蓝色，后期变成污黄色，染红色，或以桃红

色为主，同时卵会变粗大，宽可达１．４ｍｍ。

２．１．２．３　幼虫

老熟幼虫体长２２～２７ｍｍ，头宽约３ｍｍ；头褐

色至黑褐色，前胸盾片黑褐色，胴体多种体色，可分

为灰褐色、浅绿色至橄榄绿色，胸部腹面中央两侧各

具一对黑色斑纹，以后胸的最大；有时腹末节背面两

侧或中间 黑 褐 色；触 角、３对 胸 足 及 肛 下 附 器 淡 褐

色、黑褐色或黑 色，具 较 浅 色 的 节 间。触 角７节，各

节均无刚毛。胸足６节，端１、２节 无 刚 毛。各 腹 节

均无腹足，腹１～８节两侧前后具一对突起，横向，通
常后突起较为明显。腹末节（肛上叶）背面中线两侧

各具一纵隆线，自近基部向端部收窄相遇或不相遇，

即呈“Ｖ”形隆线，其后具一方形窝，具一小钩状突起

（肛上钩）；肛下附器３节，基节腹面具８～９根刚毛，

第２节腹面具２根刚毛，端节光滑，无刚毛。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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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４　蛹

蛹长１３～２１ｍｍ，绿色，体末附有幼虫蜕皮壳，

且用头壳包住体末。蛹在土室内，虫室椭圆形，虫室

长１８ｍｍ，宽６ｍｍ，两端椭圆形，虫室内壁光滑。

２．２　分布、寄主植物及为害

分布：北京、陕西、河南。本种作为新种发表时，

模式标本采 于 陕 西 周 至，河 南 内 乡［４］。除 了 北 京 延

庆千家店镇的茨顶、香营乡的佛爷顶、张山营镇的松

山外，还在平谷区四座楼林场的油松上发现了幼虫，

数量较少。

寄主植物：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ｒｒ．）。
为害：幼虫在枝条针叶下做丝巢，咬断松针后取

食；虫龄大时，幼虫外出虫 巢，将 松 针 咬 断 后 拖 回 巢

内取食。一个枝条上的几头幼虫常常可把枝条上的

针叶食光；发生量大时，油松树冠外围的松针多被取

食，影响美观和生长。

图１　黑胫腮扁叶蜂及为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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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生物学特性

黑胫腮扁叶蜂在试验区１年发生１代，以老熟幼虫

越冬，６月上旬幼虫开始化蛹，６月下旬成虫开始出土，７

月上中旬为出土上树盛期，７月初成虫开始产卵，卵期１０
ｄ左右，幼虫在树上为害６０ｄ左右，９月上中旬老熟幼虫

开始下树，９月底幼虫全部下树，入土做虫室越冬（表１）。

表１　黑胫腮扁叶蜂年生活史（北京延庆）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ａ　ｎｉｇｒｏｔｉｂｉａｌｉｓ（Ｙａｎｑ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虫态Ｓｔａｇｅ　 １－５月Ｊａｎ．－Ｍａｙ　 ６月Ｊｕｎｅ　 ７月Ｊｕｌｙ　 ８月 Ａｕｇ． ９月Ｓｅｐｔ． １０－１２月 Ｏｃｔ．－Ｄｅｃ．
幼虫Ｌａｒｖａ （－） （－） （－） （－） （－） （－）

蛹Ｐｕｐａ ⊕ ⊕ ⊕ ⊕

成虫 Ａｄｕｌｔ ＋ ＋ ＋ ＋
卵Ｅｇｇ · · · ·

幼虫Ｌａｒｖａ － － － － － － － （－） （－） （－） （－）

　１）（－）：越冬幼虫；⊕：蛹；＋：成虫；·：卵；－：幼虫。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ｅｄ　ｌａｒｖａｅ；⊕：Ｐｕｐａｅ；＋：Ａｄｕｌｔｓ；·：Ｅｇｇｓ；－：Ｌａｒｖａｅ．

　　黑胫腮扁叶蜂以老熟幼虫在 土 室 内 越 冬，越 冬

幼虫绿色，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在 延 庆 县 千 家 店 镇

茨顶油松林中 调 查，林 下 腐 殖 质 层 约３ｃｍ，幼 虫 在

腐殖质层下土层３ｃｍ下做土室越冬。虫 口 密 度 最

高达４１头／ｍ２，最低２头／ｍ２，平均为２０．７头／ｍ２。

２０１２年，在３块试验地观察，６月５日幼虫开始

化蛹，６月２２日 化 蛹 结 束。６月２２日 始 见 出 土 成

虫上树，７月上中旬为上树盛期，７月１日 始 发 现 成

虫产卵，卵期１０ｄ左右，７月１０日卵开始孵化，幼虫

在树上为害６０ｄ左 右，９月１０日 幼 虫 开 始 下 树，９
月２７日，幼虫全部下树，入土做虫室越冬。

成虫在中午前后温度高时活跃。１头雌虫可招

来多头雄虫，且雌虫可多次交尾，多在林下草丛或油

松树冠下层的枝条上活动。

卵多产在２年 生 部 位 的 针 叶 上 凹 陷 处，针 叶 上

少则有卵１、２粒，多则有７～８粒。卵粒初产时乳白

色，透出淡绿色，近 孵 化 时 颜 色 加 深，为 粉 红 色。产

卵部位有油渍痕迹。幼虫孵化后多在二年生部位吐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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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做虫巢，咬断松针后取 食，不 取 食 时 在 巢 中 栖 息；

虫龄大时，将 松 针 拖 回 巢 内 取 食；虫 粪 排 在 巢 的 外

部，多粘在巢的丝上。发生严重时，虫巢上方枝条上

的松针可被吃光。

田间调查时，发现黑胫腮扁叶蜂的卵被取食；罩
纱网饲养观察时，幼虫被蜘蛛、蚂蚁捕食。

２．４　色带诱集

色带诱 集 试 验 结 果 见 表２。在 油 松 树 干 上 缠

红、蓝、白、黑、黄色粘虫胶带，均可诱集到成虫，经方

差分析（Ｆ 检 验），不 同 颜 色 之 间 诱 集 效 果 差 异 不

显著。

表２　５种色带诱集黑胫腮扁叶蜂成虫的数量１）（北京延庆）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ｄｕｌ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ｔｉｃｋｙ

ｔｒａｐｓ（Ｙａｎｑ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颜色

Ｃｏｌｏｒ

成虫数量／头·株－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

茨顶

Ｃｉｄｉｎｇ
佛爷顶

Ｆｏｙｅｄｉｎｇ
松山

Ｓｏｎｇｓｈａｎ
合计

Ｔｏｔａｌ
平均

Ｍｅａｎ

红色Ｒｅｄ　 １０．９　 １７８．５　 ２．３　 １９１．７０　 ６３．９０

蓝色Ｂｌｕｅ　 ４．３　 ４７．３　 １．２　 ５２．８０　 １７．６０

白色 Ｗｈｉｔｅ　 ４．５　 １２０．３　 ０．８　 １２５．６０　 ４１．８７

黑色Ｂｌａｃｋ　 １１．５　 １１４．６　 ０．２　 １２６．３０　 ４２．１０

黄色Ｙｅｌｌｏｗ　 １．８　 ９８．０　 ３．５　 １０３．２０　 ３４．４３

　１）经方差 分 析（Ｆ 检 验），不 同 颜 色 色 带 诱 集 的 成 虫 数 量 差 异 不

显著。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ｔｒａｐ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ｔｉｃｋｙ　ｔｒａｐ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ｙ　ＡＮＯＶＡ（Ｆ－ｔｅｓｔ）．

３　讨论与小结

３．１　黑胫腮扁蜂的分布与食性

黑胫腮 扁 蜂 是 依 据 采 于 陕 西（周 至），河 南（内

乡）的雌成虫进 行 记 述 的［４］，对 北 京 来 说，这 是 一 个

新记录种，本文对雄成虫、幼虫等的形态作了首次记

述。该种作 为 新 种 发 表 时，并 没 有 记 录 寄 主 植 物。

本文记录了黑胫腮扁蜂的寄主植物为油松。

在陕西周至楼观台，采集地的海拔是８９９ｍ；在

河南内乡宝天曼，海拔约在１　３００～１　４００ｍ［４］；北

京延庆发生地的海拔在７２１～１　１６０ｍ，平谷四座楼

采集地海拔６００ｍ。可 见，黑 胫 腮 扁 蜂 发 生 在 山 地

上的油松，海 拔 大 致 在６００～１　４００ｍ，纬 度 低 的 地

区，发生的海拔稍高。

３．２　色带诱集是一种有效的防治方法

一些扁叶蜂具有性信息素。Ｂａｋｅｒ等［５］对 性 信

息素进行鉴定，为氨基苯乙酮的多种异构物组成，但
雄蜂在定向上并不是很理想。这表明由于发生地的

扁叶蜂数量较高，把性信息素作 为 诱 杀 源 效 果 并 不

会很好，但它可以引起 雄 蜂 的 兴 奋，增 大 活 动 量，如

与黄绿色胶带配合，可 增 大 诱 集 量。最 近 研 究 表 明

松阿扁叶蜂（Ａｃ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ｃａｌｉｓ）的处女雌虫对

雄虫具很强 的 吸 引 能 力［６］。在 防 治 应 用 上，可 能 利

用色带诱集这类具有性信息素释放的种类。落叶松

腮扁叶蜂成虫对黄绿色具有良 好 的 趋 性，并 用 于 防

治［３］。本研究表明在油松树干上缠红、蓝、白、黑、黄
色粘虫胶带均可诱集到黑胫腮 扁 蜂，不 同 颜 色 之 间

差异不显著。目前利用 红 色 粘 虫 胶 带、胶 板 诱 杀 黑

胫腮扁叶蜂，已在发生区全面应用，松针得到了有效

保护，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

３．３　黑胫腮扁叶蜂成灾的原因

黑胫腮扁叶蜂与延庆腮扁叶蜂混合发生，延庆腮

扁叶蜂为优势种。延庆腮扁叶蜂自１９８０年发现并成

为延庆四海油松上的重要害虫［７］，每年需要防治（未

发表资料）。黑胫腮扁叶蜂幼虫发生期较延庆腮扁叶

蜂晚１个月左右，危害程度较轻，仅在近几年在个别

地块暴发成灾。是否因长期防控延庆腮扁叶蜂后，天
敌被杀伤，导致黑胫腮扁叶蜂暴发，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黑胫腮扁叶蜂的天敌资源需要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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