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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木蛾的产卵节律及其对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
金　 涛１ꎬ 李应梅２ꎬ 林玉英１ꎬ 金启安１ꎬ 温海波１ꎬ 彭正强１∗ꎬ 唐真正３

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ꎬ农业部热带农林有害生物入侵监测与控制重点开放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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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椰子木蛾是近年来新入侵我国棕榈科植物的害虫ꎬ研究其产卵习性可为监测和防治该虫提供参考ꎮ 【方法】
在室内条件下ꎬ观察、记录了椰子木蛾雌成虫的产卵节律及其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ꎮ 【结果】椰子木蛾最高日产卵

量可达 ３４.４ 粒头－１ꎬ且主要集中在羽化后 ４ ｄ 内产卵ꎬ占总产卵量的 ５４.１％ꎻ产卵活动主要发生在夜间 ２３:００ 到次日

８:００ꎻ在椰子、蒲葵、大王棕、槟榔和散尾葵等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量无显著差异ꎬ为 ８９.３~ １４７.７ 粒头－１ꎬ但产卵位置存在差

别ꎮ 【结论与意义】椰子木蛾雌成虫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和产卵节律性ꎬ且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量一致ꎮ
关键词: 椰子木蛾ꎻ 产卵节律ꎻ 产卵选择性ꎻ 寄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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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棕榈科植物的重要害虫ꎬ又名椰子黑头履带虫、
食叶履带虫、椰蛀蛾ꎬ隶属于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ꎬ但
其所属科级分类地位尚不确定ꎬ学者们将其归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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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虫原产于印度、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ꎬ近年来扩

散至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等东盟国家( Ｊａｌａｌｉ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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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ꎮ 我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在海南省万宁市城郊

首次发现椰子木蛾为害ꎬ此后在海南、广东、广西等

省份的多个地市陆续发现该虫为害ꎬ证实了该虫已

入侵我国(陆永跃和王敏ꎬ２０１３)ꎮ 椰子木蛾多以幼

虫取食植物叶片表皮组织ꎬ吐丝卷曲叶片并将虫粪

粘连而形成长长的虫道ꎬ可使椰子等棕榈科植物叶

片枯萎下垂ꎬ整个植株的叶片从下往上呈焦枯状ꎻ
严重时可使整株乃至整片椰林枯死(阎伟等ꎬ２０１３ꎻ
Ｍｏ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由于椰子木蛾繁殖能力强、发
生面积广以及棕榈科植株高大不易防治等特点(阎
伟等ꎬ２０１３)ꎬ该虫已成为影响我国多种棕榈科植物

产品生产的潜在致害因素ꎬ并呈现进一步蔓延和大

面积灾变的发展趋势ꎮ
由于椰子木蛾属于新入侵我国的害虫ꎬ目前对

其生物学研究还较少ꎬ仅靠国外早期的生物学研究

基础不能满足当前防治技术研发和防控策略制定

的需要(吕宝乾等ꎬ２０１３ꎻ Ｎｉｒｕｌａꎬ１９５５)ꎮ 本文以椰

子木蛾成虫为研究对象ꎬ对其产卵习性进行研究ꎬ
为深化对该虫生物学的认识及今后的监测和防治

提供资料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和植物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采集我国海南儋州地区椰子

树上的椰子木蛾成虫ꎬ挑选附肢齐全、行动活泼的

虫体ꎬ在室内环境下ꎬ用椰子叶进行饲养ꎮ 饲养环

境:温度 ２６ ~ ３０ ℃ꎬ相对湿度 ７５％ ~ ９０％ꎬ光周期

１２ ｈ︰ １２ ｈꎮ 采集海南省儋州市两院地区野外种

植的椰子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 Ｒ. Ｂｒ.、大王棕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ｒｅｇｉａ (Ｈ.Ｂ.Ｋ.) Ｏ.
Ｆ.Ｃｏｏｋ、槟榔 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Ｌ.和散尾葵 Ｃｈｒｙｓａｌｉｃｌｏ￣
ｃａｒｐｕｓ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Ｈ.Ｗｅｎｄｌ.等叶片ꎬ用于产卵选择性

试验ꎮ

１.２　 产卵节律

１.２.１　 产卵量与日龄的关系 　 选取 ５ 组刚羽化的

椰子木蛾成虫ꎬ每组 ２０ 头ꎬ性比 １ ∶ １ꎬ投入长×宽×
高约 １５ ｃｍ × ８ ｃｍ × ５ ｃｍ 的饲养盒中ꎮ 每晚 ８:００
更新一次椰子叶片和 ２０％蜂蜜水ꎬ将更换下来的叶

片置于解剖镜下检查ꎬ记录每日产卵数量ꎬ直至盒中

雌性成虫全部死亡为止ꎮ 试验温度(２７±２) ℃ꎬ相对

湿度 ８５％±１０％ꎬ光周期 １２ ｈ ∶ １２ ｈꎮ
１.２.２　 产卵日节律　 在 １.２.１ 试验的基础上ꎬ选择

椰子木蛾产卵数量最多的 ４８ ｈꎬ即第 ２ 天和第 ３
天ꎬ对椰子木蛾的产卵日节律进行研究ꎮ 具体方

法:选取 ５ 组 １ 日龄椰子木蛾成虫ꎬ每组 ２０ 头ꎬ性
比 １ ∶ １ꎬ投入与 １.２.１ 相同规格的饲养盒中ꎮ 每 ３ ｈ
更新一次椰子叶片和蜂蜜水ꎬ观察并记录每个时间

段的产卵数量ꎬ连续记录 ４８ ｈꎮ 试验环境条件同

１.２.１ꎮ

１.３　 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

分别取椰子、蒲葵、大王棕、槟榔和散尾葵等 ５
种嫩茎叶片ꎬ剪成长度为 ９ ｃｍ 的小块ꎬ其端部用脱

脂棉吸水保湿ꎬ置于直径约 ４ ｃｍ、高约 １１ ｃｍ 的玻

璃指形管中ꎮ 接入刚羽化的椰子木蛾雌雄成虫 １
对ꎬ每组叶片 ３ 个重复ꎬ每 ２４ ｈ 更换一次叶片和蜂

蜜水ꎬ观察并记录椰子木蛾卵在叶片正面、背面和

其他位置的分布数量ꎮ 试验环境条件同 １.２.１ꎮ

１.４　 数据处理

产卵量以均值±标准误表示ꎬ应用 ＤＰＳ 数据处

理系统ꎬ经 Ｔｕｋｅｙ 多重比较法测验不同处理的差异

显著性水平ꎮ 以日产卵量的原始值做盒须图(ｂｏｘ
ｐｌｏｔ)进行比较ꎬ并以每 ３ ｈ 产卵量、每雌产卵量和

卵分布比例分别做垂直柱形图(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ｂａｒ)进行

比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产卵量与日龄的关系

不同日龄椰子木蛾成虫产卵情况如图 １ 所示ꎬ
第 ２、３、４ 天的产卵量相对较高ꎬ分别为 ２５.９、３４.４
和 ２０.８ 粒头－１ꎻ第 ５、６、７ 天次之ꎬ雌虫产卵量分

别为 １５.３、１３.７ 和 １３.１ 粒头－１ꎻ而第 １、８、９、１０、
１１、１２ 天的产卵量相对较低ꎬ分别为 ９.４、９.０、６.３、
６.３、５.９ 和 ７.１ 粒头－１ꎮ 由此可见ꎬ椰子木蛾雌成

虫主要集中在羽化后的 ４ ｄ 内产卵ꎬ占总产卵量的

５４.１％ꎻ之后产卵量逐渐下降ꎬ羽化后 ５ ~ １２ ｄ 的产

卵量占总产卵量的 ４５.９％ꎻ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ꎮ 这表明椰子木蛾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ꎬ能
在雌成虫羽化后 ３~４ ｄ 内产下绝大多数的卵ꎮ

２.２　 产卵日节律

椰子木蛾雌成虫在羽化后第 ２、３ 天的产卵情

况如图 ２ 所示ꎬ不同时间段椰子木蛾的产卵量存在

显著变化ꎮ 其中ꎬ第 ２ 天的 ２３:００—２:００、２:００—
５:００、５:００—８:００ 和第 ３ 天的 ２:００—５:００ 的产卵量

相对较高ꎬ分别为 １９.５、１７.３、３１.０ 和 １４.６ 粒头－１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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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 ２ 天的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和第 ３ 天的 １４:００—
１７:００产卵量相对较低ꎬ分别为 ０.７ 和 ０.５ 粒头－１ꎮ
从总体趋势来看ꎬ椰子木蛾雌成虫产卵量呈双波浪

型变化ꎮ 这些结果表明椰子木蛾具有极强的产卵

节律性ꎬ多在夜间接近凌晨的时间段产卵ꎬ白天也

会偶尔产卵ꎬ但卵量极少ꎮ

图 １　 不同日龄椰子木蛾雌成虫的产卵量
Ｆｉｇ.１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Ｏ.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ｆｅｍａｌｅ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５.

图 ２　 不同时间段椰子木蛾雌成虫的产卵量
Ｆｉｇ.２　 Ｄａｉｌｙ ｒｈｙｔｈｍ ｏｆ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Ｏ.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ｆｅｍａｌｅ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５.

２.３　 椰子木蛾对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

椰子木蛾雌成虫对不同寄主植物叶片的产卵

选择性如图 ３ 所示ꎬ雌成虫在椰子、蒲葵、大王棕、
槟榔和散尾葵等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量分别为１４７.７、

９９.３、８９.３、１１７.３ 和 １２５ 粒头－１ꎬ且差异不显著ꎮ
椰子木蛾卵在不同寄主植物叶片上的分布结果显

示ꎬ雌成虫多将卵产在椰子、蒲葵和散尾葵等 ３ 种

寄主植物叶片的正面ꎬ卵分布比例分别为 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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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和 ４５.３％ꎻ该虫多将卵产在大王棕叶片的其他

位置和槟榔叶片的背面ꎬ卵分布比例分别为５８.６％和

８７.２％ꎮ 这表明椰子木蛾雌成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

的产卵量无显著差异ꎬ但产卵位置存在差别ꎮ

图 ３　 椰子木蛾雌成虫对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
Ｆｉｇ.３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Ｏ.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Ｓａ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ｎｏ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５.

３　 结论与讨论
准确掌握椰子木蛾的产卵节律及其对不同寄

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ꎬ对于开展种群动态监测ꎬ实
施有效防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在室内条件下ꎬ
对椰子木蛾雌成虫的产卵与日龄的关系、产卵日节

律及对寄主植物叶片的产卵选择性研究表明ꎬ２ ~ ４
日龄椰子木蛾雌成虫产卵量最大ꎻ且多集中于夜间

接近凌晨的时间段产卵ꎬ每天产卵量呈波浪型变

化ꎻ同时ꎬ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总产卵量无显著差

异ꎬ但产卵位置差异明显ꎮ 这些结果显示椰子木蛾

雌成虫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和极强的产卵节律性ꎬ
且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量一致ꎮ

本研究在室内条件下ꎬ发现雌成虫寿命最高可

达 １２ ｄ 左右ꎬ高于文献记载的 ５ ~ ７ ｄ(吕宝乾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Ｎｉｒｕｌａꎬ１９５５)ꎻ同时发现椰子木蛾可产卵于

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正面或其他位置ꎬ也与吕宝

乾等(２０１３)和 Ｎｉｒｕｌａ (１９５５)报道的多在叶片背面

产卵不完全一致ꎮ 笔者认为ꎬ在人工饲养条件下ꎬ
添加蜂蜜水补充营养是延长该虫寿命的主要因素ꎻ
同时ꎬ笔者在野外观察发现ꎬ椰子木蛾嗜好潜伏于

避光、阴凉的环境ꎬ雌成虫多潜居在叶片内部或叶

片背面产卵ꎬ而在室内条件下ꎬ温度恒定ꎬ因而雌成

虫活动范围较大ꎬ其产卵位置也随着寄主植物的种

类而有所不同ꎮ
作为新入侵的重要害虫ꎬ无论进行生物生态学

基础研究还是防控技术研究ꎬ尤其是在利用如赤眼

蜂、茧蜂和病原物等各种天敌资源 (吕宝乾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Ｊａｌａｌ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ꎻ Ｍｏｈａｎ ＆ Ｓａｔｈｉａｍｍａꎬ２００７ꎻ
Ｓｕｊａｔｈａ ＆ Ｓｉｎｇｈꎬ２００２)ꎬ开展生物防治的应用和推

广等方面ꎬ都需要建立一套椰子木蛾简便、有效的

大量人工繁殖的方法ꎮ 本文对椰子木蛾产卵动态

的研究揭示ꎬ雌成虫能在羽化后 ４ ｄ 内产下绝大多

数的卵ꎬ占总产卵量的 ５４.１％ꎬ而后 ８ ｄ 的产卵量仅

占 ４５.９％ꎮ 因此ꎬ笔者认为只需收集椰子木蛾 ４ 日

龄前的卵ꎬ即可提高人工繁殖效率ꎬ减少劳动力ꎮ

参考文献

李后魂ꎬ 尹艾荟ꎬ 蔡波ꎬ 李伟东ꎬ 卢兆山ꎬ ２０１４. 重要入侵

害虫———椰子木蛾的分类地位和形态特征研究(鳞翅目ꎬ

木蛾科). 应用昆虫学报ꎬ ５１(１): ２８３－２９１.

陆永跃ꎬ 王敏ꎬ ２０１３. 椰子织蛾的形态特征识别. 环境昆虫

学报ꎬ ３５(６): ８３８－８４２.

２４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５ 卷　



吕宝乾ꎬ 严珍ꎬ 金启安ꎬ 温海波ꎬ 符悦冠ꎬ 李伟东ꎬ 彭正强ꎬ
２０１３. 警惕椰子织蛾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鳞翅目: 织

蛾科)传入中国.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２(１): １７－２２.
阎伟ꎬ 吕宝乾ꎬ 李洪ꎬ 李朝绪ꎬ 刘丽ꎬ 覃伟权ꎬ 彭正强ꎬ 骆

有庆ꎬ ２０１３. 椰子织蛾传入中国及其海南省的风险性分

析.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２(３): １６３－１６８.
Ｊａｌａｌｉ Ｓ Ｋꎬ Ｓｉｎｇｈ Ｓ Ｐ ａｎｄ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ａｎ Ｔꎬ ２００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ｍ￣
ｉ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ｄ ｅｇ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ｆｏｒ ｆｉｅｌｄ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ｌｅａｆ ｅａｔｉｎｇ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ꎬ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ｓꎬ ３０(２): ３０－３２.

Ｊａｙａｒａｔｎａｍ Ｔ Ｊꎬ １９４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ｃａｔ￣
ｅｒｐｉｌｌａｒ (Ｎｅｐｈａｎｔｉｓ ｓｅｒｉｎｏｐａ Ｍｅｙｒ.) ｉｎ Ｃｅｙｌ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ｔｓ ｅｕｌｏｐｈｉｄ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ｉｌｕｓ ｐｕｐｉｖｏｒａ Ｆｅｒ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ｉｓｔꎬ ９６: ３－２１.

Ｍｏｈａｎ Ｃꎬ Ｎａｉｒ Ｃ Ｐ Ｒꎬ Ｎａｍｐｏｏｔｈｉｒｉ Ｃ Ｋ ａｎｄ Ｒａｊａｎ Ｐꎬ ２０１０.
Ｌｅａｆ￣ｅａｔｉｎｇ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 (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ｌｏｓｓ ｉｎ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ｐａ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３０(３): １３２－１３７.

Ｍｏｈａｎ Ｃ ａｎｄ Ｓａｔｈｉａｍｍａ Ｂꎬ ２００７.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ｌａｂ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ｐａｎｔｅｌｅｓ ｔａｒａｇａｍａｅꎬ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ｌ ｅｎｄ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ｏｆ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ｐｅｓｔ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ꎬ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ｅ ｍｏｔｈ Ｃｏｒｃｙｒａ ｃｅｐｈａｌｏｎｉ￣

ｃａ. Ｂ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５２(６): ７４７－７５２.
Ｎｉｒｕｌａ Ｋ Ｋꎬ １９５５.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ｓｔｓ ｏｆ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ｐａｌｍ.

Ｉ.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８: １１８－１３０.
Ｐｅｒｅｒａ Ｐ Ａ Ｃ Ｒꎬ Ｈａｓｓｅｌｌ Ｍ Ｐ ａｎｄ Ｇｏｄｆｒａｙ Ｈ Ｃ Ｊꎬ １９８８.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ꎬ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Ｘｙｌｏｒｙｃｔｉｄａｅ)ꎬ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７８(３): ４７９－４９２.

Ｐｕｓｈｐａｌａｔｈａ Ｎ Ａ ａｎｄ Ｖｅｅｒｅｓｈ Ｇ Ｋꎬ １９９５.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ｂｌａｃｋ￣ｈｅａｄｅｄ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 (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Ｘｙｌｏｒｉｃｔｉｄａ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ｓꎬ ２３(１): ４４－４７.

Ｓｕｊａｔｈａ Ａ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ｈ Ｓ Ｐꎬ ２００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ｆ ｃｏ￣
ｃｏｎｕｔ ｌｅａｆ ｅａｔｉｎｇ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ꎬ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 (Ｌｅｐ￣
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Ｏｅｃｏ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ｏｎ ｐａｌｍｙｒａｈ ｐａｌｍ (Ｂｏｒａｓｓｕｓ ｆｌａｂｅｌ￣
ｌｉｆｅｒ 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ｓꎬ ３０(３): ３３－３６.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ａｎ Ｔꎬ Ｊａｌａｌｉ Ｓ Ｋ ａｎｄ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ｍｕｒｔｈｙ Ｋꎬ ２００９. Ｃｏｍｐｅｔ￣
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ｎｉｏｚｕｓ ｎｅｐｈａｎｔｉｄｉ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ｏｎ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ｉｓꎬ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ｐｅｓｔ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５５(３): ２５７－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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