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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包头市园林植物病虫害的研究工作一直是个空白。由于没有掌握防病治

虫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病虫害愈来愈猖獗，包头市三十年的绿化成果受到很大威胁。

随着包头园林科研所的建立，这项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并列为重点科研项

目之一。园林科研所在原园林试验场所获资料的基础上，在市科委、城建局以及市园林

处的直接领导和大．{；支援下，开展了深入和普遍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本图志就是调研成

果的一部分。全书共载园林植物常见害虫79种，彩图67幅。其他部份将分第二、第三辑

陆续刊印。

由于彩图大部分绘自实物，文字描述多数来源于观察记载，因而有较强的地区性特

点，对内蒙古西部城市的园林生产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供教学及园林科技人员参考。

本书编辑工作由何福悌工程师主持，李杰工程师为课题负责人。几年来，李杰、段

半锁、王铎等同志在采集标本、观察饲养及防治试验等方面傲了主要工作，本市各公

园、苗圃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协助。

本书由李杰同志执笔汇总，段半锁同志绘图，李新康同志参与了部份文字的整理工

作。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乌盟林业局黄旭昌先生对蛀千害虫，食叶害虫、地下害虫和部

份吸食汁液害虫进行了审改；ttlN农业大学汤枋德教授镒定了蚧虫标本，并对文字描述

予以审核；宁夏农林科学院植保研究所高兆宁先生不仅对本书的蚧虫彩绘给予直接指

导，而且对书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纠正。由于上述专家教授的大力支持，致使本书得以

顺利刊出，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所建立时间不长，资料不全，经验不足，再加上科技人员水平不高，书中错

误在所难免，恳切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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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蝼蛄
Gry I 1 Ot a l pa {／12i sPi rla Sauss

直翅目 蝼蛄科

华北蝼蛄，又名土狗予、拉拉蛄，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及西北等地区，包头地区
普遍发生。成虫、若虫食害多种农作物、林木和果树的幼苗_及种子，并在地表挖掘隧
道，损坏苗根。

形态

成虫体黄褐或灰褐色，腹面略淡。雄虫体长39毫米，雌虫长45毫米，头狭长，触
角丝状。前胸背盾形，中央有心形斑。前翅黄褐色，甚短，后翅纵褶成条，突出腹端。
腹部近圆筒形。前足为开掘足，后足胫节背侧内缘有可动棘刺一个，阆有二刺或无剌。

卵椭圆形，初产时卵白色，后变灰色，长约2毫米，每个卵室有卵300--,400粒。
若虫初孵化时乳白色，后变褐色，5～6令以上时，外形与成虫相似。

生活习性

华北蝼蛄三年完成一代，以成虫、若虫在土层深处越冬。来年四月中旬开始活动，当
气温升至1]12。C以上时，进入为害盛期，此时地面出现大量隧道。六月间，雌虫在土下
15--,25厘米处做土室产卵。七月中、下旬孵化为若虫，初孵若虫相聚一处，以后分散为
害，’至九，十月份，经8次脱皮而越冬。第二年春季越冬若虫又恢复活动为害，脱皮3
～4次至秋季达12～13令时再越冬。第三年秋季羽化，即以成虫过冬。

成虫，若虫都在地下潜行，食害新播下的种子，尤其是正在发芽的种子，在地面形
成曲折的隆起。幼苗出土后，咬食根颈部，被害部呈丝状，使幼苗千枯死亡，造成缺苗
断垄现象。此虫有趋向马粪、土粪的习性。白天藏在土壤深处，夜晚活动为害，雨后更
甚。土温20-'-'25。C及气温在16,-,．,20。C时最适其活动，因此春秋二季为害最烈。若遇闷
热无风的夜晚，8～10N成虫更加活跃。

防治方法

l、用75％辛硫磷150倍液拌种，在避光处晾干随即播下，能有效地防止蝼蛄为

害。

2、春季苗床上出现曲折隆起时，用25％异丙磷1000{音液或95％巴、丹1500倍液浇

灌，可杀死成虫。
’

3、hq50％巴丹可溶性粉剂1斤、麦麸50斤，加适量水制成毒饵，傍晚施于有虫活
动的苗床或圃地，毒杀晚间出土的成虫。

。

4、于七月中旬用灯光诱杀成虫。亦可挖坑堆集马粪，拌上6％六六六粉剂，上盖

青草诱杀成虫。 ．

我市尚有非洲蝼蛄(G·af ri cana Pal i sot de Beauvoi s )发生，但为

害不及前种严重。此虫身体较小，长约30毫米，体淡黄色，后足胫节的背侧内缘有刺
3—4个，防治法同匕。



图1华北蝼蛄非洲蝼蛄

华北蝼蛄l成虫；2后足，5被害状

作洲蝼蛄3．成虫，4后足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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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老虎
Agrot i S YP Si ion Rot t embe rg

鳞翅目 夜蛾科

小地老虎，又名土蚕、地蚕，全国各地均有分布，是包头地区苗圃的一种主要地下
害电，食性很杂，专咬多种苗木的根茎，造成缺苗断行。

形态

成虫体长16"～23毫米，翅展40"-'54毫米，全体灰褐色。前翅暗黑色，中室端具
有肾形纹，其外侧有一尖长的楔形斑，尖端朝外；亚外缘上也有两个尖端向里的黑色楔
形斑一这个特点可与其它种地老虎成虫相区别。后翅灰白色，近后缘处褐色。雌蛾的触
角丝状，雄蛾的触角栉齿状。

卵 半圆球形，初产时乳白色，渐变为淡黄至老黄色，快孵化时顶部变黑。
幼虫ji刃孵时灰褐色，老熟时黑褐稍带黄色，体长35～50毫米，呈圆筒形，稍扁，

光滑，各腹节背面有鹾对刚毛，后一对大于前一对，臀片黄褐色有两条深褐色纵纹。
蛹 长20"-'25毫米，赤褐色，复部f4—7节前端背面有一列黑纹，纹内有一小坑，

坑大于黄地老虎，分布较稀。尾端黑色具j二刺。

生活习性

包头地区一年发生三代，根据包头农研所的研究，此虫不能在当地越冬。成虫在三
月底出现，四月中、下旬为盛发期。成虫羽化后五天左左产卵，卵期约20天。幼虫于五
月上、中旬开始孵化，共六龄。1～2龄在杂草和幼苗的心叶内生活；三龄以后白天入
土，夜间出来活动，5～6龄为暴食阶段。生产上造成危害的主要是第一代幼虫，时间
长达40"～50天。六月初化蛹，六月中旬第一代成虫出现，一直延续到整个七月份，这个
世代需要65"75天。第二代成虫于八月中旬初发，数量大减。一个月以后又可见到末代
成虫，十月底就不知去向，是否南迁越冬有待进一步研究。

成虫喜趋糖蜜和黑光灯，有强大的飞迁能力，白天隐伏暗处，晚间7—12时出来活
动，10时左右活动最盛，取食和交尾产卵，幼虫4龄以后，日间潜伏于土内，夜间活动取
食，咬断幼苗拖入穴内啃食茎叶，常造成严重缺苗断垄，幼虫入土3—5厘米深处作土
茧化蛹。幼虫性暴，常相互残杀，有短时间的假死习性，稍加触动即卷曲不动，旋即很
快爬行。

防治方法

l、于春季成虫产卵期及幼虫孵化期，及时整地除草，并同时撒布6％六六六粉

剂，每亩3斤，撒布2—3次(隔一J嗣撒一次)。

2、从四月初开始用黑光灯结合糖醋液诱杀成虫效果很好。糖液的配制是用糖厂的
废糖稀、醋各一斤、酒二两、水四两、敌百虫1～2钱即可。

3、用柔嫩多汁的灰菜或其它菜叶七十份与6％丙体六六六粉一份掺拌成毒饵，于
傍晚撤布在苗间诱杀三龄以后的幼虫，效果亦甚好。

4、大型幼虫盛发时，结合灌水，在进水口施入辛硫磷乳剂，可杀死大量幼虫。
我市尚有黄地老虎(Euxn吼Seget um Schiff)，一年两代，以老熟幼虫在土

中越毡来年4月化蛹，幼虫在干旱季节为害严重。防治方法可参照小地老虎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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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金 针虫
P1eonomus canal i culatus Faldefmann

鞘翅目 叩甲科

沟金针虫，俗名滚地龙，分布于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
甘肃等省区，主要危害各种苗木的根、嫩茎和种子。

形态

成虫体长15，v16毫米，深栗色，密被金黄色细毛。前胸背板呈半球形突起，宽大
于长，腹部可见腹板六节。

卵长0．7毫米，椭圆形，乳白色。

幼虫称金针虫，老熟时体长25"30毫米，体黄褐色；各节宽大于长，由胸背至第

10腹节，每节背面正中有细纵沟I尾节扁平，末端有二分叉，分叉向上弯曲，内侧各有一
小齿。

蛹细长纺锤形，近孵化时变成浓褐色。

生活习性

完成一代需三年以上，以幼虫或成虫在土中l一4尺深处越冬。越冬幼虫于翌年三

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开始活动，五月间危害最烈。随着气温增高，又往土下迁移。八月闻

幼虫老热，做土室化蛹，蛹期约20天，羽化后即在土中越冬，来年四月再交配产卵。卵

产在土中3—7公分深处、散产。卵期约35天，到六月份全部孵化。成虫寿命约220天

左右，有假死性。幼虫期最长，达1000天以上，每年于十--Yl上，中旬陆续潜入深土层

越冬·三月下旬地表解冻后又逐渐上升到表土为害，一般旱地为害重于水浇地。

防治方法

1、苗木播种前，用75％辛硫磷150倍液拌种立即播下，也可用2．5％亚胺硫礴粉荆
拌种或制成毒土撒施，能有效地防止金针虫为害。

2、当苗床上出现萎蔫苗木时，向被害株一侧挖坑浇灌50％辛硫磷或25％异丙磷
1000倍液，可消灭苗根周围的金针虫。

3、如发现苗木受害严重，可结合浇水向苗床滴入25％亚胺硫磷或50％事硫磷乳
剂，杀虫效果良好。

4、春、秋两季结合整地，向苗床撒6％六六六毒土(药一斤加土五十斤)．如能

进行沟施，效果更好。

附细胸金针虫(Agriot eS fu sci colli S Miwa，

与沟金针虫一起为害的还有细胸金针虫，此虫多发生在潮湿地区，成虫体长8～9

毫米，暗褐色，头胸部黑褐色，密被灰色短毛，有9条纵列点刻，前胸背板略呈圆形．

长大于宽。卵为圆形，乳白色。幼虫体长23毫米，淡黄褐色，体形细长，尾节圆锥形，

上有四条褐色纵纹I背面近前缘两侧各有褐色圆斑一个。蛹为黄色，长8～9毫米。生

活史约三年一代。防治方法同沟金针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3沟金针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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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大黑金龟
HOlOt richia oblita Faldermann

鞘翅目 金龟子科
华北大黑金龟子，又名朝鲜黑金龟子，分布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北京、天

津、内蒙古等省、市、区，包头园林普遍发生，为害杨、柳、榆、苹果、梨、杏等树叶

及多种幼苗。成虫和幼虫均为害，成虫啃食叶及叶芽，幼虫(蛴螬)咬断或咬伤幼苗盛

幼树的根部、嫩茎，引起苗木枯黄死亡，造成缺苗。

形态

成虫体长16．5-一22．5毫米，宽9．4～11．2毫米，长椭圆形。初羽化时为红棕色，

逐渐变为黑褐色至黑色，有光泽。头部小，密生刻点，触角10节，红褐色，腮片3节，

复眼发达。鞘翅长12---14毫米，翅肩突起明显，鞘翅外缘及会合处有纵行隆起，每个

鞘翅内各有三条不明显隆起带。前足胫节外侧生有三个锐齿，内侧生一端棘与中齿相

对，后胫端一侧生有二端距，跗节细长，五节，末节较长。爪一对，成分叉状，腹部光

亮，腹板生黄绒毛。

卵初产时水青色，椭圆形，逐渐变成乳白色。

幼虫、头部黄褐色，体形白色作弓形，肛f-l孑L呈3裂状，腹部末节着生一群扁形、‘

尖端钩状的刚毛，向前延伸到肛复片后部三分之一处。
蛹 头部褐色，体黄褐色，长约20毫米。

生活习性

一年一代(约400天左右)。以幼虫和成虫在30～60厘米深的土中过冬，包头地区

威虫子五月上旬开始出土活动。幼虫同期上升至土表耕作层为害苗木的根部，成虫昼侠夜

出，傍晚最多，5～7月交尾产卵，卵喜产于未腐熟的有机肥和水份充足的腐植质壤

土，砂壤土中。卵期约20天左右，7月中．下旬孵化，多以2～3龄幼虫于10月闾在土

中30"60厘米深的土室中越冬，翌年5月上升至耕作层为害苗木的根部，．7～9月在土

室中化蛹并羽化，新成虫羽化后即在原处越冬。成虫活动盛期适宜气温为25。C，相对

湿度为60---70％，每日出土高峰多在晚九点钟前后，成虫有趋光性和假死性。

防治方法

1、春季育苗时，用75％辛硫磷150倍液拌种(即o．5斤药加水75斤拌种looo斤)，
随即播下，防治效果可达80---90％。

2、幼虫为害期，沟施2．7％辛硫磷颗粒剂(每公顷有效用药量为一公斤)．或随
水浇灌滴入50％辛硫磷乳剂，杀虫率良好。

3、成虫盛发期，在被害树木的叶片上喷洒1％六六六或杰．5％敌百虫粉，可毒杀
大量成虫。

4、灯光诱杀成虫时，在灯光下10米范围内喷敌百虫粉与土混合，使虫落地触药死
亡。

5、保护利用步行虫和寄生性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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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毛金龟
Phy 1 1 ope rt ha pu bi CO l 1 i S Wat e rhou Se

鞘翅目 金龟子科

苹毛金龟子，又名犹茶金龟子、茶色金龟子，分布于辽宁、吉林、河北，河南，北
京、内蒙古等省市区，食性很杂，。主要为害杨、柳、榆、苹果，梨、李、杏、稠李、葡
萄等，是包头地区各公园、苗圃果树花期的重要害虫。

形态
成虫体长lO．2一,12．3毫米，宽5．5～7．3毫米。头胸背面带有紫铜色闪光，头顶多

绿色点刻，复眼黑色，触角9节，红褐色。鞘翅短宽，茶褐色，半透明，略带铜色金属
光泽，翅上有纵行点刻，肩瘤明显，胸腹板有长自毛，前胫节外侧具二齿，内侧有一
刺，前中足均着生一对不等大的爪，大爪端部分叉，小爪不分叉。雄雌区别以触角为最明
显，雄虫鳃叶部短小，雌虫则甚长大。

卵椭圆形，乳白色。
幼虫三龄幼虫头宽约3．3毫米，头部前顶毛每侧各有不明显的5根，后顶毛5—7

根。臀节腹面上有刺毛列，每列由19～20根长短锥刺组成，下端逐渐向外岔开，刺不相
交，钩状毛区前缘与刺毛列上端平齐，肛门孔横裂状。

生活习性
包头一年一代，以成虫在土内越冬，成虫活动较早，四月中旬当气温达到10。C以

上时，越冬成虫即出土为害，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出现高峰，主要在开花的果树上取
食，常随寄主物候迟早的不同而转移为害，通常先咬杏蕾、杏花，再转食梨树，最后取
食苹果的花及嫩叶。发生严重时，一个花丛可聚虫十余头，瞬时即将蕾、花全部吃光，
是果园的重要害虫。五月下旬，虫量逐渐减少。成虫出土时间与寄主植物的开花期相吻
合，前期雄虫多，后期雌虫多，成虫白天活动，气温越高越活跃，有时夜晚可在寄主上
停留。成虫边取食边交尾，交尾时间约30分钟。成虫于5月上旬开始入土产卵、散产，
产卵历期平均4天，产卵深度5～10毫米，每雌产卵平均约为17粒，卵历期19～28天。
幼虫三龄，为害幼根。八月进入蛹期，九月成虫羽化后不出土即在土中越冬。

防治方法

l、于四月中旬至五月上句果树开花期，利用人工捕捉成虫，或在果树下喷洒l％
六六六粉或1．5％杀螟松与8％六六六粉的混合粉，浅锄后震落成虫，触药死亡。

2、于六月上中旬趁一龄幼虫在表土活动期及时浇水，并在入水口或苗床上滴入
50％辛硫磷乳剂毒杀之。

除苹毛金龟外，我市还受东方金龟、棕色金龟、长脚棕翅鳃金龟的为害。
东方金龟又叫黑绒金龟Malade ra o ri elltali s Mot sch主要为害山桃、杨，

柳、榆、落叶松的叶片。成虫卵圆形，体长约10毫米，初羽化时为褐色，渐变为黑褐

乃至黑色。包头一年一代，以成虫在土中过冬，四月末至六月上旬为活动盛期，取食寄
主的幼嫩部分。

棕色金龟Ho l ot r i c hi a t i t an i s Re i t t e r成虫体长22,-一24毫米，宽11—13
毫米，棕黄色，微有虹彩丝绒闪光，主要取食杨、柳、榆、桑和多种果树的嫩叶，幼虫
为害植物根系，造成缺苗断垄现象。包头两年一代，先以幼虫越冬，后以成虫越冬 来
年四月出土活动。

长掣棕翅鳃盒龟H?p 1i a c i nct i CO ll i s Faed 成虫体长13毫米左右，·宽
终!?!枣米．，后足长约15毫米。六月下旬进入盛期，为害桦树和白蜡树叶。以上三秭丕
龟的防治办法可参照华北大黑金龟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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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斑鳃金龟

P01yphylla 1ati colli s Lewi s

鞘翅目 鳃角金龟子科

一云斑鳃金龟，又名大理石金龟子、花石金龟子、读书郎，分布干河北、山东、北

京、辽宁，吉林，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包头地区每年七月份大量发生，主要以

幼虫食害杨，柳及果树苗木的根部，使受害苗木枯死。

形态

成虫体形大，长椭圆形，长约37-,一45毫米，宽18-V23毫米，全体紫黑色。头部生

右淡褐色及白色鳞片，触角lo节，雄虫鳃叶部7节。雌虫叶瓣短小，共6节。前胸背扳

上生有分布不均匀的白色鳞片群，侧缘弧形，前缘凹形，两角向前突出，后缘中央处外

突。雄虫前胫节外侧有一齿，雌虫有三齿。鼢节5节，端部有一对爪，瓜基部有锐齿2

个。胸腹板密生黄色绒毛，将腹面盖住。鞘翅上有鳞片群点缀如白云，小盾片半椭圆
形，黑色，盖有白色鳞片。腹部腹板分节明显，臀板三角形，后端雌圆雄尖，密布细刻
点及微毛。

生活习性

据文献资料报道，此虫8—5年完成一代，以幼虫在深土层处越冬，当春季土温增

至10-'-，20。C时，幼虫开始活动。成虫昼伏夜出，有趋光性。雄虫能作鸣声如天牛，出现

较雌虫为早。雌虫每头可产卵10余粒至数十粒，卵期为8～4周。幼虫取食树根，常将

皮层或主侧根咬坏造成苗木枯死。
‘

防治方法

l、每年七月上、中旬是成虫出现高峰，利用黑光灯诱杀，可消灭大量成虫。
2、留床苗发生为害时，可在苗木一侧挖沟，浇灌95％巴丹2000倍液或50％辛硫磷

1500倍液或25％异丙磷1000倍液，毒杀苗根附近的幼虫。

3，秋季深翻地，每亩施入1％或6％六六六粉剂，可有效地毒杀幼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