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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透翅蛾的形态及生活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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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棠透翅蛾在北京有机苹果园或生态果园的为害有增加的趋势。本文描述了成虫(包括雄性外生殖器)、幼

虫及蛹的形态特征 ,观察了其在苹果园的生活史。结果表明 ,该虫在北京一年一代 , 以幼虫在树皮内结茧越冬 , 成虫

发生期为 5 月底至 7 月底。本文还讨论了与近缘种的鉴别特征 、提出了应用性信息素及其他防治措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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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estation of the cle arwing moth , Synanthedon haitangvora Yang , has become heavier in the or-

ganic and ecological apple or chards in Beijing.The morphology of the adults(including male genitalia), larvae ,

pupae , and its life history were investigated.I t occurs one gener ation per year and overwinte rs as the larvae in co-

coon under the bark.The adults emerge from the end of May to the end of July.The diagnostic char acters of the

closely r elated species , applica tion of sexual pheromone and other control methods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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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透翅蛾(S ynanthedon haitangvora Yang),属

鳞翅目透翅蛾科 ,寄主植物有苹果 、沙果 、梨 、桃 、李 、

樱桃 、梅 、海棠等
[ 1]
,以幼虫在树干或大主枝的皮层

内蛀食 ,受害处常堆有虫粪 ,并流出红褐色汁液。近

年来 ,北京郊区果园推广有机或生态栽培 ,果园不用

化学农药或化学农药的用量大大减少 ,海棠透翅蛾

的种群数量在一些苹果园明显增长 。据在北京昌平

有机或生态苹果园的调查 ,海棠透翅蛾发生严重的

地块 ,盛果期苹果树干上海棠透翅蛾幼虫最多可达

20头/株 ,有虫株率为 46.0%,严重影响树体营养运

输 ,导致树势衰弱 ,并易诱发树干的腐烂病 。北京地

区发生面积约1 200 hm
2
。本文介绍了海棠透翅蛾

的形态特征 ,总结 2008年和 2009 年在昌平区王家

园苹果园 、中日果园和平谷区山东庄果园的观察结

果 ,并提出防治策略的建议 。

1　材料与方法

1.1　形态观察

从苹果园内采集各期虫态 ,在解剖镜下进行形态

学观察 ,对于雄性外生殖器 ,取下腹部在 10%KOH 溶

液里浸泡 1 d ,去掉肌肉等杂物 ,在解剖镜和显微镜下

观察并绘图;在野外拍摄为害状等生态图片。

1.2　野外观察

观察点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王家园果园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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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约0.33 hm
2
,苹果树树龄 10年 ,主栽品种为`红富

士' ,授粉品种有`桑沙' 、`金冠' 、̀ 国光' 等 。从

2005 年开始实行生态果园的管理 ,不使用化学农

药 ,实行地面生草覆草的生态调控措施 ,对苹果主要

病虫害均以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为主 。并以昌平区

中日果园苹果树和平谷区山东庄果园桃树作为辅助

观察点 。于 2008-2009年在苹果生长季节 ,每周观

察1次 。并在果园内建立一个2 m×2 m×2 m的网

室 ,观察成虫的羽化情况 。

2　结果

2.1　海棠透翅蛾的形态特征

2.1.1　成虫

体长 10 ～ 12 mm 。体蓝黑色具光泽。复眼内侧

具白斑 ,近于新月形 ,由银白色鳞毛组成;头基部则

具黄色鳞毛 ,侧下方为白色鳞毛;下唇须具黄褐色或

灰褐色毛;触角黑色 ,具蓝黑区域。胸部侧面具细黄

鳞带 。腹部背面第 2和第 4节后缘具明显的黄带;

腹末毛丛发达 ,蓝黑色 ,雄蛾毛丛后缘具黄色毛 ,雌

蛾两侧具两束黄毛;腹部腹面第 4节黄白色 ,第 5节

则仅中央呈黄白色。翅透明 ,翅缘和翅脉蓝黑色 ,具

金黄色鳞片;前翅 R4+5的柄较短 ,分叉位于透明部

分的中央 。

雄性外生殖器:抱器大而似菜刀形 ,内面被刺毛

和鳞毛 ,近基部具一狭长光裸区;刺毛黑色 ,强大 ,紧

密 ,排列成线形;鳞毛细长 ,浅褐色 ,端部黑褐色 ,分

2叉(极少数 3 叉),覆盖抱器的大部分 。颚形突发

达 ,侧面观略呈心形;囊形突柱形 ,平行突出;基腹孤

狭窄 , “两臂”呈马鞍形;阳茎细长 ,端部 1/4可褶回 ,

略呈三角形 ,顶端两侧具小突起。

2.1.2　老熟幼虫

体长 22 ～ 25 mm 。头部浅褐色 ,有时具分界不

清的黑褐色斑;上颚黑色 , 但中部色浅;前胸盾褐

色 ,具分界不清的黑褐色斑;中后胸及腹部肉色至黄

褐色 ,腹末臀板褐色 。

图 1　海棠透翅蛾的雄性外生殖器

2.1.3　蛹

体长 10 ～ 14 mm ,黄褐色。中胸背面有 3条纵

脊;第 2腹节背面前缘有一排微小刺列 ,不明显;雄性

第 3 ～ 7节各有两列刺突 ,前排粗大 、后排细小 ,后排

至后缘的距离大于前排至前缘的距离 ,但第 7节后排

刺突的位置明显靠后;第 8 、9节只有 1列刺突。雌性

第 3 ～ 6节各有两列刺突 ,第 7 、8 、9节只有 1列刺突。

在腹端具 8个三角形的臀棘 ,其上各着生 1短毛。

2.2　生活史

经观察 ,海棠透翅蛾在北京 1 年发生 1代 ,以幼

虫在树皮层内结茧越冬 ,4月初幼虫开始活动 ,继续

蛀食皮层 ,排出红褐色成团粪便 ,并有红褐色汁液流

出 ,用刀挖被害处时 ,可发现其白色幼虫 ,身上常沾

有虫粪或红褐色液体。5 月上旬开始化蛹 ,化蛹时

期很不整齐 ,至 7月中旬仍可见到蛹。化蛹前 ,在被

害处咬一圆形羽化孔 ,不破表皮 ,于孔下吐丝连缀粪

便和碎木屑做长椭圆形茧化蛹 。5月底成虫羽化 ,

成虫羽化时期较长 ,至 7月底仍可见成虫 ,高峰期在

6月中旬至 7月中旬 。成虫羽化时常将半截蛹皮带

出树皮外。成虫白天活动 ,选生长衰弱的枝干粗皮

缝 、伤疤边缘等处产卵 ,卵散产。7月初始见幼虫孵

化 ,至 11月结茧越冬 。

表 1　海棠透翅蛾的年生活史(2008-2009 , 北京昌平)1)

3月

上 中 下

4月

上 中 下

5月

上 中 下

6月

上 中 下

7月

上 中 下

8月

上 中 下

9月

上 中 下

10月

上 中 下

11月-翌年 2月

上 中 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越冬幼虫;-:活动幼虫;⊙:蛹;+:成虫;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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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棠透翅蛾的生态图

3　讨论

3.1　海棠透翅蛾在苹果园为害有加重的趋势

建立生态果园或有机果园 ,是生产绿色健康果

品的一种途径。随着栽培品种 、措施的不同 ,果园内

的昆虫群落也会发生变化 ,如茶翅蝽近年来对苹果

的为害日益严重 ,已成为生态果园的重要难题之

一[ 2] 。海棠透翅蛾在韩国对苹果产生为害[ 3] ,在我

国近年来其在苹果园(特别是有机果园或生态果园)

为害有加重的趋势 ,应引起关注 ,因此详细的生物学

研究仍是必要的 。

3.2 　在海棠透翅蛾与苹果透翅蛾(Synanthedon

hector)的辨别上常常发生混淆

　　这 2种透翅蛾在形态 、习性上相近 ,过去文献中

存在2种透翅蛾混淆的现象 , 杨集昆描述了海棠透翅

蛾新种 , 依据的是雌性标本 ,并对这 2种进行了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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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4]
。此后 ,混淆现象仍有发生 ,如成虫为海棠透翅

蛾而蛹为苹果透翅蛾[ 5] , 或成虫为苹果透翅蛾而蛹为

海棠透翅蛾[ 6] ;或描述苹果透翅蛾成虫 ,而成虫图为海

棠透翅蛾[ 7] 。其实这 2种在外形上很容易从腹背的黄

色横带着生位置进行区分:苹果透翅蛾腹背的黄带在

第4 、5节上 ,而海棠透翅蛾的腹背黄带在第2 、4节上。

李哲敏等对海棠透翅蛾的成虫 、幼虫和蛹的形

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 3]
,但雄性生殖器与本研究稍

有不同;此外对于蛹体上刺突列的描述有误 ,即雄性

第 2 ～ 7节和雌性第 2 ～ 6节上有 2列刺突列 ,但所

给出的蛹体图(原图 13)是正确的 ,刺突列的开始体

节应为第 3腹节 。

3.3　性信息素等诱集方法的研究

透翅蛾的幼虫在树皮中生活 ,使用杀虫剂效果

不佳 ,同时也与绿色健康果品的要求相矛盾。通常

透翅蛾不趋光 ,不能用灯光诱杀成虫 ,可以应用性信

息素 ,诱集 、诱杀或干扰交配
[ 8]
。对海棠透翅蛾的性

信息素进行了研究 , 性腺内共有 9 个组分 ,其中 2

个组分最重要 ,即(3Z , 13Z)-十八碳二烯-1-基乙酸

酯和(2E , 13Z)-十八碳二烯-1-基乙酸酯 , 前 1个组

分可以吸引雄蛾 , 但这 2种组分的混合物对雄蛾引

诱效果最好[ 9] 。这 2种化合物及其异构体在透翅蛾

的性信息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1] ,其中 , 2种化合物

已作为农药在欧盟登记[ 10] 。

透翅蛾白天活动 ,雌蛾常吸食花蜜 ,可以开展海

棠透翅蛾补充营养剂的研究 ,以诱杀雌成虫。

3.4　在防治上仍以生态防治为主

加强栽培管理 ,增强树势 ,提高抗虫能力 。在 4

月幼虫集中发生时 ,根据排粪和红褐的汁液 ,确定幼

虫的位置 ,用刀人工挖除 。为预防腐烂病的发生 ,可

用腐殖酸铜或代森铵处理 。注意天敌如啄木鸟的保

护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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