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发生特点 

1 年发生世代数因地

而异。从北至南 2～7

代 ， 以 第 一 代 发 生 量

大，危害重。以蛹或老

熟幼虫在土中越冬。成

虫日伏夜出，飞翔能力

强。具有趋光性、趋化

性。卵散产于杂草、落

叶及土缝中。初孵幼虫

昼夜取食幼嫩杂草，或

观赏植物嫩叶成孔洞、

缺刻。3 龄后日伏夜出，

咬 断 幼 苗 基 部 或 扦 插

植物幼芽。老熟幼虫在

土壤中化蛹。在多雨潮

湿的年份，地势低洼及

杂 草 丛 生 的 地 块 发 生

量大，危害严重 

1 年发生 1 代。以幼虫

在田埂杂草丛及绿肥田

中表土层越冬，长江流

域 3 月初出土危害，5

月上旬进入危害盛期，

气温高于 20C 则滞育

越夏，9 月中旬开始化

蛹，10 月上中旬羽化为

成虫 

1 年发生 2～4 代。

以幼虫在麦田、菜田以

及 田 埂 、 沟 渠 等 处

10cm 左 右 土 层 中 越

冬。春季均以第一代幼

虫发生多，危害严重。

成虫趋化性弱，但喜食

洋葱花蜜，卵散产在干

草棒、根须、土块及麻

类、杂草的叶片背面 

3. 防控技术 

（1）设置灭虫灯，或糖酒醋毒液诱杀成虫。 

（2）清除苗圃杂草，减少着卵量及恶化低龄幼虫食料条件。 

（3）泡桐树叶诱集，或清晨于断苗周围人工捕杀幼虫。 

（4）在低龄幼虫期，叶面喷施 50%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或 2.5%溴氰菊

酯乳油 3000 倍液。防控 3 龄后的幼虫用青草拌 90%晶体敌百虫毒饵诱杀，或

用 50%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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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蝼蛄类 

蝼蛄，俗称土狗、地狗、拉拉蛄等，属直翅目，蝼蛄科。常见的有东方蝼

蛄 Gryllotalpa orientalis Burmeister、华北蝼蛄 G. unispina Saussure 两种。东方蝼

蛄几乎遍及全国，但以南方为多。华北蝼蛄主要分布于北方。蝼蛄食性很杂，

危害菊花、一串红、翠菊等多种花卉和草坪草。以成虫、若虫在土中危害多种

植物种子、幼根、幼苗、茎、块根，块茎，被害处呈乱麻状。此外，蝼蛄在表

土层活动时，造成纵横隧道，拱倒幼苗，使幼苗根部与土壤分离，因失水而枯

萎，造成缺苗断垄。 

1. 形态识别（表 1.3、图 1.9、图 1.10） 

表 1.3  两种蝼蛄形态特征 

种类 

虫态 
东方蝼蛄 华北蝼蛄 

成虫 

体长 30～35mm，灰褐色。全体

密被细毛。头呈圆锥形，中央有一

个凹陷明显的暗红色斑。前翅灰褐

色，较短，仅达腹部中央；后翅卷

折如尾状，超过腹部末端，腹末有

尾须 1 对。前足为开掘足，后足胫

节背面内侧有 3～4 个距 

体长 36～55mm，黄褐色。前胸背板

心形凹陷不明显。后足胫节背面内侧

仅有 1 个距，或完全消失 
 

若虫 

成熟若虫体长 24～28mm，体色

接近成虫 

体色、体形与成虫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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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东方蝼蛄成虫           图 1.10  华北蝼蛄成虫 

2. 发生特点（表 1.4） 

表 1.4  两种蝼蛄发生特点 

种类 

项目 
东方蝼蛄 华北蝼蛄 

发生特点 

南方 1 年完成 1 代，在北方 2 年完成

1 代，以成虫或 6 龄若虫越冬。越冬代

成虫 3 月下旬开始活动，4、5 月为活

动危害盛期；5 月中旬开始产卵，5 月

下旬至 6 月上旬为盛期；产卵前先在

腐殖质较多或未腐熟的厩肥土下筑土

室产卵其中，6 月中旬为盛期，10 月

下旬以后开始越冬。东方蝼蛄昼伏夜

出，具有趋光性、趋湿性和趋厩肥习

性，喜在潮湿和较黏的土中产卵。此

外，对香甜食物嗜食 

3 年完成 1 代，若虫达 13 龄，

于 11 月上旬以成虫及若虫越冬。

越冬成虫 3～4 月开始活动，6

月上旬开始产卵，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为产卵盛期 

3. 防控技术 

（1）施用厩肥、堆肥等有机肥料要充分腐熟，减少蝼蛄产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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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灯光诱杀成虫。在闷热天气或雨前的夜晚在 19:00—22:00 时开灯诱杀。 

（3）鲜草或鲜马粪诱杀。在苗床的步道上每隔 20m 左右挖一小土坑，将鲜

草、马粪放入坑内，次日清晨捕杀，或施药毒杀。 

（4）毒饵诱杀。用炒香的麦麸、豆饼等加 90%晶体敌百虫 30 倍液拌匀，于

傍晚撒施，诱杀成虫及若虫。 

（5）在蝼蛄产卵盛期，挖产卵洞（洞口下 5～10cm）捕杀卵及成虫。 

（6）灌药毒杀。在受害植株根际或苗床浇灌 50%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毒杀

成虫和若虫。 

三、金龟甲类（蛴螬类） 

金龟甲类害虫的幼虫统称蛴螬，属鞘翅目，鳃金龟科。危害园艺植物严重

的有铜绿丽金龟 Anomala corpulenta Motschulsky、黑绒鳃金龟 Serica orientalis 

Motschulsky 等。金龟甲类害虫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成虫咬食樱花、梅花、桃

花、海棠、月季、木槿、金橘、榆、刺槐、唐菖蒲、大丽花、杨、柳、柿、葡

萄、桑等植物叶片，造成不规则缺刻，严重时，食尽叶片，仅剩叶柄。或将花

瓣、雄蕊、雌蕊吃光。幼虫咬食植物根部，影响植物正常生长，甚至枯萎。 

1. 形态识别（表 1.5、图 1.11、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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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两种金龟甲形态特征 

种类 

虫态 
铜绿丽金龟 黑绒鳃金龟 

成虫 

体长 15～18mm，椭圆形，铜绿

色，有金属光泽。额及前胸背板两

侧边缘黄色。鞘翅铜绿色。虫体腹

面及足均为黄褐色 

体长 6～9mm，椭圆形，褐色、棕色

或黑褐色。密被灰褐色绒毛，略具光

泽。头部有脊皱和点刻，前胸背板宽

短，鞘翅上具纵刻点沟 9 条，密布绒

毛，呈天鹅绒状。胸、腹部密被棕褐

色长毛 

幼虫 

成熟幼虫体长 40mm 左右，头黄

褐色，胴部乳白色。臀节腹面有钩

状毛，并有排列成 2 纵列的刺状毛，

14～15 对 

成熟幼虫体长 14～16mm，头部黄褐

色，体黄白色 

 

 

 
1                2 

  
 

1                 2 

1—成虫；2—幼虫 

图 1.11  铜绿丽金龟 

1—成虫；2—幼虫 

图 1.12  黑绒鳃金龟 

 

2. 发生特点（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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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两种金龟甲发生特点 

种类 

项目 
铜绿丽金龟 黑绒鳃金龟 

发生特点 

1 年发生 1 代，以幼虫在土中越冬。

次春越冬幼虫开始活动取食，老熟幼

虫作土室化蛹。6 月中旬是成虫发生

高峰期。成虫傍晚活动，白天多栖息

于疏松、潮湿的土壤中，有假死性和

强烈的趋光性。卵散产于根系附近土

中。初孵幼虫昼夜危害植物根系，3

龄后食量大增，10 月上、中旬幼虫

开始向深土层中移动越冬 

1 年发生 1 代，主要以成虫在土

中越冬。翌年 4 月成虫出土，5～

7 月交尾产卵。8 月中旬至 9 月下

旬化蛹，蛹期 15d，羽化后不出

土即越冬。少数发育迟者以幼虫

越冬。成虫有假死性和趋光性，

飞行力强 

3. 防控技术 

（1）人工捕杀，或设置灭虫灯诱杀成虫。 

（2）深耕土壤，促进幼虫、蛹、成虫死亡。 

（3）成虫危害期喷施 90%晶体敌百虫 800 倍液，或 40%乐斯本乳油 1000

倍液杀成虫。在幼苗生长期用 90%晶体敌百虫 30 倍液拌于豆饼、油饼上，撒施

于土穴（沟）中，诱杀幼虫。是用 3%辛硫磷颗粒剂施于土中，也可用 50%辛

硫磷乳油 1000 倍液灌根杀幼虫。 

四、叩头甲类（金针虫类） 

叩头甲类害虫的幼虫统称金针虫，俗名铁丝虫。在我国危害园艺植物的主

要 有 沟 金 针 虫 Pleonomus conaliculiatus Faldemann 和 细 胸 金 针 虫 Agriotes 

fusicollis Miwa 两种。细胸金针虫分布广泛，主要是幼虫咬食园艺植物的种子和

幼芽，也能咬食幼茎，受害部分不完全被咬断，切口不整齐。幼苗长大后，便

蛀入根茎内取食，也能蛀入大粒种子及薯块内危害，被害严重时，植物逐渐枯

黄而死。 

1. 形态识别（表 1.7、图 1.13、图 1.14） 

表 1.7  两种叩头甲形态特征 

种类 沟叩头甲 细胸叩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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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态 

成虫 

体长 14～18mm，栗褐色。鞘翅

长为前胸 4～5 倍，纵列刻点不明

显。当虫体被压住时，头和前胸能

做叩头状的活动 

体长 8～9mm，暗褐色，密被灰色

短毛，有光泽。前胸背板略呈圆形，

鞘翅上有 9 条纵列刻点，足赤褐色 

续表 1.7  

种类 

虫态 
沟叩头甲 细胸叩头甲 

幼虫 

成熟幼虫体长 20～30mm，金黄

色，圆柱形，腹末二分叉；叉的内

侧各有一小齿 

成熟幼虫体长 23mm，体细长，圆筒

形，淡黄色，有光泽。前胸较中、后胸

略短，腹末圆锥形，近基部两侧各有 1

个褐色圆斑，并有 4 条褐色纵纹 

1 2 

3             

1 

2 
3  

1—雌成虫；2—雄成虫；3—幼虫             1—成虫；2—幼虫；3—幼虫腹末 

图 1.13  沟叩头甲                 图 1.14  细胸叩头甲 

2. 发生特点（表 1.8） 

表 1.8  两种叩头甲发生特点 

种类 

项目 
沟叩头甲 细胸叩头甲 

发生特点 

3 年完成 1 代，同前以幼虫和成虫

在土壤中越冬。3 月中旬至 4 月上旬

为越冬成虫出土活动高峰期。4～6

月为产卵期，卵散产于 3～7cm 表

土层。5 月上中旬为卵孵化盛期。幼

3 年左右完成 1 代。老熟幼虫

5～7 月多在 7～10cm 土层中化

蛹，6～8 月陆续羽化为成虫。据

观察，卵多产在 3～9cm 土壤深

处。卵期 15～18 天，幼虫历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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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危害至 6 月底下潜越夏，到 9 月

中下旬又上升到表土层活动，危害

秋播植物幼苗。11 月上中旬钻入深

土层越冬。第 2 年春、秋上升危害，

冬、夏季休眠，直至第 3 年 8～9 月

老熟入土化蛹。9 月成虫羽化后不出

土，到第 4 年春季出土、交配、产

卵。成虫昼伏夜出，雄虫善飞有趋

光性，雌虫只能在地面或植物幼苗

上爬行。耐旱力较强  

有较强的抗寒力，对湿度要求高，

土壤湿度大的低洼地、水浇地易

发生  

3. 防控技术 

（1）成虫盛发期，在田埂上堆青草，诱集成虫，清晨捕杀。 

（2）冬季翻地灭幼虫。 

（3）用 3%辛硫磷颗粒剂施于土中，或用 15%毒死蜱乳油兑水灌根杀灭幼虫。 

（4）毒饵诱杀。用 90%晶体敌百虫 1 份，拌和豆饼碎渣、麦麸等 16 份，制

成毒饵，用量为 15～25kg/hm²。 

五、蟋蟀类 

蟋蟀类属直翅目，蟋蟀科。以大蟋蟀 Brachytrypes portentosus Lichtensein

分布较广，危害严重。成虫和若虫均可危害多种园艺植物幼苗，是重要的苗圃

害虫。  

1. 形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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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体长 40～50mm，黄褐色或暗褐

色，头较前胸宽。前胸背板中央有 1 纵线，

其两侧各有 1 个颜色较浅的楔形斑块。后足

胫节具 2 列 4～5 个刺状突起。若虫外形与

成虫相似（图 1.15）。 

2. 发生特点 

1 年 1 代，以 3～5 龄若虫在洞内越冬。

翌年 3～4 月开始活动，6～7 月成虫盛发，9 月开始出现若虫，12 月初若虫开始

越冬。大蟋蟀为穴居昆虫，昼伏夜出，常在洞口附近觅食，除就地取食外，常

将嫩茎切断拖回洞中。通常 5～7d 才出穴 1 次，但在交尾盛期外出较频繁，晴

天闷热无风或久雨初晴的夜晚，出穴最多。此虫多发生于沙壤土，沙土，植被

稀疏或裸露、阳光充足的休闲地，荒芜地或全垦林地等，潮湿壤土或黏土很少

发生。 

3. 防控技术 

（1）毒饵诱杀。用敌百虫、辛硫磷等拌炒过的米糠、麦麸或炒后捣碎的花

生壳，或切碎的蔬菜叶，施于其洞口附近，或直接放在苗圃的株行间，诱杀成

虫或若虫。用毒饵诱杀，在播种前或者苗木出土前进行，效果较好。 

1 2 
 

1—成虫；2—若虫 

图 1.15  大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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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天寻找大蟋蟀洞穴，拨开洞口封土，用 80%敌敌畏乳油 1000 倍液或

1%灭虫灵乳油 2000～3000 倍液灌入洞内，使其爬出或死于洞中。 

六、地蛆类 

地蛆又名根蛆，是对危害园艺植物地下部分蝇类幼虫的统称。国内分布广

泛，危害严重的有种蝇 Hylemyia platura Meigen 和韭蛆 Bradysia odoriphaga Fang 

et zhang 等。种蝇属双翅目，花蝇科，分布于全

国各地，危害白菜、甘蓝、萝卜、瓜类、豆类、

葱蒜类、月季、蔷薇、玫瑰、杜鹃、仙客来、

马蹄莲等多种园艺植物。其幼虫在土中取食发

芽的种子或幼苗的根茎部，轻者缺苗断垄，重

者毁种重播。韭蛆属双翅目，蕈蚊科，全国各

地均有分布，主要危害韭菜、葱、蒜等百合科

蔬菜，也可危害青菜、芹菜、花卉和中草药材等，以韭菜受害最重。其幼虫聚

集在韭菜地下部的鳞茎和柔嫩的茎部危害。初孵幼虫先危害叶鞘基部和鳞茎的

上端。春、秋两季主要危害韭菜幼茎，使韭叶枯黄而死。夏季幼虫向下活动蛀

入鳞茎，使整个鳞茎腐烂。严重时会使大片韭菜枯死。 

 
1 1 

2  
1—成虫；2—幼虫 

图 1.16  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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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态识别（表 1.9、图 1.16） 

表 1.9  两种地蛆形态特征 

种类 

虫态 
种  蝇 韭  蛆 

成虫 

体长 4～6mm，头部银灰色，

体暗褐色，胸部背板有 3 条明显

的黑色纵纹。前翅透明，后翅退

化为平衡棒。腹部背面有 1 条纵

纹，各腹节间均有 1 黑色横纹，

全身有黑色刚毛 

雌成虫体长 2～4.5mm，体背黑褐

色，腹面暗灰黄色。头小，胸背部高

度隆起。前翅前缘脉及亚前缘脉较粗，

后翅退化为平衡棒。腹末粗大，并生

有 1 对分节的尾须。雄虫稍瘦小，腹

部细长，腹末有 1 对钳状抱握器 

幼虫 
成熟幼虫体长 7～10mm，蛆

状，腹末有 7 对肉质突起 

成熟幼虫体长 6～9mm，头部黑色，

具光泽，体白色，无足 

2. 发生特点 （表 1.10） 

表 1.10  两种地蛆发生特点 

种类 

项目 
种  蝇 韭  蛆 

发生特点 

1 年发生 2～4 代，以蛹在土中

越冬。次年 4 月羽化，成虫白天

活动，有趋粪肥习性。卵多产在

土壤中。初孵幼虫危害种子或幼

根、嫩茎，以 4～5 月危害最严

重，老熟后在土壤中化蛹 

1 年发生 3～6 代，以老熟幼虫或蛹在韭

菜鳞茎内及根际表土中越冬。成虫善爬行，

对葱蒜类及腐败物质有明显趋性。卵多堆

产于韭菜根际土壤中。幼虫孵化后即分散，

先危害韭菜地下叶鞘、嫩茎及芽，再蛀入

茎内及鳞茎下部危害。幼虫老熟后大多在

表土中化蛹 

3. 防控技术 

（1）合理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2）冬灌或春灌可消灭部分幼虫，减轻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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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虫发生期，用糖醋毒液诱杀。 

（4）及时清除受害植株，集中处理。 

（5）成虫羽化盛期，用 10%菊马乳油 3000 倍液，或 2.5%溴氰菊酯、20%

氰戊菊酯乳油 3000 倍液，或 50%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等喷雾防成虫；在幼

虫危害盛期，用 50%辛硫磷乳油 1000 倍液，或 2.5%功夫乳油 1500～2000

倍液灌根。  

小  结 

园艺植物苗期及根部病虫种类很多，常见而又危害严重的有幼苗立枯病和

猝倒病、白纹羽病、根癌病、根结线虫病；地老虎、蝼蛄、蛴螬、金针虫、大

蟋蟀、根蛆类等。常导致死苗、烂苗、缺苗断垄，植株枯萎死亡等，给园艺植

物生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防控这些病虫，应采取严格检疫，加强田间管理，

在病虫发生初期施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药剂，结合物理防控方法的绿色

防控措施。 

自测训练 

1. 园 艺 植 物 幼苗 猝 倒 病与 立 枯 病 的症 状 有 哪些异 同 ？ 应 如何 有 效 地 进



 

·25· 

行防控？  

2. 园艺植物白纹羽病的典型症状特征是什么？ 应怎样加以防控？ 

3. 根据园艺植物根癌病的发病特点，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 

4. 园艺植物根结线虫病的主要症状特征是什么？应怎样有效地进行防控？ 

5. 根据当地园艺植物苗期及根部病害的发生特点，拟订绿色防控方案。 

6. 地老虎、蝼蛄、地蛆、金针虫、蛴螬怎样危害植物？被害植物有哪些表

现？对这类害虫应怎样防控？ 

7. 根据小地老虎幼虫的危害习性，应怎样有效地进行药剂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