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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 REAR A BRA > DER. BG, 
四 川 、 云 南 等 省 磨 产 甘蔗 。 我 国 食糖 中 有 一 守 以 上 的 产量 是 
以 甘蔗 为 原料 制 成 的 。 

几 年 来 在 耕作 技术 和 农田 管理 方面 已 有 了 不 少 的 改进 ， 
WRAL EPR KREME RREAR, RAH 
种 及 加 强 田 间 管 理 等 对 提高 单位 面积 产量 获得 了 不 少 成 绩 。 
HREROMPBRS » SBSH ee. ee, ee OS 
SF, ARS, MOL Bor, AISUREBS, FESHRE 
Kites EPTEHROETEKR E> HERR AK 
地 影响 到 甘蔗 的 收获 量 和 制 糖 质量 。 因 此 ， ARETE 
物 的 丰收 ， 提 高 单位 面积 的 产量 及 产 糖 质量 ， 我 们 还 必须 入 

极地 展开 防治 甘蔗 害虫 的 工作 。 
ABW REM (RR) 信纸 规定 :“ 从 1956 年 开 姑 ， 

分 别 在 7 年 或 者 12 年 内 ， 在 一 切 可 能 的 地 方 ， 基 本 主 消 灭 危 
害 农 作物 最 严重 的 虫害 和 病害 2 。 中 央 农 业 部 卉 已 作出 了 宇 
AME RK REWER, HB. BSP, 各 地 

也 都 提出 防 重 於 治 ; 藉 械 为 主 , 土 洋 和 结合 专责 专 管 ， 定 期 施 
检 ， 圣 面 防 治 ， 彻 底 根 匈 等 措施 。- 每 隔 相当 时 日 ， 二 定 要 用 
Ris KTS MIs BE RE; 一 旦 发 现 个 害虫 地 就 要 
AE CORBIS, MIG. CRE, HRPM Zz 
HMMS, MASKS, KB RS 虫 漏网 ， 达 到 
彻底 根 懋 。 同 时 必须 掌握 害虫 的 生活 习性 和 发 展 规律 ， 摸 清 
历年 害虫 发 生 情况 及 时 发 现 ， 及 时 扑灭 。 要 在 党 的 萄 一 僻 章 
下 充分 发 动 群众 、 有 什 划 有 步 又 地 展开 防治 害虫 工作 ， 战 胜 
虫害 。 
e4e 



第 一 章 ， 甘 芒 害 忠 的 分 布 及 

与 自然 环境 的 关 条 

甘 芒 在 栽植 以 后 的 生长 期 内 ; 常 遭 某 些 昆虫 的 寄生 为 害 ， 
俩 如 藤 吕 、 芒 匈 、 六 蚜 及 白 峡 等 害虫 的 为 害 ， 常 使 受害 藤田 
的 蔗 株 的 生长 不 良 ， 狼 致 病菌 溃 生 蔓延 ， 严 重 的 或 致 全 株 枯 
> 上 以 使 蔗 田 减产 或 失 收 ， 影 响 了 工业 上 甘蔗 原料 的 供应 。 

HRERRARS > 1951 LEAD HES 虫 有 362 

种 5 Mihi, HERR RU RH Po HES EAVER 
为 患 5 常 使 大 片 藤田 受害 ;使 农民 受到 极 大 的 损失 。 如 广东 、 
产 西 两 省 每 年 所 受 蚊 蚜 的 侵害 很 重 ; 估 证 损失 钓 在 30 一 50%。 
解放 后 在 党 和 人 民政 府 的 正确 领导 下 ， 积 极 开展 了 害虫 的 防 
Wifes 市 练 干部 ， 广 泛 宣 传 和 数 育 , 在 群众 大 力 的 支持 下 ， 
防虫 工作 收 到 了 很 天 效果 。 例 如 1951 年 广东 的 芒 晓 、 芒 龟 和 甘 
芒 虹 蜂 等 三 种 主要 甘 芒 害虫 ， 在 专 中 、 专 东 等 地 严重 的 发 生 、 
发 生 的 芒 田 面积 达 70;060 亩 ;狂人 至 部 展开 防治 工作 后 ;就 挽回 
TIER BRIA21 018,000 Fo LAN19522F SG PE FE ML 

严重 地 发 生 ， 蔗 蜡 以 粤 中 、 专 东 为 主 ， 蔗 旬 则 以 专 中 为 主 ， 
胺 生 面 积 达 65)021 亩 ， 绝 积极 防治 后 ， 挽 回 了 19;506;300 斤 
的 产量 驳 受 损失 。 

甘蔗 害虫 的 分 布 ， 受 到 下 列 某 些 自然 环境 条 件 的 因素 影 
响 而 有 差异 : 

一 5 “A 候 

气 侯 的 察 暖 与 雨量 的 多 少 、 降 落 的 情况 、 光 和 风力 的 强 
ee 5 e 



BSAF, MEMHESRHASRREWWR 
(一 ) 气温 气 计 的 高 低 对 害虫 的 生存 有 很 大 的 影响 。 

尘 度 直接 影响 害虫 的 体 装 。 害 虫 是 一 种 变温 的 动物 ， 在 它们 
的 体 表 上 井 疫 有 任何 足以 减少 体内 尘 热 散失 的 装备 (如 毛皮 、 
MEE) ， 因 此 ， 当 它们 在 静止 的 时 候 ， 体 温 常 常 是 和 周 
围 环 境 的 强度 一 样 。 当 它们 本 身 活 动 后 在 体内 才能 产生 热能 
或 直接 受到 太阳 却 射 热 的 影响 而 使 体 瘟 增高 。 但 主要 还 是 取 

” 决 於 周围 自然 环境 于 度 的 变化 。 
每 一 种 害虫 ， 它 对 於 诗 度 是 有 一 定 要 求 的 。 在 这 个 温度 

的 范围 内 ， 害 虫 能 够 生长 ， 上 发育 及 进行 繁殖 ，” 称 为 害虫 的 有 

SURE 。 在 这 范 园 内 ， 还 有 它 的 最 适 多 度 在 这 最 适 温 庆 下 ， 

害虫 的 活动 最 盛 ， 成 长 发 育 也 较 快 。 在 最 低 的 有 效 温度 以 下 
时 ， 如 冬天 ， 害 虫 发 生 冬 玖 现象 ) 在 最 高 的 有 效 还 度 以 上 

如 夏天 ， 害 虫 即 处 人 於 夏 束 状态 。 一 般 来 膏 ， 害 虫 的 有 效 逮 苇 ， 

在 摄氏 10 一 40 庆 之 间 ， 最 适 还 育 狗 为 摄氏 25 一 35 度 。 还 度 对 

於 害 虫 的 繁殖 力 是 有 影响 的 。 例 如 蝗虫 的 最 低 有 效 渤 度 是 摄 
Kb > RB RSE 40K > HR AIA 25~32 6 
如 一 天 温度 变化 在 20 一 30*C 之 间 ， 飞 蝗 就 不 产 卵 。 

甘蔗 系 热 带 作物 ,甘蔗 栽培 地 的 气 殖 ;一 般 均 较 暧 和 ， 虽 
冬季 也 有 降 至 摄氏 0 度 以 下 的 ， 但 因 一 般 害虫 ， 都 有 越冬 准 
备 ， 有 进行 冬 坝 ， 过 冬 后 至 春暖 时 ， 仍 能 机 炉 繁 殖 及 寻 食 活 
I> HAH REY. Ako SSRN SHOE 
为 减弱 ， 同 时 其 发 育 速度 也 受到 一 定 的 抑制 。 

(=) BB Seg, EMER, 
各 有 它 的 最 适宜 和 最 不 适 宣 的 湿度 范 园 。 害 虫 生长 是 否 正常 、 
发 育 期 长 短 、 生 殖 力 强 红 等 都 与 湿度 有 关 。 例 如 草地 蜡 蛾 在 
摄氏 35 一 40 度 高 温 及 相对 温 变 相当 低 时 ， 体 内 水 分 就 受到 大 

ee 6 。 



BVA, KHMRECSFo MIPMAAAIRICIHRs wh 

SRI HEE Be: DRO DW IRE > ARAB ET ENTE > 3 
样 就 会 造成 停止 繁殖 的 现象 @ 

在 自然 情况 下 ， 气 肖 和 降雨 量 是 互 有 关系 的 ， 例 如 蚜虫 
”在 气温 25 度 以 上 相对 湿度 75% 以 上 时 就 不 易 繁 殖 。 降 雨量 的 
多少 和 降落 的 是 否 均匀 ， 也 可 能 影响 害虫 的 发 生 条 件 。 兹 以 
产 东 为 例 ， 敲 省 年 雨量 虽 各 地 不 同 ， 但 多 在 1;500 公 厘 以 上 ， 

最 高 达 2;7000 一 3;000 多 公 厘 ;雨量 降落 情况 离 海 过 远 的 大 陵 

内 地 ， 分 布 比较 均匀 ， 海 南 岛 和 东南 部 地 区 ， 雨 量 较 多 ， 而 

西部 雨量 则 较 少 。 雨 量 多 的 地 区 害虫 的 活动 较 少 ;相反 地 ， 

在 雨量 较 少 地 区 ， 害 旧 就 相当 活跃 PARAS TRA 
天 部 地 区 ， 冬 季 过 失 和 干旱 ， 夏 季 炎 热 而 前 远 ， 因 此 ， 害 虫 较 

多 天 活动 也 较为 猩 猴 。 在 藤 嵌 为 害 的 蔗 田 ， 据 一 般 反 映 在 清 
P-L (4.545) 枯 心 苗 最 多 ， 注 海 具 老农 襄 ，5 月 

KE, 则 嵌 害 更 烈 ， 若 3 、 和 村 月 雨水 多 ， 则 可 减轻 为 害 。 叉 

根据 广东 揭 阴 农民 反映 ， HEME +b ASP ah ee» Wn Fe 
SBA, DRED, 这 又 是 害虫 的 发 生 受 到 天 旱 影响 的 明 
fio 

(=) 光 各 种 害虫 对 蕉 光照 的 强 谋 和 长 短 ， 各 有 一 定 

WER,» 大 多 数 蛾 类 和 白天 避 忌 日 光 ， 而 喜欢 在 夜间 话 动 ， 对 

灯光 表现 趋 光 性 。 双 如 蚜虫 随 季 节 而 更 换 生 殖 方法 的 现象 ， 
最 然 还 受 着 光照 时 间 长 短 的 影响 。 

《四 六 风 风 可 以 帮助 基 些 害虫 的 迁移 和 分 布 ， 也 可 以 

租 碍 某 些 害虫 的 活动 。 反 的 天 小 及 风 位 影响 害虫 的 分 布 。 在 
风 表 之 地 受 蝇 害 较 为 严重 ， 近 海盐 田 当 风 者 ， 受 害 似 较 轻 
Be, 又 据 广 东 甘 芒 试 验 场 在 1954 一 55 年 调查 结果 ， 训 为 在 秋 

植 芒 下 凤 位 的 春 植 芒 其 蛇 虫 的 枯 心 发 生 较 早 而 严重 ， 原 因 是 

可 了 e 



在 初春 秋 植 甘蔗 的 蜡 蛾 ， 在 4、5 月 问 产 卵 ， 这 时 恰 都 是 东 

FAL > TE SPREE IG IS a ey SB AK A EP AY Ae LE 

API, AMRS HEH MK REPTRELRFErE 

—,. £A, mSALBTE 

(一 ) +H +2HvEH eh. BE, MAME, EE 

式 等 对 害虫 的 生长 发 育 和 地 理 分 布 起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BA 

和 结构 的 土壤 ， 当 雨水 多 时 ， 因 土壤 中 空气 少 ， 就 影响 十 中 害 

里 的 呼吸， 同时 这 样 的 土壤 易 板 和 精 而 阻碍 着 害虫 的 活动 HR 

据 下 东区 甘蔗 增产 炊 驹 调查 工作 队 1954 年 在 广东 潮 安 、 洒 海 、 

HASAN MA, WELW ho SLAMS KEM 
HH: RSCTA. BCR, VRP SB+ts2aEArsa 

(如 潮 安 东 洲 堤 边 地 、 埋 外 沙洲 上 ) ， 而 含 粘 主 成 分 较 多 之 

WiSRAM EB (如 证 海 ) ， 双 在 洽 海 的 沙田 、 亚 州 田 虫害 比 

近海 碱 田 严重 ， 旱 田 比 园田 严重 。 由 此 我 们 可 以 很 明显 好 看 

出 ， 砂 质 壤 十 土 质 松 坎 ， 适 页 害 虫 的 潜伏 ， 其 次 为 精 构 不 好 
的 砂 详 土 ， 诚 田 对 害虫 有 避 忌 作用 ， 不 适 害 虫 生活 ， 为 害 也 

BE, 

i ies BOR WE Te TE PAK aU) BUN AE TS » (ZR ABA AE AE 
焉 松 的 沙 二 中 。 某 些 吨 头 晴 的 幼虫 ,喜欢 在 酸性 土壤 中 生活 c 

te. SEL AE. KEN, bP 
C2), DRMDREHSE, RMABHAS, SARA 

Bi KIA TLE WK FO 

(二 ) Fe 地势 的 高 低 与 害虫 的 发 生 也 有 关系 。 根 据 

BLK PS RS EA 1954 EER AIRE ER 

出 : (FERRARA, REGBVYAR Rib, +RRVS 

为 复杂 ， 芒 龟 幼 虫 的 分 布 与 土质 的 关系 更 形 显著 o 三 锡 芒 地 > 

8 e 



KMPUSH=R: sie hee 
SG -AEWHL AMWFARERSHEN MIKA Z 

PARMA LEAD AB. MBS AAR ZU Hose 
BA, HEEBARKMEDRRAYMAR BSD 
WER SEEMED, PRES» KBE 
feRI10~20 HK» HFHRAESEM OMAR. KB 
因 砂 质 较 多 ， 一 般 通 透 性 县 好 ， 但 保水 保 肥 力 弱 ， 如 雨水 不 

均 与 就 易 受 旱 而 至 甘蔗 生长 不 良 。 
第 三 类 组 砂 夺 粘土。 一般 耕作 层 属 粉 砂 质 壤土 ， 深 达 30 

BK, HALA; 50 理 米 以 下 为 红色 问 有 黄色 的 重 粘 持 
ts XBLEKR Da, DHS, BESHPE, REE 

流 的 情况 下 ， 甘 蔗 仍 可 保持 叶 色 油 绿 而 不 致 发 生 知 叶 现象 
第 三 类 黑色 粘土。 多 分 布 英两 山 问 之 谷地 。 其 底 土 深 至 

180EK HABRES BM BMA L PHEB20~25 BK» 
RGIS ASHE. WAI. mm. SLEAHAMER, +6 

PRES IR HRSA ALRERKOR > MEER, TR 

水 保 肥力 强 。 
在 这 三 类 土壤 中 ， 金 危 旦 幼虫 的 分 布 就 不 同 ， 粗 砂 质 土 

RAHN RES» MMA >, MM AREA, mM 
7 A EDR Se fe a th TER Le RSE 
BNRA» ALEC, ZAK. BBEK, BELA 

(BHA)  ANMEVEZCS SD WK MASA 
HRD. BRMM AA 4. SAP, LEB BeKK 
通气 ， 纺 虫 不易 生长 ， 故 极 少 。 

| 众 这 些 春 料 看 出 芒 印 对 套 环 境 条 件 ， 特 别 是 对 土壤 有 显 
落 的 选择 性 。 在 括 是 土 壤 类 型 复杂 的 高 旱地 ， 这 种 选择 性 改 
现 很 明显 。 



FB, Ah Se PSR SMALE, 
天 时 过 量 则 受害 更 加 严重 。 白 网 的 发 生 ， 也 与 其 他 地 下 害虫 
BA> MERA PARA SRGO> BRIE 
Ao RRA SFR ERLBWUABEXR 

(=) RE tek, +S, aks 

渗 育 ， 土 中 空气 充足 者 ， 较 适 於 芒 龟 幼虫 的 生活 6 相反 地 
土壤 粒子 组 ， 士 粒 内 的 空隙 少 ， 通 透 性 不 好 ， KBE 
MR, MERAH, SRE. Bae 
Ek+ >» (HAIR EK. GRAPE LEE Ree Sh 

RA, EAREKO AWE, BRD RH. 
ANAEBE VES UcZE LEE OE > ATR RRE. Wate 

性 和 通风 性 及 施肥 对 帮 士 壤 酸 度 的 影响 ， 改 变 地 面 和 地 下 的 
UR ATES BEEK AS ob RPA ee 
密度 。 

5 区 

甘蔗 害虫 是 喜欢 吃食 甘蔗 的 根 、 蓝 、 叶 、 秆 等 各 部 及 其 
他 家 作物 的 。 由 於 周 园 环 境 食 料 的 蛙 和 量 等 关 和 柔 y 就 会 影响 
到 害虫 的 发 育 快慢 、 繁 殖 程度 、 活 动力 的 强 喜 与 为 SHE 
Eo RMS, Me, REA RHE AA ILS 
HEHE RZ: | 

(一 ) ”甘蔗 的 品种 ”抗拒 某 些 害虫 的 甘蔗 品种 》 受 晶 害 
RS, PI OS 1S aE AE BER ARM 

REQS7 SA pies HAVER RT, BHM GHIMAR CHR 

BRIA, BS. ERAN, BREEDS, HRA 

让 不致 枯 死 ; ALAR EQSTEMAAL ARMAS. B 

#1345 £804 4 SE Bl LEAR I HE 2878 严重 。 

e 10 e 



(二 ) 甘蔗 栽植 时 期 ”从 耕作 制度 方面 来 设 ， 甘 蔗 的 栽 
MAG. KZ. RE KARR BERR, BH 
蔗 在 4 一 5 月 间 因 螟虫 而 出 现 了 枯 心 ， 因 而 影响 到 有 效 的 区 

MS ARES BA EL RAR ARE RATS 
PRY EEE o 

BEG, HELI, PYRE, PEK 
Hits UMD h ASR. BHREARESLR 
Ee, WAR, Ase Me eR Eh AB AOE Fo 

(=) 蔗 苗 的 传 布 “ 带 有 害虫 的 芒 苗 ， 害 虫 就 可 随 蔗 菌 
WS, Mase BOA RAL BRR 
AEB RAR IMMA EAB Uh SEM, 
芒 蜡 寄 共 芒 获 这些 害 虫 常 可 因 引 种 时 枯 瘦 不 同 而 受到 传 布 o 
CAESAR ANH A DRED | 

(四 ) 甘蔗 以 外 的 食料 (GAS, BR. BK. BK. ER 
等 ) ， 某 些 甘蔗 害虫 为 圳 甘蔗 外 ， 往 食 其 他 农作物 ， 例 如 芒 
WR ES REN, RHE, GK. EE. PARE 
BSEAS. MRA-RESHS, CA. BREED & 
EPPEARAS. 454. 5 月 间 在 其 他 农作物 为 害 的 成 

上 上》 也 可 飞 到 芒 田 来 产 卵 传 布 的 。 
某 些 蔗 蛇 如 条 虹 除 为 害 甘 蔗 外 ， 玉 米 、 栗 、 野 生 甘 蔗 等 

MBAS, Kiss hw Sk. HE. BK MBRE, 
荡 章 等 未 未 科 植 物 ， 因 此 一 般 水 田地 带 的 甘蔗 及 稻 底 甘蔗 发 
第 最 多 》 量 田地 带 的 甘 太 为 韦 较 少 ， 但 在 栽培 旱稻 的 地 方 ， 
He eins. je, VRE REFRARERROE B 
BiR> CCA, HADES. REBAR EA, FE 

芒 的 时 
ERASE Zh, RA HET NEHER REBUM 

o {5 2 



DIES OA RMR VER BA FE ARE 

高 一 边 低 ， 在 高 的 一 边 种 甘 蔓 ， 低 的 一 边 种 蔗 苗 ， 一 般 甘 暮 

Soe eS, HERR, KAM Ay PH, AK 

Hike BW. Aus 3. 4A MER RRO 

BARA FEE HVE RRC > ETT S-Di Ze > 

APS A REIKI, Aimsis TK Be Ay A 

BB» WA TH 里 的 分 布 。 

aK RK 

TER RAMEE) HEH SRRIEOMER RA Soe 
各 种 捕食 性 和 害 生 性 动物 (ih, BRE) 所 消灭 6 也 有 一 
部 分 是 由 藉 致 病 的 各 种 芙 菌 、 组 菌 和 病毒 致死 的 

蔗 晓 在 甘 芒 才 虫 中 对 甘 芒 的 为 害 是 最 严重 的 ， 分 布 区 域 
WARE > (AFB INI IES SAD KR. A 
FAAS KE, REZ, LL 

=, ARAL AN KA. Rites BAR Ke 
T= Bh WE th Riese ae KG RE 
十 三 星 肚 虫 的 繁殖 力 强 ， 捕 食 蜂 虫 的 力量 很 大 ， 十 三 星 旺 虫 
每 雌 虫 一 生 可 产 卵 513~ 一 891 粒 ， 一 头 幼虫 可 扑 食 蚜 昌 大 小 和 从 
B720X> Be ATA YH 6, 800~10,600K. eee, TE 

. 我 们 歼灭 害虫 ， 力 量 是 相当 大 的 。 此 外 食 蚜 蝇 和 章 晴 崔 等 ， 
了 都 是 扑 仿 害虫 的 重要 种 类 。 
只 成 长 的 掠 饲 一 日 夜 可 吃 蝗虫 200 头 ,一 总 护 龟 的 水 饥 

在 5 天 内 可 以 吃 796 只 金龟 曙 ，160 只 金 优 旺 的 幼虫 》 叶 只 即 

头 旦 和 12 只 吨 头 旺 的 幼虫 (金针 虫 ) 。 在 掠 饲 的 令 料 中 ， 昆 
虫 就 占 65% 。 另 外 猫 头 麻 和 蜗 蝠 等 都 以 昆虫 为 食物 可 消灭 天 
Bh 

人 



捕食 性 和 寄生 性 的 动物 昆虫) ， 能 阻止 害虫 的 天 量 安 
年 》 韦 虫 的 寄生 村 有 时 可 以 高 达 95 一 97%6。 对 抑制 甘 芒 才 虫 
欧 分 布 可 起 到 很 大 的 效果 。 

B2> CREMONA EAR ARRAS Lee 
OAPI A FASE ETE Be ah A PRE 
A AMAAWUE LU. AA. whe, +E. & 
lly BEA RARE RA LAE Eh EE A Ae} RR 
等 几 种 相互 关系 的 作用 演变 的 精 果 所 产生 的 。 

一 、 种 类 

HR RGAH EEO RRB OH, EMAL 

Feo KABAVRERAS> K-KRUEBOn, Bee 

Bo SHR RK, SO. I, BARS. Wc. TEL GS 

省 。 主 要 的 蔗 蜡 计 有 (1) 黄 蜡 ， 属 小 知 叶 蛾 科 ; (2) 斑 

UR RMA BRA, (3) — A, Bike 4) 

AMR, ARIK : 

BORG 4 Ae HR oh SEL BN A Zea F (421) 。 
APSA 1 CY BIRIRE) 也 食 才 甘蔗， 但 数量 

IBD o 
SLAB, ARIE RI ARI, EAR = 

RRAAK, 粤 西 地 区 还 发 现 有 自 蜡 。 四 川 方面 内 江 、 春 中 
两 主要 蕨 区 以 二 点 蜡 为 主 ， 其 次 是 大 蛇 。 其 次 如 湖南 也 以 二 

点 蜡 为 普 汤 ， 江 西 发 现 有 斑点 蜡 。 

e 13 。 



身体 淡 黄 

但 可 透视 其 
胸 部 内 
te 

一 一 一 

前 起 灰 黄 | SoD TAS 
色 、 中 央 | 物 ， 每 南 行 
有 工 个 黑 | 卵 左 布 祖 先 
ky hte | 排列 成 人 字 
有 了 个 小 | 形 ， 产 于 叶 
黄 点 井 列 | 片上 。 
° 

iit EO | 
RRA fo 

ee 
4 

Spye2~ 4 
列 ， 无 保护 
物 ， 乡 产 于 
BY 2 
bo 

PAAR IS 
> EER ° 

前 址 淡 黄 | 卵 成 十 其 由 
ME, W | 2 ~ 3 Ti 
中 有 一 个 | 列 所 成 ， 无 
黑 点 。 RY, & 

产 于 叶 输 内 

受 害 村 ——* 

G 

a a 

首 面 瞳 褐色 

SE SME BK 别 表 

— ih | WR AE 
AS 3~ | 2 Hite 

#8 fini awe 附近 ， 党 成 

» Fs 7 BHR i SR, 

| 
j 

节 的 背面 各 
fini RA 3 
休 日 月 形 小 
BE LAF BL o 

| 
腹部 5 人 了 

横道 , 跨 节 。 

FY Lal BY BRAT 
显著 波状 降 
起 线 。 

ARB, HE 
内 里 道 直 形 : 
， 少 横道 ， 

» 腹面 淡 黄 
&, BA 
BPR As 
腹部 第 1 ~ 
7 fh, AA 
刻 点 。 

物 

eA 7 节 | 外 贝 孔 不 多 

ARAL 

Bi. CO RRASHR. Ty By By EK, Ay 

Rese, SMASH. EK. ZFLERSAAR EO 

KRGRASRE> RABE» Fy TK, BR 

BB. KER A MM SEA, BR, SRA, SSA 

FE o 

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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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为 害 情 况 及 损失 

项 蜡 为 才 甘 蔗 的 共同 特点 ， 乃 是 幼虫 期 铀 人 莽 攻 为 害 ， 

MA “bh? 的 名 称 。 甘 芒 幼 苗 期 就 开始 为 害 ， 造 成 枯 心 

> HERA, SHAE, JAKP RMA SR 

KH, PEAR, URHREK, MOR, MRED 
”减低 糖分 ， 境 加 风 折 率 ， 同 时 又 易 引 起 赤 腐 病 。 病 菌 由 虫口 
候 大， 直接 使 甘蔗 产量 和 品质 受到 损失 。 

县 据 四 川 甘蔗 试验 场 1953 一 54 年 的 调查 ， 甘 芒 菌 期 枯 心 

苗 损 失 在 2 一 20% BRES KER BOAR PI ARDS 

90% 以 上 。 产 西 甘 蔗 试 加 场 1955 年 调查 宿根 蔗 苗 期 枯 心 这 

4.25% ， 春 花 芒 3.17%。 又 据 广 东 甘 蔗 试 欢声 在 1954 一 57 年 

在 春 植 及 宿根 典 枯 心 盛 期 ( 6 A) 翌 查 东 爪 哇 3016 品 种 枯 心 

率 如 下 (#2) 。 

表 2 春 植 及 宿根 茧 东 爪 哇 3016 品 种 枯 心 率 铀 查 表 

(1954~574F fi) 

年 份 1954 年 | 1955 年 | 1956 年 | 195726 

) 
Ae ht Ht BEAR OEIC 6 月 ) 的 枯 心 这 | 9.70 1.05 | 15.24 4.9 

ee eS CHS P| -- 一 11.95 6.31 

主 翅 不 同 蜡 虫 为 履 程度 也 有 不 同 ，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围 田 地 

惠 受 第 较 轻 ， 山 岗地 区 受害 较 重 ， 前 者 以 黄 虹 为害 为 多 ， 后 

SAA A HHA. 

Ae tere BA Se ea A OL FE PEED 

BRAG ERICA NIH, BRERA ARE he 

类 秦 ， 后 来 侧 芽 抽出 ， 就 使 芒 攻 顶端 形成 需 状 。 

THA SURE) AR A RR RS i “HER 

e 15 。 



HAE” ， 引 录 如 下 : 
(一 ) BEMBK HEWHRER ES RADE 

He GFE aS TS OSS , (BBE RE 
Zi AAR A See RR EH He Oe BF Bo 

(二 ， ERPRWRK HHREKPMBEK AR 
2, As ne. HEME Aka, BMT 
HFFA By RRR Eo 

(=) 生长 后 期 的 损失 “在 甘蔗 生长 后 期 ， 蔗 株 一 般 均 
已 相当 高 大 ;如 过 大 风 则 很 易 在 蜡 咱 部 位 折断 。 同 时 赤 腐 病 易 
从 虫口 便 大 ， 风 折 过 入 蕉 部 便 会 枯 干 ; 赤 腐 病 引 起 糖分 转化 ， 
影响 甘 芒 蔗糖 分 。 

(四 ) 7K ” 晓 虫 为 雪 甘 蔗 后 ;会 引起 糖分 的 转化 ， 
加 害 节 每 培 加 1% ， 则 糖分 损失 在 0.03% 专 右 。 

四 、 名 称 及 形态 特征 

(一 ) BR NWSMIRA (1). 
OER ” - -成虫 

一 

Al Te AREA 

1. 成 虫 HKKS5~9 BK, MKS~8EK. SHER 

&> siminhe, ARAM, MPRA MY” 字形 的 黑 

°e 16 e 



ENESE, EKG, MPRA. Kh, TERA, 
ARE, FLAS. fA, SRK, SHOES 
, BREG> PEO BA, 44 RHR 

2. SN WI KI. 2k, 0.8K, ARI 
hy 大 部 分 是 1 一 2 粒 在 二 起 ， 最 多 不 过 4 一 5 粒 ， 多 产 认 
HH bo MTA, ABR Wha 
RR PAIR GREK FLEE» SD aT AMA 
FAIR AL BEERLO | | 

8. Bh FEN RKKA SEK, RK ATR 
22k, SHKREE (AS TERA CO ARA A ke 
He, PRAY 2. RRB, BRR MR 
&, AiO RRS KRAWERRE MHMGAK. AH 
ul G3 ;椭圆 形 。 

成 中 4, tii AKB~ 

ip ee 122K fA 20~25 & 

iW 4 k, RE, SHAR 
A= Not 淡 。 普 有 还 体 有 9 77> 

部 第 2 节 后 称 ， 第 3 一 

6 节 后 簿 第 了 7 节 前 符 ， 

第 8 节 及 尾 苇 的 背面 都 

有 锯齿 状 突起 。 尾 端 知 

ATH AH AS SFP AL 

条 刚毛 。 

(=) 斑点 蜡 或 条 

 & BERMAN 2), 
A2 斑点 蜡 及 其 幼虫 食 害 的 状态 1 KH 体 长 9 

~17.552K > MKI~19. 52K. KARMMAKKE, ML 

wae. 



CMSA BE MS. AAR R, HEISE RE 
io WIM EMH TPE > SHOOT MRD OH 列 
S. @2RE6. AMES HABA EKE 
色 。 复 眼 黑 神色， 头 部 及 胸部 的 背面 淡 黄色 。 下 唇 须 显 长 ， 
向 前 方 突出 HAKKH 3 倍 。 胸 部 两 侧 灰 神色， 腹部 黄 自 
色 。 雄 蛾 一 般 体 较 小 ， 前 起 的 维 线 及 中 室 处 的 黑 点 明显 ， 所: 
以 容易 区 别 。 

2. O8 椭圆 形 而 属 平 长 1.28 毫 米 ) 宽 0.73 训 米利 产 : 

FREES > SLE. INTE LBA PAIRTERLO OB 
多 产 基 叶片 上 ， BRIAR, BTR EER > BA 
> FARR, BRA AIOZ HIN. 

8. Sh 成 长 的 幼虫 体 长 达 30 毫米 身体 淡 黄 色 ， 背 - 
面 有 紫色 粗大 比 和 线 9 条 (WEEK AN LEO) » He 
BERR. MEEVEE BEBER, LEABo kip 
黄 神 色 或 上 晓 褐 色 。 前 胸 及 尾 节 的 硬 皮 板 旦 淡 黄 神色 。 老 获 的 、 
幼虫 在 苦 内 化 晴 以 前 及 越冬 型 的 功 虫 环节 上 的 瞄 昧 班 》 仅 蕊 : 

存 淡 紫色 的 维和 缕 内 的 一 些 白 点 ， 隐 移 可 见 。 
4. 晴 ” 体 长 1 一 19 毫 米 。 赤 神色 乃至 腾 神 色 ， 富 有 光 : 

浮 。 腹 部 第 5 一 ?7 节 的 背面 各 节 的 前 丢 附 近 有 3 条 日 月 形 而 显 落 : 
的 小 隆起 ， 尾 节 的 末端 肛门 背面 具有 2 bee > 
即 在 肛 固 也 有 稍 向 外 方 捧 转 的 隆起 ， 正 与 二 点 螟虫 一 样 。 

(=) IAS Bee (图 3) 。 
1. BEER 体 长 10 一 158K B12 ~ 188K oleh — Ae 

RERE» HEBNEKBE. Kh, SiklzF#ReE, TRBAKAKM 

向 前 突出 ， WRK 8 Ho MMEK=AM > BRA, Be 
fh, SHEAR PHB RE, EPS ERE 
NS FARA TR EBE RT (ie se GRE HE RABE) ~ 

_©¢ [8 e 



ELC ILA IRR RHE 6 个 ， 雌 的 了 个 )》 这 班 点 

1. 成 虫 2.5 S.soh (MAKE) 4.55 5. BFL ”6. 虫 首 

PAS AA MEAT IEE AA PEAK SB He 
HBG, APHORAKKE. RMR, HEA 
2, 前 角 附 近 稍 着 淡 黄 神色 。 胸 背 隆 黄 色 。 休 的 腹面 及 腹部 
背面 自 色 - 足 的 朋 节 及 足 节 的 前 面 旦 灰 褐 色 。 雄 蛾 一 般 就 有 
上 逗 这 此 特征 ， 而 在 峻 峨 方 面 ， 一 般 则 侍 呈 灰 黄 色 ， 内 部 的 
卫 色 点 列 也 多 年 消失 。 

2. 58 短 顶 圆 形 而 属 平 ， 长 1.21 毫 米 ， 寅 0.87 毫 米 。 
FAG, WR A PIR SR RH bo 一 
WH 2~ APIAINL FAR >» RRMEYET » FEHR MIIL 
一 22 粒 ， 而 以 七 一 16 粒 为 多 。 

e 19 e 



3. 幼虫 ”幼虫 大 概 有 5 一 6 个 龄 期 ， 也 有 多 至 6 一 8 个 
煞 期 的 。 老 熟 的 幼虫 体 长 达 25 一 30 毫 米 ， 身 体 黄白 色 ， 有 上 隔 
色 背 线 和 淡 紫 色 的 亚 背 线 及 气 四 上 徐 。 头 部 赤 褐 色 乃 至 眶 福 
色 。 前 胸 的 硬 皮 板 在 未 长 成 时 旦 黑色， 长 成 时 转 淡 黄 福 色 ， 
尾 车 的 硬 皮 板 旦 淡 黄 神色。 气门 林 圆 形 ， 黄 神色， 胸部 和 腹 

”部 生 有 淡 黄 色 的 小 毛 瘤 。 
i (kK K12~1DZEX URE, BAS LD 

6) 4S BE FS th PR MES FRO BD ~ TAT - 
显著 、 黑 宰 色 的 波状 隆起 维 ， 特 别 是 在 昆 符 第 了 HHEAH 
最 。 尾 端 呈 截断 状 ， 肛 门 周 煤 隆 起 ， 有 2 个 切 四 。 

(四 ) KBR B 
AIRE (F714) o : 

1. Km KKI~I4S 
K BK 8 ~ 16K kB. 
胸部 及 前 却 都 呈 淡 黄 褐色， 
后 阔 及 腹部 芮 白色， 复眼 隆 

a SR > fi BEES» Mea fh 
Mh fink, HSE 

状 。 前 超 中 央 的 基部 以 至 外 
缘 有 一 条 卫 神 色 而 不 基 明 显 

- 的 维 带 ， 这 和 维 带 靠近 处 绝 方 - 
面 的 幅 稍 广 些 ， 色 也 稍 溃 。 

前 翅 淡 黄 褐 色 ， 中 有 一 个 黑 点 ;就 个 体 来 襄 ; 这 黑 点 蕊 其 在 峻 
蛾 方面 是 很 易 消失 的 ， 后 翅 近 乎 黄白 色 。 

2. JS BKO.72*, BH0.4EK. 为 馒头 状 IB 

PAPA > SNF ARH IRAORERLO BTM RN» INP 
2 列 或 3 列 井 列 所 成 ， 无 保 折 物 s PBR E> KRM 

A4 ASR G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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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RRE. 
8. Mh (KKIEIO~ 40K, IMMENSE VU Hw 

& KEN HHARRE 腹面 淡 黄 色 ; 气 四 为 黑色 小 椭圆 形 。 
ERB GHGS BBE DIRE SEM BRE. 

4. if (kK12~192% SAR Phe, Se 
RRS, SRR LACH WHERE) DARE 
腹部 第 工 二 了 节 上 有 环 状 四 刻 ， 尾 端 有 几 个 黑 褐 色 钩 状 物 。 

(2) BE BRA AReaR, AeA 
iF me AER, 

图 5 ARRARSH DS 
1. 成 虫 2。 Hi 8. 幼虫 4. RHA DKKBA 5. RR 

ce PI. 



1. Bt Gk KMER1S~152>K HE 11~13B KK 
HE HIS~17SEK» HED1L~ 18S K fk Bie ees AEE, 
却 形 长 而 前 角 尖 ， 头 部 及 胸部 也 炖 白色 。 复 眼 暴 色 ， 蚀 角 灰 
黑色 ， 下 唇 须 长 狗头 部 的 2 倍 》 向 前 方 突出 腹部 略 带 黄色 
Heh BER B 

2. SS PRIME, EKW1.1X 1.32%, aS 

URS 4, AME AMEE. INRI4~1DKL, A PRAM 
IO BB, MEAL, IRAE. 

3. shih GRIGTK20~302E-K , MEN BRE AR 
KE. RKMRAKIERA A, MEM MEWS, Wh, 
REGS» MRE Ae, AM RK, HES 
Be MREOAR TER BAAD. E> ee 
及 尾 足 退化 ， 各 具 单 一 而 大 形 的 钢 爪 。 

4。 wR (KIMEIG~1822>K , HEIB~ 143 Kf BAL > 

长 大 时 腹 端 袖 而 带 圆 形 。 雌 的 起 端 可 达 第 了 > Jae 
的 先端 可 达 第 6 腹 节 的 葡 部 ) 雄 的 翅 端 达 第 5 腹 和 人 获 部 ， 后 
足 的 先端 达 第 ILE PEER AR, MAES AIK 
HA. KAM, RAR ARM. 

生活 习性 

(一 ) GS ”根据 台湾 过 去 春 料 ， 黄 蜡 年 发 生 7 一 8 个 世 
代 ， 但 在 内 地 ， 根 据 1953 年 和 1954 年 在 广州 附近 田间 调查 千 

果 ); 黄 蜡 几 乎 是 整 年 为 害 甘 芒 ; 发 生 很 不 规 旭 。 一 年 内 多 世代 
界限 不 能 很 清楚 地 把 它 划 分 出 来 ;每 个 月 都 能 找到 九 和 幼虫 ， 
DSP Bh AER AA REFIT BORE > A 

HER LA RH, SHE > M2. SAIN 

SHENSRT = SNA 200~ 500K SHRM WAMtHAS Re 

e 2? .8 



HALES RPS AA, BEER, mE 
苗 期 就 很 易 成 枯 心 。 在 分 秦 期 间 ， 一 条 幼虫 可 使 2 ~ 3 株 幼 
Bid, OREO, aeRO, B 
5) BUA BE eA Eh HE REPS ZL BSE A A 
ALO CH, RRR, RCS GME 
6 月 为 最 感 期 ， 一 般 自 5 月 起 开始 为 多 。5 、6 ABE 
PATHE DBR, 4. 5 AIRINAD EET REO ee 
RABK, ZHAI, Sew ek, HEI AB, 

AA OORT Bh BA FEN FRA HO He AE» EB HE 
AEH PIO KAN, MYE19N34E 1 ~ 3 AAD 

查 》 在 地 面 下 8 厘米 以 内 的 有 88.92， 在 地 面 下 8 ~10 BK 
的 只 有 11.T%6 ， 没 有 发 现在 10 厘 米 以 下 的 。 

(=) 斑点 蜡 ” 斑 点 蜡 在 广州 附近 每 年 发 生 4 个 代 。 第 工 
KRAA~6A> 第 2 代为 7 一 8 月 ， 第 3 代为 8 一 9 月 ， 第 
«ARASH 4 (RMR: 第 1 代 3 

一 也 月 ) 第 2 代 5 一 6 月 ， 第 3 代 7 一 8 月 ， 第 4 代 8 一 10 

A) o 以 广州 近郊 的 情况 来 设 ， 斑 点 蛇 也 几乎 整 年 都 为 害 甘 
芒 ， 它 以 幼虫 在 时 彰 内 侧 精 区 越冬 ;也 有 在 蔗 蒜 越冬 的 ， 弄 
年 春 问 ， 化 师 变 蛾 ， 到 了 4 月 上 旬 左 右 才 开始 在 田间 产 卵 。 

SPR HAR AEINLEEH 10 ~ 20 粒 组 成 ， 分 左右 两 行 排列 互 登 成 
Mek. MMe CO Laer ea EE, Bl 月 中 
ADS) RIPE. GPRM, THs, HAA RR 
te MRR POD SAE, HB M1O~14K > 
AH > SRE OM BIA. EEN ASI Pe 
不 规则 的 小 斑点 或 小 圆 孔 ， 这 便 是 食 班 ; 附近 井 有 一 些小 粒 
AHIR He. LRBREN > MK 3 ~ 5 天 开 

” PRREAD DEMKIAS~ 4H, RAM P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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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SRMMEAE RARE. Hh ILS ABE 
道 而 跨 节 ) REAM, BRB, BRIER, BB 
折 。 老 熟 的 幼虫 就 离开 藤 蓝 到 叶鞘 内 精 成 白色 薄 苦 而 行 化 晴 ， 
WEARS FET, BAB» — RMA K. SM RAD 

” ARTIF» 有 5 ~ 9 REE ~ TR AS ORR IRA 1IR)> 

— HZ DAE it RREREDAB IHW 5~6R> DBM 

PER EA» MIE HLOZR > RE HIRI A BAD 

每 肉 产 卵 有 153~355 粒 左右 。 

=> 二 点 螺 ”一 年 发 生 5~6 代 ， 上 发 生 很 不 规则 世代 

Big > FER IAI TETRA RE RBA IH Ks FED IN BSE 

这， 几乎 整 年 都 为 害 甘 蔗 》， 3 AMTe RBS, 3 月 以 后 ， 

每 个 月 都 有 幼虫 6、7、8 、9 各 A MAHI, Deb 
~ 7 月 为 多 。 以 幼虫 或 师 在 莹 的 地 上 部 或 地 下 部 越冬 ， 越冬 
期 可 达 129 一 133 天 。 根 据 1953 年 1 ~ 3 月 调查 ,二 点 蜡 在 地 . 

上 部 越冬 的 幼虫 和 晴 为 66.6%， 在 地 下 部 越冬 的 为 33.426》 
亩 在 地 下 部 10 厘 米 以 内 的 占 96.2% ， 在 10 厘 米 以 下 的 只 有 3. 

8°69 FEN APRA ERAN BA » bei: hg BE 

蛾 的 5 

成 虫 产 饰 基 叶 面 或 叶 背 ， 各 据 1954 年 调查 ，4 月 中 旬 就 

在 田 回 开始 发 见 卵 块 ， 每 块 由 14~ 22 粒 所 和 组 成 ， 常 常 行 重 登 

拌 列 成 急 鳞 状 。 成 虫 帮 命 2 ~ 7 天 ;一 雌 产 卵 数 250~300 粒 ， 

男 期 4 一 11 天 ， 平 均 和 多 了 7 天。 幼虫 多 化 后 ， 即 分 散步 行 或 吊 

和 向 下 移动 ， 疏 行 到 近 地 面 的 叶鞘 内 ， 最 初时 由 叶 萌 处 但 勾 
莽 茎 租 役 ， 有 时 在 革 上 根 带 附近 食 人 人 ， 趋 向 生 状 点 侵害 ， 使 

Bot Ho HKAEDH MA S> RTM AAEM. 如 

AELRK HM,» CMABILAS > WILMER > oe 

BEAR MLSREB >, DRREK M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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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E) BR RAISE, MOR I9 OK Ze A> Wit 
蛾 。 成 虫 期 平均 6 KAA HET. B ABs — MERE 40 
天 ， 冬 期 则 在 100 天 以 上 。 

MALE CAMARA, ECE 
Baath, ZRRELR, RORY; emo AS 
土 带 旭 上 发 本 较 多 。 

(四 ) “大昌 或 柴 蜡 ”大蛇 1 年 发 生 5 ~ 6 个 世代 ;成 虫 出 
现 最 多 时 期 为 6 一 7 月 及 11~ 3 月， 无 以 11~ 3 月 最 多 。 在 - 
KAS EROS ERA RAAT. Be 
PRB, ERMAN. RANMA PER 时 后 最 多 ， 越 
2 天 即 能 产 卵 。 卵 产 共 上 芒 株 或 稻 株 叶 萌 的 内 便 ， 成 2 ~ 3 排 
HIN» KI» MAMMA» BIPKATEO ~ BOWE. TBI 
BAH 5 ~ 6K, ABH10- 20K. HELM» 最初 在 叶 
ROAM. GRABER, B2~ SMES SHER 
FA-RRA, REM AKROSRLERE, KART 
thio HRAS ~ 7 龄 不 等 。 幼 虫 期 夏季 为 20 ~ 30 天 ， 冬 季 

则 20 天 左右 。 老 芍 的 幼虫 在 叶 闽 辕 隐 营 苦 化 师 ， 旺 期 夏季 为 
8 一 10 天 ， 冬 季 23~25 天 。 成 虫 寿命 夏季 为 5~~ 6 天 ， 冬 季 

10= 切 天 。 产 卵 期 间 夏 季 为 3 ~ 4 天 ， 冬 季 7 ~ 8 天 。 肉 蛾 

产 思 数 最 高 达 690 粒 (8 ~14 PIPER) ， 平 均 300 粒 (5 ~ 6 
A~ SPR) O 

大 嵌 食 性 很 杂 ， 幼 虫 除 为 害 甘 蔗 以 外 ， 水 稻 、 票 , 才 类 、 

Me. BK. HASKAAM MURS AMA SH 
RABRAE, RL AER, AMOR EMP ESS WR 
ET FANY EULA AT EA > 7K DY RA ELAR AE RS 
Fw we> EERIL= PAIN» ASAE A: CE 
57 FASE HELIS OAI—AE HH Ry EHR 

e Qe 



YA, KALKERRS. RM 
幼虫 在 近 根 处 越冬 ， 幼 虫 抗 塞 力 

强 ， 冬 季 冻 死 率 很 低 。 BAe 
8, 4AM, RM A eR 
新 芋 抽出 后 ， 常 发 现 芒 苗 内 有 大 
Wyse, EHNA, U4 A 
BB, WEROMRERMR, BI 
7 、8 月 间 ， 很 少 发 现 。 

每 年 发 生 代 数 ， 各 地 差别 显 
落 。 南 京 从 年 有 2 ~ 3 代 (第 1 
RAE A> B2 KAT 月 中 

旬 ; 第 3 代 在 8 AFA) WILE 
年 发 生 3 代 (B15 ~ 6 Ala 

成 虫 出 现 ， 第 2 代 7 了 月 ， 第 3 代 

9A) 。 江 西 每 年 发 生 四 代 《 第 
1 代 蛾 期 4 月 中 旬 到 5 月 上 旬 ，. 

第 2 代 是 6 月 下 旬 到 7 月 下 旬 ， 

第 3 代 是 了 月 下 旬 到 8 月 中 旬 ， 

WAR OR 

A6 甘 态 受 大 量 为 嘎 的 相 

心 茎 及 和 从 断面 

”1。 被害 秸 心 茎 2. SBR 

第 4 代 是 8 月 下 旬 到 9 月 下 旬 ， 个 别 地 区 到 10 月 底 基 至 1 月 
仍 有 大 嵌 册 现 ) 。 广 东 一 年 在 4 代 以 上 。 

(A) 白蜡 通常 一 年 发 生 4 ~ 5 个 世代 ， 第 工 代 成 提 
於 2 一 3 月 间 发 生 ， 第 2 代 成 虫 区 4 一 5 月 间 发 生 了 第 3 代 

BOT 月 发 生 ， 第 4 代 成 虫 9 月 ， 第 5 代 成 虫 则 艾 了 条 <12 
ARUHSH BUH > MINE PI > SBT LAER 
BE. —INPKACH 2 一 66 粒 ,平均 每 块 14~ IDL, SEER 
By 7“ 5N200~ 800K. JMLA yh BASE, HSER > HME 

RELA KET DH DEK A—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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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ABERRED MAIREAD, CHOIR 
和 共 ， 逐 滞 向 下 贯穿 饮食 ,最 后 侵 大 生长 点 使 甘蔗 发 生 枯 心 。 
BRKESS SRO, EMM, KRABI WH 
she, EH SEB ILA Abts 

- 

FR RE mNRRW HE EA 

(—) SPRLRAKHORESRERR 
根据 最 近 几 年 来 的 碍 料 KRRASUMMRAM ES, w 

FARA Hh RRS, HEISE, MRR KEK 
BEGADERBE 4 % 左 右 ， 而 岗地 则 达 20.75 %。 岗 地 
PAV ARM AKA, MRR RE, BAK 
BRhYReChReSes, MAAK, RARHERD 
HARA HK ALE ARO ARRAS o 

(二 ) 宿根 芒 与 新 植 蔗 爱 蝇 害 的 比较 

答 根 芒 比 新 植 芒 受 蜡 害 较 严重 。 据 1954 年 调查 车 果 ， 蜡 

矫 和 宿根 的 为 33.85% ， 新 植 的 为 24.34%o 

(2) 村 心 苗 的 发 生 与 芒 苗 生长 关系 
HBEKERRRHE, CHERAB, MARRS 

A> SRE wR, ERMMIKRL LAR, 
KB ADE» (RBS, AREER TERE 

4 FLD A +s EBA KIRE, HORM, H—-RMEOWA> BEM 

TRE HeKo 

(四 ) 六 壳 与 不 划 壳 对 蜡 害 节 间 发 生 的 关系 

PRAMAS EW eMRA. BMA, 
HITCH FHT IR SS EAS, CH RE AERA EA 
HAYA, A Eh BREA RK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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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AER A RE IDE) Dn eRe ee 
FepRAAVo : 

(A) SPRBHRBERANR LEO - 
MUTE EA SET eREREG 可 是 春 

Hie nL ea aA He PR (ek 
REM CRM) MALES RED 
— EE HR SA EE Le Pe ea A 
ReljReH LRA, APSR aR, BRAS 

HS RIA FUL EE Be LPO OAR 
气象 硒 料 ， 每 年 4 一 5 月 问 的 风向 最 多 是 东南 凤 ， 坚 蛾 正好 
顺 着 风力 歇 迁 到 最 接近 的 芒 区 上 去 羽化 及 产 卵 ， 因 此 在 这 些 
地 区 的 春 植 芒 紧 害 发 生 一 般 较 其 他 地 区 的 春 植 蔗 为 早 》 受 虹 
害 也 较 重 些 。 be as 

(7) RE SE SiR SDE EMI - 
MES RNBRRA RE, LRT 

HE, MYERS OL. AMR EEKE, AUR 
2 MBRORARE. HEMET SRT RRS 
RHLKEHHB, KRHA THSORMEKEA RM, 
因此 在 可 能 的 情况 下 ， 最 好 改 种 和 绿肥， 用 以 压 青 ， 对 千 蔗 的 
FES Ko | ) . 

(七 ) HPRERMMRSHKRR | 
REHASH RRP SK. REL SSR 

重 ， 东 爪哇 2883 KH HE108E AE See PYRE 281 » 
290 SE WS, — Mok a MH TOE PERO BP SABE 
RASS RAL PAIN» ATLA IRS » ATHRERATO HK 
Hh» HR ORTH SZ AY Th BPs ASS ae EMRE PSD, BT 
FFP» AMRE RR HRN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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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ED» Bi RRA, TAM MASE Bee RB 
Ko MRNAS > DRA AME THAR 
变 赤 比率 也 较 少 5 

get Cork: FR: us He 

FEL AW > ABTS TE RRS L eh Ae 
te» 一 种 赤 眼 蜂 (图 7 ) > HAVER RIK, AMA RN 

” 嘟 于 ， 只 三 种 是 黄 脚 卵 蜂 ， 只 寄生 页 条 蜡 及 二 点 蜡 的 孵 上 ， 
这 些 都 是 芒 蜡 的 天 故 。 还 舍 发 现 有 小 黄蜂 寄生 的 条 蛇 幼 虫 

则 时 下 可 在 被 病菌 寄生 的 黄 煤 幼虫 体内 分 离 出 一 种 组 菌 ， 现 

TEPER 

*, To teewee eet 

图 7 Sepa 

NK BA & 

SPEER AD STS ES SS, RA, 
AWARASMAE HRA MT TE > Tem 
RK» VRBSB: Ys 

©) ALBA MEN BKeARR, LAKE 
FEBS DT 0 HEIR AL 10) RE RI PDS, 

| RSD TAKE PPE RS 5 LE BD, DL FEY HI LA ALE 

2 2 e 



1. FARA CERHADE ESE RA > ARS 

Fs 2 GER AAP GE >» TTS BR » WR AB 

GEMM RAIDERS RAS (BER 
RESBAK> BRBMEARK) > SHER PEEERE 

的 新 植 芒 或 病根 芒 ， 在 将 苗 割 去 或 拔除 后 ， 还 要 用 铁 殖 或 再 

ERE DAaL PERS > Mb ABSA > Fig RIZE > 

MARE >» (RELA, 

2. {RRR HEIR OU Sh sh LAS Cee LOM OK PSA RR 

SAA » CORA ATK ASE EB RBA O FEA 

HeRMEH> KANURATRORDK, EBRROR 

FATS A Ks RAD SR AER, Ab wes 

thL7~1LOBKRAA 8 )> RAR DIRKB> DM 

图 8 HR AY EC AU 

可 把 在 节 间 越冬 的 蜡 虫 清除 。 根 据 顺德 、 东 莞 及 潮 实 、 普 宁 : 

BERK AM 1 ORE 2 Ste 

Hs UAT EAE SAL BE 
Me CT ee 

EP RWEA, RERATKS> KBR ie A me 
场所 ， 应 在 不 影响 发 株 的 原则 下 ， 应 适时 地 一 SIRT 1, 
前 -- 一 将 秋 简 除去 

4. je BRK, EDRs Be Ce 
e 30 e 



EL) ReBPRAGI RRS AOKHSE, MARR MBS 
—» AERA ARERR» BRA VEHE 
肥 或 燃料 。 清 除 时 间 最 好 在 3 ATA SSE, WHE 
8 ALG BRIE RM CHDK INT o ERE 
VE a RA eh WR WRASSE EE I] EAE, ETE 

TKUR AEG > WHK PRES. AK, BLBANDMRR | 

晴 ， 然 后 旺 干 作 燃料 或 制 堆肥 。 
(二 ) 提高 栽培 技术 
1. 注意 选 育 抗 虫 品种 ， 也 是 防治 芒 紧 的 一 个 方向 。 根 
RUA, TARPORERELATAD - 
抗拒 程度 例如 东 爪 哇 3016 2883 LP BSE, Se 
108, 13455 ih PPHR SES, FI) E281 285,290 7% 331 等 品种 被 

SEE, FAWRERAR SM eee ee. Bh 
和 站 的 过 pe REE Ae ee 
BEKELE S. 
«2, ERA, He SEI, WGI. HIE. EY 

SE SE PE EE EK 38 De oh HEHE 
FEA > WHR Sit, HEKHREKS BER. BK 

区 农民 提早 在 2 AH, Fea Pah, Hee ESE Ie 
AMMA, HGS ~ 6 Ki PAGER, KEE A 
WENZEK—K > 效果 很 好 。 

3. HRELKMS> BRERA, MARIAH 

WA, LIVRES > RKO, # 
WHET 0 : 

4. AETHER RE, FERED BPA 

ORBIT A)» Sn -LHA OL Sik UE 田间 小 气 
i> AMAR ALE, ORR. MAKER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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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芒 行 癌 种 黄豆 或 缘 肥 ， 枯 心 苗 显 落 减 少 。 
(=) HAGE | 

TI。 RS © PRR FERRE _LH 0.5 MAAR 1 
公顷 (=15H) A875 AT, BH RiKIOBKH> 1B 
22.5~37. S&T EA L2~ 3K, De LERREMIRD 
AE TEE AS Te ES 6 % AT URES AN ZS 200 FEV 2 

一 3 次 。 四 川西 昌 区 和 贫 用 0.5% 关 六 六 粉 》 于 公顷 112.5 公 斤 

WAAC ER) ， 和 大 以 泥 盖 主 》， 都 有 三 定 的 效果 5 

2. “St. Br HOW SHEER, MR 

现 相 心 苗 ， 应 及 时 把 枯 心 苗 技 除 后 ， 从 枯 心 苗 筷 的 顶端 ， 用 

Ay ML Fe BG A NNN SR ( 1 BT 6 SOAS ETKIBOAS) 

数 消 ， 以 毒 死 幼虫 ， 隔 天 即 可 死亡 ， 杀 虫 效 这 达 90% DES 
MLR. RIN, WW. HARES LMR, RA 

{ko ABER» BRE LS. 
3. iii FAASERRGA ISSR «19564F7 AR Hee 

FREER T AAA RERe, DFR REE 

OSE a 3 Ws FS PO FA zk A BA 降低 虹 虫 枯 
> FA PIB A > BIR RCRA. 57 ~ 84.72% 0 

4. 圭 农 藉 防 治 蛇 虫 ， 极 据 四 川 省 农业 厅 植 保科 所 介 、 
4 AERTS AYERS > BA: 烟 章 、 茶 子 饼 、 墅 棉花、 
eM. EH. SiH. BAR. BH. Bist, Ae 
FE, A. AB. ew, He. TE. ee, BR 

MAK, BS, RRS AS LAR 
tO» WKBE~ 4K AVM > AAA ho 

(四 ) MBA EA AO OKOKER 
ALARA, HERA BDU 
#5 HY th RH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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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R MEFEAR IS RR (12.5°C) » A424 IR (35.5°C) 和 

和 相当 于 燥 CAD UREESO°) 的 环境 下 ， 仍 能 维持 其 生活 力 ， 
”所 能 适应 气温 变迁 相当 大 的 环境 条 件 。 志 眼 蜂 在 田间 的 扩散 

-能力 ， 随 风向 及 风速 而 变异 ， 在 风速 每 秒 1.1 一 2.2 公 尺 的 时 
fe» HAE SG MAPREITA Ro 19554E 24.5 eee 

KR, PEK ROSE CREA ERK H ER RASA 

都 有 显 落 效 果 ， 因 而 提高 了 甘 芒 产量 。 

第 三 草 HRS ae aa 

HESAHERAAT HME MAMMA MSE > 
目前 还 缺乏 信 面 的 调查 了 解 。 甘 镀金 色 旺 在 广东 四川 , 福 
和 潮 南 等 省 发 生 较 多 ， 其 中 广东 省 已 知 为 害 甘蔗 比较 严重 的 
做 估 旺 有 黑色 金色 旦 、 黄 神色 金 仑 旦 和 缘 色 金龟 旺 等 三 种 ， 
前 三 者 在 珠江 三 角 测 芒 区 为 雪 很 严重 ， 后 者 在 学 东区 高 旱地 

“ 若 区 为 害 也 很 严重 。 

—, HRSESaAW 

(一 ) ”名称 和 分 布 
甘蔗 黑色 金 旬 量 在 广东 珠江 三 角 洲 各 公社 里 的 农民 以 其 

Piha, CE HA” BRBMAL SAR 
|—«*BRRARK BOSOM REK SIERRA FH 

鲍 分 布 极 广 ， 特 别 是 广东 各 淤 省 ， 都 是 重要 的 甘蔗 害虫 ， 
盘 在 珠江 三 角 州 地 区 ， 多 分 布 在 较 湿 油 的 粘 重 土壤 区 域 中 ， 
匣 围 田 或 部 分 基 水 地 区 ， 都 有 分 布 为 害 

(=) AZBR 



3h FET RERIL = HK A > SEPA ap 
SAM Mokth, EBM, HORE, IR, RMS 
BEAMS MAK Ae, EMRE» Ae. 
ASHE, HKU-RESRONECRBRRAKD OER 
的 达 40% ， 普 通 为 害 中 等 地 区 的 也 减产 在 10 一 20% 之 间 。 

(=) BARE 
1. KH PULNREGE, PEARBE> BE 

ABHELREE, PHREMBBE. KKKIS~17.5E%> 
胸 宽 7.1 一 9 毫米 ， 头 部 其 少 三 角形 ， 头 顶 中 央 有 两 个 乳 状 突 - 
x, SRS, HABE, AIO, WRK, Boe 

Laas, MB BeN eS, HALA 
KS (图 9) 。 

YY HS ER 

ALS Hi RE 42 et RAD BRE 

2. 卵 ” 怨 白色 而 带 有 光 课 ， 比 绿豆 还 小 ， 表 面 有 两 状 

烈 纹 。 初 产 时 为 长 椭圆 形 ， 直 径 长 度 平 均 攀 2.33 毫 米 > Titp 

e 34 e 



1.532%. PR ILARMAAAY > ORL SKA 

3. 幼虫 ”幼虫 期 共有 8 TH: PUILAS 1 eo 

. K5.5~8.02%K> KH1.8~2.02 °K; 2 龄 幼虫 体 长 12 一 21 

襄 米 ， 头 让 3.0 一 3.4 毫 米 ;〗 3 龄 幼虫 体 长 19~23 毫 米 ， 头 宽 

4.9~5.2Ko KRERA E> WMA BMPR > ai 

FN ah ii BE 0 

4. Mh Ree > RMAKW18~264 Ko 

(四 ) 生活 习性 

黑色 金龟 旦 在 珠江 三 角 济 每 年 仅 发 生 一 个 世代 ， 以 幼虫 

越冬 ;) 3 A PARE PS ASE Sh KR A ALP 

HF sett Wks —jBRBIIOA, 8A FWM9A MIB 

SHEP > ROA LAKH BH» 一直 ASABE 3: 

月 。 
Ie A> PF EE KAA SiH BASH EH. 4F38 A 

申 、 王 旬 当 甘蔗 下 种 时 恰好 是 它 的 前 晴 期 或 晴 期 ， 到 4 月 下 

:和 及 5 所 月 中 旬 ， 雨 后 成 虫 就 出 十 活动 及 为 害 甘 蔗 。 这 时 甘 尹 

还 是 幼苗 时 期 ， 偶 被 成 虫 在 基部 近 种 苗 处 咬 伤 后 呈现 枯 凌 状 : 

态 ) 不 到 几 天 就 枯死 了 ); 变 成 枯 心 苗 。 严 重 的 受害 芒 田 枯 心 苗 . 

占 总 苗 数 可 达 50% 以 上 ， 因 而 就 造成 了 甘 芒 严重 的 缺 株 ， 苗 - 

期 的 缺 株 对 将 来 甘 芒 的 产量 影响 很 大 。 成 虫 为 害 春 植 甘 芒 妙 

苗 自 4 月 底 开 始 ， 一 直到 了 月 中 旬 ， 但 以 5 月 中 旬 至 6 月 中 

旬 是 为 害 最 为 严重 的 时 间 ， 而 秋 植 甘蔗 幼苗 区 在 7、8 ALF 

有 被 害 。 

MEME eh Ze 8 月 底 至 9 月 初 开 始 产 卵 ， 这 时 在 耕作 过 程 

PE BA ida > BATT Ki ee (RS RBA BB 

Bo JNA Az a ERAT. SNWISKLO A, F 
AVFEREREL IS 1 WH > 1 REG 4DK; 105 P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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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 RAR, 2QRADMDADKEA; 11APAHS 

年 8 月 中 旬 是 3 龄 幼虫 期 ， 帮 过 的 幼虫 期 网 下 0 3A Fa 

FPS CHE > HEHIM20K, 

这 种 芒 龟 成 虫 生活 时 期 项 长 ， 自 4 月 中 旬 到 9 月 下 旬 共 

5 ~6 个 月 之 和 欠 ， 在 成 虫 鸡 化 盛 期 ， 适 为 甘蔗 幼苗 期 ， 故 鞭 

芒 被 害 申 为 剧烈 。 而 幼虫 为 害 期 自 11 月 到 型 年 3 月 问 业 有 5 

个 月 有 时间， 幼虫 食 害 地 下 部 分 ， 主 要 以 3 BASE 

” 重 ， 它 们 主要 是 靠 吃食 甘蔗 根 莹 为 活 ， 在 甘 芒 后 期 受害 ， 和 党 

致 生长 黄 奢 ;倒伏 枯 王 严重 影响 甘蔗 产量 。 和 宿根 董 短 部 和 根 

部 被 其 咬 食 为 害 尤 烈 。 成 虫 晚间 痕 出 土 外 活动 ， 食 害 新 植 芒 

FAAUSFAIRR ER > PERERA RBA > RRS a» 

ee TAS) BRD REA 

anne» eo 
fh, XMS EG Sie ROSE, hE ee 
土 中 增 深 的 土 层 (最深 达 士 面 下 80 厘米 ) ， Ei HR 
租 在 泥 士 里面， 造成 师 室 ， 不 食 不 动 ， 直 到 列 化 为 止 。“ 

(五 ) RE 
黑色 爹 旬 旦 的 天 笋 在 珠江 三 角 洲 发 现 黑 引 菌 二 种 在 四 

由 可 以 发 现 寄生 在 幼虫 成虫 和 晴 上 ， 但 根据 田间 调查 一 般 
观察 ， 幼 虫 第 寄生 这 不 高 。 

(六 ) “防治 方法 
1. 耕作 方法 防除 
(1) 深耕 深耕 对 防治 黑色 金色 归 有 显 落 效 果 ) 特别 

在 换 苗 地 。 在 3 月 下 旬 施 行 深 耕 》 或 施用 深 中 耕 也 可 减少 其 
履 生 密度 ， 收 效 其 大。 根据 广东 甘蔗 试 驶 场 植 保 粗 调查 炳 
果 ， 在 深耕 过 的 地 区 中 蔗 龟 佑 心 比 未 耕 过 的 少 一 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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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作 广东 甘蔗 试验 场 在 1954 年 5~ 6A ESR 

印 成 虫害 独 儿 时期， 根据 在 同一 期 间 内 的 调查 结果 ， 狐 输 作 

过 水 稻 的 地 区 ， 甘 芒 枯 心率 在 1.5 CRA Heres HATE 

3.1% 堪 右 ， 黄 麻 在 2.3% 左 右 ， 而 未 炎 轮 作 过 的 违 作 区 葛 达 

.50% 以 上 ， 这 可 充分 褒 明 了 输 作 对 防治 黑色 金 仓 旦 害虫 效果 

是 很 天 的 ?特别 是 在 严重 地 区 更 应 加 强 输 作 。 

(3) 提早 植 期 提早 植 期 是 使 甘蔗 在 4 一 5 月 问 黑 色 金 

优 旺 成虫 出 二 期 前 ， 甘 芒 生 长 已 很 粗大 ， 有 抵抗 虫害 能 力 ， 

即使 受害 ， 也 不 会 变 成 个 心 ， 以 减低 缺 株 这 及 减产 率 。 

(2. 水 次 法 防除 

CL) Heri Siete 0c oh BE ARH HB BORA IRAE > 

Mm RA “M=it. tk? Hei» BRERSEER 

2 A AEX A 4 = BA-BAS 

WARE, BHHMEK, BWADRE> Wek REHM 
him> Wie 7k, ARE R> XI AT AA eRe Bw 

¥ TEU BAR FE o 工作 完 鞋 后 ， 再 将 水 排出 。 

(2) 在 换 苗 地 区 防治 幼虫 时 可 在 收获 后 放水 大田， 
涯 水 沥 及 田 面 须 在 7 天 以 上 ， 可 将 泥 中 及 套头 内 的 幼虫 ， 全 
PME. PPE ARMA, RARE. 

8. AT BBR (FA oR Fy ) 

(1) EAM RPE. PRK 
(2) 挑 土 捕 捉 成 虫 ;在 不 能 放水 太田 的 地 区 ;当成 虫 在 

和 月 下 旬 歼 化 后 ，5 ~ 6 月 晚间 常 忠 出 士 面 活动 ， 活 动 后 再 
SMWAVEH, TAR RERTMRAREM LAV, m8 
FAME RIBS A ENTE» WIPES ~ 7 厘米 ， 就 可 
PED BLth. AMAT AMRIETT 
4. CHAR SRAM BAKAGH WER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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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BY Rete o 

SHEE 8 ARRAN > te Pea te eo eS 

b FAOARRARKS ,均匀 撒 下 。 施 后 即行 薄 复 泥土 ， 
盖 过 藉 粉 ， 以 防 阳 光 猛 烈 照 射 ， 如 泥 块 太 天 ， 不 宜 复 士 则 可 
在 攻 面 酒 一 些 水 ， 使 藉 粉 渗入 泥 中 。 分 量 是 工 公顷 施用 丙种 
异性 体 0.5% 的 太 六 太 粉 剂 112.5 公 斤 。 如 提早 种 糙 甘 蔗 守 可 

以 在 早期 施 在 35 一 75 公 斤 ， 以 后 车 合 防治 其 他 地 下 害虫 再 

在 芒 龟 出 土 时 施 75 公 斤 。 施 藉 后 除了 能 减少 芒 龟 枯 忌 80% 堪 

右 外 ， 还 可 使 新 植 当年 的 蕨 怨 幼 虫 ， 大 大 地 汪 少 。 

OOF RR REA ET. 8 月 间 天 培 十 时 ;了 开 公 项 撒 施 0.5% 

ZX 六 粉 150 ~ 187.5 Aree Kk, BTwBto 在 水 源 

便利 地 方 ， 可 在 9 月 下 旬 至 10 月 下 旬 间 ，1L BEREAN 

六 六 可 温 剂 30~37.5 公 斤 人 党 水 225 BA» WShh wk AE EK 

Blo MBSA > MS UAH APIS ~ 24% 9 施 

sjisRniecaimasbediinhticien: 

收 到 很 大 效果 。 

eapeeirerennnepenmmerren ss 

察 迅 速 ， 蕨 株 高 度 一 般 较 没有 施 翘 的 为 高 ， 这 是 由 基 六 六 六 

刺激 甘蔗 生长 的 结果 。 

二 、 黄 神色 金龟 时 

(一 ) 分 布 

Rheae term A. Seo 

KS i ER ASAD AAA > RFE, RANA 

让 三 角 洲 ， 最 易 发 现 o 

(=) 为 害 情 况 

BARA HAs Shh RMR BRA SR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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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L SMM FKXRUGEN SLR RLS, B 
FREA SRAM MU LER MAR, BARRIER T 
APR ADAP > ARAL T BCR, eT Ab, ee HE EKA 
SEF AUER, Ikan Ses MMF He 

SHAT, MAM MRM, REA YEET 
(=) BARE 
1. Rh AKkRBE, kKKD~REK, ASKER 

RE > HEHE ALES DALI KS fo FMM, HEH 
Pre AOA TEAM Eh BW 
#98 SSB > Heh BS mE > 

Pee rh AI, MEH Fes AI TS 
Ar, PA MERE i SEACH IB (P10) 。 

2. SS SHA @BbSee 
的 卵 大 一 些 。 

3. th “幼虫 也 分 3 龄 ， 体 型 较 黑 
10 RRESEH “” 色 爹 匈 师 大 些 。 普 通 在 蔗 头 最 常见 
M2. 8 龄 功 虫 。 一 般 头 幅 为 ?~7.5 毫 米 ;, 间 有 达 7.8 毫 米 
的 ， 体 长 4.5 一 5.0 毫 米 ， 这 种 大 型 幼虫 ， 昆 端 腹部 有 显著 刺 
毛 ， 两 行 并 列 着 。 可 以 和 黑色 金 危 师 的 幼虫 分 别 。 
4. i AMS ERA ARE KS Hi 

AKOS3EK MBAR ERK LAKES, MELEE 
(MQ) ”生活 习性 
ERM OP RA PREM RE— MER, DSR 

越冬 。 成 虫 在 5 月 开始 羽化 ， 特 别 是 在 夏 初 日 间 天 气 奖 热 ， 
傍晚 飞鱼 停息 於 田 间 树 上 或 芒 叶 上 交尾 。 白 天 可 在 芒 行 间或 
3 Hib [4] BAA SEEKS APRS LHE, A“ 7 厘米 左右 ?就 可 发 

现成 虫 。 成 虫 还 未 发 现 其 为 害 甘 芒 ; 晚 间 虽 在 树 上 交尾 但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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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见 其 食 害 任 何 植物 ， 放 成 虫 的 食性 ， 到 现在 还 弄 不 清楚 es 
在 连作 的 蔗 地 上 ， 这 种 藤 旬 一般 在 6 、7 月 即 开 始 为 害 . 

甘蔗 ;这 很 可 能 是 上 年 遗留 下 来 的 功 虫 所 致 - 纺 虫 为 书 时 往往 
将 地 下 蓉 跑 食 蕉 断 ) 也 有 时 食 成 孔 状 的 ;孔洞 的 直径 也 较 大 = 
因 其 为 害 还 早 ， 定 害 的 时 间 远 较 黑 色 金 龟 星 的 幼虫 为 震 时 间 
长 ， 因 此 ， 奶 田 严 重 受 害 的 ， 可 能 人 至 片 拓 收 ， 就 是 受 孝 较 轻 
微 一 点 的 ， 每 到 冬 旱 时 期 ， 芒 叶 枯 于 ， 莽 根 被 其 吃食 列 尽 也 
容易 整 株 拔 起 。. 

(五 ) 防治 方法 
1. BABB RGM TORBEN, WIE 

德 丰 产 劳模 何 桂 胜 和 郭 炎 和 实行 了 蕨 、 桑 轮作 ， 使 芒 旬 大 大 
地 碱 少 。 和 宿根 一 般 不 超过 两 年 ， 也 可 以 减少 其 为 害 。 

2. 发 动 群众 ， 捕 皖 成 虫 “利用 成 虫 晚间 出 王 慌 往 树 上 
BUREN LAB MO» BAT Bc SRR RE. Bete A 
FA > BARBI BAR Ho 

«8, KARR AOKVFH > WS keSRm A 

BATE KAR. B[kwbOS DH AM PEMERDRA 
ARBs RKBRKA, BRR 

4, 气 土 捕杀 成 虫 或 幼虫 自 天 在 蔗 行 间 附 近 上 发现 有 松 : 
雁 的 土 堆 时 ， 将 泥 掘 开 3 一 6 厘米 深 ， 即 可 找到 成 虫 ; Wb 
By Ay BE HB | 

5. Sn ABA Sf AREAS 

菇 粉 ， 也 能 收 到 同一 良好 的 效果 。 

三 、 根 色 侈 所 甸 
(—) wt 

ESE BMA, 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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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NEAAHBE DH» TER. BEALS» 
BM RE GE ee LY 

sat REND 为 害 情 况 

Hey Fk. HEN Wa, HE, IE. EK, RR 
; 和 作物 ， Abe GA So 

这 种 颗 在 潮 测 地 区 是 旱 园 作 物 的 一 大 害虫 。 成 虫 常 飞 出 
棱 息 在 柔 、 蔗 、 龙 眼 、 黄 皮 、 获 枝 等 果树 上 ) 一 面 哎 食 ;一 面 

BB» MERBIAL WALT HOA Hh Bs tH ORK 
Hh” , ARR, PIMA ARDRA, te PM, Bt 
FRREKEB> BRM, WHRKS 

(=) BBHRE . 

1 BBR ”全体 长 20 一 中 毫米 ， 有缘 色 的 光泽 ， 腹 面 和 

” EMEA BSB IGM 〈 图 11) 。 
2. 58 my WF &> AY 

8. wh wth, REA, Bw. 
Boh He GBS AA A BS ES ef 
Wy HK BAIS RPS LSE oS te 
Beh, TEAK RSE 

All eee AAA, KIB HOHE FI th AB 
fl» FGA te BRASH oh eo Ae Te Ee PA OE 
FA MNS HER —AT A: i ， 体 型 也 较 大 ; 而 这 虫 幼 虫 腹面 刚毛 
的 排列 基部 宽 ， 上 部 靠近 成 从， 故 也 容易 币 别 。 

4. wii EW, UK 
(四 ) 生活 习性 
每 年 发 生 一 个 世代 ， 以 老 熟 幼虫 在 表土 里 ( 芒 地 , 番 茨 地 

e) 或 芒 头 里 越冬 。 一 般 在 3 Atti, BEL A Pe 

列 化 出 土 。5 月 下 旬 到 6 月 上 旬 出 现 最 多 。 到 8 月 已 很 少 。 

e Al 。 



SMBS, ARAKI EMAAR, FYE BB,» DRA 

产 卵 ，5 一 6 ALAM, ABM, WP RRK H 
HA THESES, AREHB, CAL BRS EAD 

麻 类 等 作物 的 叶 上 加 害 ， 而 很 少 为 害 甘 芒 。 
“ 芯 龟 的 成 虫 和 动 全 的 生活 史 很 长 ， 因 为 成 虫 和 巧 卓 都 能 

为 害 ， 所 以 甘蔗 被 其 食 害 的 时 间 也 特别 长 ， 成 下 以 本、 5, 
6 月 为 害 最 烈 ， 幼 虫 以 1 月 中 旬 至 翌年 3 月 中 和 为 害 最 再 。 

项 鱼 的 发 生 与 士 夺 有 关 ， 根 据 志 东区 农民 普 涯 反映 以 及 
FAME > HELE > ZAR» SBRMaAaeR 

Hy-He> AALS > WLBT Bib > PEKAB> Bok 
thihiehS> RRA BAP we 

(五 ) 防治 方法 
1. AR PESAM AH BEES AP, 下旬 

Fries ARS A MEER BRE > EMT CBIR. FE 
HEY By HEEL EB, MB, MAB Rk. DR Le 
害 ， 届 时 可 发 动 了 群众 ， 在 大 面积 上 同时 进行 捕杀 工作 ?> 如 
FSH = 68. 463RSEY19554E 5 月 29 日 管 发 动 群众 2;000 多 人 ， 

十 午 就 捕杀 了 50 多 万 只 ， 收 效 很 夫 。 
据 士 摘 杀 也 是 一 种 方法 。 在 甘蔗 生长 初期 如 发 现 蔗 生 为 

和 省， 有 枯 心 菌 时 ， 可 在 每 天 早晨 找寻 蕨 苗头 附近 的 松 士 堆 ， 

将 泥土 掘 开 ， 就 可 找到 成 虫 》 FE LAD ER 
FAME> FV Be a OME PRA DRE, 4M. HBS 
FA Fa esi 38 SET ERA DD BA o 
“”2.。 Fl FARE MSE AT ER. FABRE EE RS OR eR 
死 ; 适时 耕耘 ,提早 插 植 和 勤 行 除草 ， 都 可 避免 芒 乞 的 为 害 ; 

引水 浇 杀 这 基 企 好 方法 ， 收 效 也 大 = ” 

e AB e 



il FAB [7k BEKO 法 时 应 注意 : 

(1) “肥料 流失 问题 ”夏秋 之 问 是 蔗 田 施 下 追肥 时 期 ， 

最 好 在 下 和 追肥 前 举行 诅 水 ， 或 必要 时 在 施肥 10 天 后 才 浸 水 ， 

以 驹 肥 分 流失 。 
(2) ”土壤 物理 性 问题 ”水 谤 太 欠 了 ， 士 壤 就 会 变 硬 ， 

BUS IKE ARE A D> WIR FRE AE 

短 时 间 内 将 水 排出 。 

3. 利用 六 六 天 攻 剂 杀 虫 》 如 位 河 农业 试验 站 1956 年 的 
试 怠 和 结果， 在 下 种 时 种 苗 薄 复 士 后 ;每 公 顷 撒 施 两 种 0.52% 大 

天 太 粉 95 一 12.5 公斤 ; 或 在 5 月 下 旬 精 合 压 青 培土 时 ， 再 

- 施 1t2.5 公 斤 余 芒 株 劳 的 效果 最 好 。 宿 棚 蕨 则 在 9 AK 至 11 

月 间 ， 在 未 收获 的 蔗 困 中 ， 工 公顷 用 两 种 6 OWN EA 

83.7524 7 RG7K45048 » HSMM EMA E> XID 

BVM > LKR > ABHEULE RABE. 
| 4. 利用 天 然 防 治 利用 寄生 蜂 、 寄 和 后 蝇 等 的 寄生 作用 

SEB RAG o 

5. AUBAKH: 

C1) 将 草 麻 叶 搞 烂 ， 挤 出 条 液 后 ， 以 此 并 液 1 份 用 清 

水 了 0 份 稀释 后 喷射 。 对 金 怨 旦 有 明 毒 作用 。 

(2) 将 草 麻 叶 6 份 《可 搞 取 着 液 工 份 ) 和 水 10 份 郑 沸 
2) ARAMA > MIOZ DBE Mites Ao 

MYGAS Bh THERA TEMA IGS BRE fe 

75 FE 7L > Ti ELE UE eH FP Bie RA th Bg ARR SE AY 

分 o FACS Te AH a ESCA BEARER EP > BRE Le im 

栽 在 芒 困 的 四 周 ， 用 来 防治 芒 田 的 地 下 害虫 或 蔗 龟 ， 是 值得 

JE— FIM LATA FLAS 

és 



第 四 章 . 赋 “由 

ones Bobo > ALE Ob oe 狗 AF? Be ORE TB”, 
CE? ， 是 一 种 杂食 性 的 落 名 害虫 ER i JB 
PRAGA Hy BE. RERS. HR. EK. AB. HE. 存 竺 

. 茵 及 蔬菜 的 幼苗 等 ”都 受 它 的 伤害 。 它 的 身体 粗 肥 ; 头 部 小 ， 
Wikis KE CH. BLK ASM TREK» 

RELA RR. AR BRELVLN TH 

BELA BE . SNR ER EIS PF 
20~ 3081 Beha WO ~IOKHR Ro KZA IK 

bho WHERE PRES > 4 en Ree Cee 
Bit, RAMOS. ESM BKSERRE 
洞 里 ， 夜 间 出 来 活动 在 清晨 和 阴 天 的 时 光 也 喜欢 活动 。 成 虫 
有 趋 光 性 ， 见 灯火 而 飞 来 ， 在 夏 夜 的 灯光 下 ， 所 网 到 的 瘟 
tes KA AIEN > KEM AEH BEM SH > 我 
(PEW REMER RRA 

iAH > BASRA BN ADE, CRRaBy 

AAMRAMER RS ARIE EA SHAS 
Wit> eae | 

Jy SEAL EY AB AER Hy LG A A> BOSE 
Pipes RAPA, BMA DER > ARZABE 

pe: 

—.3 ff 

FE DH BE tk De 7 eS 

x 44 : 



BRBMWA. AA PSB 

FEMS aT HET > LF RE > 但 主要 为 害 地 区 儿 

ATO. WIL. Ta. AS. He. Ab. JAR, J i. 2 

PG. PUN. Pepa. Hii. A. TATE. 河北 、 山 西 、 山 东 等 

-省 。 

a ee eee eee 

~,A Zip 2 

赋 师 是 杂食 性 的 害虫 果蔬 幼苗 及 种 籽 等 均 受 为 害 ， 但 

THEBERSHE. EK. BAR, BE. BM. BS. MS. 

aR, ite. HS. SRB. SHRM. DRURY 

Siti. HRBA SRE. 

HSA oe ASS HH ABA So EMER ARES Ht 

RBS AS EARS DH Al BRR RSE RR 

PARABLE AMA, SBS TREK, REAR» 

致 影响 到 产量 ; L2SBS> MAE HAR 

Ro 此 虫 在 士 突 里 面 生活 ， 常 在 士 层 表 面 活 动 ， 在 田间 移 气 

AWK MARBtRRKA> BERRA RBREMRE 

Ws EVENS RH a KR > REAR wR 

Py TREE, MEA RANA AIA > (ARERR mR 

PPARE A Ae» HIREKAER > RMR K 

ee Rs RR 

不 能 发 车， 贻误 农时 ， 损 失 很 大 。 

这 种 害虫 性 喜 和 住 在 混 尘 地方; 因此 ;如 在 低 刘 之 地 ， 为 害 

BABE. MEL BRABA SHES 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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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渊 星 由 
(1) 成 虫 (R12) ，” 体 长 30 一 35 毫 米 ， 雄 里 身体 开 

较 小 些 。 储 体 淡 黄 神 色 乃 至 时 褐色 ;背面 上 
夹杂 着 黑 褐色 斑 。 休 面 密生 着 短小 的 坎 

8， 毛 -。 头 部 小 ， 单 上 腿 大 ， 和 复眼 的 内 便 相 接 

” 近 。 触 角 鞭 状 ， 口 器 发 达 ， 前 胸 背 面 黄 福 
WROD >» BRA ANE FEB TER 

NR EAB MARA > MR 
HAG» (LRA) > (LABOR 
为 膜 质 ， 比 前 却 大 些 ， 略 近 三 角形 ， 盏 时 
BRMK E> BBE b> KEM 
的 下 面 ， 向 腹部 的 未 端 突出 ， 宛 如 篇 尾 一 
样 。 足 黄 神 色 ，3 对 各 不 相同 ; BORE 
eA GR ATL MER BORER, Seon LS 

2 JNM NEDO > EEL > 
ALES RS) ROA 5 SHURE LAE, ESE SE RAS. JSD 
BPA OR, BIEL SEAR. BE 
HS, KERR TS Bebe 2 SHRI. HERAT 
Mt» RARER. RANMA BE BOSE 
ERB 

(2) SB MIB > $07 7F RPSL > DUG WEI 
#89 EPMLAT NER E> PIF RIK. 5S ~ 2.88% > PER 
BS ib Fi A10~30 KEN A AR > BIER 
成 球形 1KK2.3~4.082K > INFEIRZAIE 

(3) 幼虫 UREA (若虫 ) Shea & 

© A§6 e 



BI RE RH Leh PLWH KE RE E> ABE 
跃 性 ， 到 2 龄 时 失去 跳跃 性 。 头 胸 初 旦 淡 黄 神色， 后 来 从 龄 
WAG n> AER PE RAS A ME A 
CA DK 2K o AE AK RR > PSE Hh 
FEAT Bo XIASTKIE > MEV BASH R 
ASE i > HEIR MIE 
(=) 小 eB oe 
(1) 成 虫 ( 图 13) sx ANAT ARO BS 

小 型 的 一 种 类 ， 体 长 只 25 一 30 毫 米 ， 身体 

LAG here> [PBI eA 
Tad > (GANG EDH 3B ~ 445 > HT BR 

长 ， 可 是 很 少 达 到 尾 端 。 头 胸 及 触角 淡 灰 
. $ME> BBM, MRAESREKE> KAY 

腹面 旦 淡 黄色 。 除 此 以 外 ， 前 种 单眼 大 ， 
此 虫 则 童 眼 小 ， 与 复眼 分 离 明 显 而 形 圆 ， 
”这 是 此 虫 的 特征 。 

(2) SH 产 下 时 为 梢 圆 形 ， 后 来 渐 
WHA BIRT » WHERE. KK2.9~3.4 
毫米 。 

(3) wh 初 铸 化 时 的 幼虫 不 如 前 “图 13 小 是 蚌 
种 ， 缺 乏 跳跃 性 ， 但 都 有 擅 死 性 ， 狂 过 2 一 4 秒 链 后 ， 双 能 
Fea) AS TN > MOTTO Be RE BA 
Bs AGE > FE 9 WS BETES MLS ESF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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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生活 习性 

(一 ) ”非洲 是 蚌 

MER EE AEE > FRED Be. 
替 昌 地 方 ， 每 年 发 生 一 代 ， 以 成 虫 和 中 、 小 若虫 在 王 突 里 越 

冬 ， 次 年 3 一 和 4 月 闫 开始 活动 ， 4 一 5 月 问 成 虫 交 配 产 卵 ? 

若虫 5 一 6 月 间 殉 化 。 

非洲 果 晨 当 4 一 5 月 间 变 为 成 虫 后 ， 常 在 地 下 筑 成 获 

道 ， 造 成 若干 个 产 饰 室 ， 思 室 在 湿地 地 表 下 面 5 一 15 厘 米 深 

处 ， 如 在 于 燥 地 方 ， 则 产 卵 室 抄 得 深 些 ， 常 要 深 达 20 一 30 理 

Ko JNBA KEG MRA » ANKiA20~302%> BEF 

10 一 1 毫米 ， 它 在 每 个 产 卵 室 里 狗 产 下 了 一 62 粒 饰 》” 一 般 为 

30 一 40 粒 。 成 虫 在 产 孵 以 前 ， 币 把 咬 断 的 想 物 根 或 腐败 物 放 

项 在 卵 室 蜂 ， 准 备 供给 幼虫 孵化 后 食用 。 产 鞋 并 于 塞 着 它 的 

PU > SPM GRE 9 ~1DK ARE ee MUHA > 
EEBRINS E> TEPRBEBW38~5 KR. ASMA aR 

TRAD ES i Se ROR MAK MRR 

SEE > BOTT SNS MAH > CARER SIZ MRR HRB 

够 独立 经 据 洞 突 来 生活 了 。 以 后 幼虫 渐次 发 育 ， 这 样 到 列 年 

4~5 A> MITER IK RPAR> SHBKIOK F 

ZB Fy BH BE are AD7~1D8K > HERA 35~ 160K » 

— HEF IPAM E100~ 300K > SOHN 4~ 5 4 OS B= 

To 

BH ACE AURA PRs Hil Ze Ae 

Ao Hm. A> MAB Ss. +See Sa 

性 ， 常 在 地 里 灾 士 而 居 。 白 天 隐藏 在 洞 里 ， 夜 晚 出 外 活动 ， 
了 明天 及 十 后 更 喜 活 动 。 它 的 食性 很 杂 ， 各 种 植物 ;入 易 为 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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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 KMS R MIBK RHEL 20~ 25 > “UR 
摄氏 16 一 20 度 时 达 最 高 峰 ， 芒 苗 出 土 后 ， 常 咬 坏 根 荧 部 ， 使 
SG E> ERC 
(CS) ah et 
SAA A EH EAR AED > CE HEE Be EL 

HBR BURGER > Ue LSI ADR AO 
发 生 最 多 SCAU FE UN WR a LE FS WH Ee AE A RR A I 
每 年 发 条 一 代 ; 成 虫 在 3 一 4 月 间 出 现 ,4 一 了 月 间 产 卵 。 旷 
期 12 一 1 天 ; 芭 虫 期 普通 须 炎 300 天 左右 ,但 也 有 少数 只 在 150 
天 左 者 就 化 为 成 虫 的 。 幼 虫 期 一 般 以 10 龄 为 多 ，9 一 开 龄 的 

“ 划 赦 少 s 成 虫 帮 命 平均 为 97.2 一 99.8 天 ， 殉 化 开始 至 产 卵 日 

“ 数 平 均 为 34 天 。 产 卵 期 间 平 均 为 58.7 天 ， 产 卵 数 平均 53.3 粒 ， 
产 卵 块 平均 为 5.7 赵 ，》 卯 室 多 在 地 表 下 20 一 40 厘 米 深 处 ， 平 

欧 深 度 在 30 厘 米 左 布 ， 呈 椭圆 形 ， 内 径 达 19 x 1622 K > INS 
AER IPR (ESB EK ASN) 为 4 一 46 粒 ， 平 均 15 粒 
Feo 是 化 的 幼虫 在 卵 室 内 静止 ， 潜 伏 约 5 一 11 天 后 ， 才 甸 
天 士 壤 里 面 a 一 般 在 沟 水 或 降雨 后 ， 雄 性 成 虫 多 移动 到 表 十 
的 芍 道 内 ， 白 天 高 路， 鸣 声 两 短 一 长 ， 连 蒜 不 已 。 成 虫 因 后 
却 较 为 短小 ， 缺 乏 飞翔 能 力 ， 不 能 作 远 距离 的 移动 。 

(=) 对 甘蔗 加 害 方 式 与 加 害 时 期 
时 晨 是 隐伏 在 泥 里 棱 息 的 地 下 害虫 ; 当 我 们 栽植 蕨 苗 时 ， 

HRA RE MT Be CME MAE BAK > 1~2 
ARLHS 7o ER. ACER RAT PSE FLIES T EE, 
TAT GE RESEARAE WASE > ZERO ERIN RR MME ey HE HF 
MS > FEED PERE BARE > TEPE RICH Eb Fy SM eee 
REMI LIP > MAI MEARE Ey HR 

ORBITAL Fo eA P I FEE BAH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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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起 根 株 和 进行 检查 时 ， 都 能 发 现 受 到 两 种 害虫 的 加 害 (图 

14) 2 | 3 

ie BAR Bac 

HEHE > FERGIE HAM A 
SRE. 9 Das RR 
虫 大 概 在 每 年 9 ~105 BEBE 

4~5 AMEZRASRERHM. 

蚌 在 低 诗 时 期 及 cbs RIE 

时 ， 就 六 大 地 中 深层 ， 少 在 地 表 . 

出 现 活 动 ， 因 此 地 表 为 害 ， 一 时 、 

为 之 减少 ， 可 是 在 降雨 或 获 流 之 

后 ， 地 里 湿度 境 加 ， 就 直接 在 近 . 

地 表 中 活动 。 
P14 sine Ate IF 
.部 的 状态 

五 天 政 
时 晨 的 天 敌 有 多 种 :如 有 一 籼 灾 蜂 ; 成 虫 肉体 其 12 一 也 毫 : 

K> HARK 8 一 9 毫米 ， 黑 神色， 公休 密生 灰白 色 研 毛 》 幼 
虫 成 育 体 长 达 16 毫 米 ， 体 幅 达 5 ZEKE A> OSCE» WR 
白色 - 卵 长 2 毫米 左右 ; 旦 曲 玉 状 。 其 他 如 一 若虫 都 寄生 基 巍 - 
是 的 幼虫 及 成 虫 体外 的 丛 虫 。 线 虫 能 寄生 在 屿 晨 的 幼虫 及 成 
虫 体 内 。 葛 上 停 长 (属地 胆 科 ) 常 在 巍 蚌 的 卵 室 而 食 大 其 旷 子 . 
者 ， 分 布 在 印度 及 我 国 华 南 , 右 湾 等 地 。 其 余 如 葵 、 核 筷 以 及 
CEB, HAR; BRS eae eee 
Rez Aye > HB Ew BE BS 

ea SO ‘« 



| 六 、 防 治 方 法 

(一 ) 在 没有 水 源 可 以 引水 灌溉 的 地 方 ， 如 在 砂 士 地 、 
土壤 缺乏 保 永 力 ， 屿 晨 的 发 生 为 韦 ， 情 况 较 为 严重 ， 就 必 暂 - 
(ERR > SH5~ 6 AM > AMA > CIRM dh PK Oe 
HR KERALA Meh eAA+ > KT 
SEAHAM > ABR a> MRK 
地 下 害虫 。 
(=) 在 休 并 着 的 地 方 ， 一 般 昧 师 的 发 生 可 能 较 多 。 当 

ARS > KTM > BK ECHRK, MBAR Eo. 
RAGA >» MERE KOBE TK > AAT HI fo 
Bw. 

(2) ERE S > WTAE (7 ~ 8 
ARR M EA) » RAAT Did Raa 

RARE.  ，  : 
(四 在 可 直接 施行 蕉 浙 的 地 方 ， 可 引水 A > 8 
表 主 ， 狗 历 2~ 8 H> SPB HBR Ee A 7k 

a> RHE CMA BHM. TEES» 
— RS EMOTES ARR > fb FDR BARR Eh 

. BUR eat 
CH) 积极 捕捉 与 歼灭 幼虫 及 成 虫 

Fl a SERRE (最 好 是 牛 、 马 烧 ) 等 有 机 物 的 习性 ， 
可 用 掘 坑 捕 提 方法， 在 有 姜 着 为 害 的 田 边 据 长 寅 各 三 分 之 一 
从 尺 深 多 中 公 尺 的 小 坑 若 干 个 , 坑 壁 要 整 得 很 光 请 ;或 在 近 田 
的 沟 中 ， 里 面 放大 一 些 新 鲜 牛 、 马 装 ， 坑 面 加 盖 一 些 青草 ， 
以 引诱 峡 蚌 ， 晚 上 总 蚌 出 来 活动 及 寻 食 ， 嗅 到 马 辩 ， 就 跳 进 
坑 里 ,大 坑 后 就 再 也 趴 不 出 来 ,这 法 在 立夏 前 举行 收获 最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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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 PSE Yht> F—bi> WAR Be 
HH > fi OR EI Re > BSE A 8 Simao 7k 
i — jh MAM OKS > TM MER > 
不 能 再 出 ; ARAB EK ARE > RAB B 
By 5/38 EH Me Btec BFE o 

Al Rath PREM» LEAR PRESET > ROZERR. Be 
两 季 没 有 月 亮 的 夜晚 上 ， 天 气 双 阅 双 热 ， 可 在 被 孝 的 芯 田 附 
SE BIRT HUE AK KBR. MBM > RMR 
KTH PT > ATR > BASEN 
白白 飞 来 溺 柴 的。 | 
EBM GAMA > ASKER MH Te 

户 ， 集 中 放 轴 捕食 ， 帮 助 扑灭 ， 轻 而 易 举 ， 值 得 推行 5 
(FS) : 深 翻 土壤 和 畦 问 的 进行 中 耕 ， 往 往 可 以 毁灭 它 个 

HAAN > TAMMY Ib ERMES 
SA) ESAS DH SARS 
虫 的 目的 。 

(七 ) 是 由 有 厌恶 臭 气 的 习性 ， 可 用 醒 ( 即 石 锋 酸 )200 
倍 水 稀释 液 中 ， 混 大 了 锅 情 ，1 BAM mA 200 sees 

E> RRS RIG LEWES. 3 
( 八 ) MARSHES RM» PBARDAAAGA _ 

iil Be LAY RE. FAP BH S NTS ANHHHIO.S 公斤 、 米 
PRIQA IF > GY AK. BORE E AID SDE 
> SUE MA FAA > oat BPEL. Ut ERE aT AE 
BUTT RE Re ERS » BRR 
Be AER 1 CK BEZOG > FA7KESHE A >. 7KERARAT AK 
AB, ABATE A Hee CREED Ay » Key 5K BRAY ABS 
FE BRAS BCH RE > ARS HBR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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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PT LEE Bl Berk PER > M1 oR Bw (DDT) 

BRIEAR KH, WRK ise, | 
FAIS O© HB GHG > TREATED > HS 

Sih» Hee RABE BARNS > Baap 
”迁移 ， 得 如 其 蚕食 为 害 。 这 种 植物 ， 如 果 用 来 防治 甘蔗 的 地 
Fh > Abi. Bete KOU ARRAS SE > ROH ARE 0 

Mik e—-H 13 EA i, be SS Va PE. HH EuPhorbia SicboLdiana 

MOrrZ ARE ARM STATE. UI WB. I. Re 山西、 

甘肃 等 菠 ， 浙 江西 区 也 有 生长 ， 它 喜 数 在 干燥 的 山地 订 草 中 ， BEBE, I~ 
4 AMPIZEMR. REE, HMERAN, MARI, 含有 一 种 无 水 酸 一 
Rito 要 上 及 内 容 物 充 宣 的 坊 最 好 ， 轻 的 不 好 。 制 法 将 根茎 时 研 成 粉末 ， 加 米 龙 “ 

BG, FAMMBM, Kp ye 

iE Mw 
ER AE AIR. KARIERRE ML 

圆 简 形 ， 头 胸 的 幅 广 几 乎 相等 ， 触 角 系 秋 状 ; 远 较 身体 为 长 。 

前 起 发 达 ， 复 起 几 及 腹部 的 背面 ， 成 水 平 状 ， 惟 外 侧 部 却 垂 
向 下 方 守 曲 。 后 翅 通 常 折合 成 局 状 ， 存 基 前 起 的 下 面 ， 其 末 
端 租 长 ， 突 出 后 方 ， 呈 尾 状 ， 足 颇 发 达 ， 后 足 的 腿 节 明显 周 
Ko ARK. BM ARN BERK KSS 
TEL Al> MAE JLAP TAL > AS ROR AY ALAR Ea > HEE 
ASEAN IPE > AA Ae MLE Bl. 

SB—WEEE PSK > ys BES EBA IA ETE OR UL 
MIGK> ARH ASTI > TEAR ADM KR 2 次 
Wr LTE 9 BEB o 

wits Seba h FRR AR > ARERR DI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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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H KAS ENE RH ASHE AS 
Hs ESRWAKRM> Mee, WHR ERE —HS 
HARE HEME S 0 ACKER RULE feb > 其 祭 概 内 
和 省略。 See 

—. 6: 

KER ZKARK SARE. BAMA. eines 
地 下 害虫 。 

这 种 害虫 分 布 在 印度 尼 西 亚 、 马 来 亚 、 印 度 、 目 未 及 我 
FEES (OR. J) eR eH 

二 、 为 @ is 

这 虫 是 杂食 性 才 虫 》 为 冤 旱地 作物 ， 如 甘蔗 、 和 花生 、 豆 
sw ee 

eet eis 
PRUE IRIE BER AHTE  FRHIN EE NS FRR 

Bu RELA PRR EN RS eS BMT 
株数 目 。 /SESEIE (Me BREF > FEZ MOT TSAR 
AVMs HASHES 

RIE 7g EA Yh ELAR BY » $B19544Ey- ARB AN 

REARGHME> HPPA OBES 41,100R,— 
般 的 有 300~400 只 ， 最 少 的 也 有 120 只 ， 如 不 进行 防 洛 时 ; 知 

证 乡 豆 每 雷 损 失 30%6 » BERETTA R10 » PERSHB2R20% » 
甘 蔓 、 花 生 损 失 5 一 10%， 柑 苗 有 5 一 10% 被 咬 断 ， 甘 蔗 功 、 
被 咬 断 的 只 存 一 小 节 ， 凡 旱地 作物 ， 无 一 不 受 严重 的 损失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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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 ARR. IB. RST AH 
Bis: . : 

1. pth (15) KR AAI HHA KK ( 
至 翅 端 ) 40~4552K » Skin 

> SERIE > 略 大 Rati 背 
Bo fhAMIR> RAKBK. BT 
KH ET a RE, Ja 

— BER MEDEA. HERB 
MR SERB» RBEK 
TS Hh, APB LA 工 条 特别 突出 

Z HIRAM); 左 翅 上 有 一 
图 15 Ake 个 透明 略 圆 的 止 状 部 分 ， 就 是 发 

香 狂 的 所 在 ， 发 昔 独 的 前 系 有 一 处 坚硬 的 凸 起 部 分 ， 两 起 左 
ABBR. RS Bes. RRMA, BOB 2 
列 刺 状 突起 。 

2. I) 杨 产 的 卵 是 黄色 ， 后 来 就 变 为 黄白 色 ， 贺 简 形 

MMS > PAB, K4.02k> B15SEKEA WEBI 

8. wh She, TAMAS 
4, GBR, SUBS, WHER. O45 i> 44 
时 外 侧 就 生 有 起 芽 。 体 长 随 龄 期 而 境 大 ， 大 概 第 1 龄 体 长 5 毫 
米 ， 第 2 龄 15 蕊 米 ， 第 3 龄 24 毫 米 ， 直至 第 5 龄 时 则 和 绝 33 训 

KE 0 

四 、 生 活 习 性 
此 虫 是 旱地 作物 的 地 下 害虫 之 一 ， 在 山 岗地 最 多 。 专 东 

本 人 



区 2 ASD HSE» kB PERN RAC AO SNE ZF He (Ay HE 
i) > HERB MOKRRATEARH. 一 年 发 生 一 个 

世代 ， 以 成 虫 产 卵 ， 在 土 中 越冬 成 虫 期 其 当 5 一 了 月 癌 
BLAWG Bo » 6 ~ 10 A FA RUF 58 FERRE A F-98150 ~ 200 

#9 = fe uh STAT FL Hy F20 ~ DORR INER> SB 

Hht2~25Ko PRM T~ 9A KiRRERABN rex 

及 草原 处 是 相当 普 涯 的。 尤其 在 夏季 问 常 有 出 现 。 SMH 
fi> BDAESILS RIMMER SR—Skho 雌雄 分 居 。 

白天 隐 苇 在 灾 中 ， 夜 晚 出 来 活动 ; 嘲 食 各 种 农作物 【如 豆 类 、 
+t. ARK, MA, HHP RARHES) WM AMER. 
ALR. 49 ~LAMMKIts HIRES ER ORR, 
Ol HM FSH > SBME RM KB. BATA eR 
hg SK MIE Bt OARA. EMRRODM> FH. 

3078 HR AR BE 
Fy LA an ye RY FF EO 

五 、 防 沿 方 法 

(一 ) PKARA> BRU A ih 2 ~ 3 i> BEAT eee 
ie, AAR AK CRS BAAR RE) ， 即 成 油 
7K I — BBCP AOI > BRKT ACA CR > 3 REA 
1B HEH ERI EIR. | 

(=) 住所 诱杀 ARPEMAKERAMAW I> te 
Ett HEAORESE > FEDR AY I SHEE (WEB BORE ADHERE 
着 ) » S| PRRRBARR> RG EER RK > 一 网 就 . 

FPR HE a HE BB fy RW IG IT BE o 
(=) AREER KERR BA WM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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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 -KXRE TTD BSE. CRM HMR 
HIB BE> WRG 0 

(8) BMBA ARAAKABH AK RB A 

DBE MIE Ro WI ASSBOR > FT APS EP 0.5 2678 
PASO» 配合 米糠 0.5 公 斤 ， 制 法 先 将 米糠 炒 香 后 放 
> GMAKAGE> HOR AKG 120 克 ， 务 使 
均 与 而 不 太 王 松 ， 大 概 在 每 天 的 下 午 4 一 5 点 链 时 ， 把 突 口 
tH RE MMEXO> BELL ie RS 
HOR ERGRAP BHR > MARE. RAMI 

«SRR 1 > KHER 5 份 ， 加 以 适量 的 水 搓 与 ， 制 

成 狗 0.5 克 重 的 小 粒 ， 撒 布 於 被 害 的 甘蔗 田间 ， 工 公顷 狗 用 
10,000~ 20, 000K» FHS me RIEL. 

SA TENS 

sens th KX GA EERO B > FEE RAY 

MARAIS > KASH IRA» SRA Be 

PARR EAE > “BE Ho 

— 布 

即 头 曙 以 按 它 的 背后 ， 就 能 邑 头 有 声 故 名 。 双 以 其 路 路 
APA KR IC BK Hh? 或 “的 米 虫 2 » IB ER 
EKG? ， 幼 虫 称 为 “金针 虫 7 oe Ck”? » BRB 
WA, WARE. 

A BRO SPRAY AB ve FAA 7 FA 
IRDA: AA MER AI. 

e 57 9 



FBUAM: DARKE 巴基斯坦 、 ED REY $52! UT 

$e FT FAR A GEA 

RMA: DARABRBURKREST KR, CGMS 

省 。 

78 SOA: 分 布 基 越 南 、 巴 基 斯 坦 、 克 什 米尔 、 喜 马 

拉 雅 山 、 高 加 索 、 旦 本 、 冲 强 及 我 国 4 PPS “IHS Ao 

MARA SHH, SAE, FARMER ED, © 
幼虫 伏 居 地 中 ， 是 以 甘蔗 地 下 部 为 食料 的 ， 当 莽 昔 载 植 

Jas "CRS HAIER Ri > ABR TERRE HG ID 

Eo RE ERARERD Bo KIM HA TEEN PBT HI Be / 

SFM EA HAREM RMR : 

S HRC MRA Ala > WAR > BEAT ee 

sau 状态 。 

aeRehi HNO RIC RRER E> ih PRAY Sse Re RR ir TB 

en ce 
出 ， 根 部 发 育 受 阻 ， 甘 蔗 发 育 不 腿 。 

吨 头 旺 的 幼虫 期 间 皮 长， 普通 要 历程 工 一 3 年 的 地 中 全 “ 
io WHA SS > KEE BA, RHR 

> ARE ik» BRR OH BITE ZI > FERCHT IA] > 

HAAG we ARIES, MEP PEL > TBE 
一 粒 一 粒 地 产 下 ， 在 地 中 孵化 后 ， 就 成 为 幼虫 一 Bet Bo» 

BPH Ib Ts SEH KRAUS, RRB 
Wo BR CR > Ae MD RAK K> BRR BTA 



《一 ) 肥 黑 即 头 旦 
1. 成 虫 ( 图 16) ” 体 长 7 毫米 ， 体 幅 2 毫米 去 右 。 体 

躯 短 而 于; 形 小 肥 壮 ,全身 黑色 或 黑 神 
色 ， 体 表 密 布 粗大 的 到 点 ， 土 有 幼 毛 

密生 ， 列 点 中 常 附 着 有 一 些 泥土 。 头 
部 很 小 》 ftth Aree » BADER 

BORGES RTA > WHERE, AB 
Me iS Bp Ky LP ABSE > 前 胸 后 篆 稍 
UM A> Jaa a fa Hoes » 

5) a | RSA ORR eR ERA T 
FAG ROS 9 条 和 维 列 的 沟 纹 。 体 的 下 面 黑色 ， 足 

晤 神色 。 | 

2.“ 功 虫 ”长 了 5 毫米 左右 ， 体 艇 短 肥 ， 稍 成 局 圆柱 状 。 
- ' 除 关 、 胸 、 腹 三 部 的 末节 为 虹 褐 色 外 ， 其 余部 分 为 淡 黄 色 。 
全 身体 节 附 生 多 数 长 毛 ， 人 全身 背 面 有 很 幼 组 歼 点 不 是 明 ， 腹 

PADS, ESHER ASA> RKB. 
3. Wh KIT ~ 8EK> AKB> BRAGA 

(=). BAMA | 

1. 成虫 (图 17) (kKKS~L0EK> RBG RIS 
> SZARBAWALEWRAEKE> AMMAR 
Hh > fiche Seta Lath» BAR >» RTO Ee eT 
UAH > ATMA eA > PUR > BYR PARE LE HP Ag 
更 宽 ， 前 胸 背 面 成 球形 ， 前 胸 后 稍 不 长 ， 后 缘 两 后 角 短 小 ， 
BRAWLAK. WHAM 8 条 明 是 比 沟 ， 腹 部 的 末端 
MAR 

leeinckewe 
eS ey 

A | yl ey 

ES hs ae ee 

ris at eae 

A. 



图 17 ANA 

2. SN 产 下 时 的 匈 为 乳白 色 ， 呈 椭圆 形 ， 到 旷 化 前 稍 
带 黄 色 并 略为 膨大 以 至 呈 卵 形 。 孵 面 有 光泽 ， 大 小 为 0.46x 
0.8228, | 

3. th PERK 2 BK > KMO.1SK. 体 ， 
Me FLA B> AIM SME. KRM 
中 央 分 歧 后 为 2 MBO PBA RTD 2H. ME 
AV FAR > BVH. EMH RK 30~35 毫 

米 ， 除 头 部 、 前 胸 与 腹部 末端 为 褐色 外 ， 其 余地 方 ， 都 为 黄 
白色 。 头 部 长 大 ”上唇 发 达 ， 大 蝗 大 ， 其 中 央 分 为 二 支 》 旦 
FP ta > 腹 节 长 ， Fit FLAY IN FEB : 

4. Wh 身长 8 一 10 毫 米 。 呈 淡 黄 色 ， 尾 端 有 一 对 长 突 
起 物 。 

(=) ePID are 
1. 成 虫 (图 18) kKKIGSKEASFRRBE 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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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 lis ie HM Ska | 
WBE > KRBEREKE> Sk, RMN AK 
HARB MhHAR AK BMT PRA. WB 
的 背面 有 IRA AMMA WAS Wh A Ae A 
Fao 

2. 38 MiA0.5~0.72K> EIA, BRAM 
RR E> IMP MAHER. 

3. yi PREMIO IEL. 6K » OKURO. 22K » 
HEE M MRR > ERKALBE > FM—-+ 4 AD 
i> KEWEARRBE. Kk, WRETEMR. HAA 
SREHE > ATG H NIH BOR RO 

BCH hk K30~ 852K > BITRE hes 
有 许多 列 点 密布 着 。 | 

- A. Wh 体 长 16 毫 米 ， 旦 和 乳 黄白 色 ， 脚 及 荫 能 黄色 ， 眼 

黑色 。 
(四 ) ARMA 

1. 成 虫 (图 19) 人体 长 12 一 巧 训 米 ， 因 其 变化 性 很 

多， 体 色 殊 不 一 定 。 公 身 有 黑色 、 黑 褐色 以 至 某 宰 色 ， 都 是 

e 61 。 



属於 同一 种 类 的 变种 。 全 身 附 生 
有 亦 黄 色 幼 毛 。 蚀 角 比 较 长 大 ， 
前 胸 背 面 衫 突起 成 球面 状 ， 而 且 
在 背面 中 央 有 较 深 的 维 沟 绞 ， 休 
上 和 双 面 密布 有 粗大 歼 点 。 前 胸 的 
前 后 特长 度 相 比 相差 不 远 ， 两 便 
BIL -FREGE> Mi RRZK 
KTM K. WBE 9 条 深 的 
ACRE WMS B19 ARSE 
ARS PY Fl FS o HE He 92088 FB BT Ja 77 RUE ARAN > 
ie oh ES RK (RI KR BBE ee 
fi» HKARAELAMS E> WHT 个 变种 。 

2. hh 充分 成 长 的 幼虫 体 长 30 训 类 ， 为 图 杜 形 ， 除 

头 部 与 腹部 的 未 节 为 深 褐色 外 ， 其 余部 分 则 为 黄 神色 》 且 有 
光泽 。 全 身 附 有 人 针 状 毛 下 生 的 倒 不 少 ， 例 如 体 节 的 背面 就 有 - 
4 对 针 状 的 列 毛 ， 侧 面 及 腹面 生 有 几 对 儿 状 毛 则 倒 不 一 定 。 
各 环节 工 且 有 许多 很 小 的 记 点 ， 这 些小 到 点 在 每 一 个 环节 的 : 
RARE RARE > Sree Tee 
腹部 末端 比较 长 而 且 拓 创 。 

3. i AKKIDEXKE A. MSM BRR BE > 

AREY LM RAP REE MMIS> Big LR Ko. 

生活 习性 

(一 ) ARO 299 
SER RAD ERLE R eo WR 

RARE, RRR, HIVE BERR 
eis hy SEH Heh FEE Bh ATE TEAK BB 

e G2 e 



et) eer 
SSW FE, SACI MA, Yh WARM 

SRR FRB, BCPA BA. ASE 
Ao 成 虫 在 4 一 8 月 间 就 出 现 ， 尤 其 在 5 一 6 月 间 出 现 更 
多 ， 夜 间 出 来 活动 ， 白 天 则 藏 认 甘蔗 心 叶 里 面 或 叶鞘 间 。 成 
归 的 寿命 40 一 98 天 ， 雌 虫 产 卵 数 达 40 一 108 粒 . 饰 期 历 6 一 14 
天 ， 功 虫 竺 活期 很 长 》 约 有 2 一 3 年 ， 晴 期 则 不 明了 ， 其 他 
生活 史 则 未 清楚 。 

(=) wee 
FAEBR ABE OH EY HE SER KS MRE 

WGHwK> KDW AGS 2~ 3 年 之 入， CRE BEEP, 

主要 是 吃食 甘蔗 、 野 生 甘 蔗 、 芽 草 等 植物 的 地 下 部 分 。 当 我 
HEN CHALE ROFL, VEER 

” 当 芒 获 生 长 达 工 公 尺 左右 时 ， 常 自 幼 甘蔗 地 下 部 分 的 柔软 部 
分 饶 大 ， 先 是 食 害 生 长 点 ， 生 成 好 似 芒 蜡 为 害 的 枯 心 一 样 5 
| 老 抑 的 幼虫 党 在 芒 株 附近 造成 16 一 骂 x 7 一 10 毫 米 而 局 
平 的 肾 室 ， 伏 居 在 师 室 中 ， 静 止 两 、 三 个 星期 后 就 可 化 师 。 
晴 室 常 在 地 下 3 一 阳 厘 米 深 处 地 方 最 多 。 化 肾 的 季节 大 概 在 

10~125 fl > WHHI18~S0K> BI524.4K, KR AEMBU 

ACAD > wR SEE HG AY» av EST AT BE EH SB EK > (BAAS 

IL4* Aas BAABHS edb LMA, MASE KH 

医 动 时 间 多 在 夜晚 日 没 时 以 至 午后 10 点 血 。 在 蕨 时 上 交尾 。 

- 自 天 和 常 间 离 甘蔗 的 心 叶 或 叶鞘 而 自己 静 楼 在 里 面 。 这 种 成 虫 

是 有 趋 光 性 的 ， 晚 间 见 灯火 则 飞 来 。 雄 虫 EMD BK He 
虫 产 卵 在 主 中 ， 每 雌 产 卵 数 达 200 一 300 粒 ， 卵 块 系 一 粒 一 粒 

地 产 太 十 中 ， 卵 期 绝 12 一 32 天 ， 平 均 20.4 天 。 

(GB) AE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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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 AMAR, EOPEUBMOUEER 
地 。 成 虫 常 在 4 一 8 月 间 出 现 ，5 一 6 月 出 现 最 多 。- 幼 下 生 

活期 很 长 ， 往 往 需 要 两 、 三 年 。 其 他 情况 ， 还 未 清楚 。 

五 、 天 和 政 

甘 芒 男 头 电 的 天 敌 ， 常 有 一 种 谓 赔 蜂 属 膜 翅 目 、 峡 形 
Bo SH LEE MIAH RRA Me Bie >» 7 

ARGU KR, TAFTMMOSESHE REN. BRE 
MAWES RAG SRW 4B 7 238~5300) Ky he 

(金针 虫 ) 。 

入 \、 防 治 方 法 

HEED WRASHREE ALLE METH > 
因此 就 带 求 了 防治 上 的 某 些 困难 ， 在 许多 芒 糖 国家 里 都 进行 
AMMA ELE WEA TSR, SS 
还 未 得 到 很 好 的 解决 。 
(一 ) 农业 防治 

当 甘 蔗 收 获 后 ， 应 把 藏 伏 在 旧 芒 头 的 金针 虫 ， 连 闫 带 虫 
IER) SHB > BAM AMIE > OMI 
Ay OT RAKHI, FAIRE 

«SLAPS TAA ARERR HUT LS > RA + 
> MMT MS BASSE, DIBA KKMA Kies KR 

Fo * See . 

在 此 虫 感 发 的 地 区 ， 宁 可 牺 和 性 多 少 健全 蔗 苗 》， 即 掘 起 附 
近 被 害 蔗 苗 ， 将 它们 毁 ， 或 捕杀 幼虫 后 ， 再 行 种 植 。 

如 条 件 许 可 ， 在 有 可 能 引水 获 溉 的 地 方 ， 当 甘蔗 生长 期 

> WK MEI BMD b> Keke B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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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驱 除 这 些 害虫 o 

”提早 栽植 甘蔗 ， 使 甘蔗 早生 快 发 ， 到 降雨 期 间 ， 芒 株 已 

能 充分 活着 ， 生 长 壮 健 ， 虽 受害 ， 也 较 轻 微 。 

当 每 年 4 二 8 月 间 邑 头 晶 的 成 虫 出 现时 ， 常 静止 在 幼 革 
藏 的 忆 叶 或 叶鞘 里 面 ， 应 该 深入 田间 ， 话 行 巡 和 视 检查 ， 如 有 

发 现 另 头 师 的 成 虫 ， 应 即 用 网 捕杀 它 倍 ， 如 在 上 晚 间 ， 更 可 点 

PRT ERAT Ro 

(=) 7a 

根据 广东 甘 芒 试验 场 植保 组 的 报告 ， 种 植 时 1 公顷 0.5%6 

六 六 六 粉剂 112.5 公 斤 〈 每 调 施用 15 斤 ) ， 施 植 沟 BD ARK 

它们， 可 以 收 到 相当 的 效果 。 如 利用 范 花 〈 又 名 毒 鱼 、 黄 大 

载 ) 的 根 芍 搞 烂 或 男 干 磨 粉 拌 在 数 内 下 肥 ， 可 以 防 治 金 St 

HB, Wer. BRST SH 

第 七 草 HR A 

白 旺 的 种 类 很 多 ,天 绝 有 一 千 多 种 -华南 的 白蚁 多 发 生 放 
RAIMA BM, HES eee oR 
SHR A, ESE PER SA i 

和 研究， 最 近 三 年 来 在 两 广 星 区 采集 ， 已 肯定 有 9 属 ， 不 少 认 
22 种 ， 虽 然 其 中 有 些 疫 有 引起 重大 的 烃 济 损失 ， 但 已 有 4 属 
共 5 个 种 被 证 明 是 为 履 炎 济 作物 的 ， 其 中 小 姓 属 一 种 与 黑 齐 
列 属 两 种 是 大 陆 明 区 为 害 生 活 作物 最 严重 的 种 类 。 

ASCTEVAMUB WHR WILY —HA ARB 
ARVN WA, ELBMKRBHBRA SHENAE *X 
3h Bo 

e Ge 



= it 白 括 的 一 些 特 点 

白 嫌 是 一 种 具有 高 诬 社 会 生活 或 从 作 集团 的 昆虫 。 在 它 

们 中 有 若干 不 同形 态 的 个 体 群 ， 科 学 上 称 为 阶 狗 或 族 s 个 : 

体 群 为 数 数 百 力 至 数 百 万 不 

APLAIS: APHE AL. WEB 
eM AMA, FO 
丸和 Fe BY (P20) 。 

AY 中 IDo 专 困 掌 握 生 殖 与 产 

‘eo igi Asst ” 。 止 阶 段 ， 匹 似 保持 着 亚 成 电 
1. ee; ~ 32. eR; 

b. THe 3 FETE 9 Be A hn_L a ARAN 
BHAMHQA EIR, SEM CHBAN > Renee e— 

起 ;双双 入 土 构成 新 梨 ) 在 这 时 候 ， 若 虫 发 育 至 亚 成 虫 阶段 。 

工时 及 兵车 ， 当 其 发 生 时 的 形态 是 无 交 及 复眼 ， 生 殖 器 官 也 

退化 。 
白 凡 类 的 特征 是 不 完全 变态 ， 头 部 非常 发 达 》 口 器 为 咀 

喷 型 ， 鲁 角 念珠 状 。 有 两 对 大 小 相等 而 狭长 的 刻 ， 和 柔 膜 质 ， 

静止 时 元 水 平 填 佟 有 痢 上 ， 超 出 腹 端 很 多 。 却 的 根部 有 草 磋 水 

e 66 e 

So SHAR GNRAA EF 

Ae PAA He FRAN FA AREAS. 

| 7-7 RR EP 
BREWS th> AR 

Sho ARE 个 体 起 来 补充 TA 
A > (EM ARESPoIN. FF 
A, CERES IBA > HI 

N\ 态 停留 在 若虫 最 后 发 育 的 多- 

的 状态 一 样 ， 只 是 生殖 腺 显 . 

3。 AMEE cE). RS HE) SKM. KBB EH 

——— a 



eo PAROG—TBVE BSFHMWAODIED BDU BRE 
%, TRERY, CHAU TREMAEA. Bes 
ES Ait o NBG AS ao BCPA TT BY Bo 

二 、 白 的 对 甘蔗 为 害 的 一 般 情 况 

ART ALL HAMM CMR 
AM, WHR AMER ERE 
许多 省 份 如 广东 、 广 西 、 湖 南 、 江 西 、 和 福建 等 省 都 受 其 危 
害 》 它们 营 梨 在 土 中 ,利用 潮湿 的 木材 或 有 机 物 ; 徐 横 穿 星 食 
S, HREM ARE AMEN » HMMA EMF 
可 以 范 害 许多 建筑 物 中 的 木材 和 许 许多 多 的 农作物 。 

在 安 征 物 中 ， 如 甘蔗 、 柑 桔 、 核 树 、 松 树 等 BSE 
星 壤 。 甘 蔗 稚 白 业 星 食 后 ， 常 致 整个 芒 株 枯黄 倒 下 。 

甘蔗 在 种 植 后 ， 当 苗 期 开始 以 至 整个 的 生长 期 间 ， 都 可 
受 其 妊 食 为 才 。 在 苗 期 受 几 ， 一 般 是 由 芒 苗 两 端的 切口 或 闻 

(MR A> REAM AAR > HERE 
PEW» ERR, MHEDRMNRE> BEM 
Five A>s MEMO REKA, BEDRA RAD, 
Hit RM > MASAI WR, MERERK 
> EERAMARRMAI, PRS See R RFS 

| By BRAM, DEER BH KAMM Oy 到 产 
i, MEO RARE A wk, 1956 BASE 
iyo > FLPKIAINN. 

=, BASHA 

KZEMWABRBARALIEH VLEs THREE 

 FROLAR, CR PRE Oe, ENE RANE 
e 67 。 



BSRKARBEK> BRAS E> HEARTH AWRE > 
APD HARB KAMA > RAR RE, AFM 

7K BHR» BSH kKRE > SHE RO 不 
= 

白 旺 在 高 时 地区， 虽 易 发 生 ， 但 其 分 布 是 不 一 和 致 的 ， 有 

时 东 片 芒 田 白 旺 为 害 ， 而 西片 芒 田 则 未 见 到 。 当 天 气 于 旱季 
节 ， 偶 然 下 雨 ， 土 壤 稍 有 温 调 ， 白 赚 最 易 发 生 。 天 气 欠 旱 较 
DAS, WE FRSA, BIL Rs RS 
33> REE AA » Re i EHR A ASA» - 

为 害 情况 也 不 一 和 致 。 

因为 白 嫌 的 种 类 很 多 ， 它 们 为 害 的 强度 也 各 大 小 不 同 5 
同时 不 同 白 嫌 种 类 对 艾 同 一 植物 ， 其 嗜 食 的 程度 也 因此 

Als MAB WFLA EBRKASEB AMPSBAD> WH 

HEARERS, MEO RUH, HRMS KERHR. 
从 植物 生长 方面 来 看 ， 大 凡 作 物 的 生态 He HE, He OE 

常 、 敌 健雄 俊 的 ， 白 旺 侵 害 是 较 不 容易 的 。 双 甘蔗 的 品种 ， 

其 根 群发 达 分 药力 大 反 宿 根性 强 的 ， 托 抗 害 虫 候 害 的 能 力 自 
也 较 好 。 

VIB GRE> ASWHABAM EM RANE 
外 ， 都 是 在 土壤 里 生活 的 ， 所 以 土壤 便 是 这 些 白蚁 的 主要 生 
活 条件 之 一 。 根 据 华 南明 区 的 调查 ,目前 所 发 现 的 几 种 白 旺 ， 
WRAL A> HRA Be, AEF 
> RAGE nS Se BK BR 
一 方面 因为 它们 的 皮肤 是 很 薄 的 ， 体 内 水 分 易 於 蒸发 ， 为 了 
维持 体内 的 水 分 就 需要 加 以 和 补充; 另 方面 需要 较 多 的 水 分 ， 
借 蒸发 来 维持 梨 内 具有 一 定 的 相对 悍 度 (一般 巢 内 相对 湿度 
在 90% 以 上 ) 。 因 此 在 干旱 季节 里 或 是 土壤 含水 量 很 少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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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能 加 强 取 食 生活 植物 境 加 取 食 量 ， 扩 大 取 食 面积 ， 以 获得 

水 分 。 

四 、 人 台湾 黑 起 届 形 态 特 征 

BHR LA SHEREBN SRM, 

Boh KKIC~122K > MKWSKEA. Ky 

部 都 坚 默 神色， 起 了 睹 褐色 ， 翅 脉 色泽 较 深 。 头 卵 圆 形 而 有 毛 

A> PA HIN ATK. BIA PAR > NR IL 

成 直线 ， 后 符 则 略 圆 些 ， 中 央 有 工 字形 黄色 斑纹 ， 前 翅 的 径 

豚 特 别 短 ， 基 端 与 前 炮 豚 相合 ， 径 分 肽 和 前 称 豚 平行 。 中 豚 
先端 ， 分 又 成 5 一 6 枝 ， 肘 肪 分 有 8 一 12 枝 ;和 它 的 基部 颇 大 ， 

be BY ein Ay EE > HE SDSS 7 腹 节 的 腹 板 特别 大 。 

凡 后 ” 体 长 50 一 60 毫 米 ， 腹 宽 达 13 毫 米 。 腹 部 的 环节 间 

膜 延 什 ， 背 板 及 腹 板 前 后 离开 ， 腹 部 白色， 具有 褐色 斑点 o 

腹 内 旷 偶 特别 膨大 。 

CH ” 体 长 4 毫米 左右 ， 头 部 球形 ， 淡 黄 褐色 ， 鲁 角 自 

ITM > B2HKBSHKA2 Fo MPM whee 

形 ， 腹 部 白色 。 

SE] 体 长 4 一 5 毫米 。 头 部 比较 大 ， 略 呈 卵 圆 形 ， 黄 

神色 ， 大 杜 发 达 ， 黑 褐色 ， 基 部 稍 带 征 色 ;先端 向 内 方 屈 曲 ， 

AWKADAM TRA, 但 左 便 却 没有 大 桔 ， 蚀 角 自 16: 

节 竹 成 》 前 胸 背 面 呈 鞍 形 。 头 部 比较 小 ， 前 后 两 稍稍 凹陷 ， 

腹部 淡 黄 色 ， 旦 椭圆 形 。 

WKH “全体 淡 黄 神 色 带 有 白色 光彩 。 体 长 12 毫 米 ， 址 

长 5 毫米 左右 ， 鲁 角 自 19 节 所 粗 成 ， 复 眼 黑 紫色 。 

58 A&> KAB > K)bH0.8X0.48 K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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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生活 习 性 

台 洲 黑 翅 导 是 群居 性 的 地 下 害虫 常食 害 甘 芒 的 根 ， 获 
部 分 。 这 虫 在 台 注 每 当 4 ~ 9 月 问 就 羽化 ， 在 广州 则 每 年 也 
Kh4 月 开始 ， 江 西 则 在 4 一 5 月 间 ， 藤 时 天 气 多 于 是 高 计 高 

湿 ， 它 们 往往 在 雨 过 之 后 的 内热 黄 噶 时 分 ， 雌 雄 副 羽 化 粉 粉 
BA, CHE, RHA BAER WEN CELT Fo 
“EMRE, WEIMER Lb, ORR. SAE 
表 的 生活 立木 或 枯死 倒 木 等 植物 体 附 近 的 一 些 松 二 间隙 ， 乘 

gave th i, Ebb F20~100 KHURANA, RAR 

转念 深 广 ， 建 立 一 个 新 的 白 赚 社会， 在 里 面 繁殖 草 延 ， 炎 和 获 
ERE ih BRIT Bw Pere aS NT ND > 
R-BRT>, DVEAEMERAKZI, WALLS 

iE Zo : 
/ PRT SE RAMA AA, ERO ERE E>, WE 
E>» BR ARSE A> MA ay INA 

RAK > Sh, Wee he Fh BAER MRO 
- 在 这 里 ， 工 且 可 以 培养 菌 类 。 

原来 台湾 黑 却 时 的 主 巢 是 局 平 的 ， 哺 育 巢 呈 定 球形 ， 径 
长 15 训 米 ， 高 达 100 SK> B 与 集 间 有 坑道 互相 道 达 有 ig 

互相 往来 。 
ee 

KHOS. MHEOERLYETMES, SH RBI 
DRGMRAAND, AADILAREMZRA—Z, SRE 
PRA ABFA IRAS. MAEM EA BIE AS 
PRELIEEN, SABMALWR. LK MK 
ABA, BESEAMA SE, OME BBR—-E> TRE EK 

1 



RA, HREBASD > RAK MBN S SESH Ho 

Sct BIRR SHAH Pa > ie DK > BEAIPIR » 

失去 抵抗 量力 ， HET FE 

INN 防治 方法 

(二 ) KK 利用 白 粒 的 天 敌 来 消灭 白 旺 是 沙 灭 白 赚 积 
极 因素 之 一 。 自 赂 的 天 敌 如 黑 蜂 焙 、 黄 蜂 赂 、 岛 类 、 家 禽 、 
SIG, RS UL RA > BACKERS Te 

少 其 分 布 密度 。 
(=) BREE FAN -LS Woe PIN BZ 

—» FURBO FEHR. PRAUAMES 
YE o 

(=) 捕杀 成 虫 “每 年 4 月 开始 ， 当 天 气 疾 热 的 夜晚 
常见 歼 化 成 虫 粉 份 出 梨 ， 这 是 它们 分 居 建 立新 梨 的 一 个 重要 
年 期 ， 我 们 利用 其 对 灯光 则 飞 来 的 习性 ， 可 以 点 灯 评 杀 。 即 

”用 贫 麻 水， 中 置 方 蛾 灯 而 歼灭 它 们 白天 也 可 和 粗 催 一 定 人 力 ， 
以 网 捕捉 ， 这 样 采用 多 种 多 样 方式 ， 进 行 圈 捕 @ 

(GD) 引水 淹 浸 法 “和 白 旺 虽 喜 稍 湿 土 壤 ， 但 却 最 忌 水 渔 
SEAVER MMOH > WORKS KBAR ik FE 
FUNGRT > FEATS KMER> URUK 

(五 ) 和 水 稻 输 种 “和 水 稻 输 流 换 种 ， 建 立 输 作 制 度 ， 
这 样 可 以 减少 白 旺 为 害 机 会 

(A) ”栽植 前 浸种 ”芒种 含有 相当 糖分 ;最 足 引 证 白 贱 。 
在 栽植 之 前 ， 最 好 将 芒 苗 读 流 水 中 ， 浸 2 一 3 天) 浸 淡 糖分 ， 
一 方面 有 助 座 萌发 作用 ， 另 方面 双 可 减少 白 赚 为 害 .、 沁 东区 
HERP, RAKE NAR IRE 

(+) 下 种 时 艾 塘 泥浆 ”种 苗 在 下 种 时 ， 太 土 部 分 艾 些 

or TT) 。 



ba VE (4EHBUEIE i Im AK H30~ 6052 HAPIDS) >» RE 

Hat h> TOILE SORES, MARTZ 

ja» SEVER GSR IKE R> FT isk RSE RO Shae 

复 蔗 农 反映 ， 此 法 很 有 效 。 

(J) 注意 施肥 及 通气 调节 HEA, BME 

{EARS >» WYBREA, MESA, SREB, % 

适当 地 加 以 调和 施用 。 甘 蔗 生 长 时 期 ， 应 注意 通风 透 光 ， 因 
为 白蚁 是 最 愧 阳光 和 通风 的 害虫 ， 凡是 日 光 不 到 ， 通 凤 不 和 良 . 

及 黑 卫 多 湿 的 地 方 是 它们 理想 楼 息 的 所 在 ， 因 此 只 有 使 芒 园 
透 光 通 风 无 阻 ， 才 可 减少 白 同 为 害 。 

(JL) 药剂 防治 ， ， 

1. 工 公顷 用 0.5% 的 丙种 天 大 大 攻 粉 75 BI (HB 
10 斤 ) ， 混 合 基肥 施 下 ( 先 放 种 后 施肥 ) ， 白 蚁 很 少 为 害 。 

2. 用 6 SM ARAKKGH 1 公斤 ， 混 和 塘 泥 浆 10 公 
i> RRR MEMO, FRR ES, wee 
eK, 1 公顷 用 丙种 6 MAAKMHMDAN. BO 
60 AK, RGA MI LEI a> HARMS 粉 组 
LRA» SXFEW AUK 

3. 升 示 502% ， 亚 而 酸 352%， KETO» Scat 5 AS 

粉剂 效果 也 好 。 
A, 石 炎 酸 或 旺 酸 5 %，1080 5% > KB MEM B 

醚 5 > BISON (MINA EL, AAW, 
如 能 加 上 些 煤油 或 汽油 ， 效 力 更 大 ) 。 

5. 1080 52%> ARBS %， 乙 醚 5%6 ， 六 六 六 杀 虫 焙 : 

10%， 清 水 75% 水 剂 (这 种 共 水 喷射 到 白米 ， 可 使 它们 立即 
死亡 ， 但 易 挥 发 ， 持 纺 性 差 为 其 缺点 ) 。 都 较 有 效 。 

e [2 e 



HE 甘蔗 蚜虫 

Hii BPA, A. MR ART RD 
的 有 三 种 即 : (1) HREM (2) 甘 芒 刺 根 是 与 (3 ) 
HRMS, (KSA A SR ST A 

(一 ) 分 % 
HREM PMA, WA, A 
在 华南 及 首 汶 一 带 ， 都 有 它们 的 分 布 。 

物 。 

EER AM BE HABZSH> EP RBRGBSL EAD 

” ABs MEAT AAR LAR RR HELA 

大 发 生 ， 故 害处 不 大 ， 损 失 也 较 少 。 

(二 ) 形态 特征 

甘蔗 黄 蚜 体 淡 黄色 ， 而 无 蜡 分 。 体 型 很 小 ， 长 狗 1 一 1.5 

ZKEA AAMB AME APE. AMPLE, B 

头 部 、 前 胸 的 杜 部 及 中 拓 两 胸 均 黑色 腹部 淡 黄 色 ME > 

ARSE. fh 5~ 6 i. FRY RRR & > 5 te 

及 距 节 黑色。 无 埃 了 胎生 雌 蚜 ， 体 孵 形 ， 眼 瞄 赤 色 ， 鲁 角 的 末 CC. 

in 25 2%, HRA, Be, HbR (SS 

21) o - 

ae 



P21 HEE 
1, FARA 2. Aaa MEF, 

(=) 生活 习性 
每 年 可 能 发 生 几 个 世代 ， 由 思 孵 化 的 是 无 翅 雌 蚜 ， 它 是 

不 借 雄 体 来 营 单 性 生殖 的 ， 到 了 秋季 就 变 为 胎生 ;成 长 生起) > 
交 昆 而 营 有 性 生殖 。 性 喜 群 接 ， 常 在 老 蔗 吁 或 柔软 部 分 ， 吸 
食 半 液 。 

(四 ) 天 “ 政 

甘 芒 黄 蚜 的 天 敌 有 一 种 艳 小 蜂 及 一 种 小 兰 蜂 等 ， 此 外 如 ， 
姑 蜂 及 姬 晴 办 等 (图 22)， 也 为 防治 甘蔗 黄 蚜 有 效 的 天 芋 。 其 
hii LARA Bh > WMO, FM (图 23) Sy A 
fll EBM 

图 22 ah 2 wees m3 TTS heme ee 

SB Le HEU Hh Xo 黄 蚜 

s 74 « 



(五 ) BRAS 
防除 蚜虫 的 方法 有 除草 防 蚜 及 藉 剂 防治 二 种 。 
1. 除草 防 蚜 ” 当 春暖 种 蔗 之 前 ， 应 将 芒 园 清理 清洁 ， 

粒 弃 枯 叶 及 连 根 浊 除 杂 草 ， 这 是 一 个 治 蚜 的 根本 办 法 。 
2. sh 7 A TRA, AR. Fe Re 

FES RAG INET HR 
— (1) 烟 骨 水 用 烟 骨 与 水 按 1 : 18 比 率 浸 总 一 日 夜 
如 用 沸水 ， 只 须 征 天， 浸 时 必须 加 盖 ， aie na Hi 

4 OS PT FLAME SE EB 
(2) 刍 能 粉 液 剂 ” 用 含有 刍 人 能 酮 4 CMMI 公斤 

» FNL 200 KIRF >» IB > BEATA OH > eR th 1K 
好 。 

(3) 巴豆 乳液 ”巴豆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土产 杀 虫 植物 ， 国 
攻 店 里 可 以 买 到 。 配 合 量 可 取 种 仁 0.5 公 斤 ， 肥 皂 30 克 ， 水 
10 公 斤 为 原料 ， 制 时 将 巴豆 用 石 的 碎 ， 装 布 包 中 ， 浸 水 一 邦 

Ks HEAR MOKA. Bai aH» AH 
夹 压 布 包 ， 反 复 搓 抒 ， 压 出 乳 计 。 喷 射 时 再 和 以 肥皂 ， 就 可 
应 用 。 疏 须 注意 ， 巴 豆 有 毒 ， 届 制 时 勿 使 藉 液 接触 皮肤 ， 以 
GRE ASA Ho 

(4) Ye WREAK ewe, CREAR 
WMA DA FAYEELOA I, 7k504 Fr, WARK. SAT 

油 60 一 90 克 ， 6 6AWAHB150H VETERE ACHE 水 中 
涯 壮 ， 同 时 加 入 蝎 晓 灰 ,促进 毒液 抽出 ; 金 浸 24 小 时 后 取出 其 
小 体 ， 基 喷 射 前 加 大 天 大 天 粉 及 火 油 ， 以 增强 杀 虫 力 。 根 据 

- 能 平 县 活 山 光 农 林 工 作 站 刘 庆 声 同志 报导 ， 喷 射 后 蚜虫 神 释 
Shiki» TBR, 4SREERAES HEM RMORE, 
SKF AK PET A53K10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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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EE BERR, HH RAR Re 
BONWIT. THEME, 4 月 中 旬 开 花 ， 采 后 晒 干 》 用 来 防 
WH, AAR AR Lo 

=. HRM 

Cm ee oan 

ao 

AR 

在 我 国 华南 (广东 、 广 西 ) RESET 

食 害 甘蔗 、 野 生 甘 芒 、 陆 稻 等 和 其 他 禾 本 科 植 物 。 

甘 芒 刺 根 师 主要 是 为 咱 甘 蔗 作 物 的 根部 ,吸收 根部 计 液 c 

盛 发 时 常 使 蔗 根 挫 顷 ， 使 甘蔗 生长 发 育 ， 受 到 一 定 的 障碍 ， 

影响 收获 量 及 含 糖 量 ， 为 雪 亚 大 。 

(=) 形态 特征 

. FARRER SILKE PRE, BRAG, 

KE2 毫米 左右 ， BAfh 角 很 

短 ， 踢 节 只 工 节 ， 眼 很 小 ， 角 状 

Ri, RABE MES 

BAM BAKA 2. FE A 

RED Tae » AM 型 殊 少 看 

? 到 (图 24) 。 
ye (三 ) 生活 习性 

图 24 EER 这 种 害虫 的 成 虫 及 老 虫 ， 都 
1. REMAEHIT AR; 寄生 在 甘蔗 的 根部 ， 吸 收藏 根 养 

2. 无 翅 胎 生 雌 是 。 液 ， FEA Fe Sie Sew SA Ae 

EER» Ae EME BS RA WABI BY > Fr ea AE 

PhVehG > PLAS HRA >» AABN S) RRA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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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防治 方法 
1. 如 在 浇 浙 便当 地 方 ， 要 多 行 获 浙 ， 以 次 杀 根 是。 
2. 括 行 输 作 ， 如 和 水 稻 输 作 ， 换 头 新 植 。 

3. 在 不 能 淮 溉 地方 ;应 和 非 禾 本 科 植 物 的 农作物 轮作 ， 
巩 别 是 田间 禾 本 科 草 根 ， 也 应 清除 大 尽 ， 以 减少 其 寄生 蔓延 
BE. 

=. HE te M 

(一 ) f+ *t | 

ARMM RA, BRK RRA AN, GRD 
HBTREL, WRIA HE, MS BPM [rl 

WHY 是 科 的 一 种 害虫 9 

Rs cae. new we ek. 

BA, VRRP, ee. BAY IC HT, 

Wil, BBM A> A 有 分 布 。 
(=) ARR 

HREM ASH RA, MARE. KEEPER, 14 

RZD Bo J 

7 MOREE A, ALR E, MUR 
BRET RERKM Bl, RERR RERR> Bhat, 

KE, HAR, FTE, BRS, HBA 
So WALZ. TEA, TPS. BANA TH 

SAKA HRS > SEAR ATA, UP ia F750 

以 上 。 甘 芒 受 害 后 ， 无 论 在 芒 董 高度、 芍 径 大 小 以 及 成 熟 后 

计 液 等 都 显著 降低 ， 如 留 充 种 用 ， 大 大 地 影响 到 宿根 和 萌芽 

这 。 根 据 四 川内 江 甘 蔗 试 胃 场 1954 年 的 调查 报告 ， 甘 蔗 受 铀 

Mine Bao REY GEEMIRKAT.8> GEPRAIGEREIAICG.O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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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bo BAAS 
(=) BARE 
甘蔗 妃 姬 多 群集 在 蔗 叶 背面 主 豚 的 两 旁 ， 这 些 雪 虫 条 包 

括 不 同龄 期 的 若虫 或 有 超 、 无 超 混杂 在 -起 。 

FEN; Fm RES 5 ta EE oF 

, 

5 ANAM = Aa AE 、 

N : 

> ated. <— 

rele eet ee 

tA AY HE Sp 
WwW 

a on & 
ke 本 a s ” ” 

oat 

' om . BARB 

图 25 Ay Re TB os DE PKS 

pe sh A ALB ABIL TB A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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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MB Kh FANE KERK—BO 
HAAR. KB. Re OK. AEC. ERR LBS 
有 和 多量 自 色 棉 花 状 的 蜡 质 物 (俗称 白粉 ) » RKP A A> 

色 为 黄 神色 乃至 晓 篆 。 体 长 2.5 毫 米 左右 ,天 1.8 毫 米 , 腹 部 第 
SPERM PRA WERE —M> SRG) > SBE hw 

i> wRE> HoH. AWA BAM) & 

板 分 为 二 片 ， 角 状 管 不 突出 ， 脚 是 淡 黄色 ， RK FE 小 
(图 25) 6 

2.。 有 却 型 成 虫 ”至 体 黑色 或 腹部 略 呈 黑 褐 色 ) 体 长 2.5 
BK. kKeMWHKheH, MEM 毫米 ， 关 长 而 透明 ， 静 

THBBREE> SUDA. MRR MA Ae 
R1l> ®R1> PR2HKRRRA1> SMM eR 3 径 
Ko PRAMS 1 Ko MAR > WHS > EB S~5 
CHER ERATRLES. MBIA. MAMET 
3B 1K » Bo ! 

PU rename) sate, TRO 
Ship PeKO. 7K >» waAM. 、 无 起 两 种 : (1 ) 无 翅 若 OD 
村 时 多 为 所 黄 色 或 微 带 灰 绿 色 。 第 工 代 的 初生 幼虫 ， 则 为 深 
REG, 蚀 角 短小 ， 由 4 节 而 成 。( 2 ) 有 起 若虫 初生 时 灰 缘 
>» AMB—K> HZ. ARMA KE IMEARBE 
或 深 灰 神色 ， 腹 上 背 被 有 多 量 白色 蜡 质 。 

(四 ) ”生活 习性 
甘 芒 棉 师 在 华南 的 温暖 环境 下 ， 儿 年 都 可 发 生 ， 而 以 

夏 、 秋 三 季 (7 一 9 ) 月 语 行 发 生 ; 在 广东 珠江 三 角 浏 每 年 发 
条 20 一 30 个 世代 ， 广 西 一 年 也 达 20 个 世代 ， 每 个 世代 历 期 绝 
W14~36K, EMMA STAM RAMA > HEM 
ERS AE » oY Hh. — Ske A LE I EE TP a 7 



~224 ARSE» EI4~ 155k 7F20~ 305 S81 EF SE HENS 

有 些 即 行 死亡 ， 有 时 也 可 延长 到 7 一 10 天 的 ;无 却 雌 蚜 生 产 

行 数 达 19 一 426 个。 平均 每 虫 胎 生 60 多 只 ， 在 30 一 60 天 i 产 

下 ) 每 天 平均 产 下 1 一 3 头 。 成 虫 夺 命 运 23 一 下 天 。 如 在 专 东 

区 地 方 ， 当 11 月 上 旬 至 12 月 间 ， 常 在 鲜 蚜 群 中 ， 发 现 很 多 有 

MAK BKBVAARPMABE. KEE LBRRE> 

ER ah ER LEAS. AES RA 
M7 ~1OK, FMT Hae T> BRM > MA. 

室内 (18.7*C) 为 23 一 24 天 ， 在 野外 (平均 斧 .8"C) 32K; 

有 却 型 在 盖 室 内 为 32 一 34 天 ， 在 野外 为 39 一 40 天 。 车 虫 寻 有 

4 Wie REA ARE ARR > 但 在 2 龄 以 前 ”有 超 型 或 无 起 

2) AR ARE Blo 3 
FAG HE EAS SR LBS WS Be ae 

Bn. KH, Hho 都 是 集中 在 蔗 叶 背面 ( 较 老 的 芒 叶 更 多 ) 
”中脉 的 两 侧 ， 吸 食 蔗 叶 入 液 。 受 害 的 芒 叶 生 黄 斑 》 工 排出 一 
种 排 注 物 - 一 蜜 半 ， 引 起 黑 煤 病菌 的 繁殖 ， 芒 时 受 害 ， 会 生 

山 一 层 黑色 象 煤 烟 似 的 东西 ， 这 就 是 甘蔗 黑 煤 病 。 蚂 旺 最 喜 

欢 吃 食 它 的 排 省 物 ， 因 而 更 保 拓 了 棉 虹 的 繁殖 和 帮助 煤 病 的 
传播 蔓延 。 受 病 的 蔗 株 ， 影 响 光 合作 用 的 进行 ， 这 样 就 德 蔗 
HEAR E>» HAAR, BPREMNAD, 另 一 方面 ， 引 起 糖 

Sy A SAC A ME (RHE EAA RHE > FEMA A SBE, 

BZD ERAGE > —HEIBRIKB0% ， 严 重 者 达 50% ， 损 失 是 很 

大 的 。 

无 埃 成 虫 、 幼 虫 都 有 群集 性 ， 它 们 最 怕 上 日光， 通 到 强烈 

A) FERS > KEES MMR, HTH RB 
它们 一 般 在 午前 10 时 以 前 ;都 是 群集 在 叶 背 ,但 到 切 时 以 后 就 

开始 分 散 活 动 ， 直 到 午后 2 时 牢 至 3 时 以 后 才 集 中 在 一 起 o 

ee 80O 。 



RE Sb FN Beh. FO BUR 
少 的 ， 体 背 也 没有 显著 的 蜡 搓 米 状 物 复 盖 着 KRM 
- 霜 ， 只 在 秋 、 冬 季 有 一 部 分 产 卵 繁殖 而 已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有 才 成 正 很 少 发 生 ， 仅 在 每 年 10 月 到 型 年 4 一 5 月 问 的 干旱 
,季节 期 内 出 现 较 多 ， 是 植株 间 扩 散 的 主要 成 分 。 有 时 在 了 月 
HEU A RS) > (PERA SH SLE CME. AMR 12 

APOERGRE> UATE IN> Wit hay 2~ 3 KEG 
$tihs> BMA» BBS ABER RRM Lo 
$RA ERE 

如 所 周知 ;气候 影响 奖 蚜 的 繁殖 与 否 , 关 系 很 大 。 雨 天 能 
诚 消 蚊 蚜 为 害 ， 在 干旱 高 燥 的 季节 里 ， 妨 蚜 繁 殖 很 快 ， 草 延 

BEREAN > AMASRABR. MUMBA BE 
-每 年 4 ARTF RE YR AE tne AE SS EE PEER 
DA, DAES ABUBRIE> ARABI Bw, 
WG. HED REREXK, ERSREWSUR, Bae 
顶 快 的 5 关东 的 甘蔗 自 芒 昔 伸 出 十 面 直到 收获 的 生 长 发 育 期 
乔 ， 至 都 受 其 为 害 ， 就 中 要 算是 在 6、7 、8 、9 这 几 个 月 
io 2BRAH ZI. MEBHEKVMME> H— BAIL 

RDM Teh MeN Se RR HT eS SSP 
重 ; Ribs KRMWRSHEH> MESSE BES 
JRE BH 

(五 ) sacra eEme 
AYE RT AAO A ICER Hy SAE AEE SE SS BSE 

PRERKRARAY> RD LAREANBO 
1. URS KAR Rt, LRER We > 

KAMEAW HR >» MVR AiR KF 
旺季 节 里 ， 昨 蚜 发 生 最 丰 ， 为 害 也 很 猩 狼 。 冬 季 气 温 较 低 ， 

e 81 e 



SIE TIRIB > WEHKA, WELD ay SE 
«RE RR MIGR BY EAR HK 

PEK 20~ 23K EB ERIE » PS QRHE RPMI DEER AR - 
SEI HEHE 
EMEP DAMON S> PRA 

BLK ALLE EE MT. PIE a EB 
Mgt» MARIRAN > ARMA 6 ~10%K | Hs 46 
Ay 10M > RPE RUN > EGE ATSAIDK / STH 
BED ll T PRIA Be A BB : 

2. HERMSYMRR OLRM 
AYE ARH RUB A te SE Ase Fe EG AAP HOTA TR EBOIG | 
2878. #8108. 1108,1342% FUE 290,421 5 wea aA 

«E2883 7% FRE S381 > SK EE HE PAP EY 9B > AT 能 和. 

叶片 的 宽 狭 、 时 片 气孔 的 构造 和 大 小 有 关 。 
3. 播种 期 的 早晚 ESF RI JE A RR ea, 

很 有 关系 。 如 四 川 在 1954 年 棉 昨 售 大 发 生 ， 据 分 析 除 了 由 基 
1953 年 冬季 气温 较 高 外 》 另 方面 是 由 长 1954 年 大 量 引入 优良 
芒种 及 提倡 秋 植 芒 ， 这 样 就 使 春 植 蔗 的 18 OE 互相 传 布 所 - 
致 。 

A. 甘蔗 生长 和 蝙 毁 的 关系 ， 甘 态 在 生长 期 中 ，》 竺 长 旺 、 
Re TASH» SAMA So SAR; FAR BKB Bie 

AR > VA BRA MKT ER HE SH 
AIBA > RISTO > He A HE BRE 
情况 来 襄 ， 秋 植 甘 蔗 在 2 ~ 3 A> AUIS E, 
ARH ET E> DB 月 就 开始 受害 ， 而 在 新 植 甘 芒 则 多 在 了 一 - 

8 月 间 才 受 传 布 发 生 。 
(六 ) 天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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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le ened eset hada ds al 
FEPRIL. = Op KT LS SA 
REE PA IU: | 

1 十 三 星 题 Bigw 
Ay Se AC26), RA KKIO 
一 12 毫 米 ， 体 幅 10~ 112 > » 

we 是 一 种 定 球 形 的 小 甲虫 。 由 上 面 

加 26 rr 看 求 ， 身 体 几 近 圆 形 ， 背 面 膨 起 

成 件 球 状 公 体 呈 权 黄 以 至 条 褐色。 前 胸 背 的 中 央 有 一 黑 斑 ， 
PERE, TE LAS ERE Soe 3 个 是 在 翅 间 的 会 : 
Ap b> FEMA MBE A KN TRE ARE 
ie He A AE HE KE MBN SEB ZEAE 0 

ih th SANG B AGT ， 各 环节 的 背面 各 有 16 个 刺 状 突起 . 
横 列 着， 但 前 胸 的 突起 在 后 角 处 只 存 1 个 , 尾 节 没有 突起 。 体 : 
Ky GPRS Ki MF. 

5k Fae sh 4} TE BAS A we | +S Bm 
Jee RM. 、 印 度 尼 西亚 等 处 , 在 | + eH IDO 
RETA. RRA BALMS Hae ip? GD ©, 
RA EM HM RE BEE ee) & 
KATMAI 100 头 ， 幼虫 可 上 | ue | RM 
150 > Sins 1 A> we IT BRN ene 
虫 期 为 3 个 月 》 由 此 推算 ， 每 一 | Veer ieee 
头 十 三 星 断 虫 吃食 蚜 数 一 生 铭 达 ses 
31,500 (127) 。 += BR 

2. Eh RBMA. ia : 
SA (128) o KK E~ 7m “图 ?7 十 三 星际 虫 及 共 幼 

虫 吃食 昕 姬 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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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 HLM BK SABLA > See 

Pe, Ae, BaLAR 
拱 。 全 体 潜 黑色 而 有 光泽 ， 在 前 胸 背 的 两 . 
(i> AMEE TKN AS BAe 

. 中 央 部 各 有 1 KR Se 
R28 WES HERS A ETH Mes) AIS fo 

QHea TMK SHEE RAE» Rai RED 

外 ， 胸 部 及 腹部 的 各 节 背 面 均 有 2 一 4 个 刺 状 突起 ， 便 面 有 

1 个 瘤 状 突起 。 休 长、 色彩 依 各 龄 而 异 。 
这 种 丛 虫 分 布 在 日 本 、 越 南 及 我 国 广东 和 右 湾 省 ， 也 是 

甘蔗 忽 蚜 及 竹 六 是 主要 的 天 敌 。 成 虫 一 天 可 以 吃食 害虫 ?5 一 
76 头 ， 功 虫 可 吃 50 一 60 头 ， 功 虫 期 间 6 一 19 天 ， 成 虫 期 间 2 
一 3 个 月 ， 每 头 一 生 ( 功 虫 及 成 虫 ) ORME KH 4;000 一 
5,000k> HF=BAAHBAI/TO 

3. HHS BWA, MIRE. MHAKIEKEA> 

JAAR BE> MARKEE» PREMERA LAR 
ih. 

这 样 丛 虫 分 布 基 非 律 演 、 印 度 尼 西亚 及 我 国 广 东 和 任 
So Hy EM AOL RE > AN ea AD 
一 头 幼虫 平均 能 吃食 蚜虫 100 ko HHRMA MK 

Boo 
4. £0 BOWE AMIR A292) RAZR, 

ie. Bits RRKKI3~l6EK, HRM WHS 
色 而 有 光 漂 ， 翅 透明 ， 微 带 煤 色 ， 腹 部 局 奉 ， 有 黄 带 相间 ， 
BEBE. JACI > BPE RA. Se 
KICEKE A SKBRBE> Mk KH Gh 
Fi» SRASERR ANEKE HR. MHAAR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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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RMMRAM> MEMRRRIMA > 有 这 虫 发 生 在 

里 面 :一定 可 把 蚜虫 歼灭 得 很 干 香 。 它 们 捕食 的 方法 " 系 用 口 

抓 住 蚜虫 》 将 它 悬 空 举 起 ， 然 后 吸 尽 它 的 体内 物 而 拾 亨 它 ， 

再 捕食 其 他 蜂 虫 。 

这 种 丛 虫 分 布 其 印度 、 印 度 尼 西亚 、 非 律 注 、 日 本 、 症 

MRBET A. Gl. BSSBo 

5. 草 晴 蛤 简称 草 蛤 Biraie . i EB (130) o 
FEET HG ATK A Hee) AY sh 

BEF MNS) sh sees: ada 

29 食 蚜 蝇 图 30 ise 

Jze—-M BRU DRA ANA RR Ho 

成 虫 体 疾 9 SKE A> MK (BI) 12~14E Ko hE 

6 ;背面 的 中 央 有 一 大 黄 条 ， 翅 透明 ; 却 脉 大 部 分 条 和 绿色 ， 

EMR Ko MRR. ARE HWA) A. hae 

> BRAMZREE. DHKSGEK> RBA $KF10 

节 ， 每 节 两 倒 ， 都 生 有 毛 丛 。 

这 种 昆虫 ， 一 年 发 生 2 一 3 次 ， 冬 季 以 卵 越冬 ， 成 虫 中 

R6E. 7~8R9 月 三 个 时 期 发 生 ， 常 飞翔 庆 草 木 间 ， 无 给 

成 虫 、 幼 虫 》 AERA HIM > MA RADGE 力 都 很 

Ko 幼虫 在 一 代 中 能 捕食 蚜虫 20;000 多 闫 ; 成 虫 能 捕食 蚜虫 

。85 。 



40,0004 ko BARRED. FUER DGUD, JERE > TEAR 、 
国 华南 《广东 、 广 西 ) RABE 

6. hits BMA mea 

成 虫 体 长 5 一 62> MKI SKE KURA 
为 小 ， SAKE. fh BBR EeRS> SRA 
> MMAR LKRBE, AMEE > MRK 
BA. BRBE> BE. PK. See kk 
7~9EK>s BAKER KMS TABRRE> Stk 

年 微 毛 。 
这 种 昆 虫 分 布 PAE 尼 西 

亚 、 非 律 沙 及 我 国 华南 和 侣 湾 等 
处 ， 功 虫 喜欢 捕食 甘蔗 蜂 蚜 ， 改 
为 俭 虫 。5 一 6 月 间 出 现 最 多 。 幼 
Hh BEAL ATE RENT STI» HEU 
G0 > MRE hiRS 

图 31“ 邦 小 笑 WI b~ 7 Ko 
7. Jin he BRE. 袍 小 蜂 科 〈 图 31) o 

种 在 和 求 哇 地 方 ， 也 利用 以 防治 并 蚜 。 
8. 寄生 菌 “这 种 寄生 菌 在 珠江 三 Oe OCA 
LHERRS RHE E> BAH 

(七 ) 防治 方法 
1. 人 工 防治 “根据 各 芒 区 芒 农 普通 所 采用 的 是 用 人 工 

抹杀 昌 蚜 的 方法 或 是 进一步 地 应 用 人 工 沾 藉 来 进行 抹杀 ; 流 
个 方法 ， 在 劳动 力 充沛 地 区 ， 当 甘蔗 生长 还 不 十 分 高 天 的 时 
候 ， 鞠 械 供应 有 些 困 难 的 情况 下 ， 倒 是 一 个 可 行 的 泵 法 < 

采用 人 工 抹杀 ， 可 以 应 用 草根 刷 、 松 人 针 或 破 布 等 东西 》 
HEART Ao HDG MYT ABU AE} > ICED GRABER Be 

ea Rh e ® 



Fe AR AS RE TANTS. RRA, HRB. 20H 
Beste. RAIA CEA AS Re > ea He REI Ht 
失 ; 杰 抹杀 得 彻底 , 才 不 致 蔓延 为 害 。 特 别 是 在 秋 植 甘蔗 或 宿 
根 鞭 芒 ; 更 应 及 早 预 防 ) 从 有 上 发现 ， 马 上 就 抹 除 歼灭 它们 。 

FES ~ 6 APSA EY I, ERE HE iT 
检查 5 畦 畦 巡视 ， 至 少 每 隔 10 一 15 天 清 检 捕 灭 一 炊 ， 到 时 可 
FRASER EM TERI TE RAK > IRSA BARA BE 
生 ， 就 应 赶 早 把 它 捕 灭 。 

膝 用 这 法 应 注意 的 是 : (1 ) 抹 杀 时 间 以 上 午 10 时 牢 前 或 
下 午 和 时 后 为 佳 ， 因 这 时 御 蜂 较为 集中 ; (2 ) 要 留心 把 藏 在 
HE RO AALS; (3 ) 抹 杀 时 注意 不 要 伤害 姑 
PMR AMM )5 (4 ) 抹 杀 后 要 注意 有 无 害虫 跌落 
EM MARE, EASA SM EDAIM LMA 
#, 

2, “农业 技术 的 防治 “栽培 抗 病 品 种 ， 这 在 选择 优良 甘 
-“ 藤 品 种 种 植 时 ， 可 精 合 选 拌 被害 轻微 或 无 病 品种 来 栽培 。 如 

在 春 植 、 秋 植 两 种 制度 同时 井 行 的 蔗 区 ， 最 好 应 适当 安排 ， 
同一 植 期 的 要 尽量 集中 ， 千 万 勿 使 零星 小 片 的 春秋 植 藤田 
(hii) 混杂 相间 ， 这 样 就 可 以 防止 它们 的 蔓延 传 布 。 
TENTS Lh PL A a A REI ETA 

SEER > RICH RELKIM> WREK E> @ 
FTV TEM HE IRA 09 EE A AREAS > 
EERGH HS» UBBENSE. | 
HR K > EKER > MRA > Anim 

AS We NMALFEE > GREER BLE AHHH, BAS 
SMO > WSR (WR SE ABIES) ， 
勤 获 新 ， 使 甘蔗 早日 恢复 生长 ， 避 名 减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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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IPMMRARK Kee A> ALA 

EK > Abb YK> FERAA LRAMMH > FHT 

不要 把 这 些 丛 虫 一 并 和 弄 死 。 

4. 除草 防 归 ”甘蔗 炉 蚜 的 寄主 除 甘 蔗 外 ， 冬 期 还 有 在 - 

藤田 附近 的 杂 草 上 越冬 的 ， 如 四 川 代 发 现 晤 蚜 寄 生 在 茸 白 及 

基 昔 上 ， 即 芳 属 的 杂 草 也 能 寄生 景 蚜 。 因 此 就 得 在 冬季 时 将 - 

这 些 野 草 毁 死 。 

5. 莉 剂 防治 ”在 甘 芒 的 生长 已 达 相 当 高 度 时 ， 应 用 人 - 

抹杀 是 有 困难 的 ， 或 在 芒 田 昕 虹 发 生 较 多 时 ， 这 时 可 以 应 . 

plete HSA Th PLFA RMR, Hw 

BRAC AY. WARK. AH (1) AEA AAS AS 

FEA LAI Flo 

C1) 鱼 芯 肥皂 液 一 1:60 倍 液 , 它 的 制 法 可 用 鱼 芯 根 0.5 公 斤 ? 配 水 30 公 斤 ，* 

Fi HONE 2s (MEARE) o 

ise WANS AVAAK, WHBTO5SAH, SUBAIL~1.254)7, Rit 

水 18~~20 公 斤 。 浸 一 夜 后 ， 搓 揉 过 滤 ， 然 后 每 50 公 斤 烟 水 中 ， 加 大 肥皂 180 克 就 - 

人 项 用 茶 油 0.25 公 斤 ， 先 用 一 些 水 责 深 Jay De 

入 50 公斤 清水 就 可 喷射 。 

但 一 般 都 用 可 湿性 六 六 六 共 剂 来 喷射 。 用 6% 可 湿性 

六 六 六 1 公斤 ， 侣 水 250 公 斤 后 ， 用 喷 才 器 将 叶片 或 杀 灭 时 跌 

He FES AU SAAT OH EP RAHA, RAIL, RS 

agit PF > RR LEE AAA OAR 8h ie 

IF > CER ARAS SD, BU 4S: 5028 Fr REAP EY NAN AN MR » AT 

5 ANE 2100 ~ 15058 LAE ns 杀 效 力 ， 发 挥 更 大 效果 。 

混合 后 要 当天 用 完 ， 放 置 太 和 久 莉 力 会 降低 。 

根据 广东 平 远 农业 局 报告 ， 在 已 开 好 水 每 列 公 斤 的 

六 六 肥 气 液 中 如果 加 大 了 45~60 多 克 火 油 ? 则 效果 就 能 更 

¢ 3 



E> WOE SNS RAL AER FO oh I EK TD 
亡 ，3 天 后 检查 老 熟 粉 多 的 蝙 蚜 已 经 变 成 黑 粉 ，5 Kia 

枯 ， 虫 嘎 一 扫 而 光 ， 死 亡 率 达 98% 以 上 。 

Be Ei ATT ns APRN Ak BRR, 

MAE. BRE, ARE KGET. MARRS 
FF Fy FO. 32°61 MERA BIH > “EMYSEEV1:300 (AUK 
子 粉 工 公斤， 水 300 公斤 ) » B-EKa> KHHNBAR 

水 中 ， 即 可 喷射 (配制 时 不 能 过 证 )， 杀 虫 效 率 达 80% 以 上 ， 

也 值得 试用 。 

BIL. HBR BY Bh 

PERN LEE PE. REE -E SHE 
BT ae Fe BR PMA. mwavA y 蛤 总 科 -o 

LESH HSH RMSE ee. RAE 
区 省 份 ， 都 有 分 布 。 

二 、 为 害 情 况 

甘蔗 为 其 寄主 ， 但 也 害 及 甜 稚 。 常 见 於 蔗 歼 节 的 下 部 蜡 
带 上 受 其 寄生 ， 也 有 潜 集 在 叶鞘 及 什 的 周 园 ， 吸 嘎 液 ， 排 
WHAM MR BAR ATis > AAR. 

EL FRED Wh Bs He HS ae SE BRD SD ZH ae EE DT 
HHH > SABRI EAA BEN HE AE 
KBB, BABU HE RUT» (PATI ys IR 

e &9 o 



ERAS A PRES RURAL LS BIR RA EE > 3B 

An gue REL, FAA BSS S th BEEK 

三 \ 形 态 特 人 征 

(一 ) 成 皇 ” 雌 虫 体 长 狗 5 训 米 ;身体 椭圆 形 或 卵 形 而 稍 

RE BA AMR AABKHHA 9 fhe 
+ Fy BR 16 THB > HER MCTO FHA > fh 8 

“pb ? 口 哆 由 2 节 所 成 。 

(=) SB Fei > KARINE > 0. bHe 
KE A ISAAUR > ARKH Ayia. 

(=) 幼虫 Wk Ge, KAP ow 

SPH KK RAO. SEK Bum aE 2H fh - 

fA BURR FESES) > MUA Loe RR 
1 o OE REAP JE) & RT HHZE DZ SEK 

起 来 ， 可 是 触角 及 足 则 增长 不 多 ， 而 反 有 退 

化 现象 ， 因 而 在 行动 上 也 表现 出 不 基 灵 医 。 
~ 

四 、 生 活 习 性 
图 32 Fy rh 

Pe rane eer 
间隙 和 革 的 周围 (182) o YSPC IPRS By AB 
ee CEI PVT TA 9 Ye LOT ew ee DOSE 
MPR ES, ERD OG OOO REED BRAS 
ET ATO WUG > Ti HREM EERE, RE 
HS HFS YZ AE | 

cA Eh fy BE » SEB R ATR, ILICBh > Hh sh Ble 
Tilt. TEA ABLE bis Lime, Beebe 

6 90 e 



的 间隙 和 芽 的 周围 。 其 传 布 主要 的 途径 是 : (1) RANE 
PH MGs (2 ) 连 作 蔗 作 害 虫 的 遗留 或 绞 的 运 搬 ; (3) 
其 他 胡 随 风 哆 泛 或 随 水 流行 也 繁殖 不 少 。 

本 种 之 有 直 雄 虫 倒是 很 少 发 生 ， 关 套 生 殖 方面 ， 只 有 人 告 

MEHR AT RAPER Peo aer et FEIN ARA > BITE, HK 
惠 卵 ， 屎 部 分 在 母体 的 胎 内 发 育 ， 产 下 时 成 幼虫 形态 ， 产 下 
AOH20~ 20D MARIO, AERA, MHD 

- A20~30K> Rei A 1 ~ 2A , ES PRM 200K 

etic : 
MAZES AE, TM FCRRE HR. INE Ph 

Efe EH, TREN RR 

BAIR BIG A lh SE PNP A 
24 一 65 天 ， 平 均 37.4 天 ， 照 此 推算 ， 一 年 间 最 多 可 有 10 个 世 

IEF o 

E.R 

SBM hoi Tk we oe BOE PS PM oe BR 
者 〈 图 33) TOs 15h 34) ERP (ISB) 

on 

UP. 
一 人 Na 
NE 

\ | IDM « ew 

F133 BAY — 图 34 PRR Ah Aye 
e Of i 



GEMM, SALEM WH. Rh, 这 些 都 是 站 

th ZENER APY Bhy] i 
P35 Bie HU ALFIE RAR Re 

EOMWKK, EEILESAWAH> DEAD hw 
5H 

K.K BAS : 

HEOMEBELKEE EEA, AZAR. WA 

下 列 玫 方面 来 进行 : 2 
(+) 在 采 昔 时 ， 应 该 选取 健全 不 带 害虫 的 蔗 苗 。 井 在 

清水 中 泛 2 一 3 天 。 或 将 蔗 苗 旭 叶 后 用 除虫菊 肥皂 小 等 藉 剂 处 
理 后 下 种 。 

(=) 在 连年 种 芒 地 方 是 最 易 传 布 这 种 害虫 的 ， 殉 其 在 
宿根 的 芒 田 ;发 生 更 较为 严重 ; 故 应 采用 输 作 制度 》 Mek 
Rath, 严禁 施行 宿根 及 渗 作 ; 更 不 宜 在 连作 芒 地 或 宿根 芒 田 中 
选择 种 苗 。 

(=) 在 水 源 便 利 地 方 ， 芒 莹 上 如 有 此 虫 感 发 时 ， 应 支 
tH > BREE EAs AS [7K FERED DARA ATS, A 

有 发 现 害虫 时 ， 可 行 泪 杀 法 ， 或 用 手 把 害 虫 弄 死 ， 或 用 竹 刷 

刷 除 成 虫 及 幼虫 都 可 以 ， 千 万 勿 使 漏网 。 
(四 ) ， 除 间 去 枯 叶 和 检 除 枯 叶 外 ,还 应 清洁 芒 园 如 在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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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M ELL E> APE pe, EI 
BMA, VUEDRAGO, BOE B. 

(五 ) SES RAKE, MATH sh AE 

H+e i RAS 

oN 分 体 

” 甘 芒 区 马 也 名 芒 叶 其 马 。 属 人 於 续 翅 目 (或 作 总 起 目 ) 、 
RGB 

RAINE, RESBR BEA, TRERLEAM 
及 汕头 专区 一 带 ， 为 害 也 很 普 涯 但 不 其 严重 。 

甘蔗 次 马 主机 为 害 甘 芒 ， 此 外 楼 息 於 甘蔗 花 惩 中 。 
甘 芒 区 马 是 喜欢 在 甘蔗 叶 部 上 产 卵 的 ， 孵 化 为 幼虫 后 党 

成 群集 中 楼 息 在 幼 甘蔗 的 心 叶 部 内 及 在 未 展开 的 挫 叶 内 便 里 
Bo HW OS CREAN, RAMEE, 
ZRH YALA ARES, BRE Hy IK 
HRHERE SARK, GABRMAZAS, M4 BH 
a> Hi RtIC HAP RIAR, (NOTE Re BE Bt 5X 
RACMACoHERT. EMR MARE BE ok R 
PAVMEED , LAM REFSM, TAHT. SE 
FHA Ay Sets ABE > EWU CAT THEE, HES 

‘h, RKEFSSH> AHEM, WAL E, wee 
为 稀少 。 

° 03. 



HRUEKERA SASHEELEARRM. HR 
生长 是 不 良 时 ， 这 虫 的 为 害 就 会 猩 狂 ， 就 是 在 积 水 藤田 或 因 
特别 原因 致使 甘蔗 生长 受到 一 定 抑制 时 ， 或 甘蔗 的 和 植株 旺 诈 
弱 状 态 时 ， 这 虫 为 害 常 较 为 严重 。 

三 、 形 态 特 征 

而 马 是 一 种 不 完全 变态 ， 为 者 叶片 尖端 部 分 的 微小 昆 
虫 〈《 图 36) 。 

SS WSS <r 

RANA 
MAGN 

图 36 HR RIS 

(—) ”成虫 SRK, BIB E> K 1.2~-1.3 B 
米 ， 头 部 之 长 和 宽 儿 乎 是 相等 的 。 复 艰 的 后 方 有 模 条 其 前 “ 
附近 有 长 列 毛 一 对 。 冰 仅 位 亦 复 眼 的 稍 后 方 ， 平 而 有 毛 ) B 
眼 微 突 出 ， 单 眼 即 位 其 后 方 ， 与 复眼 相 接 近 。 口 器 为 鱼 吸 

Hs AAP eR AIRE PS a Pe 

了 节 而 成 ， 以 第 2 节 为 最 大 ， 第 6 节 最 长 ， 第 了 节 最 小 。 醒 

胸 发 达 ， 与 背面 近 方形 ARAN, SIRS, 后 
PEGI» BE QRKB, Shoe, HMA ER 
10~11 “5> 4 HRK, B2,. 8 HS HS AE —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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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B HRB, MEA Hp INS a ime KM K, (ike B 

io BRKEZM> ARM EW, BAK, Am BAA 2 刺 

2, ARmRAKRESE, Wi 1 一 2 节 ， 各 生 一 可 突出 之 端 

胞 。 

(=) SP A> MBH, AKA, K0.42K,8 

Fo HS HAH HA RAS . 

(=) MR PUR, BKM, SRASG> 

1 

(四 ) Wk CURR, SRA, Bir, 

AB EAA AH, 因 腹 背部 透明 ， 可 以 看 到 它 吸 食 的 芒 计 》， 

故 呈 黄色， 行动 活跃 。 

生活 习性 

全 马 是 一 种 变态 不 完 公 的 昆虫 当 卵 孵化 为 幼虫 后 ， 独 

过 2~3 次 虹 皮 就 变 为 亚 成 虫 ， 少 灾 再 变 为 成 虫 。 当 其 发 生 

> BOR RTE REDE A HU SN >. Kao, ee 

KR > 都 群集 在 心 叶 未 尽 开 展 的 部 分 活动 。 它 体 轻 而 有 

埃 膀 ， 容 易 借 凤 飞 翔 到 远 处 而 传 布 ， 因 此 ， 曹 延 为 雪 的 藤田 

MPS IZA, MB RRR HMA, AS 

HPA ils ipa » ie » MMe Al 

居中 。 | 
Hie mAh a SASZREVMRAMARKA, —MOK 

IN HES01652 SZ i> ERAN AKT ie HOY be Ue 

E> PEK IRIS > PRIS HS as HOHE AY DE BK HE, 

4 SIERRA HAD IRAE » ALP AS Fa JE IF » 

”受害 虫 的 加 害 ， 就 严重 。 

fil FGA Fe AEA UPR AER IRE PIR all FS WY 



RS, LRLGAFAME ROAR, ORR 
MET, ASA BE, WERK ERB ~ 6 AMD 
珠江 三 角 洲 则 较 迟 ， 一 般 在 6 ~ 7 AM, MAR EKA 
害 。 大 概 在 干燥 季节 的 未 期， 天气 炎热 时 ， 容 易 乘 机 证 
Bo 

A.B RAK 

Biri Saka a> atte Pit: 

(一 ) BRASASHEOUE, CREB. DH 

或 是 幼虫 等 害虫 ， 都 是 在 甘蔗 心 叶 里 面 活动 ， 工 且 常 藉 甘 

芒 生 长 不 正常 时 即 严重 为 害 ， 因 此 ， 防 治 这 虫 的 最 根本 办 法 

是 如 何 促使 甘蔗 的 生长 正 币 - 即 要 共 求 如 何 从 栽培 技 相 上 ; 赫 

” 作 太 法 上 ， 使 甘蔗 的 生长 革 旺 ， 远 速生 长 ， 心 叶 很 快 地 展 

开 ， 帮 是 防治 这 种 害虫 的 最 基本 原则 。 例 如 在 我 植 时 和 苦 合 还 

HM, RSPR, WEBI, PHI, PROS 

等 ， 工 机 注意 追 施 速 效 肥 ， 使 芒 苗 早生 快 发 ， 成 长 迅速 旺盛 

是 很 必要 的 。 如 在 有 地 下 害虫 为 害 的 蔗 区 ， 更 可 在 施肥 时 加 

人 使 甘蔗 能 够 

早期 生长 月 好 ， 即 可 减少 其 为 害 。 

(=) ETRE H> BAKTASH> WES [kere 

THK AER BEAKER DOT BRE 
E> LURKS, Rina PR, RR 
iii > WBE Bie UPB > Da Ls SCH ied AS 

> BG FLA. 
(=) ACCEL WOME, Hse ah 

PEED Mt BREA TT RAID Tn tS) mA > Be. 

#5 Ht Tet > RL HB EK BBB DY A hb ae REA Ee 

“ee OG e 

i. 地 ~ "en toe ’ 



Pe) 
ft at - 
一 

. 7k1,5004 7 ( HW A1004 7) PRR A ABBAS 

. 

受害 心 叶 内 ， 或 是 用 手 一 一 揭 开 心 叶 以 喷头 对 蕉 喷 天 心 叶 
内 ,可 收 到 防治 的 效果 ,这 法 费 劳动 力 较 多 。 FLINT AS RE AT 

用 6 3 AREA 7500S > MEYFZKIOOKA > 1AZRHHS 

250 ~ 50033» BAHE7K50A IT. | 
PSE PED TAR ITEDAD » AUT» Da Beth ASB 

ik, BAITS LMR Als DREAM a> 

FASS S10 20K BW» Se Pe HAS 930 KE 

— STARS TCHR CHK, MOH RAR EN» BH 

BE MEAWAOM MA, HOB, RIBAS 
双 剪 去 的 带 虫 叶 端 ， 应 格外 小 心包 好 ， 带 回 充 作 燃 料 ， 千 万 

勿 使 路 蓝 地 上 ， 因 为 这 样 旗 收 不 到 效果 ， 反 而 帮助 它们 传 布 
Bie = 

第 十 一 章 Re Be 

一 、 名 称 

为 害 甘 芒 的 蝗虫 ， 有 二 、 三 十 种 ， 如 只 就 蔗 蝗 属 (Hie- 
rogJyphns Kr) 方面 来 设 ， 这 一 属 在 亚 州 南部 为 害 甘 蔗 \ 水 

稻 是 很 邮 猛 的 。 在 我 国 据 观 察 购 有 下 列 4 BOK BRM 
HOR, SEAR, fT RIM SEEMS Ree 
. AMRBBK ERA, 
RAR EMA, BRE, 
SAG DE RAT IR TO. A. IC. HER 

HMSE, oy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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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RESHR,. FER. KB. MT RAFR SD 

的 叶 。 

~AFE ia wR 

ESA RRB, RACER HREM, BREED 
SE RESELL, PRRRRRWERA ® 
可 能 在 甘蔗 产 区 盛行 发 生 ， 因 它 飞 朔 力 大 ， 能 飞行 到 远方 为 
孝 ， 双 因 其 食量 很 大 ， 莽 田 如 遭 其 食 害 ， 常 使 芒 叶 只 留 叶 
脉 ， 损 害 十 分 严重 。 目 前 广东 珠江 三 角 浏 一带 虽 有 荐 星 出 
Hy ASE BS | 

RSMAS, WF, PEER 
Mie. PBR, RB P28 ary ee ee 
MAEM L} 另 一 种 方式 是 跑 食 甘蔗 的 梢 头 部 ， 首 先是 
MAM THES RAE ARAM S. eee 
Hao TRUSS aa MPAA SRR > RIT 

落 ， 芒 株 呈 现 零乱 不 坟 的 样子 。 受 害 蔗 株 ， 心 叶 被 路 食 后 ， 
形态 凋 鞭 而 毫 无 生气 ， 一 般 即 渐渐 的 于 枯 而 死 。 

=. BS TF 

芒 幅 一 生 的 过 程 中 ， 只 有 成 虫 、 饰 和 若虫 三 个 时 期 。 以 

387 KR Re 

AUS A SER > US EA REPT EB 

(一 ) 成 点 (图 37) hKEAK, HiGSHTRREA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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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R, LEMAR ARAB, thie (wt) 雌 几 42 一列 
EK, MBB. SKAALM, (KR Be 
Bo SAVRATIOT MARA ERS, 
色 ， 每 节 的 末端 黄色 ， 有 黄色 或 黑 褐色 斑 。 头 顶 突起 而 稍 价 
Sy, SHI, HRB, Ae. RMS Lb Fp 
2, PRAWN. MNHES, RAV, F3IRBGK 
> BRM, BOAR MH, BH 的 FR IL RB 
OR, MMABMABAN NEM > MAREE 力 至 青 黄 
色 ，， 肉 外 的 尾 端 很 短 ， 雄 的 旭 较 长 。 前 系 的 基部 附近 有 显 

SHARE, AMY > AWE, SPHERE, 
“后 腿 节 的 未 端 即 膝 部 的 内 侧 各 有 1 2, AS BRBE 

色 ， 基 部 有 一 黑 答 ， 其 末端 有 一 黑色 的 刺 状 物 。 肉 腹 末 端 节 

的 腹 片 有 2 条 徐 降 起 线 ， 末 端 特 别 关 ， 产 卵 管 的 齿 列 不 分 
FA, HENRI 2 列 毛 块 ， 末 节 的 第 2 一 4 节 显 著 ， 措 且 它 的 
亚 生 殖 板 作为 圆锥 形 >» KUL, BERK, KMBATS 

Hite FLSA FE ABE RITE ABU 后 足 特别 大 ， 
Ti ABR BEERS 

(二 ) SP SHG. KAW, MKS. 5K, W1.4E 

Ks BB Ho BAK, WRARRBE. K10~ 15K 

四 、 生 活 习 性 

EME AREA EAN AE, 成虫 和 幼虫 的 形态 
及 符 医 方式 无 大 差异 。 每 年 发 生 1 个 世代 ， 以 卵 块 的 状态 越 
次 ;过冬 的 卵 大 抵 到 了 虱 年 5 月 间 孵 化 成 幼虫 一 跳 映 。 幼 虫 期 

医 50~60 天 ， 历 期 经 5 ~ GRAVE CWE 1 be 1 He) 

MUZE ABER, KE 1 龄 幼虫 无 起 ， 到 2 龄 开始 只 有 起 芽 ， 以 
| FRAME HE AERA, RICKS 到 成 虫 期 就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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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ne ig 

id eg eS Fee TBC PAO RFT, RT A 

THB» B~10A MIN» SPR. BNET RT PF 

图 38 je we ( SUE ) TEZE BaP OBA ARAS 

50~100HL5R> SHIPKIVE» R-CRURGRIEE— Re, TRE AR 的 é 
NE RBM MIN, FILA A 10~ SORT. 
MARA » 2k les) sh AIBC» AMAR RE 
Ht, SEALS Bet. TSAO. BUA CIA» 可 BY 
是 还 没有 远 迁 的 习性 。 

SEE 

RAN KAS. AAMT: ae 
(一 ) StEARGS ROLLER 

的 天 敌 ， 它 们 可 以 使 芒 蝗 沾染 成 疫 。 其 中 寄生 菌 的 蝗 菌 属 在 
长 江 以 南 是 很 重要 的 ， 每 年 6 月 间 ， 蝗 晴 受 本 种 菌 寄生 时 ) 
能 将 蝗 群 很 快 地 消灭 。 aa 

(=) B48 Ea 
寄生 蜂 ， 常 寄生 於 蔗 蝗 的 卵 中 。 党 

(=) SER SEMA MAMA ED, 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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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 PRA, RNR. TEMS A AAD. 
(四 ) 线虫 (HAR) SHR, HISeR RIN 

| HR BR sh RPI 
(A) Bem 蛙 (如 金钱 蛙 为 其 大 敌 ) HEL. 

RB. USB, MERAH, 

(入 ) Ba 许多 BB, An i y aR y ey WERE BYE 

Gs cansanne sca 
% 
. 

“a 

c 

(七 ) 其 他 mMERMABR. HTB, ASRS 

AREY ABBE EMA KR 

7Ny BA ia A 法 

应 贯彻 以 “ 攻 剂 除 治 为 主 2 的 方针 发动 组 徐 群众 使 用 

厂 粉 、 搬 伍 、 辅 以 人 工 捕 打 ， 放 骗 吸 食 等 办 法 。 

(一 ) 喷 粉 或 喷 翘 液 “ 凡 在 通 野 茅 原 ， 日 光 不 能 照射 到 

”反面 而 双 是 芒 蝗 局 发 地 区 ， 是 群 不 易 活动 ， 或 在 小 面积 的 
FEA RUKH WRN RO. DARA EH. ROK BE 

| RARAMAN> 1ARNAH3I0~4D4 A CHW 2 一 

3 公斤 ) 。 喷 粉 时 间 只 要 择 无 大 风雨 的 天 气 的 任何 时 候 ， 整 

天 岂可 施行 ， 这 样 可 以 歼灭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的 跳 旺 。 

(=) 搬 伍 ” 撒 胃 毒剂 使 蝗 螃 吃 了 中 毒 而 死亡 。 毒 傅 是 

用 米糠 拌 基 作成 毒 钙 ， 它 的 配制 法 ， 可 用 丙种 2.6% 六 AK 

粉 1 份 ， 米 糠 及 清水 各 100 倍 ， 均 镁 拌和。 在 清晨 时 撒布 在 

yy eth xX, MKT PST KEM, AER, & 
重点 防 蝗 的 一 种 方法 。 

(=) 利用 土 农药 路 酒 ” 取 苦 覃 叶 3 公斤、 土 京 芥 叶 

和 樟树 叶 各 1.5 公 斤 ， 配 清水 15 公 斤 、 先 将 各 种 树叶 原 料 切 

入 后 和 和 清水， 一 同 放 大 锅 里 者 3 小 时 ， 等 到 水 孝 成 褐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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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 se semi RE: Kia ae 

_ 4. BERS Pee Bess a ER Be eO 
Br SPINK HRA OE, SRE OO ERB, BR 

Pe,» BAKKE BURKS, me 星 、 叶 a ie 象 

SE. SRE A TC UAME C1 BE A CB ae oe He Is SHE a DR 
SGD, ROLE AAT BERR i 
MH, MEM, WRARA, — fie 5h HS GAZ] 5 

«i> KAT SERIER » FELZBIZIOI% Q | 

(四 ) 人 工 捕 打 当 芒 蝗 的 幼虫 已 炎 四 散 ， FEF BR 

ey S> ww Aa IBA Tel AAT Si 22 A CHG HTK» AA 

ROR» AA LB RK, 

(A) RBA TAR. SERSKEAR TA 

/ | eS 

HK-BIRAMS HB, HULEMLMS Kh, BS - 
OEMS BRE RAR» TORI A, ARE 
KK BE. 

TE 
TBR, 捕 灭 3 龄 前 的 跳 是 是 治 蝗 的 主要 环节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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