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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枸橘潜叶甲危害柚子叶片十分严重，已由次要害

虫上升为安江蜜香柚春梢期的主要害虫。2017～2018年通过对枸

橘潜叶甲在柚子树的发生规律进行普查和系统调查，摸清了该越

冬成虫的出蛰活动与3月中下旬的温度、雨日关系密切。掌握了幼

虫、成虫的盛发期、历期、百叶有虫数等数量变动情况和叶片被

害率、严重度等危害情况。为确定防治的最佳时间，减少枸橘潜

叶甲的发生提供有效依据。

关键词：枸橘潜叶甲；安江蜜香柚；百叶有虫数

0  引言

安农蜜香柚是从安农一号香柚中选育出的优良芽变新品种。

果实长卵形，果皮金黄色，油胞粗大突出，果皮富含浓郁香气，

故称“蜜香柚”。在怀化职业技术学院种植十多年，已经进入结

果盛期。近几年来，枸橘潜叶甲危害柚子树呈上升趋势，已由次

要害虫上升为安江蜜香柚春梢期的主要害虫，成虫、幼虫均为害

叶片，导致落叶落果，对柚子生产影响很大[1-3]。为摸清枸橘潜叶

甲发生规律，有效控制害虫发生，笔者于2017～2018年对枸橘潜

叶甲在安江蜜香柚的发生规律进行了系统调查与分析。为有效防

治虫害，减轻柚子叶片的被害率提供有效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调查在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柚子园内进行。品种是安农蜜香

柚，树龄12年已进入结果盛期。害虫为枸橘潜叶甲。

1.2  方法

在柚子园采用普查与系统调查相结合。普查在枸橘潜叶甲

害虫发生始期，盛发期进行。定点系统调查选择有代表性的柚子

树，定株、定梢、定方位、定时间进行调查[4]。分东、南、西、

北、中五个方位，每个方位调查2梢和梢上的所有叶片，每3～6

天调查一次。时间从2017年3月起到2018年3月结束。记录害虫数

量和叶片被害情况，计算统计百叶有虫数，叶片被害率及被害严

重度等项目，被害叶片分级标准为0级无害；1级被害叶面积1/4以

下，2级被害叶面积1/4～1/2；3级为被害叶面积1/2～3/4；4级被害

叶面积3/4以上。

2  结果与分析

2.1  枸橘潜叶甲的形态特征[5]

2.1.1　成虫：成虫体长2.8～3.5 mm，宽2 mm左右。椭圆形，头

黄褐色，向前倾斜，复眼黑色，触角丝状11节，基部4节黄褐色。

其余各节黑色。前胸背板和鞘翅为金属绿色，前胸背板上有微细

刻点，每翅上有纵行刻点沟纹11行，易见9行，后翅膜质，基部黄

色端部深褐色，胸腹部腹面、足均为橘黄色，后足腿节膨大，各

足胫节端均有1根刺。

2.1.2　卵：卵长0.6～0.8 mm，椭圆形，初为黄色，后变粉白色。

孵化前微带灰色，卵壳有不规则网状纹。

2.1.3　幼虫：成长幼虫体长5～8 mm，宽1.6～2.3 mm体扁平，黄

色，背中线色深，头部较尖黑色，胸部前狭后宽作梯形状，前胸

背板硬化，足暗灰色，腹部10节，至第十处显著变狭，背面每节

有2条横线，侧面各有1乳头状突起，上有1根刚毛。

2.1.4　蛹：蛹体长3.4～3.6 mm，深黄色，头部向下弯曲，口器达

前足基节，复眼肾形，触角弯曲，密生细毛。

2.2  发生规律

2.2.1　枸橘潜叶甲的数量变动与分布情况。通过普查得知，枸橘

潜叶甲越冬成虫的始见期2017年3月27日，盛发期3月27～29日，

终见期4月12日。通过系统调查得知，幼虫始见期4月8日，盛发期

4月20～24日，终见期5月8日，幼虫从始见期到终见期历时31天左

右，第一代成虫始见期5月9日，盛发期5月17～19日，终见期5月

28日，成虫从始见期到终见期历时也为31天左右。

2018年枸橘潜叶甲越冬成虫的始见期在3月14日。比上一年提

早13天。越冬成虫到第一代成虫的始见期、盛发期、终见期的历

期分别是44天、51±2天、47天左右。幼虫到成虫的始见期、盛发

期、终见期的历期分别是31天、26±2天、21天左右。幼虫高峰期

百叶有虫数为36.14只，有虫叶率20.79％，1叶最多有7条，成虫百

叶有虫数为35.05只，有虫叶率25.26％，1叶最多有5只。成虫、幼

虫在叶片上的分布数量为叶背比叶面多。

5月9日采集的成虫放入试管中，到5月26日还有活虫1只。5

月16日采集的成虫到6月2日还有2只活虫，存活18天左右，说明

成虫的耐饥力很强。从每棵果树的方位来看，幼虫数量最多在中

部，百叶有虫数为81.58只，有虫叶率31.58％，其次为西面，百

叶有虫数为52.78只，有虫叶率22.22％，南面百叶有虫数为37.74

只，有虫叶率30.19％，东面的百叶有虫数为22.37只，有虫叶率

18.18％，北面最少，百叶有虫数为9.68只，有虫叶率9.68％；成

虫数量最多也在中部，百叶有虫数为77.78只，有虫叶率36.11％，

其次为东面，百叶有虫数为41.86只，有虫叶率27.91％，南面百叶

有虫数为33.33只，有虫叶率27.45％，西面的百叶有虫数为25.71

只，有虫叶率22.86％，北面最少，百叶有虫数为10.34只，有虫叶

率10.34％（图1、图2、图3、图4）。从果树各方位得出，幼虫数

量分布依次是树中部＞西面＞南面＞东面＞北面。成虫数量分布

依次是树中部＞东面＞南面＞西面＞北面。

图1 枸橘潜叶甲幼虫消长情况

图2 枸橘潜叶甲成虫消长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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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枸橘潜叶甲幼虫的虫叶率变动情况

图4 枸橘潜叶甲成虫的虫叶率变动情况

2.2.2　枸橘潜叶甲发生与气象因素的关系。枸橘潜叶甲发生与气

象因素的关系密切。通过对越冬成虫出蛰活动的调查发现与两年

的气象资料比较（图5、图6），2017年出蛰活动是3月27日，当天

的平均温度17.5℃，最低温13℃，最高温22℃。2018年3月14日，

当天的平均温度18.5℃，最低温15℃，最高温22℃。比2017年提

早13天出蛰活动。

2018年3月17～21日由于大风降温，最低温度6℃，最高温

15℃，平均温度9.3℃，柚子树上不见成虫活动。说明温度降低会

影响越冬成虫出蛰活动。根据当地的气象资料分析得出，早春3

月中下旬平均气温达到13℃，雨日达8天，雨后天晴有利于越冬

成虫出蛰活动，而且在东南面的虫口数量较多。幼虫盛发期的平

均温度18.3℃，最低温9℃，最高温27℃。成虫盛发期的平均温度

24.17℃，最低温17℃，最高温31℃。6月份高温梅雨季节来临，

成虫开始潜伏在树皮裂缝、地衣、苔藓和树干附近土中越夏，后

转入越冬。

图5 2017年1-7月气温雨日

图6 2018年1-7月温度、雨日

2.3  危害情况

通过调查得知枸橘潜叶甲在柚子树上活动取食危害时间为3

月中下旬至5月底。6月份以后成虫蛰伏越夏和越冬。越冬成虫出

蛰活动时，正值柚子树春梢萌芽期，嫩梢3～4 cm，成虫啮食嫩芽

叶缘，导致叶片长成后，叶缘不规则。幼虫潜食嫩叶叶肉，使叶

片上出现宽短的亮泡隧道，虫体清晰可见，其中有由幼虫排泄物

形成的一条黑线。第一代成虫继续啮食春梢叶片，受害叶片呈缺

刻，残留叶面表皮成薄膜状圆孔。幼虫从4月8开始危害状叶片，

以后叶片被害率呈上升趋势，到5月5日被害率达到64.36％，以后

未再增加，落叶率3.96％。

在果树不同方位的被害率差异较大。东面58.70％、南面

79.25％，西面55.56％，北面22.58％，中部71.05％。第一代成虫

从5月9日危害状叶片，到5月29日被害率达到70.10％，以后未再

增加。不同方位的被害率分别是东面72.09％、南面74.51％，西

面54.29％，北面62.07％，中部80.56％（图7、图8）。幼虫危害

过的叶片，成虫还会继续危害。从严重度看，幼虫危害的严重度

为27.41，成虫危害的严重度为39.43，成虫比幼虫危害严重（图

9）。

图7 柚子叶片被枸橘潜叶甲幼虫危害情况

图8 柚子叶片被枸橘潜叶甲成虫危害情况

图9 枸橘潜叶甲为害柚叶的严重度

3  结语

通过对枸橘潜叶甲在安江蜜香柚的发生规律进行系统调查

与分析，得知越冬成虫发生迟早与3月中下旬的温度，雨日关系

密切，当天的平均温度17.5～18.5℃，最低温13～15℃，最高温

22℃左右。前几天有雨，越冬成虫就会出蛰活动，这是药剂防治

成虫的一个关键时期。幼虫、成虫从始见期到终见期均为31天左

右。幼虫盛发期4月20～24日，平均温度18.3℃，最低温9℃，最

高温27℃。成虫盛发期5月17～19日，平均温度24.17℃，最低温

17℃，最高温31℃。

幼虫高峰期百叶有虫数为36.14只，有虫叶率20.79％，被害叶

率64.36％，严重度为27.41；成虫百叶有虫数为35.05只，有虫叶

率25.26％，被害叶率70.10％，严重度为39.43。在幼虫、成虫高

峰期也是药剂防治的关键时期。从果树各方位（下转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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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水稻缓释肥与常规肥苗情及生长动态

处理 1，缓释肥 2，常规肥 1，缓释肥 2，常规肥 1，缓释肥 2，常规肥 1，缓释肥 2，常规肥

日期 苗数 苗数 叶龄 叶龄 绿叶数 绿叶数 株高 株高

6月26日 19.3 16.4 4.5 4.3

7月3日 21 20 6.2 6.2 4.1 4.1 23.8 24.1

7月10日 23.7 26.3 7.6 7.6 4.6 4.9 35.3 35.3

7月17日 27.4 27.4 8.6 8.6 5 5.1 42.2 37.9

7月27日 31.4 30.6 10 10 3.4 3.1 45.5 44.4

7月31日 29 28.5 10.6 10.7 2.9 2.9 46.8 47.7

8月7日 25.1 25 11.6 11.6 3.8 3.8 59.4 60.5

8月15日 22.7 22.4 12.7 12.7 4.4 4.5 66.3 65.3

8月21日 21.8 21.7 13.5 13.5 5.2 5.3 72.6 73.3

8月28日 21.5 21.3 13.9 13.9 5.6 5.4 79.8 77.2

9月4日 21.2 21 13.9 13.9 5.4 5.2 83.4 80.4

表5  缓释肥与常规施肥穗粒结构及产量

处理
有效穗
（万/667m2）

总粒 实粒
结实率
（％）

千粒重（g）
理论产量
（kg/667m2）

实际产量
（kg/667m2）

增产比例
（％）

1缓释肥 22.6 113.5 102.7 90.5 27 626.7 481

2常规施肥 21.5 106.5 98.3 92.2 27.3 577 500

1缓释肥 19.7 109.1 98.2 90 26.9 520 439

2常规施肥 20.6 101.6 92.3 90.9 27.4 521 418

1缓释肥 20.1 109.3 100.9 92.2 27 547 457

2常规施肥 19.5 96 87.6 91.2 27.3 466 427

处理1缓释肥平均 20.8 110.6 100.6 91 27 565 459 2.5

处理2常规肥平均 20.5 101.4 92.7 91.4 27.3 521 448 　

4）通过去年和今年二年试验，缓释肥均表现增产，（去年增

产6.9 kg/667m2，增产比例1.3％），二年增产幅度都不大。

5）使用缓释肥。第一，水稻一生施肥次数只需4次，比常规

施肥（7次）减少3次，有利于降低施肥劳动强度，节约施肥人工

成本，尤其在当前农业生产劳动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具有重要

意义。第二，缓释肥采用硫包衣技术，养分缓慢释放，减少了养

分流失，减少化肥对土壤和水的污染，是比常规化肥更环保的肥

料。第三，从表2表3可知，使用缓释肥，水稻一生化肥总用量和

氮磷钾纯用量均比常规施肥减少，有利于保护环境，符合当前农

业要求减少化肥用量的政策要求。

6）试验采用2个处理3次重复的设计，收割时又采取单独收

割，单独称量实产，减少了试验误差，保证了试验数据的真实

性；试验的理论数据与实际数据基本一致，试验准确性较高。

7）试验采用汉枫牌缓释肥，汉枫牌高塔尿素，试验结果只适

用汉枫牌缓释肥，如使用其它品牌缓释肥，只能作为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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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幼虫数量分布依次是树中部＞西面＞南面＞东面＞北面。

成虫数量分布依次是树中部＞东面＞南面＞西面＞北面。中部害

虫数量最多，危害最严重，应重点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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