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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探讨自然生态环境下与竹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重要生物因素，也为野生竹黄害虫或害
螨的防治提供参考，对竹黄害虫或害螨种类和发生危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共鉴定出危害竹黄的害
虫３目７科１０种，其中，鹊背筋隐翅虫（Ｏｘｙｔｅｌｕｓ　ｐｉｃｅｕｓ）、竹黄长角象（Ｃｅｄｏｃｕｓ　ｓｐ．）和腐食酪螨（Ｔｙｒｏｐｈａ－
ｇｕｓ　ｐｕｔ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ａｅ）的危害较重，竹黄长角象（Ｃｅｄｏｃｕｓ　ｓｐ．）为中国新记录种。结论：研究初步明确危害竹黄
的主要昆虫或螨类的危害特点，并分析了制约竹黄自然资源研究与开发的生物因素，探讨其相应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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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黄（Ｓｈｉｒａｉａｂａｍ　ｂｕｓｉｃｏｌａ　Ｈｅｎｎ．）是我国一种

宝贵的传统药用真菌，主要寄生在竹类植物的细嫩

枝条上，目前仍处于野生状态［１－２］。因竹黄的子座含

有重要的活性成分竹红菌素（Ｈｙｐｏｃｒｅｌｌｉｎ），在肿瘤

等疾病的光疗、光动力农药、食品添加剂、化妆品色

素、光电转换材料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和开发价值备

受关注［３－５］。目前，关于竹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理

化性质、药理和应用研究方面，而对野生竹黄与昆虫

或螨类的相互关系研究尚属空白。笔者等通过对危

害竹黄的昆 虫 或 螨 类 的 种 类 及 其 危 害 情 况 进 行 调

查，探索自然生态环境下与竹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的重要生物因素。从生态学角度阐述竹黄自然资源

分 布、贮 存 和 品 质 等 特 征，并 探 讨 相 应 生 物 防

治技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及地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以 浙 江 中 部 磐 安 县（东 经

１２０°１７′～１２０°４７′，北纬２８°４９′～２９°１９′）和南部缙云县

（东经１１９°５２′～１２０°２５′，北纬２８°２５′～２８°５７′）的野生

竹黄生长常发区为调查点，室内饲养昆虫或螨类的供

试竹黄子座及其生长部位均采自磐安和缙云。
１．２ 调查方法

采取定点调查的方法进行样本采集，调查竹黄

子座及其着生叶鞘内外侧的虫口数量，并将标本带

回室内观察（奥林巴斯体视显微镜ＳＺＸ１６－６３５６ＦＬ）
和整理鉴定［６－７］。对幼虫标本保留子座和着生叶鞘，
带回室内饲 养，持 续 观 察 至 成 虫 态，并 鉴 定 所 属 种

类。对不能鉴定的标本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

　贵州农业科学　２０１３，４１（１）：１０１～１０３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行鉴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危害野生竹黄的主要害虫种类

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观察、分类鉴定 结 果（表）
表明，危害野生竹黄的昆虫或螨类共有３目７科１０
种。其中，鞘翅目昆虫７种，鳞翅目昆虫２种，螨类

１种。调 查 还 发 现 有 一 中 国 新 纪 录 种 竹 黄 长 角 象
（Ｃｅｄｏｃｕｓ　ｓｐ．），且其对竹黄的危害较严重。
２．２ 主要害虫的危害情况

蛀食竹黄子座及其着生叶鞘的 昆 虫 中，以 鹊背

筋隐翅虫（Ｏｘｙｔｅｌｕｓ　ｐｉｃｅｕｓ）的幼虫居多（图１，Ｆ４，１９＝
１００．０３０，ｐ＜０．０００１），可以２～３头寄生在同一个子

座中。竹黄长角象（Ｃｅｄｏｃｕｓ　ｓｐ．）幼虫对竹黄的危害

也较重，竹黄长角象通常是单头寄生于子座中，也可

以和其他种类的幼虫混合发生，主要蛀食竹黄子座内

部及其着生叶鞘，取食碎屑和粪屑排到蛀孔外；待幼

虫老熟，在子座和叶鞘之间利用蛀食叶鞘碎屑和口器

分泌物在该叶鞘内筑蛹室化蛹；成虫体长６～１１ｍｍ
（不包 括 管 状 喙）。调 查 被 蛀 食 的 竹 黄 子 座 中 有

２７．２％的 样 本 有 腐 食 酪 螨（Ｔｙｒｏｐｈａｇｕｓ　ｐｕｔｒｅｓｃｅｎｔｉ－
ａｅ），并随着竹黄子座及着生叶鞘内部昆虫幼虫的排

泄物增多，螨类的数量也在增加，尤其是在多种幼虫

混合发生的子座中。危害竹黄子座及其着生叶鞘的

昆虫或螨类的数量与子座大小／重量之间存在显著线

性关系（ｙ＝０．６９４＋１．６６５ｘ，ｒ＝０．４７７，ｔ＝５．４５６，ｐ＝
０．０００＜０．０１）（图２），可用所建立的回归方程对竹黄

受昆虫或螨类的危害程度进行预测和控制。
表 危害野生竹黄的昆虫或螨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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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长角象科Ａｎｔｈｒｉｂｉｄａｅ 竹黄长角象Ｃｅｄｏｃｕｓｓｐ．（中国新纪录中）

步甲科Ｃａｒａｂｉｄａｅ 一种捷步甲Ｂａｄｉｓｔｅｒ　ｓｐ．
锯谷盗科Ｓｉｏｖａｎｉｄａｅ 尖胸谷盗Ｓｉｌｖａｎｏｐｒｕｓ　ｓｃｕｔｉｃｏｌｌｉｓ　Ｗａｌｋｅｒ

一种锯谷盗ｉｌｖａｎｏｌｏｍｕｓ　ｓｐ．
薪甲科Ｌａｔｈｒｉｄｉｉｄａｅ 光鞘薪甲亚科Ｃｏｒｔｉｃａｒｉｉｎａｅ
隐翅虫科Ｓｔａｐｈｙｌｉｎｉｄａｅ 鹊背筋隐翅虫Ｏｘｙｔｅｌｕｓ　ｐｉｃｅｕｓ　Ｌｉｎｎé

一种隐翅虫Ｃａｒｐｅｌｉｍｕｓ　ｓｐ．
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螟蛾科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粉斑螟Ｅｐｈｅｓｔｉａ　ｃａｕｔ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

印度谷螟Ｐｌｏｄｉａ　ｉｎｔｅｒｐｕｎｃｔｅｌｌａ　Ｈｕｂｎｅｒ
蜱螨目Ａｃａｒｉｎａ 粉螨科Ａｃａｒｉｄａｅ 腐食酪螨Ｔｙｒｏｐｈａｇｕｓ　ｐｕｔ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ａｅｓ　ｃｈｒａｎｋ

　注：ｙ为鹊背 筋 隐 翅 虫（ｘｙｔｅｌｕｓ　ｐｉｃｅｕｓ）的 幼 虫，ｘ为 竹 黄 长 角 象

（Ｃｅｄｏｃｕｓ　ｓｐ．）幼虫，ｍ为腐食酪螨（Ｔｙｒｏｐｈａｇｕｓ　ｐｕｔ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ａｅ），ｙ＋
ｘ＋ｍ为三者混合发生，ｚ为其他昆虫的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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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ｕｓ　ｓｐ．；ｚ，ｏｔｈｅｒ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图１ 危害竹黄子座中的昆虫或螨类的幼虫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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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中国新纪录种竹黄长角象的形态特征

竹黄长角象的形态见图３。
成虫：体 长６～１１ｍｍ（不 包 括 管 状 喙），圆 筒

状，红褐色至黑色，背面密被黄褐色和暗褐色毛，无

光泽或略有光泽；腹面被黄褐色毛，触角１１节，非膝

状，前８节红褐色，末３节膨大呈片状，黑色，紧密排

列，两性触角 均 为 锯 齿 状，前 胸 背 板 中 区 着 黄 褐 色

毛，两侧着生黑褐色条形纹；鞘翅表皮有亮黄褐色花

斑，翅基部至３／４处，两翅中部内侧翅缝延生，构成

“北”字形 斑 纹。每 鞘 翅 近 端 部１／３处 有 金 黄 色 大

斑。每鞘翅均有纵向平行线状圆形刻点。臀板有黄

褐毛覆盖，雌 虫 腹 板 有１个 明 显 黑 斑，腹 板 末 端 钝

圆，且边缘裸露、亮褐色，雄虫腹板末端边缘略尖。
幼虫：体长８～１０ｍｍ，体 肥 多 皱，背 拱 腹 凹 略

成“Ｃ”形弯曲，无足。
蛹：长椭圆 形，黄 白 色，体 长７～１１ｍｍ。头 胸

足及腹部背面均具毛突，腹末有褐色短刺１对。

图２ 竹黄子座重量与昆虫和螨类发生总数量的相互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ｅｓ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ｔｒ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ｔｅｓ　ｏｎ　ｗｉｌｄ
Ｓ．ｂａｍｂｕｓｉｃｏｌａ

·２０１·
　　　　　　　　　　　　　　　　　　　　　　　　　　　　　　　　　　　　　　　　贵 州 农 业 科 学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注：Ａ，老熟幼虫；Ｂ，蛹室；Ｃ，蛹；Ｄ，成虫。

　Ｎｏｔｅ：Ａ，ｍａｔｕｒｅ　ｌａｒｖａ；Ｂ，ｐｕｐａ　ｒｏｏｍ；Ｃ，ｐｕｐａ；Ｄ，ａｄ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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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竹黄长角象Ｃｅｄｏｃｕｓ　ｓｐ．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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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１）该研究首 次 调 查 了 危 害 野 生 竹 黄 的 昆 虫 或

螨类，初步明确了危害野生竹黄的昆虫或螨类共有

３目７科１０种（鞘翅目昆虫７种，鳞翅目昆虫２种，
螨类１种），并初步了解了其危害特点，为贵州野生

竹黄的害虫、害螨防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调查

发现的竹黄长角象，对竹黄的危害较严重。经鉴定

是一中国新记录种，其与竹黄之间关系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未知种的昆虫种类，
说明，竹黄与昆虫或螨类的相互关系还有较大的研

究空间。

２）竹黄只生长在竹头年枝条的叶鞘部位［８］，竹

的叶鞘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储存部位，头年的叶鞘中

含有丰富的能源物质供给次年新枝叶生长［３，９］。而

竹黄利用叶鞘富含的营养物质供子座形成、生长和

发育，这有可能是昆虫或螨类选择取食竹黄子座及

其着生部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危害竹黄的昆虫大多

是以幼虫蛀食危害为主，其次是螨类孳生，均会影响

到竹黄的产量与品质。这不仅限制野生竹黄生长、
发育，还 为 竹 黄 的 害 虫、害 螨 防 治 带 来 难 题。鉴 于

此，未来的研究方向如下：ａ．摸清竹黄的易感虫害或

病害的关键时期、害虫的交配习性及其在竹黄子座

及着生部位的产卵时期，以便在害虫蛀入子座之前

控制害虫种群数量；ｂ．研究和开发植物源的昆虫行

为干扰剂或趋避剂，人为调控害虫行为以错开竹黄

的易感虫期；ｃ．拓展调查范围，完善与 竹 黄 生 长、发

育密切相关的昆虫或螨类的种类及其天敌；ｄ．市场

收购的竹黄子座或多或少都会带有害虫或螨类，目

前可以利用其他天敌昆虫或病原微生物对竹黄仓储

药材进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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