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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湖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广东省森林病虫害防

治与检疫总站、湖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广东省广宁县林业局、湖南省桃江县林业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焕华、黄向东、童国建、王溪林、程月明、张贤开、练佑明、黄咏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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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脊竹蝗防治技术规程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黄脊竹蝗Ceracris kiangsu Tsai[=黄脊雷蓖蝗Rammeacris kiangsu (Tsai)〕的虫情

调查方法、预测预报方法、防治指标和防治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黄脊竹蝗的防治，也适用于青脊竹蝗(通称大青脊竹蝗亚种和青脊竹蝗指

名亚种 )C. nigribornis Walker的防治。

2 规范性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黄脊竹蝗预测预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形态 特征

3.1 成 虫

    雌虫体长31 mm-40 mm，雄虫体长29 mm-35 mm，身体主要为绿色。额顶突出如三角形。由额

顶至前胸背板中央有一显著的黄色纵纹，愈向后愈大。后足腿节黄色，间有黑色斑点，两侧有“人”字形

沟纹，排列很整齐;胫节瘦小，表面黑绿色，有棘两排，外排14个，内排15个。

3.2 卵

    长椭圆形，稍弯曲，一端稍尖，长6 mm-8 mm，宽2 mm-2. 5 mm.储黄色，有蜂巢状网纹

3.3 跳铺

    黄脊竹蝗的发育属于不完全变态，其世代仅有卵、若虫和成虫3个发育阶段，因其若虫主要靠跳跃

方式活动，称跳埔.

3.3.1  1龄跳幼

    初孵化时为浅黄色，约经4h后即变为黄、绿、黑、褐相间的杂色。头灰色，额顶突出如三角形。前胸

背板前端中线的两旁各有一个四方形黑斑，背板侧面也各有一个较小的黑斑。后胸背板两侧各有一个

大黑斑。体长9. 8 mm-10. 9 mm。触角13节~14节。前胸背板后缘不向后突出，几乎呈一直线。翅

芽不明显，仅中、后背板两侧后缘微向后突出。

3.3.2  2龄跳蜻

    体色较 1龄为黄，尤以胸部背板及腹部背板中线色最黄。体长11 mm-15 mm。触角 18节~

19节。前胸背板后缘仍不向后突出。前后翅芽向后突出较为明显，在放大镜下可隐约地看出数条翅脉。

3.3.3  3龄跳蜻

    体色大部分黑色。头、胸、腹背面中央黄色线更为鲜艳，沿此线两侧各有一黑色纵纹，此纹下面又为

黄色。体长14.9 mm-18 mm。触角21节。前胸背板后缘略向体后延伸，将中胸一部分盖住。翅芽显

而易见，前翅芽呈狭长片状，后翅芽呈三角形片状，较前翅芽为宽，翅脉较易看清，翅芽并不翻折于背面。

3.3.4  4龄跳蜻

    体色与3龄相同，体长20 mm-24 mm。触角23节。前胸背板后缘显著地向后延伸，将后胸一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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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盖住。前后翅芽翻折于背面，前翅芽位于后翅芽之内，后翅芽几乎伸至腹部第一节末端，翅脉明显

可见 。

3.3.5  5龄跳幼

    体色与4龄相同。体长20. 8 mm-30 mm。触角24节 -̂25节。前胸背板后缘极度地向后延伸，

将后胸大部分盖住，其上缘长几乎为下缘的1倍。翅芽较4龄时更大.已伸至腹部第三节末端而将听器
盖住。将羽化时，身体变为翠绿色。

虫情监 测方法

    虫情调查分为一般虫情调查和系统虫情调查，调查结果落实到林业小班。一般虫情调查着重查清

黄脊竹蝗的虫态、虫口密度、发生面积，供基层虫情调查人员使用;系统虫情调查在一般虫情调查基础上

增加卵及跳辅的发育进度，提供给中心或重点测报站(点)系统调查黄脊竹蝗使用。

4.1 一般虫悄调查

    每年进行3次，重点是卵期调查，其次是1龄跳辅和成虫扩散情况的调查。

4.1.1 卯期调查

    调查时间在当年9月至次年3月间(纬度高于250或海拔较高的竹产区可延至4月)，最佳时间在当

年9月一11月。一般发生年份只需在成虫发生区内开展产卵地调查，在发生严重的年份，成虫被迫远

距离迁飞产卵，应作大面积调查。

4.1.1.1 集中产卯地识别

    黄脊竹蝗多产卵于竹林受害程度轻微、杂草稀疏、土质松紧适度、向阳山坡的山腰、山脚和路边。林

间可根据如下特征确定集中产卵地点和范围:

    产卵期，其地上或附近有成虫迁飞、落脚、交尾;

    最末一次产卵后，地面或附近林地可见成虫尸体、头壳或腿节;

    产卵地立竹的下层枝盘竹叶被害明显，呈近似圆锥形，地面可见黑色圆形盖状物，大部分土内常有

红头豆芫著Epicauta ruficeps Illiger幼虫活动，土表上有鸟啄卵块留下的孔洞和扒动枯枝落叶的
痕迹。

    调查后，在地形图上标明产卵地的位置，在产卵地显眼处做好标记，并将结果按附录A表A. 1的要

求填写[毛竹等眉径较大的竹林林相按好(平均眉径11 cm以上，立竹数1 800株//hmz以上)、中(毛竹

平均眉径7 cm-11 cm，立竹数1 500株/hmz ̂-1 800株/hmz )、差(毛竹平均眉径7 cm以下，立竹数

150。株//hmz以下)分级;其他种类的竹竹眉径差别很大，宜另行分级。」”

4.1.1.2 调查方法

    通过目测和踏查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产卵地范围，然后根据产卵地的面积，等距离抽取5个一10个

有代表性的样点，每个样点1耐，记录挖查的卵块数及卵粒数，产卵地调查情况按附录A表A. 1的要

求填写，并用调查的数据统计产卵地的卵块及卵粒密度。

4、.2 跳蜻调查

4.1.2.I 未防治产卵地跳摘发生范围调查

    根据下列症状，经过踏查或从对面山坡目测，确定跳蛹发生区。

    立竹顶梢的叶片被危害、林冠上层呈枯黄色、与周围健康竹林的绿色差异明显;

    地面杂草、灌木叶片上面有大量跳纳粪便或低龄跳蛹。

4.1.2.2 地面跳幼密度调查

    林间调查时，先沿对角线方向进行踏查，然后在跳蛹分布地段内，采用有选择性取样方法，抽取有代

表性的样点5个一10个，调查1 .z范围内的跳菊数，将结果按附录A表A. 2的要求填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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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上 竹跳 喃调查

    在晴天上午对发生区的竹林进行调查，根据竹林的分布情况，按对角线方向踏查。选择有代表性的

线路，每隔30m左右调查1株样株，每林业小班竹林调查样株不少于30株，样株要求包括不同眉径的

立竹。采用摇动竹杆的方法，记录每株竹子上惊落的跳蜻数量，将结果按附录A表A. 3的要求填写。

如发现某片竹林虫口密度分布很不均匀，则应根据虫口密度大小分块调查，摸清分布范围及虫口密度。

4.1.2.4 已防治的产卵地跳的发生范围调查

    在施药后至3龄跳蛹时进行调查，未发现跳蜻可视为防治效果好。防治效果不佳时，跳辅发生面积

调查可根据危害状况或按一般产卵地面积的3倍记人跳辅调查表中。

4.1.3 成 虫迁飞调查

    在成虫迁飞期，对发生区周围竹林进行观察，迁人的黄脊竹蝗按上竹跳辅的虫情调查方法抽样调

查，记录迁人的黄脊竹蝗的分布面积及虫口密度，将调查结果按附录A表A. 3的要求填写。

4.1.4 危害程度调查

    在4-5龄跳蛹及成虫期进行调查，根据竹叶被取食程度确定危害程度。

    轻度:竹叶被食1/3以下，远看竹林略变色，记为“+”;

    中度:竹叶被食1/3̂ 2/3，远看竹林呈枯黄色，记为“+十”:

    重度:竹叶被食2/3以上，远看竹林呈火烧状，记为“+++”。

    将调查结果按附录A表A.3的要求填写。

4.1.5 调查资料的汇总

    每次虫情调查结束后，对产卵地、低龄跳辅地面虫情、跳辅上竹后虫情调查情况及时进行汇总，根据

附录A表A. 1或表A.2汇总，按表A. 4的委求填写;根据表A. 3汇总，按表A.5的要求填写，并附上

虫情分布图和文字说明材料于汇总后5d内通过互联网上报各级主管部门，同时发布虫情预报。

    面积的统计标准:竹林面积按二类资源调查资料的林业小班面积统计，发生面积以轻度发生为统计

起点，但在已防治区中，卵、跳蛹上竹前调查的有虫面积，不作为发生面积统计。

4.2 系统虫情调查

4.2.1 标 准地设里

    在黄脊竹蝗常发区，选择地形、坡向、林相不同，有代表性的林分，每种类型按五点法设立3个~

5个固定标准地，如标准地当年无虫，可在有虫林地设临时性标准地进行调查，每个标准地面积不小于

1 000 m2。

4.2.2 卵期调查

4.2.2.1 卵块和卵粒密度调查

    每年3月上旬，在每个标准地上，按五点法设5个~10个样点，每个样点挖查1 .z，将结果填人表

A. to

4.2.2.2 卵孵化进度调查

    在进行卵块密度调查时，在每个标准地随机抽取10块卵块，统计死卵粒数、活卵粒数和总卵粒数。

在室内将活卵用容器装好，上面覆上一层细土，罩上纱布保湿。在将进人初孵期时，每隔1 d̂ -2 d检查

1次孵化情况，直至卵全部孵化为止，将检查统计结果按附录A表A.6的要求填写。

4.2.2.3 卵发育进度调查

    在卵孵化(以历年最早孵化的日期为参照)前15 d，从卵密度调查的卵块中，抽取20块~30块完整

的卵块，放于底部可漏水的容器中，覆上细土，置于室外蔽荫处，每隔2d-3d从中随机取2块~3块卵

块，剥出卵粒观察发育情况 卵开始发育时，进行第一次发育进度观察，直至卵孵化完。将调查结果按

附录A表A.7的要求填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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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跳蜿期调查

4. 2. 3. 1 跳蜿期密度调查

    根据室内外卵的发育进度，在1龄跳蛹盛发期和跳蛹上竹后，分别按一般虫情调查方法，在标准地

上调查虫口密度，将调查结果填入附录A表A. 2或表A.3

4.2.3.2 跳嫡发育进度调查

    在各龄跳蛹发生高峰期前1周，每隔2d--3d，在标准地上，根据不同坡位和坡向选择10处以上不

同地点，用摇竹杆结合网捕方法捕捉跳蛹 5头一10。头，分别计算各龄跳蜿数量，将调查结果按附录A

表A. 8的要求填写。部分省份黄脊竹蝗各龄跳辅平均发育历期如附录B的B.1.

4.2.4 成虫期调查

    在成虫羽化始盛期前1周，在标准地附近，每隔3d-4d，用摇竹杆结合网捕的方法，随机捕捉跳蛹

和成虫50头~100头，将结果填人附录A表A. 8.

    成虫迁飞与产卵地调查与一般虫情调查方法相同。

4.2.5 资料的汇总

    根据附录A表A.6、表A.7、表A.8调查结果，按表A.9的要求汇总。

    根据附录A表A.1、表A. 2、表A.3、表A.6调查结果，按表A. 10的要求汇总

    在各虫态调查结束后5d内，将调查结果通过互联网上报至各级主管部门，年底报告全年工作总结

和汇总表

5 预测预报

5.1 发生期预测

5.1.1 卵孵化期的预测

    对卵孵化期可进行定量和定性预测，但在所预测的孵化期前夕，如遇高温、降水少的天气，有可能提

前若干天孵化，反之则可能推迟若干天孵化。

5.1.1.1 多因子相关回归预测

    采用预测模型Y=113.03-6.41X，一。039X,，可定量预测卵孵化期。该模型以当地历年卵孵化

最早的日期为参照日期(取值0)，其前3个月的月平均气温X，和月平均降水量X:为自变量，孵化日减

去参照日期Y为因变量 各地应根据当地气象站与预测点气温、降水量的差异进行校正。

5.1.1.2 物候期预测

    各地可根据当地物候变化的规律，选择林间的乔木或灌木，其开花的始盛期、高峰期、盛末期与黄脊

竹蝗卵孵化的始盛期、高峰期、盛末期比较接近 定性预测卵孵化期。本方法也可用于预测黄脊竹蝗 3

龄跳蛹、成虫羽化、产卵等关键发育阶段的始盛期、高峰期、盛末期。

5.1.1.3 卵发育进度预测

    各地可根据胚胎发育的进度，定性预测卵孵化期。将卵胚胎发育分为5个阶段(如附录B的B.2),

其主要阶段及特征是:若虫形成初期(距出土时间约27 d-31 d)，从卵壳上可看到胚体上的复眼点;中

期(距出土时间约15d--19 d)，胚体复眼扩大，并出现3个复眼及3对足，前胸背板亦明显可见;末期(距

出土时间约3 d-4 d)，胚体从前胸背板及后胸背板上可看到4块明显的褐色斑。

5.1.2 虫态发生期预测

5.1.2.1 历期法预测

某虫态出现(或盛期)的日期F，其计算见式(ll,

                                        F一 H, -r (X，十 S)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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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

    H— 一起始虫态实际出现(或盛期旧 期;

    戈-— 历年平均期距值;

    5一一平均期距值的标准差

    当预测期月平均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温度高时，5、取负值，反之取正值。部分省份各龄跳蛹平均

发育历期见附录B的B. 1

5.1.2.2 发育进度预测

    根据对各虫态发育进度的系统调查结果，将发育虫态由低龄向高龄累加，当累加百分率分别达到

16%,50%,84%以上时，即为此虫态(虫龄)的始盛期、高峰期、盛末期，加上当地历年各虫态(龄)的平均

历期，推算各虫态(龄)的发生期(见附录B的B. 2发育进度计算方法)

5.2 发生f预测

5.2.1 有效基数预测

    各地可根据各虫态调查的虫口基数，参照各虫态(龄)存活率(如附录B的B. 3 )，预测以后各虫态的

发生量。使用此方法宜考虑不同年份、不同地点存活率的差异以及天敌的影响

5.2.2 相关预测法

    各地可通过调查观察，根据产卵地面积与跳蛹上竹后发生面积的相关关系，或成虫发生面积与产卵

地面积的相关关系，建立回归预测式(如附录B的B. 4 )，进行发生数量预测。

5.3 危害程度预测

    可采用如下两种经验预测法进行预测:

    a) 按同一林分产卵地面积和竹林面积之比来预测危害程度(参照附录B的B. 4 )，大于1:50将

        会造成中等危害，大于I，30，将会造成严重灾害。

    b) 按虫口密度预测危害程度(参照附录B的B. 5 )，在中等毛竹林中，3龄-5龄跳蜿及成虫的虫

        G密度平均达到10̂ 50,51̂-80,81头/株以上，将分别造成轻度、中度、严重危害

6 防治原则与要求

6. 1 防治原则

    黄脊竹蝗的防治应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方针，以无公害防治为目标，创

造适合竹林生长而不适合黄脊竹蝗种群发生和危害的环境。当虫口密度接近或达到防治指标时，应采

取措施进行防治，持续控制黄脊竹蝗的发生和危害。

6.2 防治要求

    在时间上.除早、治小。准确预测孵化期，查清1龄跳蛹虫源地，及时除治。

    在药物的选用上，宜选取高效、低毒、环保的药剂，不同类别的药剂交替使用，尽可能降低黄脊竹蝗

的抗药性 可选用昆虫生长调节剂类的灭幼脉3号、苯基毗哇类的锐劲特、杂环类的毗虫琳(又名康复

多、大功臣)、阿维菌素等杀虫剂。

    在具体措施上.可采用灭幼脉 3号等药剂把黄脊竹蝗控制在产卵地周围;及时查漏补缺，密切注意

新迁人的黄脊竹蝗;在局部虫口密度高的竹林，可采用竹腔注药、烟雾载药等方法防治。

7 防治指标

    根据黄脊竹蝗的食叶量、竹林叶面积、竹林受害后对新生竹和竹材的影响以及防治成本，确定虫口

密度、失叶率两个指标供选用

7. 1 虫口密度指标

    以中等林相的毛竹林中黄脊竹蝗轻度发生的虫厂了密度(40附录B的BS)为基准，确定防治指标为:

卵6粒/m',3龄一5龄跳蛹及成虫1.2头/ms(二10头/株)。其他竹种可参照中等毛竹林的防治指标。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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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失叶率指标

    在1龄跳蛹期失叶率达到10%，或预测到成虫期竹林失叶率可能达到33%e

防治技术

  81 卵的防治

      对产卵地作出标志，绘出标记图。在次年3月底前，结合竹林垦土抚育或挖冬笋等，挖出卵块集中

  处理。在黄脊竹蝗常发区，有条件的地方可套种少量的泡桐Pa ulownia fortunei (Seem. ) Hemsl，保护
  和利用红头芫著心icauta ruliceps Illiger.
  8.2 跳蜿的防治

  8.2. 1 应用灭幼服3号防治

  8.2, 1. 1 防治时间

      最佳的防治时间是在1龄跳蜿期进行防治。

  8.2. 1.2 用药f

      25%灭幼脉 3号胶悬剂，有效成分75 ml,/hm2_100 mL/hm'，加清水稀释至15 kg-75 kgo

      25%灭幼脉 3号粉剂，有效成分75 g/hm' - 100 g/hm'，加人填充剂(如滑石粉)15 kg/hma,混合

  均匀 。

    16%灭幼脉3号增效型粉剂，有效成分50 g/hm'-75 g/hm',配药方法同25%灭幼W 3号粉剂

8.2. 1. 3 施药方法

      采用多用机动植保机进行喷雾或喷粉，可根据喷药量的大小适当调节步行速度。喷雾时，应掌握天

气变化情况，按顺风方向喷药(风速超过3 m/s停止作业)，选择有利的地形方位，将药液(粉)向上喷施

到顶梢〔因跳辅孵化后很快就能上竹到顶梢取食嫩叶)。喷粉宜在叶面露水未干的早上或雨后进行。采

用烟雾机施放烟雾剂时，要求风速在1. 5 m/s以下，时间宜在清晨(自山谷向山脊放烟)或傍晚(自山脊

向山谷放烟);无风阴天，整日可以作业，此时气压较低，烟雾能滞留住

8.2.2 其他化学防治

8.2.2. 1 喷雾防治

    使用毗虫琳(可湿性粉剂、乳剂)的用药量为有效成分7. 5 g/hm'--15.0 g/hm'，使用锐劲特乳剂的

用药量为有效成分1 g/hmz，加清水稀释至15 kg-75 kg喷雾。喷药方法同8.2.1.3的方法。

    如果发生面积集中成片，在500 hm 以̀上，可采用飞机喷洒 7%锐劲特乳剂，用药量为有效成分

1. 5 g/hm'作业时，要求飞行高度不高于林冠50 m，相对湿度在60 以上，最大风速不超过5 m/s，最

适喷药气温在240C ̂-300C，当气温超过35℃时，或雨天时应暂停作业。

8,2.2.2 竹腔注药

    当跳辅上竹后，可采取竹腔注药方法防治。在基部第 1节或第2节处，用手摇钻或马钉或专用打孔

机钻孔，用注射器直接吸取5%毗虫琳乳油，按小径竹((7 cm以下)、中径竹((7 cm -11 cm)、大径竹

(11 cm以上)每株分别注药1 ml,-2 mL,2 m工_̂-3 mL,3 ml.-4 mL到竹腔，然后用粘土塞孔

    若在产卵区内防治初孵跳辅，每根竹都注药。若是3龄以上跳蛹或成虫，可选取5%-20%嫩梢较

多的立竹注药。竹腔注射对竹材有不利影响，应控制在小面积或留用母竹上使用。

8.2.2.3 施放烟雾荆

    对于上竹危害的跳蛹，可1%阿维菌素油剂，用药量为300 m工/hm̀  ̂-450 mL/hm'，与柴油按1:
(15-20)的比例配制成油烟剂，借助烟雾机施放。

8.2. 3 人工(物理)防治

    在丛生竹林中，在大多数跳蛹出土但又未上竹前，于清晨露水未于时，手持竹扫把于小竹、杂草或灌

木上扑打跳蛹:如果跳蛹已上竹，在产卵地附近，可人工拉塑料薄膜承接，突然用力猛摇竹杆，将跳蛹振

落，然后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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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成虫的防治

    药剂和方法同8. 2. 2. 1, 8. 2. 2. 2和8. 2, 2. 3，但药剂剂量应取上限。

    此外，也可在尿液中添加杀虫剂(尿液 :杀虫双=19，1)，装人竹槽或浸润稻草，将其布设于林间，

诱杀成虫 。

    如果黄脊竹蝗危害的竹林是用于培育食用竹笋，应采用灭幼脉3号、毗虫琳、锐劲特防治。若使用

其他农药，药后采集的竹笋，应进行农药残留量检测.确定是否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要求。
8.4 防治效果评价

8.4. 1 评价指标

    可采用校正死亡率或校正虫口减退率评价防治效果。因高龄跳辅和成虫移动性较大，有条件的地

方宜采用校正死亡率评价。

8.4.1. 1 校正死亡率

    在防治区内套笼(选用100目绿色纱网，做成直径20 cm、长45 cm的圆筒形纱笼，两头各缝接长

20 cm纱布供捆扎)，每笼投放跳辅或成虫10头一20头，每处理或林业小班挂3笼以上，同时设不喷药

的处理为对照。防治后，用笼内跳蛹的校正死亡率作为该防治区的防治效果。校正死亡率的计算见

式 (2):

        校正死亡率(%)=「(防治区死亡率一对照区死亡率))/(1一对照区死亡率)]X100%

                                                                        “‘’‘”··⋯(2)
8. 4. 1. 2 校正虫口减退率

    选择防治区虫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检查和比较防治前、防治后的虫口密度，计算出校正虫口减退率。
虫口密度的统计一般以单位面积(或单株)跳蜻的数量来表示。校正虫口减退率的计算见式((3)e

                校正曳口减退率(%)=〔(防治区虫口减退率一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一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X 100% ········一 (3)

8.4.2 效果评价时间

    根据防治方法确定防治效果检查的时间，常规化学农药为施药后48 h;灭幼脉3号等昆虫生长调节

剂一般为施药后10 d-15 d，若采用校正虫口减退率评价防治效果，为了准确评价防治效果，防止因检

查时间太长，跳妨或成虫扩散转移影响效果评价，一般喷药后第3d开始，每隔3d观察记录变化情况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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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 附录)

黄脊竹蝗虫情调查及发育情况表

地点:

竹林面积(h耐 )

表A. 1 黄脊竹蝗产卵地调查表

林木组成: 林相(好、中、差):

有虫面积(hm' )

样地号 小班/林班 面积/hm' 卵块密度/(块/m，) 卵粒数/(粒/块) 备 注

1

10

合 计

平 均

调查员 : 日期

表A. 2 黄脊竹蝗跳蜻期地面密度调查表

地点 :

竹林面积(h-'):

林木组成 :

有虫面积(hm'):

林相(好、中 、差)

样地号 小班/林班
样地代表的寄

主面积/hm'

虫口密度/(头/m')
冲 艳 月 .不口 甘翻

计 1龄 2龄 3龄

少c 二旧 三J比

1 }

        「 : . 了 ， . 一: -

    } 一
合 计

平 均

调查员 : 日期

表A. 3 黄脊竹蝗上竹后虫情调查表

地点 :

代表面积(hm' )

竹林面积(hm')

虫态 :

林相(好、中、差)

有虫株率(%):

样株号 样株眉径/cm 虫口密度/(头2株) 新发生(扩散) 发生程度

1

                                              . 一 卜 匕

30

平 均

调查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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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4 黄脊竹蝗卵、跳嫡地面虫情汇总表

汇总单位

地名
竹林 面积/

    hm}

调查代表面积厂

      hm'

标准地块数/

    块

  虫 口密度/

[块(或头)/m}]
发生程度

    _ : -

合 计

汇总人 日期

表A. 5 黄脊竹蝗上竹后虫情汇总表

汇总单位 虫态 面积单 位:hm'

地名
竹林

面积

实际调查

分 布面积
低虫 口

面积

累计发生面积

计 轻度 中度一}，度 新发生(扩散)面积标准

地/块

代表

面积 计 轻度一中度一重度

  - 一 ， _
    一「 . 1 代

合计 一 一
汇总人 : 日期

表A.6 黄脊竹蝗卵孵化情况调查表

地点 :

卵块数(块):

孵 化始盛期 :

卵粒数(粒)

孵 化高峰期

标 准地 号:

死亡率(%)

孵 化盛末期:

日 期
孵化卵粒数/

      粒

死亡卵粒数/粒

计 天敌捕食 昆虫寄生 微生物寄生 其他

                                                                              { {

                                                                                            :

                          「 二 「 . 气

                                                              : 「 :

调查员 : 日期 :

表A. 7 黄脊竹蝗卵发育进度调查表

地点 :

调查

日期

调查

卵块/

  块

总 卵

粒数/

  粒

死 亡

卵粒/

  粒

各级

活卵/

  粒

0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数量/

  粒

占活卵

比例/

  (%)

数量/

  粒

占活 卵

比例/

(%)

数量 /

  粒

占活卵

比例/

(%)

数量/

  粒

占活卵

比例/

(%)

数量 /

  粒

占活卵

比例/

  (%)

数量 /

  粒

占活hp

比例/

(%)

          仁 一 ; ’ : ; ! - - - -

卵死亡率(%) 调查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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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林班 :

表 A. 8 黄脊竹蝗跳蛹(成虫)发育进度调查表

                                地名 :

调查

日期

调查虫数/

    头

1龄 z龄 3龄 4龄 5龄 成虫

数量/

  头

占总虫数

  比例/

  (%)

数量 /

  头

占总虫数

  比例/

  (%)

数量/

  头

占总虫数

  比例/

  (%)

数量/

  头

占总虫数

  比例/

  (%)

数量/

  头

占总虫数

  比例/

  (%)

数量/

  头

占总虫数

  比例/

  (%)

  - - 一 _- 一 _ ; _

调杳 员 日期

表 A. 9 黄脊竹蝗发生期年终汇 总表

汇总单位

虫态 始见期(月一日) 始盛期(月一日) 高峰期(月一日) 盛末期(月 日) 备 注

卵

孵化

3龄跳辅

成虫

汇总人: 日期

表 A. 10 黄脊竹蝗发生f年终 汇总表

汇总单位

项 目
标准地 号

备 注
四 五

0目

产op地面积/hm'

卵块数八块/m})

卵 粒数/(粒/m} )

死亡率/(%)

其中寄生率//(肠

跳蛹

上竹前
有虫面积/hmZ

虫数/(头/ml)

上竹后
发生 面积/hm'

虫数/(头/株)

成一
发生面积/hm'

虫数/(头/株)

汇总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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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黄脊竹蝗发 育及发生分级指标

B.1 部分省份黄脊竹蝗各龄跳蜻平均发育历期

    由于各地的黄脊竹蝗相对固定危害某些竹种，各龄跳蛹平均发育历期已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列于
表 B.1。

                          表 B.1 部分省份黄 脊竹蝗各龄跳蜻平均发育历期 单位为天

省份 1龄 2龄 3龄 4龄 5龄

广东 9 9 l4 8 7

湖南 14‘4 g 9 9.6 10 11

江西 14 9 8 8 10

四川 13 9 l0 11 13

B.2 黄脊竹蝗发 育进度计算方法

江西省对黄脊竹蝗胚胎发育分级如表B.2

                          表B.2 黄脊竹蝗胚胎发育分级表

歹日级 胚胎发育特征
�{

距孵化期 天数

0 卵壳淡黄，无任何外观特征 不能确定 不能确 定

] 从卵壳上可看到胚体上的复眼点 7 5 27~31

2 胚体复眼明显可见，触角基部出现深暗色素 4.5 20~23

3
胚体复眼扩大，并出现三个复眼及三对足，前胸背板

亦 明显 可见
9.5 15~ 19

4 卵壳淡红色，胚体复节清晰可见 4 7~ 8

5
胚体从前胸背板及后胸背板上可看到四块明显的褐

色斑
3.5 3~ 4

  在此基础上，采用式(B.1)预测虫态(虫龄)始盛(高峰、盛末)期:

虫态(虫龄)始盛(高峰、盛末)期一调查日期+调查日虫态(龄)始盛(高峰、盛末)期平均历期/

                                2+调查虫态(龄)之后各虫态平均历期之和。

例:江西省5月2日对300粒卵发育进度考察，各级卵粒数和百分率如表B.3。

                                        夫 B 3 卵分盲讲 磨

卵发育 级 O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卵粒数/粒 45 gO 105 36 24 0

百分率/(肠) l5 30 35 12 8

    对以上数字分析，从四级卵的百分率累加至三级卵已达20%，累加至二级卵达55%，累加至一级卵

达85%，因此三级卵是构成虫卵孵化始盛期的主要虫源，二级卵是高峰期的主要虫源，一级卵是盛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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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虫源 。

    卵孵化高峰期二5月2日+4.5/2-1-(9.5+4千3.5)=5月21日，其他虫态(虫龄)始盛(高峰、盛来)

期类 推

B. 3 江西省黄脊竹蝗各虫态(龄)存活率

表 B. 4 黄脊竹蝗各虫态(龄)存活率

虫 态 0日

跳 蛹

    成虫

I龄 2龄 3龄 4龄 5龄

存活率尹}%1
一

一 88. 22 73. 29

                  一

84. 89       }96. 95 95.54 89. 44

累计存活率(%){
{

l

一
一 ~

一

      46.58 45.17 43. 15 38.6

B. 4 湖南省预 测黄脊竹蝗发生面积的模型

    湖南省根据统计分析，建立了产卵地面积X和3-4龄跳蛹面积Y、成虫发生面积Z、成虫危害面积

T预测模型如下:

    3-4龄跳蛹发生面积预测模型:Y二一1. 029412+25. 588235X

    成虫发生面积预测模型:Z二一0. 147059+37. 941175X或Z二1.524330-1.412202Y

    产卵地面积预测模型:X=20. 50286十。，14402 T

    在没有实际调查资料的情况下，可采用以下比例进行预测，产卵地面积 ，3-4龄跳蛹面积=

1‘25;产卵地面积 :成虫发生面积一1:40;3--4龄跳蛹面积:成虫面积=1 : 1. 5;成虫危害面积预测

产卵地 面积可采用 70，to

B.5 黄脊竹蝗在毛竹林发生程度分级表

不同虫态、虫龄、密度的黄脊竹蝗对不同的毛竹林相危害，其后果差异很大，分类如表B.5

                        表 B. 5 黄脊竹蝗在毛竹林发生程度分级表 单位为头/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