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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比较形态学方法，调查研究近年发生于山东省莱州市的一种学名未知的小麦根茎害虫，确定其学名

为白眉野草螟［Ａｇｒｉｐｈｉｌａ　ａｅｎｅｏｃｉｌｉｅｌｌａ（Ｅｖｅｒｓｍａｎｎ，１８４４）］，描述了其幼虫与成虫的形态学特征，并介绍了该害虫

在我国的发生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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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山 东 省 莱 州 市 植 物 保 护 站 发 现 一 种 新

的小麦害虫，钻蛀为害返青拔节期小麦的茎基部。３
年来，该虫在莱州市呈蔓延暴发之势，造成小麦田缺

苗断垄，严重时致使大面积毁种，对小麦生产造成很

大威胁。该害虫 在２０１３年 被 暂 定 名 为 麦 根 茎 草 螟

（Ｃｒａｍｂｕｓ　ｓｐ．）［１］。２０１３年３月在山西晋城泽州区

又发现相似的小麦害虫，发生范围 涉 及４～５个 乡，

发 生 面 积 近 千 公 顷，２０ 余 公 顷 麦 田 严 重 缺 苗

断垄［２－３］。

由于无法确认 该 类 害 虫 的 学 名 和 形 态 特 征，使

得基层植保人员难以对该害虫进 行 科 学 防 治，也 不

利于在全国小麦种植区对该害虫进行普查或防控。

基于此，中国农 业 科 学 院 植 物 保 护 研 究 所 科 研

人员在２０１３年３－５月份，赴 山 东 莱 州 与 山 西 晋 城

的小麦田，采集了大量幼虫进行实验室饲养，经过不

同温度梯度的低温处理，于７月下 旬 至８月 下 旬 期

间获得数头成虫。成虫标本送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进行鉴定。通过比 较 形 态 学 研 究，确 认 山 东 莱

州与山西 晋 城 两 地 发 生 的 小 麦 根 茎 害 虫 为 同 一 种

类，其学名为：白眉野草螟［Ａｇｒｉｐｈｉｌａ　ａｅｎｅｏｃｉｌｉｅｌｌａ
（Ｅｖｅｒｓｍａｎｎ，１８４４）］。依 现 行 分 类 系 统，该 种 隶 属

于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螟 蛾 总 科（Ｐｙｒａｌｏｉｄｅａ）草 螟

科（Ｃｒａｍｂｉｄａｅ）野草螟属（Ａｇｒｉｐｈｉｌａ）。

鉴于该种害虫 在 我 国 报 道 很 少，为 方 便 广 大 植

保人员进行辨别，在此将该种害 虫 的 分 类 学 特 征 进

行重新描述。

１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标本材料来自于山东省莱州市

（２雄１雌）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区（１雄１雌）以及

中国科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 国 家 动 物 博 物 馆 收 藏 的 标

本。研究材料使用比较 形 态 学 方 法 进 行 研 究，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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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雌雄蛾类的外部形态与外生 殖 器 结 构，参 照 文

献资料［４］最终确定该害虫的学名。研究 中 的 术 语

参照王平远［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描述

白 眉 野 草 螟［Ａｇｒｉｐｈｉｌａ　ａｅｎｅｏｃｉｌｉｅｌｌａ （Ｅｖｅｒ－
ｓｍａｎｎ，１８４４）］

曾用名：麦根茎草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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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成虫

前翅长１１～１２ｍｍ。触角深褐色，线状，雄性具

纤毛；单眼发达，具毛隆；额向前突出，覆盖黄色与白

色鳞片；下颚须浅黄色，末端膨大；下唇须前伸，外侧

散布褐色鳞片，内侧浅黄 色，长 度 约 为 头 长 的３倍；

喙卷曲成圆盘状，基部覆鳞。胸部与翅基片淡黄色。

前翅颜色土黄色至深黄色；前缘黄褐色，前缘下方与

翅中部各具一条银白 色 纵 带，亚 前 缘 纵 带（图１ａ与

ｂ中红色箭头 所 示）略 显 纤 细，有 时 不 明 显，翅 中 部

纵带（图１ａ与ｂ中黑色箭头所示）长且宽，下方边缘

常具黑点；外缘 具 一 列 黑 点；缘 毛 赭 色。后 翅 赭 色，

缘毛淡赭色。腹部淡黄色。

雄性外 生 殖 器（图１ｃ①～③）：爪 形 突 与 颚 形

突近等 长，爪 形 突 鸟 喙 状，颚 形 突 末 端 稍 膨 大，钝

圆；抱器 瓣 密 被 细 鳞 毛，端 部 斜 截，抱 器 背 基 突 相

对细长，有个体变异，末端具尖；阳端基环（图１ｃ③）

端部二叉状；阳茎（图１ｃ②）末端腹面骨化呈钩状，无
角状器。

雌性外生殖器（图１ｃ④）：肛乳突双片状，分开，

弱骨化；交配腔骨化，杯状；囊 导 管 自 交 配 腔 背 面 伸

出，导精管位于囊导管中 下 部；交 配 囊 膜 质，上 具 一

枚放射状囊片。

主要鉴别特征：前 翅 亚 前 缘 纵 带 是 本 种 区 别 于

其他近似种的主要特征。此 外，成 虫 刚 羽 化 时 黄 色

较深，后逐 渐 变 浅，颜 色 深 浅 不 能 作 为 判 别 雌 雄 的

依据。

２．１．２　幼虫（图１ｄ）

老熟幼虫体长１１ｍｍ左右，体宽２．５ｍｍ左右，

体色初孵时粉红色，随着虫龄变大逐渐变为褐色，胸
部、腹部均具毛片，上面着生１～２根刚毛，毛片褐色

至深褐色。

头部 黑褐色，额区与颊区均为黑褐色，上颚具５
枚小齿，单眼６个。

前胸 背面：前 胸 盾 片 黑 褐 色。侧 面：前 胸 气 门

前方与下方均具１枚毛片，分别着生２根刚毛。

中胸与 后 胸 背 面：左 右 两 侧 各 有２枚 毛 片，着

生２根刚毛。侧面：气门前侧毛片２根刚毛，后侧毛

片１根刚毛，下方毛片１根刚毛。

腹部 背面：左右各具３枚毛片，呈三角形排列，

分别着生１根 刚 毛，第１０节 臀 板 褐 色。侧 面：气 门

附近具１枚毛片，着生２根刚毛（第９节１根），下方

具１枚 毛 片，着 生１根 刚 毛，第１０节 肛 侧 片 着 生３
根刚毛。腹面：腹足５对，分别位于３～６节与第１０
节，趾钩双序环状，臀足趾钩双序半圆形。

２．２　发生与分布情况

本种广泛分布 于 中 欧 与 东 欧 国 家，在 欧 洲 成 虫

出现时间为每年的８－９月。亚 洲 主 要 分 布 于 中 国

北部、朝鲜半岛与日本。中 国 主 要 分 布 省 份 成 虫 出

现时间参见表１。

表１　我国各地白眉野草螟成虫发生时间（依据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馆藏标本）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ｐｈｉｌａ　ａｅｎｅｏｃｉｌｉｅｌｌａ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发生省份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发生时间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新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６月中旬至７月下旬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９月下旬

山西Ｓｈａｎｘｉ　 ９月下旬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７月中下旬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８月上中旬

陕西Ｓｈａａｎｘｉ　 ６月

甘肃 Ｇａｎｓｕ　 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８月下旬

除小麦外，白 眉 野 草 螟 还 可 取 食 野 燕 麦［１］与 无

芒雀麦［６］等禾本科植物。本种大多发生于开阔的农

田或 草 原，幼 虫 做 筒 状 巢 在 寄 主 根 部 取 食 直 至

越冬［６］。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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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年发生代数

文献记录［６］白眉野草螟每年发生１代，以 幼 虫

越冬；但依据山东省莱州市植物保 护 站 工 作 人 员 田

间观察和网室内饲养发现，在莱州市２～３月份有低

龄幼虫在田间出现；由于螟蛾总科 的 低 龄 幼 虫 很 难

通过越冬存活，所以这一现象仍需进一步研究。

图１　白眉野草螟的成虫与幼虫

Ｆｉｇ．１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ｖａ　ｏｆ　Ａｇｒｉｐｈｉｌａ　ａｅｎｅｏｃｉｌｉｅｌ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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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 服 务 中 心．山 西 晋 城 发 现 与 山 东 莱 州 相 似

害虫为害小麦［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３－２９）［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ｅｓｃ．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３＿０３＿２９／２８０９２＿

１５１７６０＿２０１３＿０３＿２９＿２８９２４７．ｈｔｍｌ）．

［３］　彭赫，张云慧，李祥 瑞，等．５种 杀 虫 剂 对 白 眉 野 草 螟 的 毒 力 测

定和田间防效［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３，３９（６）：１８４－１８７．

［４］　Ｂｌｅｓｚｙｎｓｋｉ　Ｓ．Ｃｒａｍｂｉｎａｅ［Ｍ］∥Ｒｅｉｓｓｅｒ　Ｈ　Ｇ，Ｇｒｅｇｏｒ　Ｆ．Ｍｉｃｒｏ－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ｌａｅａｒｃｔｉｃａ．Ｗｉｅｎ：Ｖｅｒｌａｇ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ｏｍｍｅ　＆ Ｃｏ．，

１９６５：２３１－２５９．

［５］　王平远．中国经济 昆 虫 志（第２１册）：鳞 翅 目：螟 蛾 科［Ｍ］．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８－２５．

［６］　Ｓｌａｍｋａ　Ｆ．Ｐｙｒａｌｏｉｄｅａ（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Ｃｒａｍｂｉｎａｅ　＆Ｓｃｈｏｅｎｏｂｉｉｎａ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ｉｂｕｔ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Ｍ］．Ｂｒａｔｉｓｌａｖａ：［ｕｎｋｎｏｗｎ　ｐｒｉｎｔ］，２００８：３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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