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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竹作为笋用竹种，具有可观经济价值。近年来，随着早竹林经营年限不断增长，其病虫害发生在逐年加重，

成为影响早竹林经营的重要危害。南京高淳地区，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对早竹林生长、产笋等产生危

害。以４种不同化学药剂（噻虫啉，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氯氟氰菊酯和林得保杀虫粉剂）对早竹林进行喷洒
试验，结果表明：药剂效果以３％噻虫啉微囊悬浮剂最为显著，其中稀释２０００倍的噻虫啉效果最佳，短枝受害率控
制在３％左右；１０％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溶液剂和林得保的效果次之，短枝受害率下降近２％；１０％
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浮剂试验效果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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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ｖｉｏｌａｓｃｅｎｓ）为禾本科竹亚科
刚竹属植物，是一种优良的笋用竹种，主要分布在浙

江、安徽和江苏等地。因其具有出笋早、笋期长、产

量高、品质好、经济效益高等特点成为深受广大竹农

喜爱的笋用竹种［１］。自１９９５年从浙江引种栽培早
竹以来，通过２０ａ的发展，早竹笋产业已经成为了
南京高淳地区农业的高效产业。该地区早竹主要以

家庭式的承包户模式经营，每户承包规模在１．３３３
～２．０ｈｍ２。但是承包农户发现，随着笋用林的经营
发展年限不断增长，其病虫害发生呈现逐渐加重的

态势。随之带来的早竹笋退笋率增加、竹笋品质下

降等后果，给承包农户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因

此，对早竹林内病虫害的化学防治研究很有价值，也

可为当地农户解决虫害防治技术难题。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在南京高淳地区，早竹林发

生较严重的竹小蜂虫害。该地区危害早竹的竹小蜂

为刚竹泰广肩小蜂（Ｔｅｔｒａｍｅｓａ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ｒａｃｈｉｔｉｓＧａｈａｎ）
和竹泰广肩小蜂（ＴｅｔｒａｍｅｓａｂａｍｂｕｓａｅＰｈｉｌｉｐｓ），２者
同属膜翅目广肩小蜂科泰广肩小蜂属。高淳地区的

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幼虫自５月开始危
害竹林直至１１月下旬，危害期长达６个月。据对
２０１２年幼虫越冬基数调查，该地区早竹受这２种小
蜂的危害株率达９２％，平均短枝受害率为 ８．５％。
因受害短枝的叶片已枯黄脱落，竹林的光合作用减

少８．５％，光合物质产量也随之减少。为能有效地
防治上述２种小蜂，笔者对比了４种不同的农药，来
探究它们的防治效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对象及其生物学特性

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 １ａ发生 １
代，以蛹在虫瘿内越冬。在南京高淳地区，４月上旬
气温稳定在１５℃左右时开始羽化出瘿，成虫从圆形
羽化孔爬离虫瘿。出瘿的成虫即交尾并在当年换叶

竹新萌动小枝芽基部节间内产卵［２］。产卵部位经

过约１个月的时间逐渐膨大，形成明显可见的虫瘿，
一般每个小枝芽基部节间内有虫瘿２～４个，１虫１
瘿室；幼虫孵化后，在小枝竹腔内取食内壁组织危

害，以２年生以上的竹株受害为重。
１．２　试验材料

试验地点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地区东坝镇叔

同村。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北接溧水，东接溧

阳，西部和南部与安徽当涂、宣州和郎溪３县（市）
相毗邻，为丘陵山区，属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过度季

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均气温为 １５．９
℃，年降雨量１１５７ｍｍ，平均年日照２０９０ｈ，无霜期
２４１ｄ。平均相对湿度７９％，土壤主要为黄壤，ｐＨ为
５～７。高淳１９９５年开始从浙江德清引种栽培早竹，
目前该地区共有早竹林６６６．６６７ｈｍ２左右，主要分
布在东坝、桠溪、漆桥、付家坛林场和大荆山林场。

本次试验地为早竹林，地势平坦，面积约为 ２．３３３
ｈｍ２，经营年限为１５ａ，经过覆盖、轮休２～３次。

供试药剂为由南通成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

的１０％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溶液
剂、３％噻虫啉微囊悬浮剂、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微
囊悬浮剂和由浙江林得保森林病虫害防治有限公司

生产的林得保杀虫粉剂。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药剂配制　药剂配制的方案是依据之前室
内农药对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成虫毒力

试验这一预实验确定的。具体药剂配置方案为：

（１）１０％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溶液
剂配制成稀释倍数为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倍的溶液；
（２）３％噻虫啉微囊悬浮剂配制成稀释倍数为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倍的溶液；（３）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微
囊悬浮剂配制成稀释倍数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２５００倍的
溶液；（４）林得保杀虫粉剂直接喷治。
１．３．２　喷药试验　包含空白对照（喷水处理）在
内，该喷药试验共计１１个处理，重复３次，每个处理
设置样地 １块。共计 ３３个小区，小区随机区组
排列。

在早竹林内，运用背负式电动弥雾机进行均匀

喷药处理，喷药强度做到竹叶片表面形成雾滴，喷洒

药剂的量保持一致。

１．４　数据调查与统计分析
在处理的每个小区内随机选取３株早竹，在选

取竹株有枝条部分的上部、中部、下部各随机钩取１
盘竹枝，记录下竹枝条上的小枝总数、受害枝数和该

竹株的年份。

运用方差分析来检验各个配比度对早竹短枝受

害率影响的显著性；本试验数据分析和作图均采用

统计软件Ｒ３．１．０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喷洒４种药剂对早竹短枝受害率的影响

结合对照组，４种喷洒的药剂各个配比梯度中，
除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浮剂外，均表现出应
有药效，即能够对早竹林内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

广肩小蜂均有抑制、杀灭作用，能够降低早竹短枝受

害率。其中稀释２０００倍的３％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效果最佳，短枝受害率控制在３％左右。
　　对于１０％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可溶液剂和３％噻虫啉微囊悬浮剂来说，试验结果
表明配比度高的效果好。Ａ图反映出吡虫啉的配比
度受室内试验的影响而设置变化太小，导致这些配

比度下的并没有反映出吡虫啉配比度梯度的差异

性。Ｂ图呈现出本次试验较为理想的结果，噻虫啉
配比度梯度的设置合理，能够看出高配比度和低配

比度之间的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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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喷洒４种药剂对短枝受害率的影响

对于林得保而言，因为它为粉剂，不存在配比度的变

化，从Ｄ图中得出林得保在早竹林中防治刚竹泰广
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均有效果，短枝受害比例下

降约２％，但效果不如高配比度的噻虫啉好。那么
能够预见，它的效果可能也不如高配比度的吡虫啉

效果好。

１０％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浮剂是本次试验表
现最差的药剂。Ｃ图显示出在这样的配比度梯度
下，它的施用效果和对照差不多，甚至不如对照（最

差的稀释２５００倍液比对照高出近４％）。结果的产
生原因在于配比度设置不合理；同时药剂本身室外

试验结果，仍需作进一步的探究。

２．２　同一稀释倍数下喷洒不同种类药剂对早竹短
枝受害率的影响

　　图２中可以看出，在３种可溶药剂稀释倍数均
为２５００倍和林得保粉剂喷洒的条件下，噻虫啉的
效果最好，短枝受害比例下降近３％；林得保效果其
次，短枝受害比例下降约２％；吡虫啉施用效果略微
低于林得保；氯氟氰菊酯的效果最差，比对照组高出

近３％的比例。
考虑到药剂稀释配比度的影响，在吡虫啉、噻虫

啉高配比度条件下，其效果会大大好于林得保的喷

图２　稀释２５００倍的可溶性药剂与林得保粉剂对短枝受
害率的影响

治效果；氯氟氰菊酯仍需要调整其配比度配制，寻求

更为合适有效的喷治配比度。在上述试验条件下，４
种不同药剂的喷治效果为噻虫啉＞吡虫啉＞林得保
＞氯氟氰菊酯。
２．３　喷洒 ４种药剂对防治 ２种广肩小蜂的方差
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运用 Ｒ软件单因素方差分
析绘制出喷洒４种药剂试验的方差分析表，整合成
表１所示。
　　从表中吡虫啉、噻虫啉和林得保３种药剂的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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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０．０２７８＜０．０５，０．０４７３＜０．０５，０．０１７４＜０．０５）
可以看出，这３种药剂配比度的效应之间有显著性
差异（取显著水平 α＝０．０５），氯氟氰菊酯则没有表

现出显著性差异。这就表明，选用除氯氟氰菊酯以

外的３种药剂进行早竹林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
肩小蜂的防治措施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表１　喷洒４种不同种类的药剂试验的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Ｆ比 ｐ值

吡虫啉配比度 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６６ ４．９０４ ０．０２７８

误差 ２１４ ４．３４９ ０．０２０３２

噻虫啉配比度 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３９ ３．９７９ ０．０４７３

误差 ２１４ ４．００１ ０．０１８７０

氯氟氰菊酯配比度 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４３ ２．３６８ ０．１２５

误差 ２１３ ６．１５６ ０．０２８９０

林得保 １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９２４９ ５．８３９ ０．０１７４

误差 １０６ １．６７８９ ０．０１５８４

３　讨论
早竹到了发笋时节，会有大量的新笋出土；但并

非是全部的新笋都能生长成竹，这些不能成竹的新

笋即为退笋。往往导致退笋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根

据田间实地走访，农户们反映主要为营养不足、气候

影响、病虫害影响等［３］。就病虫害的影响而言，竹

子受到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举例说明，梁光红［４］

通过实地样本调查发现，黄甜竹枝梢害虫有竹小蜂

等共７目１６科３０种，新叶受害最重，受害竹叶多而
密厚，颜色青翠，枝叶下垂，形似生长旺盛，实则生长

受到严重影响；受害竹林轻则来年出笋减少３０％ ～
６０％，重则根本不出笋。

小蜂１ａ发生１代，以蛹在竹瘿内越冬。经过
羽化、交尾和产卵这３个主要的生活史阶段，各地有
差异［５］。而且其在竹林内的分布也是有一定规律

的。陈顺立等［６］在探究竹小蜂幼虫空间分布型时

指出竹小蜂幼虫空间分布型属于负二项分布，聚集

度各指标测定结果表明，幼虫是聚集分布，为今后林

间调查和防治提供依据。

前人也进行了大量系统细致的有关竹小蜂防治

的试验。防治方法常见的是喷洒施药和注射施药２
种。杨忠武等［７］指出，４月下旬至５月下旬，是运用
竹腔注射防治竹广肩小蜂幼虫的最佳防治时期。孙

品雷等［８］在竹腔内施用吡虫啉防治竹泰广肩小蜂

的试验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利用１０％吡虫啉５

倍液每株竹腔注射２ｍＬ防治竹泰广肩小蜂，防治效
果可达９２．７１％～９７．６％。刘国［９］在楠竹小蜂的注

射法大面积防治试验时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竹腔

注射法的防治效果要好于喷洒施药法，但朱国良

等［１０］指出，喷雾防治省工省时，比打孔注射防治幼

虫大大提高了工效。

本试验中，早竹林内的不论是老竹、新竹都不同

程度遭受到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的危

害。早竹小枝受害比例已达到８．５％。为达到有效
防治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减少其对早

竹生长的影响，减轻其对早竹林产生的危害，进而增

加竹笋产量，提高早竹园区的经济效益的目的，选用

的１０％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可溶液
剂、３％噻虫啉微囊悬浮剂和林得保杀虫粉剂均取得
了较好的防治效果。其中噻虫啉的防治效果是最显

著的，其次是吡虫啉和林得保。

从本试验中配制的药剂配比度来看，可以通过

进一步提高相应药剂的配比度来实现更优的防治效

果。与此同时，试验中也暴露出一大问题，即氯氟氰

菊酯试验效果不理想，可能是设置的配比度上有问

题，或者在室外药效容易散失。对此，需要做进一步

的探究。

除上述内容之外，依据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

广肩小蜂防治试验的结果，提出如下防治建议：

（１）结合刚竹泰广肩小蜂和竹泰广肩小蜂的生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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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活；接穗大小与砧木大小一致，嫁接后砧木和接

穗更加容易愈合；培养３０ｄ带２叶的金焰彩栾试管
芽苗接穗带叶，嫁接后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营养，提

高了成活率［７－８］。砧木的选择，同样也是影响试管

嫁接成活率的关键因素之一［９－１０］，砧木宜选择培养

３０ｄ带２叶的黄山栾树试管芽苗做砧木，嫁接后置
于生根培养基中培养，这样有利于接穗与砧木的愈

合以及营养的供应，提高成活率和萌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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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特性，做好虫情预测预报工作。定期剥查虫瘿，

根据虫态的变化，做出羽化盛期的预测［１１］。

（２）抓住每年最合适的防治时间即成虫羽化盛
期，采取药剂喷洒防治措施，每隔４～５ｄ，连续喷治
２～３次，将虫害控制在不成灾范围内。

（３）加强竹林的培育和管理，搞好林地卫生，提
高早竹林抗虫能力，降低虫害的发生［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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