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绵蛤是柑桔和其他植物上的严重害虫
,

常随 自然和人为的传播而遍及全 国各柑桔主

要产区
。

该虫因寄主植物广泛
,

传播和繁破迅速
,

利用人工和化学防治
,

有时很难控制其

为害
,

利用飘虫来进行生物防治
,

则是一种效
一

果好
、

需劳力少
、

戍本低廉
、

简而易行的方

法
。

早在 3 0年前
,

我国浙江黄岩柑桔产区就戊功地利用大红瓢虫来防治吹绵蛤
,

以后在福

建福州
、

洲 化宜部
、

四川庐州尊地桔区利用大红瓢虫来防治吹绵蛤
,

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

1 9 5 7年广东从苏联 引入澳洲瓢虫防治吹绵盼
,

效果很好
,

相继在四川
、

陕西
、

贵州
、

浙江
、

湖北
、

福建等省得到广泛的应用
,

各地反映效果均佳
。

据我们观察
,

澳洲瓢虫有繁殖快
,

在重庆一年发生10 代左右
,

一生产卵量20 0粒上下
,

卵的孵化率亦比较高 ; 抗逆性强
,

在叶葫稀少的强光
、

高温下仍能活动 ; 迁飞扩散迅速
,

一般可 自行迁飞扩散 2 公里左右 ; 有 于防治吹绵价的费用近千元
,

于 19 6 2

效利用期长
,

在 日平均温度1 4o C 左右 年 5 月中旬只化几个劳力散放澳洲瓢

时
,

戌虫即可大量产卵
,

各虫态能正

常生长发育
,

在四川桔区 3一 1 1 月均

可在 田间有效地控k.j 吹绵盼的为害
;

易建立群落
,

111 间 目然过冬能力强等

优点
。

大红瓢虫体型较大
,

个体的 食

量较多
,

一年发生 4一 5 代
, 5一 9 月

为田 间的有效利月期
,

在此前后活动

减少
,

但由于产卵量和卵的孵化率以

及抗逆性均不及澳洲瓢虫
,

因此
,

群

落的建立
,

迁 飞扩散速度
,

目然过冬

能力均比澳洲瓢虫差
。

在同一果园 内

释放同样数量的两种瓢 虫
,

往往大红

瓢虫竞争不赢澳洲瓢虫
。

散放瓢虫后
,

吹绵盼虫口密度呈

直线下降
。

一般在放虫 后 1二2 月 内

便可将吹绵蛤消灭
,

如重庆北倍区
’

l::

风公社抽子园
,

于 1躺 1年 6 月上旬放

虫后
,

在 了月 }: 场便 消灭了吹绵价的

为害 ; 金堂县赵渡公社永利一队桔园

有树44 9株
, 19 6 0一 1 9 6 2年三月止

,

用

的桔 园
,

放瓢虫不得少于 土00 头左右
,

虫
,

6 月中旬消灭了吹绵蛤
,

历时 30

天左右 ; 金堂县悦来公社三星一队有

桔树 5
,

4 55 株
,

用于防治吹绵蛤的费用

更大
,

于 19 6 2年 8 月上旬放澳洲瓢虫
,

历 时仅21 天就消灭 了吹绵蛤的为害
。

这些地方利
.

用澳洲瓢虫防治吹绵妍
,

不仅费用少
,

成本低
,

而且使柑桔树

势显著恢复
,

产量大幅度的回升
。

近十

年来从未见到吹绵纷再度猖撅成灾
。

瓢虫的引种饲放和管理
:

盛虫工

具
,

一般用能透气的木盒
,

内装吹绵

娇密集的枝叶作饲料
。

把瓢虫的成虫
、

蛹
、

幼虫各虫态分开置放
,

以免在途

中自相残杀 ; 在运送途中
,

应尽量避

免高温和强光直射
,

引移饲放时间
,

浸好在 4一 6 月和 9一10 月
。

词放瓢虫

的树最好选吹绵价为害严重
、

枝叶茂

密
、

背
1

双和 比较荫蔽的树上
。

攻瓢虫

量的多少
,

视为害面积的大小和放虫

时期的早迟而定
,

一般 30 0一 6 0D 株树

利用瓢虫防治吹锦娇

且要集中释放在 4一 5 株树上
。

要放瓢虫防治的果

园
,

在放虫前一个月和放虫后吹绵螃未被消灭前均不宜喷药
,

以免杀
J

防瓢虫
。

据观察释放

瓢虫防治吹绵阶后
,

有少数地区
,

因未加强管理
,

或残存有吠绵蛤
,

致使在消 灭 后 的 第

二
、

三年
,

吹绵 价又再度猖撅成灾
。

因此
,

用瓢虫防治后
,

应定期检查
,

加强管理
,

发现

取倩
,

及时辅之以人工和化学防治
,

严重的应再度引种瓢虫
,

以巩固防治成果
。

. 、
·

提供虫源的也方
: ‘, L])l {会勺州司科所设有大红瓢虫的伺养站

。

我所保存育部分澳洲瓢虫

的虫种
。

此外各地凡是曾经弓1种瓢虫
,

特别是澳洲瓢虫的地方
,

现在吹绵纷再度猖撅的场

所
,

一般在 4 一 10 月 j匀
一

可发现有瓢虫的存在
,

可 以利用人工繁殖和扩散转移
,

以 提高利用

效率
。

(本所生物防治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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