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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发现椰子织蛾的重要天敌
褐带卷蛾茧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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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ꎬ海南 文昌 ５７１３３９ꎻ ２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１

摘要: 椰子织蛾是棕榈植物的重要入侵害虫ꎬ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严重危害椰子树ꎮ ２０１３ 年在海南省万宁市首次发现椰子

织蛾ꎮ 目前ꎬ该虫已在海南多个市县及广东和广西危害ꎬ对我国棕榈科植物的安全生产构成严重威胁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作者

等人在万宁兴隆和三亚海棠湾镇调查椰子织蛾危害时ꎬ发现其重要天敌昆虫———褐带卷蛾茧蜂ꎮ 为了进一步了解褐带卷

蛾茧蜂ꎬ本文对其形态特征、分布、寄主和生物学习性进行了报道ꎬ以便更好地用于椰子织蛾的生物防治ꎮ
关键词: 椰子织蛾ꎻ 天敌昆虫ꎻ 褐带卷蛾茧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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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织蛾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 是棕榈植物

的重要入侵害虫ꎮ 在印度、斯里兰卡和缅甸ꎬ椰子

织蛾严重危害椰子树ꎬ近几年该害虫已扩散到泰国

和马来西亚(吕宝乾等ꎬ２０１３)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在海

南省万宁市首次发现椰子织蛾ꎬ引起了当地政府的

高度重视ꎮ 据调查ꎬ椰子织蛾已在海南省海口、三
亚、文昌、琼海、万宁、儋州、保亭、陵水和澄迈等 ９
个市县发生为害(李后魂等ꎬ２０１４)ꎮ 该虫可危害不

同年龄的棕榈科植物ꎬ主要以幼虫从棕榈科植物的

下部叶片向上取食为害ꎬ逐渐向其他叶片扩展ꎬ严
重受害的植株ꎬ整个树冠叶片干枯ꎬ在短期内能造

成树体死亡(阎伟等ꎬ２０１３ꎻ 杨崇慧等ꎬ２０１５)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作者等人在万宁市兴隆镇和三

亚市海棠湾镇发现椰子织蛾的幼虫被寄生蜂寄生ꎬ
带回室内饲养ꎬ羽化的成虫标本经华南农业大学许

再福教授鉴定为褐带卷蛾茧蜂 Ｂｒａｃｏｎ 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ｉ
Ｍｉｎａｍｉｋａｗａꎮ 目前ꎬ我国对褐带卷蛾茧蜂的研究较

少ꎬ为了更好地用于椰子织蛾的生物防治ꎬ对其形

态特征、分布、寄主和生物学习性做了初步了解ꎮ

１　 形态特征

１.１　 卵

长椭圆形(一端较狭窄、另一端较大)ꎬ白色透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３): ２５６－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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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ꎬ表面光滑ꎬ长 ０. ５ ~ ０. ６ ｍｍꎬ宽 ０. １６ ~ ０. １８ ｍｍ
(图 １Ａ)ꎮ

１.２　 幼虫

幼虫钫锺形ꎬ白色或淡黄色ꎬ表面透明、光滑ꎬ
老熟幼虫体长 ２.３~２.８ ｍｍꎬ体宽 ０.６~１.１ ｍｍꎬ体表

下层有乳白色颗粒状物ꎬ体内为淡黄色或淡红色

(图 １Ｂ)ꎮ

１.３　 茧、蛹
茧为椭圆形ꎬ白色丝膜组成ꎬ一端部有黑褐色

斑点ꎬ外围有白色丝状物(图 １Ｃ)ꎻ茧里为蛹ꎬ蛹为

离蛹ꎬ长椭圆形ꎬ初蛹白色ꎬ老熟蛹主要为棕黄色ꎬ
体长 ２.４~３.０ ｍｍꎬ体宽 ０.７~１.０ ｍｍ(图 １Ｄ)ꎮ

１.４　 成虫

体长 ２.１~２.７ ｍｍꎬ体宽 ０.５~０.８ ｍｍꎬ体色主要

为棕黄色(图 １Ｅ、Ｆ)ꎮ
头:触角线状ꎬ黑褐色ꎬ１４ ~ ２４ 节ꎬ雌成虫触角

１４~１９ 节ꎬ较粗且短ꎬ雄成虫触角 １９ ~ ２４ 节ꎬ较细ꎬ
长度为雌成虫触角的 ２ 倍ꎻ触角槽间凹陷深ꎻ颚眼

具主要光亮ꎬ稀短毛ꎻ唇基高度 ∶ 内幕骨间距 ∶ 颚

眼间距＝ ３ ∶ ６ ∶ ８ꎬ唇基毛稀短ꎻ口窝水平长为垂直

高的 ２.１ 倍ꎻ复眼黑褐色ꎬ没有凹陷ꎬ颜面密被刻点ꎬ
复眼高度 ∶ 颜面宽度 ∶ 头宽 ＝ １１ ∶ １２ ∶ １５ꎬ颜面长

为宽的 ０.６ 倍ꎻ额具主要细微颗粒ꎬ上颊收缩ꎬ头顶

光亮ꎬ具细微颗粒ꎻ背观复眼水平长为复眼后头水

平的 ３.６ 倍ꎻ单眼区黑褐色ꎬ后单眼间距 ∶ 后单眼直

径 ∶ 后单眼与复眼间最短距离＝ ３ ∶ ２ ∶ １１ꎮ
胸:胸部光滑ꎬ长为高的 １.２ 倍ꎻ中胸盾片中叶

微隆起ꎬ稀绒毛ꎻ盾纵沟前半略凹陷ꎻ小盾片前沟较

宽ꎬ具平行短刻条ꎬ小盾片具主要光亮ꎬ稀绒毛ꎻ后
胸背板中央区域具脊状隆起ꎻ并胸腹节光亮ꎬ无毛ꎬ
缺中纵脊或沟ꎮ

足:足棕黄色ꎬ端跗节黑色ꎬ前足腿节 ∶ 胫节 ∶
跗节＝１３ ∶ １５ ∶ ２１ꎻ后足腿节 ∶ 胫节 ∶ 基跗节＝ １８ ∶
２５ ∶ ８ꎬ三者长分别为其最大宽的 ４.３、８.１ 和 ４.１ 倍ꎮ

翅(图 ２):翅带烟色ꎬ翅痣暗褐色ꎻＳＲ１ ∶ (３￣
ＳＲ) ∶ ｒ ＝ ２０ ∶ １１ ∶ ６ꎻＣ＋ＳＣ＋Ｒ 与 １￣ＳＲ 脉间夹角

９０°ꎻｃｕ￣ａ 脉微弱后叉ꎻ后翅(ＳＣ＋Ｒ１) ∶ (２￣ＳＣ＋Ｒ)
∶ (１ｒ￣ｍ)＝ ９ ∶ ２ ∶ ４ꎮ

Ａ:卵ꎻＢ:幼虫ꎻＣ:茧ꎻＤ:蛹ꎻＥ:雌成虫ꎻＦ:雄成虫ꎮ
Ａ: Ｅｇｇꎻ Ｂ: Ｌａｒｖａｅꎻ Ｃ: Ｃａｌｌｕｓꎻ Ｄ: Ｎｙｍｐｈｓꎻ Ｅ: Ｆｅｍａｌｅꎻ Ｆ: Ｍａｌｅ.

图 １　 褐带卷蛾茧蜂各虫态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 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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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前翅ꎻＢ:后翅ꎮ
Ａ: Ｆｏｒｅｗｉｎｇꎻ Ｂ: Ｈｉｎｄ ｗｉｎｇ.
图 ２　 褐带卷蛾茧蜂的翅

Ｆｉｇ.２　 Ｗｉｎｇｓ ｏｆ Ｂ. 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ｉ

腹:腹背板具刻纹ꎮ 第一腹背板中端隆起ꎬ表具

深刻点ꎬ两侧由平行短刻条刻纹包围ꎬ长为宽的 １.２
倍ꎻ第二腹背板具中纵光亮带ꎬ两侧具中纵沟和豆痕

状刻纹ꎬ长为最大宽的 ２.１ 倍ꎻ第三腹背板具豆痕状

刻纹ꎬ前侧微弱隆起区ꎬ中纵光亮带极窄ꎻ第二、三腹

背板间缝窄ꎬ具平行短刻条ꎻ第四至七背板具豆痕状

刻纹ꎻ产卵管鞘黑褐色ꎬ长度约为腹部的 １ / ３ꎮ

２　 分布与寄主种类
我国:山东、安徽、浙江、江西、四川、贵州ꎮ 国

外:日本(何俊华等ꎬ１９８９ꎻ 王义平ꎬ２００６)ꎮ
具资料记载ꎬ褐带卷蛾茧蜂的寄主有 ３ 种:棉

褐带卷蛾 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 ｏｒａｎａ、茶长卷蛾 Ｈｏｍｏｎａ ｍａｇ￣
ｎａｎｉｍａ 和台湾格纹卷蛾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ａｎａ 的幼虫(何俊

华ꎬ２００４)ꎮ 新发现寄主 １ 种ꎬ即椰子织蛾的幼虫ꎮ

３　 生物学
褐带卷蛾茧蜂是椰子织蛾幼虫的体外寄生蜂ꎬ

产卵前先将椰子织蛾的幼虫麻痹ꎬ再将卵产在幼虫

的腹部外表ꎬ少数卵产在幼虫的腹部背面或在被麻

痹幼虫旁边ꎮ 褐带卷蛾茧蜂的卵孵化为幼虫后ꎬ吸
食被麻痹的椰子织蛾幼虫的体内营养并成长发育

(图 ３)ꎬ老熟幼虫在寄主尸体附近结茧化蛹(图 ４)ꎮ

图 ３　 褐带卷蛾茧蜂幼虫吸食寄主
Ｆｉｇ.３　 Ｌａｒｖａ ｏｆ Ｂ. 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ｉ ｆｅｅｄｉｎｇ

图 ４　 老熟幼虫在寄主尸体附近结茧化蛹
Ｆｉｇ.４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Ｂ. 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ｉ

室内饲养观察发现ꎬ褐带卷蛾茧蜂对椰子织蛾

幼虫的麻痹致死率 ９５％以上ꎬ平均寄生率 ８３％ꎮ 褐

带卷蛾茧蜂成虫寿命 ３~１４ ｄꎬ雌蜂单次产卵量 １~４
粒ꎬ一生可多次产卵ꎬ总产卵量 ２０ 粒以上ꎮ

致谢: 褐带卷蛾茧蜂为华南农业大学许再福教授

鉴定ꎬ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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