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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衣 蜡 蝉（Lycorma delicatula White）属 于 同 翅 目（Homo-
ptera）蜡蝉科（Fulgoridae），又称红娘子、斑衣、臭皮蜡蝉等，在

国内分布广泛，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四

川等省均有发生 [1-3]。该 虫 杂 食 性，在 果 树中 对 葡 萄 为 害 最

为严重 [3]。此外，还为害臭椿、香椿、楝树、合欢、刺槐、榆、杨、
桃、李等多种植物 [4]。最近几年来，随着淮北地区葡萄面积的

不断扩大，大量引种及气候条件变化，使斑衣蜡蝉随之侵入

葡萄园，并呈逐年加重的趋势，给葡萄产业造成严重威胁。为

了摸清斑衣蜡蝉在葡萄园中的发生规律，笔者经过 2 年的大

田普查，结合定点系统监测和室内饲养，调查了葡萄园中斑

衣蜡蝉的生物学特性及发生规律，以为绿色食品葡萄生产中

的害虫防治提供依据。
1 调查方法

1.1 斑衣蜡蝉的种群数量变动规律调查

为明确斑衣蜡蝉各虫态在当地的消长规律，从 4 月初

起，在葡萄树上每 5d 调查 1 次成虫和若虫数量及其变动情

况，选择有代表性的 5 块葡萄地，每块地选 5 点，每点 5 株

葡萄，目测虫态及其数量，将每旬 2 次调查平均数作为旬平

均数，绘制其种群动态曲线。
1.2 室内人工饲养与观察

每年春季从卵孵化前开始，将卵及其枝条带回室内，在

室内水培枝条上饲养。以室内饲养种群为研究对象，通过计

算机显微摄像系统，观察斑衣蜡蝉各虫态的形态特征，并测

定其虫体大小。用笼罩饲养，在饲养过程中进一步观察该种

群羽化、产卵、历期等习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学特性观察

2.1.1 形态特征。①成 虫。雄 虫 体 长 15～17mm，翅 展 40～45
mm；雌虫体长 18～22mm，翅展 40～52mm。虫体灰褐色；前翅

革质，基部约 2/3 为淡褐色，散生 10～20 个黑点；端部约 1/3
为深褐色，脉纹色淡；后翅 1/3 红色，上有 6～10 个黑褐色斑

点；中部有倒三角形白色区，半透明，端部黑色。头顶向上翘

起呈短突角状；触角刚毛状，3 节，红色，基部膨大。体、翅表

面均附有白色蜡粉。②卵。初产卵为灰白色，后变为褐色，长

圆柱形，长 3mm，宽 2mm 左右，状似麦粒，背面两侧有凹入

线，使中部形成一长条隆起，隆起的前半部有长卵形的盖。
卵粒平行排列成卵块，每块有 12～48 粒不等，上覆 1 层灰色

土状分泌物。③若虫。初孵化时白色，不久变为黑色。1 龄若

虫体长 3.6～4.2mm，体背有白色蜡粉形成的斑点，触角黑色，
具长形的冠毛。2 龄若虫体长 6.5～7.3mm，冠毛短，体形似 1
龄。3 龄若虫体长 9.5～10.3mm，触角鞭节细小，冠毛的 长 度

与触角3 节的和相等。4 龄若虫体长 12.6～13.4mm，体背为红

色，头部较以前各龄延伸，头部最前的尖角、两侧及复眼基部

黑色。体足基色黑，布有白色斑点。翅芽明显，由中胸和后胸

的两侧向后延伸。
2.1.2 生活习性。①成虫。成虫白天活动，以 8～10 时、17～19
时活动多，正午多集中栖息于隐蔽处；活动时多群集嫩叶和

叶柄基部，受惊猛跃起飞，以跳助飞，迁移距离 1～2m。羽化

多在白天，以上午 8～l1 时居多，约占 69.4％。成虫交配多在

清晨进行。成虫产卵期行动迟缓，尤其是早晨温度较低时，
易于捕捉。产卵方式常自左而右，1 排产完覆盖蜡粉再产第

2 排，卵多产在枝干和分叉的阴面，成虫单雌产卵量为 12～
48 粒，平均 29 粒，产卵历期 4～10d，平均 6d，产卵后期较长。
田间性比约为 1∶0.85。②卵。初产卵为灰白色，后变为褐色，
卵粒平行排列成卵块，上覆 1 层灰色土状分泌物。经多次观

察，卵的孵化率为 90.25％～98.50％。③若虫。若虫共 4 龄。初

孵若虫呈白色，具有很强的群集性，且活动迟缓。初龄若虫

多群集在嫩茎、叶背吸食汁液，之后分散，受惊扰即跳跃逃

避。此外，若虫还有假死性。
2.2 发生规律

2.2.1 生活史。斑衣蜡蝉在淮北地区 1 年发生 1 代，以卵在

葡萄支架水泥柱上或寄主的枝干上越冬。翌年 4 月中旬后

陆续孵化为若虫。若虫喜群集嫩茎和叶背为害，受惊扰即跳

跃 逃 避。若 虫 期 约 60d，蜕 皮 4 次。6 月 中 旬 后 即 羽 化 为 成

虫，7 月下旬达到羽化高峰期。8 月中旬始交配产卵，直到 10
月下旬。成虫寿命长达 4 个月，为害至 10 月下旬陆续死亡，
其生活史见表 1。
2.2.2 田间成虫和若虫种群数量消长规律。由图 1 可以看

出整个发生期（4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成虫和若虫种群数量

变化 和 高 峰 期。若 虫 出 现的 高 峰 期 为 6 月 上 旬，调 查 虫 量

为 18.50 头/10 株 ；成 虫 的 高 峰 期 为 7 月 下 旬 ，调 查 虫 量

为15.25 头/10 株。
2.2.3 不同类型葡萄园种群发生数量。斑衣蜡蝉在葡萄园

的发生量除与气候条件有关外，还与葡萄园的栽植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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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异 ，从 表3 可 以 看 出，对 杂 草 的 防 效 随 着 用 药 量 的 增 加

而 提 高 。用 药 量 2 250mL/hm2 防 效 最 差 ，株 防 效 和 鲜 重

防 效 仅 57%左 右 。 用 的 量 3 000mL、3 750mL、4 500mL、5
250mL/hm2 的 鲜 重 防 效 分 别 达 到 88.27%、95.35%、98.89%、
99.11%。

3 小结

（1）通过试验可以发现，不同用量的苯达松对秧草田阔

叶杂草均有防效，必须掌握合理的使用浓度，用药量过小，
防效较差，用药量过大，则产生一定药害，同时也增加了生

产成本。从防除效果、安全性及生产成本综合考虑，生产中

推荐应用剂量为 3 750~4 500mL/hm2。
（2）试 验 结 果 表 明 ，在 不 同 时 期 用 苯 达 松 防 除 杂 草

的 效 果 差 异 较 大 。到 了 秧 草 生 长 旺 盛 期 ，杂 草 被 秧 草 遮

挡 ，影 响 了 防 效 。另 外 ，随 着 杂 草 的 生 长 ，用 药 量 也 相 应

增 大 。因 此 ，建 议 在 秧 草 苗 期 、杂 草 三 至 五 叶 期 时 防 除 秧

草 田 杂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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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残株数∥株/m2 株防效∥% 鲜重∥g/m2 鲜重防效∥%
A1 38 57.30 19.2 57.52
B1 12 86.52 5.3 88.27
C1 4 95.51 2.1 95.35
D1 1 98.88 0.5 98.89
E1 1 98.88 0.4 99.11
CK 89 - 45.2 -

表 3 不同用药量对杂草的防效

表 1 斑衣蜡蝉生活史（安徽淮北，2007～2008）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至翌年 3 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上旬 中旬 下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越冬卵；·卵；-若虫；+成虫。

园号 葡萄品种 株行距∥m×m 葡萄园周边环境 累计若虫量∥头/10 株 累计成虫量∥头/10 株
1 巨峰 1.5×3.5 杂草多，周边有楝树，附近有苹果园 135 163
2 巨峰 1.5×3.5 杂草少，附近有苹果园 108 127
4 巨峰 1.5×4.0 杂草多，毗邻杨树林 113 148
5 巨峰 1.5×4.0 杂草少，周边均为葡萄园 89 115
3 巨峰 1.5×4.0 杂草少，毗邻蔬菜地 84 107

表 2 不同类型葡萄园斑衣蜡蝉种群发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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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斑衣蜡蝉成虫及若虫种群动态
注：种群数量为 2007、2008 年淮北地区的平均值。

周围环境条件密切相关。表 2 为 2007 年在不同类型葡萄园

的调查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凡栽培密度大、园内枝叶茂

密的果园斑衣蜡蝉种群数量较大；葡萄园周围杂草多，附近

有楝树、杨树、苹果园等时，种群数量也较大。
3 讨论

由于斑衣蜡蝉杂食性，除为害果树外，还喜好在臭椿、
香椿、苦楝、合欢、刺槐等多种植物上寄生，所以葡萄园周围

最好不要种植臭椿、苦楝等斑衣蜡蝉喜食的寄主，以减少虫

源。另外，斑衣蜡蝉成虫产卵期行动迟缓，极易捕捉，人工捕

捉成虫是降低越冬卵基数的有效方法之一。该虫在葡萄园

发生的种群数量除与气候条件有关外，还与葡萄园的栽植方

式及周围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凡栽培密度大、园内枝叶茂密

的果园种群数量较大；葡萄园周围杂草多，附近有苹果、桃

等果园时，种群数量也较大。因此，可以通过调整葡萄栽植

方式、合理布局葡萄园周边环境、优化葡萄园生态系统多样

性等方式来调节斑衣蜡蝉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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