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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柑桔黑刺粉虱在湖南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摸清了黑刺粉虱田间消长规律，研究了黑刺粉虱生物学特性，调查

了黑刺粉虱的主要天敌种类和寄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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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ing condi tions of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in Hunan, the main variety of natural
enemy of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and parasitic condition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gularity of growth and
decline of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in field were observed in detail, and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s of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 were all studi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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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虱是柑桔产区三大主要害虫之一，各地发生

的种类有所不同，中国柑桔上发生普遍的为黑刺粉

虱（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e）和柑桔粉

虱（Dialeurodes citri Ashmead）。它们主要危害柑桔

叶片，产生黄斑，并诱发煤烟病，被害柑桔叶片、果
实表面呈黑色，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及果实美观，使

树势减弱，产量减少，果实品质、商品性降低。
2004 年以来，笔者对黑刺粉虱的发生情况进

行了研究。黑刺粉虱在我国的年发生世代数由北向

南逐渐增加，在湖北、浙江 1 年发生 4～5 代，在福

建、广东、广西可以发生 5～6 代，有世代重叠现象。
黑刺粉虱一般以 2～3 龄幼虫在叶背越冬，3 月上

旬至 4 月上旬化蛹，3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大量羽化

为成虫[1- 3]。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黑刺粉虱

在湖南省衡阳、益阳、长沙等地大量发生危害，经过

防治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到 21 世纪初以来，该虫的

危害日趋严重，在湖南省沅江、宜章、新宁、洪江及

省园艺所示范场猖獗危害，已成为影响湖南省柑桔

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未见有湖南柑桔黑

刺粉虱发生规律及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报道。为此，

笔者于 2004～2005 年在湖南省园艺研究所示范

场、沅江市团山乡对柑桔黑刺粉虱的田间消长规

律、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旨在为开展

黑刺粉虱的预测预报和有效控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田间种群动态消长规律调查
2004 ~ 2005 年在湖南省园艺研究所示范场、

沅江市团山乡各固定一个桔园，每个桔园分东、
西、南、北、中 5 个方位取样，每方位定 3 株树，每

树分上、中、下不同方位取样叶片，4 月～11 月，每

隔 10 d 取样一次，每次取样 100 片叶，于室内解剖

镜下抽样观察 10 片叶，记录黑刺粉虱虫态、数量、
天敌种类、寄生及死亡情况。越冬代调查从 12 月

至次年 3 月，每 20～30 d 系统调查一次黑刺粉虱

虫态及数量。
1.2 柑桔黑刺粉虱发育历期观察

将盆栽柑桔苗用药棉擦拭干净叶片，于成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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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黑刺粉虱在不同寄主上的成活率

表 1 2004~2005 年湖南省园艺所示范场、沅江市团山乡
柑桔黑刺粉虱田间消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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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柑桔黑刺粉虱发育历期 （d）

代 数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卵 期

19.5±1
15.6±0.2
11.4±0.4

1 龄

8.5±0.3
5.8±0.1
7．0±0.2

2 龄

5.6±0.5
6.2±0.2
6.4±0.4

3 龄

6.3±1.1
6.8±0.1
8.1±0.2

蛹 期

13.4±0.6
16.5±0.2
19.3±0.3

卵-蛹历期

53.2±1.9
50.9±0.4
52.1±0.4

表 2 2004～2005 年湖南省园艺所示范场黑刺粉虱
越冬代各虫态数比调查

时间（月-日）

01-02
01-31
02-25
03-10
04-05

总 数

490
151
393
29
283

一 龄

16.12
66.89
34.35
0.00
0.00

（%）

二 龄

82.65
26.49
53.94
58.62
10.60

三 龄

0.20
6.62
11.45
27.59
89.40

蛹

1.02
0.00
0.25
13.79
0.00

化高峰期移放在湖南省园艺研究所示范场黑刺粉

虱危害严重的柑桔园中，让黑刺粉虱在柑桔苗上产

卵（24～48 h）。共接种 4 钵，观察到有卵叶片吊牌

固定，用网笼罩住，放在柑桔园中，于自然温度条件

下，逐日观察记载黑刺粉虱的发育进度及温湿度。
1.3 柑桔黑刺粉虱在不同作物上寄生情况

调查
在盆栽温州蜜柑、冰糖柑、李、梨、葡萄 5 种作

物上接种黑刺粉虱成虫，用大网罩罩住，每种作物

4 盆，产卵后放在桔园观察记载。

2 结果与分析

2.1 田间种群消长规律调查
对湖南省园艺所示范场和沅江团山乡两桔园

黑刺粉虱消长规律的调查结果（表 1）表明，柑桔黑

刺粉虱在湖南一年发生 4 代，第一代为 4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第二代为 6 月中旬至 8 月下旬；第三代

为 8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第四代（越冬代）为 9 月

下旬以后发生，至 12 月大部分发育至二龄幼虫越

冬，同时存在 1、3 龄幼虫。

黑刺粉虱越冬虫态调查结果（表 2）显示，在湖

南的黑刺粉虱的越冬虫态并不完全停止发育，次年

4 月初，有效虫源以 3 龄幼虫为主，占 89.4%，2 龄

幼虫仅占 10.6%，到第二年 4 月中旬越冬幼虫开始

化蛹，5 月上旬羽化为成虫。第一代孵化盛期在 5

月中旬，第二代孵化盛期在 7 月中旬，第三代孵化

盛期在 8 月下旬，第四代 10 月下旬开始孵化，无明

显高峰期。观察中还发现，第一、二代虫态发生较整

齐，第三、四代有世代重叠现象。
2.2 黑刺粉虱田间天敌种类及寄生率

调查表明，桔园黑刺粉虱的捕食性天敌主要有

草蛉、瓢虫、蓟马等，它们主要捕食一龄幼虫。寄生

性天敌主要有粉虱黑小蜂 Amitus hesperidus sil－
vestri（platygasteri）和粉虱黄小蜂 Prospaltella smithi
Silvestri（Aphelinida），以粉虱黑小蜂寄生为主，寄生

于一龄幼虫和卵，均为跨期寄生，至蛹期才明显表

现出寄生症状。黑刺粉虱被寄生后继续发育至蛹

期，寄生蜂羽化为成虫从蛹壳飞出。蛹寄生率第一

代为 9.8%～76.6%，第二代为 21.4%～50.9%，第三

代为 4.0%～67.8%。捕食性天敌和寄生蜂在自然条

件下对控制黑刺粉虱的虫口密度起着重要作用。
2.3 发育历期

柑桔黑刺粉虱各世代的发育进度因当年当地

气温条件不同而有较大差异[6]。2004～2005 年观察

到的盆栽温州蜜柑上黑刺粉虱发育历期如表 3 所

示 ， 柑 桔 黑 刺 粉 虱 卵 期 为 11.4～19.5 d，1 龄 为

5.8～8.5 d，2 龄为 5.6～6.4 d，3 龄为 6.3～8.1 d，蛹

期为 13.4～19.3 d，卵 - 蛹历期为 50.9～53.2 d，并

以第一代发育历期最长，其次为第三代，以第二代

发育历期最短。

2.4 黑刺粉虱在不同寄主上的成活率
黑刺粉虱成虫在温州蜜柑、椪柑、冰糖橙、枳

壳、葡萄、梨、桃、李、草莓等作物上产卵有明显的选

择性，喜在温州蜜柑、椪柑、冰糖橙、葡萄上产卵，其

次为梨，而较少在李、草莓上产卵，在枳壳和桃上未

见产卵（在田间还是有轻危害）。
黑刺粉虱在不同寄主上的成活率如图 1 所示。

在不同作物上，黑刺粉虱孵化及幼虫的成活率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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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历期存在着明显差异。在各作物上的黑刺粉虱卵

孵化后发育至绝大多数蛹羽化的成活率，以温州蜜

柑上的最高，为 41.4%；其次为葡萄和冰糖橙上的，

分别达 25.5%和 21.1%；以李和梨上的较低，分别为

8.3%和 3.7%。

3 小结与讨论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湖南柑桔黑刺粉虱每

隔 5～10 a 就有一次爆发危害现象，一直未得到有

效控制。研究表明，柑桔黑刺粉虱在湖南一年发生

四代，4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危害。1～3 代孵化盛期

分别为 5 月中旬、7 月中旬、8 月下旬，第四代为越

冬代，10 月下旬开始孵化，无明显高峰期，各世代

的发育历期与当年气象条件有较大的相关。不同作

物上黑刺粉虱寄生成活率存在较大差异。应抓住第

一、二代的盛孵期进行化学防治，可以减少用药次

数，提高防治效果；使用高效低毒的药剂，有利于保

护天敌，控制害虫的再次爆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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