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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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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辣木瑙螟是在我国辣木上新发现的一种小蛾类害虫ꎬ主要以幼虫取食叶片为害ꎬ严重时可将叶片全部取食ꎮ
目前该虫在我国云南省已有分布ꎬ对辣木产业威胁极大ꎮ 【方法】通过室内试验、田间调查和收集整理辣木瑙螟相关资料ꎬ
研究并总结了辣木瑙螟的寄主植物、地理分布、形态特征、部分生物学特性、危害和发生情况ꎮ 【结果】人工饲养与初步观察

显示ꎬ辣木瑙螟幼虫期约 １６.１７ ｄꎬ蛹期约 １０.２５ ｄꎬ从初孵幼虫到成虫共需约 ２６.４２ ｄꎮ 在云南省元江县的调查结果显示ꎬ辣
木被害株率达 ９４％以上ꎬ单株虫量最高达 ３０２ 头株－１ꎬ经常采收的地块枝被害率达 ８０.８０％、被害指数达 ０.５４ꎬ受害程度显

著高于未采收地块ꎮ 【结论】关于辣木瑙螟的年生活史、世代数、危害损失、防治方法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研究ꎮ 随着辣木种

植面积的扩大ꎬ其他与辣木种植环境相似的地区也可能有辣木瑙螟的分布ꎮ 因此ꎬ需采取系统调查和大田普查的方法加强

监测ꎬ防止该虫蔓延ꎮ
关键词: 辣木ꎻ 害虫ꎻ 辣木瑙螟ꎻ 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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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随着云南辣木产业的发展ꎬ一些辣木

新病虫害相继出现ꎬ如云南省元江县的辣木园中发

现的一种小蛾类害虫ꎬ可取食辣木叶片、嫩芽及嫩

茎ꎮ 该虫吐丝把 ２~ ３ 片叶连缀在一起或纵卷单叶

吃成缺刻ꎬ危害严重时可将叶片全部取食ꎮ 该虫在

辣木园中暴发成灾ꎬ并有逐步扩散的趋势ꎬ已严重

威胁辣木生产ꎮ 经南开大学李后魂教授鉴定ꎬ该虫

为辣木瑙螟 Ｎｏｏｒｄａ ｂｌｉｔｅａｌｉｓ (Ｗａｌｋꎬ１９８５)ꎬ属鳞翅

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草螟科 Ｃｒａｍｂｉｄａｅꎮ
据报道ꎬ辣木瑙螟的寄主植物主要为辣木科

Ｍｏｒｉｎｇａｃｅａｅ 植物ꎬ辣木科只有一个属ꎬ即辣木属

Ｍｏｒｉｎｇａꎬ该属包括 １３ 个种(盛军ꎬ２０１４)ꎮ 随着辣

木在世界范围内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ꎬ该虫的分布

范围也在增加ꎮ 现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中东、阿拉

伯半岛及非洲等地区ꎬ目前已报道的有埃塞俄比

亚、肯尼亚、索马里、南非、纳米比亚、冈比亚、尼日

尔、马达加斯加、留尼旺、苏丹等非洲国家和地区

(Ｓａｔｔ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目前ꎬ国内尚未见辣木瑙螟的相关报道ꎮ 为了

引起重视并有效控制其为害ꎬ现将该虫的部分生物

学特性、调查情况报道如下ꎬ并结合国外近年的研

究现况进行综合分析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室内饲养

供试幼虫采自云南省元江县辣木园ꎬ用新鲜辣

木叶片饲养至成虫ꎬ观察记录其形态特征ꎮ 选取 １０
对成虫ꎬ放入装有辣木幼苗的养虫笼中(用 ５％的蜂

蜜水饲喂)直至产卵ꎬ待卵孵化后用 ４ ｍＬ 离心管单

头饲养ꎬ每日定时观察其生长发育情况ꎮ 饲养条

件:温度(２５±１) ℃ꎬ相对湿度(７０±１０)％ꎬ光周期 Ｌ
∶ Ｄ＝ １４ ｈ ∶ １０ ｈꎮ

１.２　 虫口密度及危害损失调查

１.２.１　 样地简介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在云南省元江县辣

木园选取两类样地进行调查:样地Ⅰ为 ３ 年树ꎬ每
半个月采收叶片一次ꎬ周边种有香蕉、火龙果及芒

果等植物ꎻ样地Ⅱ以培育苗木为主ꎬ不采收叶片ꎬ周
边种有茉莉、青枣等植物ꎮ
１.２.２　 田间虫情调查　 虫口数量调查:采用平行线

取样法ꎬ每块样地调查 ５ 组ꎬ每组 ２０ 株ꎬ共 １００ 株ꎮ
每株按东、南、西、北 ４ 个方向ꎬ每个方向按上、中、
下 ３ 层各随机选取一个枝条作为样枝ꎬ分别统计不

同方位样枝上的幼虫数量(阿衣巴提托列吾等ꎬ
２０１５ꎻ 陈生翠等ꎬ２０１４ꎻ 赵阳等ꎬ２０１４)ꎮ

被害植株分级标准:０ 级ꎬ未受害ꎻ１ 级ꎬ被害叶

面积占叶片总面积的 １％ ~ ２５％ꎻ２ 级ꎬ被害叶面积

占叶片总面积的 ２６％~５０％ꎻ３ 级ꎬ被害叶面积占叶

片总面积的 ５１％~７５％ꎻ４ 级ꎬ被害叶面积占叶片总

面积的 ７６％~１００％(Ａｎｊｕｌｏꎬ２００９)ꎮ
被害枝率 ＝ (被害枝数 /调查枝数) ×１００％、被

害株率＝(被害株数 /调查株数)×１００％、被害指数＝
∑(被害株数×被害级数) / (调查总株数×最高分级

数)(王丹等ꎬ２０１４ꎻ 周洪旭等ꎬ２００３)ꎮ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完成各项参数的

平均值、标准差及显著性差异比较ꎻ图表制作通过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完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成虫(图 １Ａ):成虫体长 ７.９０ ~ ９.５０ ｍｍꎬ翅展

１７.４６~１９.３４ ｍｍꎻ雄虫略小ꎬ体深褐色与乳白色相

间ꎬ休息时翅重叠成三角形ꎮ 前翅底色为乳白色ꎬ
表面具大量深褐色马赛克状的点和大斑点ꎬ翅后缘

具深褐色宽条带ꎮ 后翅乳白色ꎬ后缘具深褐色宽条

带ꎮ 前后翅边缘具毛ꎬ前翅棕色ꎬ后翅乳白色ꎮ 下

唇须前伸ꎬ喙发达ꎬ在头部可见ꎮ 触角丝状ꎬ休息时

向后伸过头顶和体背ꎮ
幼虫(图 １Ｂ):体色通常为乳白色或浅绿色ꎬ老

熟幼虫粉红色ꎮ 初孵幼虫体长 １.５８ ~ ２.４４ ｍｍꎬ老
熟幼虫体长 １４.６９ ~ １７.４５ ｍｍꎮ 头壳为乳白色或浅

棕色ꎬ无前胸盾ꎬ身体两侧各有 ２ 列纤细的毛ꎮ
蛹(图 １Ｃ):多为红褐色ꎬ在成虫羽化前变为棕

黑色ꎬ蛹长 ７.６５~１０.４３ ｍｍꎮ
卵(图 １Ｄ):椭圆形ꎬ乳白色ꎬ卵长 ０.５０~０.６７ ｍｍꎬ

宽 ０.３８~０.５０ ｍｍꎮ

２.２　 发育历期

人工饲养与初步观察结果显示:在平均温度

(２５±１) ℃、相对湿度(７０±１０)％、光周期 Ｌ ∶ Ｄ ＝
１４ ｈ ∶ １０ ｈ 的条件下ꎬ辣木瑙螟幼虫经头壳指数测

定共有 ５ 龄ꎬ每龄平均历期分别为(２.５０±１.３８)、
(１.９２±０.７９)、(２.３３±０.４９)、(２.８３±０.５８)、(６.５８±
１.３１) ｄꎬ幼虫期共(１６.１７±２.１４) ｄ ꎬ蛹期(１０.２５±
０.６２) ｄꎬ从初孵幼虫到成虫共需(２６.４２±２.４３) 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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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辣木瑙螟
Ｆｉｇ.１　 Ｎｏｏｒｄａ ｂｌｉｔｅａｌｉｓ Ｗａｌｋ

Ａ:成虫ꎻＢ:幼虫ꎻＣ:蛹ꎻ Ｄ:卵ꎮ
Ａ: Ａｄｕｌｔꎻ Ｂ: Ｌａｒｖａｅꎻ Ｃ: Ｐｕｐａｅꎻ Ｄ: Ｅｇｇｓ.

２.３　 为害状和生活习性

辣木瑙螟主要以幼虫取食寄主植物的幼嫩部

位ꎬ如嫩叶、嫩芽和嫩茎等(图 ２Ａ)ꎬ有时也会取食

幼嫩豆荚ꎬ造成伤口腐烂(图 ２Ｂ)ꎮ 取食叶片时ꎬ幼
虫吐丝把 ２~３ 片叶缀在一起或纵卷单叶吃成缺刻

(图 ２Ｃ)ꎬ为害严重时可将叶片全部取食ꎮ 当无幼

嫩部分取食时ꎬ幼虫可吐丝下垂转移为害ꎬ也可取

食寄主植物的表皮或沿寄主植物伤口取食木质部ꎮ
５ 龄幼虫发育成熟后下树入土ꎬ在土壤中化蛹、羽化

(图 ２Ｄ)ꎮ 成虫有趋光性ꎮ

图 ２　 辣木瑙螟幼虫危害特性
Ｆｉｇ.２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 ｂｌｉｔｅａｌｉ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Ａ:为害状ꎻＢ:取食豆荚ꎻＣ:缀叶ꎻＤ:老熟幼虫入土ꎮ
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ꎻ Ｂ: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ｄꎻ Ｃ: Ｃｏｍｐｏｓｅ ｌｅａｆꎻ 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ａｒｖ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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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为害调查

辣木瑙螟幼虫虫口密度调查结果显示(表 １)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玉溪市元江县辣木园中辣木瑙螟大量

发生ꎬ２ 类样地中单株虫量最高达 ３０２ 头株－１ꎬ株
被害率达 ９４％ 以上ꎬ枝被害率分别为 ８０. ８０％、
２７.６０％ꎬ样地Ⅰ受害程度明显重于样地Ⅱ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样地Ⅰ、Ⅱ辣木瑙螟幼虫平均

虫口密度和被害指数差异明显(表 １ 和表 ２)ꎬ样地

Ⅰ虫口密度和被害指数分别为 １００.７９ 头株－１和

０.５４ꎬ而样地Ⅱ虫口密度和被害指数分别为 ６.４４ 头

株－１和 ０.２６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辣木瑙螟幼虫虫口

密度与被害指数是一致的ꎬ即虫口密度越大ꎬ被害

指数越高ꎮ

表 １　 辣木瑙螟幼虫的虫口密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 ｂｌｉｔｅａｌｉｓ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单株最高虫量(头)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ｒｖａｅ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平均虫口密度(头株－１)
Ｍｅａｎ ｌａｒｖａ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被害枝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ａｍａｇｅ (％)

被害株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ｅｅ ｄａｍａｇｅ (％)

Ⅰ ３０２ １００.７９±１５.５３Ａ ８０.８０±６.１８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Ⅱ ２６ ６.４４±２.６７Ｂ ２７.６０±６.５０Ｂ ９４.００±２.２４ａ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ꎮ 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经 ｔ 检验在 Ｐ<０.０１ 水平差异极显著ꎮ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Ｐ<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Ｔ ｔｅｓｔ.

表 ２　 辣木被害指数调查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ｏｒｉｎｇａ ｔｒｅｅｓ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被害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ａｍａｇｅ

０ 级 ０ ｓｃａｌｅ １ 级 １ ｓｃａｌｅ ２ 级 ２ ｓｃａｌｅ ３ 级 ３ ｓｃａｌｅ ４ 级 ４ ｓｃａｌｅ
合计(株)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被害指数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Ⅰ ０ ３９ ２３ ２０ １８ １００ ０.５４±０.０７Ａ
Ⅱ ７ ８４ ９ ０ ０ １００ ０.２６±０.０３Ｂ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ꎮ 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经 ｔ 检验在 Ｐ<０.０１ 水平差异极显著ꎮ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Ｐ<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Ｔ ｔｅｓｔ.

３　 讨论
在平均温度(２５±１) ℃、相对湿度(７０±１０)％、

光周期 Ｌ ︰ Ｄ＝１４ ｈ ∶ １０ ｈ 的饲喂辣木叶片条件下ꎬ
测得辣木瑙螟幼虫期约 １６.１７ ｄꎬ蛹期约１０.２５ ｄꎬ从初

孵幼虫到成虫共需约 ２６.４２ ｄꎮ Ｓａｈ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报
道ꎬ辣木瑙螟幼虫期为 ７ ~ １５ ｄꎬ蛹在土壤中羽化时

间为 ６~９ ｄꎬ完成一个生命周期约为 １６ ~ ２６ ｄꎻＳａｔ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研究表明ꎬ该虫幼虫期约为 １１ ｄꎬ蛹期

约为 ４~６ ｄꎬ从初孵幼虫到成虫共需 １７ ｄꎬ但这 ２ 篇

文献均未给出具体的饲养条件ꎮ 本研究中辣木瑙

螟幼虫虫龄数与国外报道相一致(Ｒａｔｎａｄａｓ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９ 月辣木瑙螟大量发生ꎬ危害严

重ꎬ但 ２ 块样地在受害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ꎬ这可

能与 ２ 块样地的不同管理方式以及辣木瑙螟的生

活习性有关ꎮ 样地Ⅰ主要是以叶片采收为主ꎬ每半

个月采收叶片一次ꎬ叶片相对幼嫩ꎻ样地Ⅱ则是以

培育苗木为主ꎬ不采收叶片ꎬ即叶片相对老化ꎮ 而

辣木瑙螟雌虫喜欢在辣木幼嫩叶片的背面产卵

(Ｓａｈ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ꎬ幼虫孵化后主要取食辣木嫩

叶ꎬ因此样地Ⅰ上因不断采收而造成的新梢抽发则

可能更易吸引成虫产卵ꎬ从而导致园中该虫为害严

重ꎮ 可见不同的生态环境、管理方式均会影响到该

虫的虫口数量ꎮ 有关辣木瑙螟的食性、发生与环境

因素的关系ꎬ将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在印度ꎬ辣木瑙螟一年有 ３ 次发生高峰期ꎬ分

别在 ７—８ 月、１０ 月、１ 月ꎬ且在 １ 月份达到最高峰

(Ｍｕｎｊ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在埃塞俄比亚ꎬ辣木瑙螟的严

重危害期主要集中在 ４—８ 月(Ａｎｊｕｌｏꎬ２００９)ꎮ 在我

国云南省元江县ꎬ辣木瑙螟成虫始现于 ３ 月份ꎬ其
幼虫为害主要集中在 ６—９ 月ꎮ 这一时期元江县正

处于雨季ꎬ林间气候高温高湿ꎮ 据报道辣木瑙螟的

危害时期多集中在雨季ꎬ主要受降雨和温度等气象

因素影响(Ｂｅｄａｎ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而中国云南、埃塞

俄比亚、印度的雨季时间并不一致ꎬ因此辣木瑙螟

幼虫危害高发时期也不相同ꎮ
辣木瑙螟是云南省元江县辣木园新发现的害

虫ꎬ有关该虫的年生活史、世代数、危害损失、防治

方法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此外ꎬ辣木瑙螟虽

然目前仅在云南省元江县被发现ꎬ但由于其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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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性ꎬ可能在其他与辣木种植环境相似的地区也

有分布ꎮ 因此ꎬ生产上需采取系统调查和大田普查

的方法加强对该虫的监测ꎬ并对其生物学特性和种

群动态开展深入研究ꎬ尽快制订出综合防治措施ꎬ
争取将该虫的危害范围、危害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ꎬ防止虫害蔓延ꎬ减少损失ꎬ保障辣木产业的持续

发展ꎮ

致谢: 南开大学李后魂教授在辣木瑙螟鉴定工作

中给予了大力帮助ꎬ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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