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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白蛾的分类地位
•纲  昆虫纲(Insecta)             目  鳞翅目 Lepidoptera
•科  灯蛾科 Arctiidae            属  白蛾属 Hyphantria
•种  美国白蛾 Hyphantria cunea(Drury)
英文名 Fall webworm (American White Moth)

杨毒蛾和柳毒蛾

二、美国白蛾生活史 山东美国白蛾生活史

月
旬
世
代

11-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越
冬
代

◎ ◎ ◎ ◎ ◎ ◎ ◎ ◎ ◎ ◎                            

      ※ ※ ※ ※ ※ ※ ※                            

第
一
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二
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三
代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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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白蛾成虫和卵
      成虫为白色中型蛾子，
体长13~15mm。复眼黑
褐  口器短而纤细;胸部
背面密布白色绒毛，多
数个体腹部白色，无斑
点，少数个体腹部黄色，
上有黑点。雄成虫触角
黑色，栉齿状;翅展 
23~34mm，前翅散生黑
褐色小斑点。雌成虫触
角褐色，锯齿状;翅展
33~44mm，前翅纯白色，
后翅通常为纯白色, 越冬
雄虫个别前后翅有黑斑。     
     卵圆球形，直径约
0.5mm，初产卵浅黄绿

色或浅绿色，后变灰绿
色，孵化前变灰褐色，
有较强的光泽。卵单层
排列成块，覆盖白色鳞
毛。

白蛾幼虫形态
      老熟幼虫体长28~35mm，头黑，具
光泽。体黄绿色至灰黑色，背线、气
门上线、气门下线浅黄色。背部毛瘤
黑色，体侧毛瘤多为橙黄色，毛瘤上
着生白色长毛丛。腹足外侧黑色。气
门白色，椭圆形，具黑边。根据幼虫
的形态，可分为黑头型和红头型两型，
其在低龄时就明显可以分辨。三龄后，
从体色，色斑，毛瘤及其上的刚毛颜
色上更易区别。体长8-15毫米，宽3-5
毫米，暗红褐色。 

美国白蛾蛹

     雄蛹瘦小，雌蛹
较肥大，蛹外被有
黄褐色薄丝质茧，
茧上的丝混杂着幼
虫的体毛共同形成
网状物。腹部各节
除节间外，布满凹
陷刻点，臀刺8~17
根，每根钩刺的末
端呈喇叭口状，中
凹陷。  

        第1、2代美国白蛾在其危害的寄主植物树皮裂缝、
附近的碎砖瓦砾下化蛹，个别在叶片背面、枝条或树
杈处、枯枝落叶下化蛹。第3代（即越冬代）化蛹场
所比较分散，老熟幼虫往往爬行相当长一段距离，寻
找合适的话用场所，一般在屋檐下、墙缝内、墙角处、
碎砖瓦砾下和树干老皮裂缝内化蛹。蛹幼集群性，一
般一处有数头至百余头，多者达几百头。发育历期分
别为第1代11-13天，第2代9-11天，第3代165-175天。

四、美国白蛾危害状

美国白蛾生物学习性
         生物学特性:美国白蛾在辽宁等地1年繁殖2代，在山东省一年能繁殖三代。美国白蛾以蛹

在树皮下或地面枯枝落叶处越冬，幼虫孵化后吐丝结网，群集网中取食叶片，叶片被食尽后，

幼虫移至枝杈和嫩枝的另一部分织一新网。每年的4月下旬至5月下旬，是越冬代成虫羽化期，

并产卵。幼虫5月上旬开始危害，一直延续至6月下旬。7月上旬，当年第1代成虫出现，成虫期

延至7月下旬。第2代幼虫7月中旬开始发生，8月中旬为其危害盛期，经常发生整株树叶被吃光

的现象。8月，出现世代重叠现象，可以同时发现卵、初龄幼虫、老龄幼虫、蛹及成虫。8月中

旬，当年第2代成虫开始羽化;第3代幼虫从9月上旬开始危害，直至11月中旬;10月中旬，第3代幼

虫陆续化蛹越冬。越冬蛹期一直持续到第二年5月。由于气候及各种天敌的作用，越冬蛹残废

率很高，能达到70%至80%。

      寄主:美国白蛾属典型的多食性害虫，可危害200多种林木、果树、农作物和野生植物，其中

主要危害多种阔叶树。最嗜食的植物有桑、白蜡槭(糖槭)，其次为胡桃、苹果、梧桐、李、樱

桃、柿、榆和柳等。

美国白蛾成虫习性
         温度在18~19℃以上，相对湿度70%左右越冬成虫大量羽化。在一天中，
越冬代羽化时间多在16:00~19:00时，夏季代多在18:00~20:00时。 成虫羽化后，
至次日晨日出前0.5~1小时雌雄交配，交配时间可延续5~40(平均14~16)小时，
一生只交配1次，交配后不久，雌虫即产卵。成虫飞翔力和趋光性均不强。 
雌虫产卵，对寄主有明显的选择性，喜在槭树、桑树和果树的叶背产单层块
状卵，每卵块有卵500~700粒，面积2~75px2;最多达2000余粒。成虫产下的卵，
粘着很牢，不易脱落;上覆毛，雨水和天敌较难侵入。卵的发育，最适温度为
23~25℃，相对湿度为75~80%，只要温湿度适宜，孵化率可达96%以上，即
使产卵的叶片干枯，也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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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蛾 幼虫习性

      幼虫孵化主要集中在凌晨2-9时，6-8时为孵化高峰期。初孵幼虫有趋光性

和趋热性，并有取食卵壳的习惯，孵化不久便在卵壳周围吐丝拉网，幼虫遇

到惊吓时左右摆动头部。1-2龄幼虫只取食叶肉，留下叶脉，叶片呈透明纱网

状。3龄幼虫开始将叶片咬成缺刻。3龄前的幼虫群集在一个网幕内危害，4

龄幼虫开始分成若干个小群体，形成几个网幕，藏匿其中取食。1～4龄幼虫

一直生活在网幕中。4龄末的幼虫食量大增，5龄后分散为单个个体取食并进

入暴食期，5-7龄幼虫取食量占总取食量的90%以上。幼虫有较强的耐饥力，

5龄以上的幼虫9～15天不取食仍可继续发育，这时的幼虫可以爬附于交通工

具进行远距离传播。幼虫一般6-7龄，第1代和第2代幼虫以6龄为主，第3代以

7龄为主，如果食物不足，5龄后的幼虫可提前化蛹。发育历期分别为第1代

32-40天，第2代24-30天，第3代42-52天。

五、美国白蛾的传播 
         美国白蛾本身的飞翔和爬行能力有限，只能做短距离传播，

其远距离传播主要是交通工具的运载来实现，其特点是：
 （1）传播时间：一年四季都能传播，7、8、9月三个月最多，
因为这期间是美国百蛾两代交替发生较多，是传播蔓延的盛期。  
（2）传播货物：几乎所有货物都能携带美国白蛾，但以农林、

渔业产品为最多，尤其是木材、水果、草纸品、海产品及包装
物。携带疫情的机会与货物存放地点有关，一般存放在居民庭
院、建筑物周围的货物比空旷地存放的货物携带疫情机会多。
（3）传播工具:海、陆、空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都能携带传播疫
情，但以带货的车、船、飞机携带疫情可能性最大。
（4）传播虫态：美国白蛾的卵、幼虫、蛹、成虫都能随着交通
工具及其货物进行传播，其中以蛹、老龄幼虫传播距离最远，
这是因为第二代（越冬代）蛹期长达6-7个月，老龄幼虫耐饥力
强，在没有食料的情况下能存活13-15天。另外，在成虫期和网
幕期也能随大风作较远距离的传播。

货物和交通工具携带 货物和交通工具携带

六、美国白蛾分布

据报道： 1940
年传入欧洲,现
已传入欧洲10
多个国家，以
及日本、朝鲜
半岛、土耳其
等。目前世界
上已有17个国

家有美国白蛾，
美国、加拿大、
匈牙利、俄罗
斯、波兰、罗
马尼亚、奥地
利、德国、意
大利、法国、
西班牙，格鲁
吉亚、伊朗、
日本、韩国、
朝鲜和中国

美国白蛾在我国发生情况

    美国白蛾
1979年传入
中国辽宁丹
东一带，目
前已扩散到
13个省市；

被列为我国
第二大检疫
性害虫，美
国白蛾在我
国仍有不断
扩散蔓延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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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国白蛾的调查方法 

       美国白蛾的普查，可以采取塌查、详查、实地调查和座谈访问，现场采集
与灯光诱捕相结和的方法进行。在普查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 普查适期。美国白蛾幼虫有7个龄期，1-4龄幼虫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它吐
丝缀结的网幕。1-2龄幼虫网幕较小不易发现；5龄以后幼虫开始分散危害，网
幕和危害症状虽然大而明显，但发现后不易彻底扑灭；3-5另幼虫期网幕大、
易发现、没分散，是普查的最佳时期。 
       2、 普查重点。美国白蛾大都分布在居民点，如村庄、营房、车站、码头、

公路沿线、果园、桑园、学校、宾馆、贮货场、木材加工厂及有树皮堆放的场
所。普查重点应放在这些场所的所有植物上。在疫区和非疫区普查时，还要特
别注意美国白蛾喜食的树木，如我院东、西校区种植的桑树、榆树、法桐、柳
树、苹果、桃、樱花、山楂、葡萄等。 
       3、 在成虫、卵、幼虫、蛹4个虫态期都要进行普查。在成虫羽化盛期、卵
孵化盛期、幼虫危害期，每2-3天普查一次；蛹越冬期每月普查一次，其它时
期，没周普查一次。 
       4、 普查时严防携带美国白蛾活体。普查中如发现幼虫网幕，不得随便剪

下拿者到处走动，以免造成人为传播。
      5、设置美国白蛾性信息素诱捕器调查      当虫株率低于5%时，在美国白蛾
成虫期，按50米距离和2.5米或3.5米高度，设置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杀美国白
蛾雄蛾。 
      6、安装频振式黑光灯等灯光昆虫诱捕器诱集成虫调查。     

八、美国白蛾防治技术
1、加强检疫。疫区苗木不经检疫或处理禁止外运，疫区内积极进行防治，有

效地控制疫情的扩散。
2、人工防治。在幼虫3龄前发现网幕后人工剪除网幕，并集中处理。如幼虫

已分散，则在幼虫下树化蛹前采取树干绑草的方法诱集下树化蛹的幼虫，定期定
人集中处理。

3、利用美国白蛾性诱剂或环保型昆虫趋性诱杀器诱杀成虫。在成虫发生期，
把诱芯放入诱捕器内，将诱捕器挂设在林间，直接诱杀雄成虫，阻断害虫交尾，
降低繁殖率，达到消灭害虫的目的。

欧美及日本学者于60年代末开始对该虫的性信息素生物学、化学结构鉴定、
人工合成及应用等方面进行研究，中国在此方面研究起步较晚(80年代)，但在人
工合成性信息素与应用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利用生物和化学药剂喷药防治。在幼虫危害期做到早发现、早防治。在防
治中，重点检查桑树、悬铃木、臭椿、榆树、金银木、桃树、白腊等树种是否有
幼虫危害，如果有幼虫危害，就要对所辖区域检查一遍，及时防治。2.5%高效
氯氟氰菊酯微乳剂1500倍喷雾，Bt乳剂400倍液喷雾，25%灭幼脲Ⅲ号胶悬剂
2000倍液，2.5%三苦素水剂1000倍液，1.2%烟参碱乳油1000-1500倍液，均可
有效控治此虫危害。

 5、生物防治。周氏啮小蜂是新发现的物种，原产中国，却成为美国白蛾的
天敌；HcNPV病毒杀虫剂；Bt杀虫剂。

目前国内外采用的防控方法比较

防治方法 效      果 优缺点 应用情况

植物检疫 有一定成效 用于防止白蛾远距离扩
散，但执行难度大，成
本高

常用，辅助方
法

物理防治（人工捕

蛾、性诱蛾、剪网
幕、挖蛹、绑草把
诱集、摘卵块）

有一定成效，不彻
底

操作简单，能降低虫口
密度，减缓危害，但需
要大量人力，成本高

常用，辅助方
法

化学防治 见效快 操作简单，杀虫速度快，
但污染环境，杀伤天敌
等其它生物

主要方法

生物防治 见效快 保护环境，持续效果好，
但技术要求高

主要方法

不同生物防治措施比较

生物防治措施 作用虫态 优势评价 持续效果 替代化学农
药

天敌昆虫 蛹，卵，
幼虫

只有周氏啮小蜂可用
于蛹期生产防治

效果明显 以预防为主

性信息素 雄成虫 主要用于监测 没有 不能

病原微生
物

病毒 幼虫 用于幼虫期防治，
具有垂直和水平
传播

效果明显
（幼虫期、蛹

期和后代均会
染病死亡）

能

细菌 幼虫 用于幼虫期防治 没有 能

真菌 幼虫，蛹 效果不稳定，没
有用于生产防治

不稳定 不能

1、监测和诱杀方法 2、人工和物理防治



2023-7-17

5

农药登记号 农药名称 农药登记号 农药名称

PD20141274 阿维·灭幼脲 PD20101435 苦参碱

PD20130300 虫螨腈 PD20102100 苦参碱

PD20100170 虫酰肼 PD20120002 苦参碱

PD20094098 除虫脲 PD20141143 苦参碱

PD20094750 除虫脲 PD20141224 苦参碱

PD20121340 除虫脲 PD20093927 氯氰·毒死蜱

PD20111091 毒死蜱 PD20070594 灭幼脲

PD20085894 高效氯氟氰菊酯 PD20070677 灭幼脲

PD20101742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PD20082801 灭幼脲

PD20141293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PD20084477 灭幼脲

PD20110625 甲维·氟铃脲 PD20084487 灭幼脲

PD20141573 甲维·杀铃脲 PD20092269 灭幼脲

PD20140180 甲维·虱螨脲 PD20102134 球孢白僵菌

PD20150309 甲维·苏云金 PD20081069 杀铃脲

PD20111123 甲维·辛硫磷 PD20130258 烟碱.苦参碱

3、药剂防治美国白蛾技术 使用不同药剂注意事项

药剂 作用虫态 作用方式 使用范围 毒性

苦参碱类 幼虫 触杀和胃毒；植物源 养蚕区慎用 低毒，动物和鱼类安全

甲维盐类 幼虫 触杀和胃毒 水产、蚕养殖区
禁用

低毒，对鱼虾和蜜蜂有毒

灭幼脲类 幼虫 胃毒；激素类 养蚕区禁用 低毒，对鱼和蜜蜂低毒

菊酯类 幼虫 速效，触杀和胃毒 水产、蚕养殖区
禁用

低毒，对鱼虾和蜜蜂高毒

除虫脲类 幼虫，高龄
幼虫效果差

胃毒和触杀；激素类 水产、蚕养殖区
禁用

低毒，对虾、甲壳类和蚕
高毒

虫螨蜻 幼虫 内吸性强，胃毒和触杀 水产、蚕区禁用 中等毒性，对鱼有毒

虫酰肼 幼虫 胃毒；激素类 水产、蚕区禁用 低毒，对鱼和蚕高毒

杀铃脲 幼虫 胃毒和触杀；激素类 养蚕区慎用 低毒，对鱼和蜂安全

烟碱类 幼虫 内吸性强；触杀和胃毒 养蚕区禁用 低毒，对蜂有毒

苏云金杆菌
（Bt）

幼虫 胃毒；微生物药剂 养蚕区慎用 无毒

球孢白僵菌 幼虫 表皮入侵；微生物药剂 养蚕区慎用；南
方湿润地区可用

无毒

HcNPV病毒 幼虫 胃毒；微生物药剂；持
续效果明显

无限制 无毒

4、用什么施药机械和怎么防？
    1. 应该说目前几乎所有的地面和航空施药机械都可以用于白蛾防治；2. 制剂：液剂、粉剂也都可以用，最好用液
剂；至于配制多大浓度，产品说明上都会标明。3. 选用原则：要因地制宜，要经济、高效、便捷。有人提出可否用

打孔注药方式防治，不建议使用，防效有，但成本高，效率低，打孔注药常用于虫龄不整齐、羽化时期长、难防的
蛀干害虫。4. 要强调的是，飞机和地面施药时，要在配药液时添加有粘附、沉降和抗蒸发作用的助剂（0.1-0.5%食
盐或 糖、中性洗衣粉等，提高沉降和展着性；0.01-0.05%羧甲基纤维素钠或乳胶等，提高粘附性；1-8%植物油，抗
蒸发）。5. 有的地方也有用喷烟防治的，不建议喷烟机用于美国白蛾防治，根据经验，烟雾要在林间保持5分钟，
才有可能杀死害虫。6. 很多地方都用农用车载喷雾器或小型手推车载喷雾器防治，存在的问题是，这类喷雾器喷高
有限，白蛾第1代危害比较低时可以，而第2-3代时，白蛾常在树梢等高的地方危害，药液就喷不到了，容易出现漏

喷现象。

九、病毒杀虫剂的安全性和持续效果

采集地 样本
喷洒病毒日

期
取样时间

检测虫
数 

平均检测
量

王屋

Ⅰ 1988.9 1994.3.23 13 0.53

Ⅱ 1988－1989 1994.3.24 9 0.79

Ⅲ 1987－1988 1994.3.2 10 0.65

Ⅳ

Outside of 
the 
sprayin
g region

1994.3.24 16 0.38

贺北岭
Ⅴ 1989.5 1994.3.24 6 0.24

Ⅵ 1990.4 1994.3.23 8 0.67

CK  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2 3 4 5

传递代数

死
亡
率
（
%
）

LC70

LC50

LC30

CK

目前国内外昆虫病毒杀虫剂生产方法

利
用
天
然
害
虫
种
群
复

制
病
毒
法

利
用
昆
虫
细
胞
系
复

制
病
毒
法
，
替
代
寄

主
法

利用人工饲料饲养昆虫复
制病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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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蛾成虫室内产卵传代技术 完成了病毒形态和核酸鉴定分析

HcNPV基因组酶切图谱
B：BamHⅠ；E：EcoRⅠ；Ps：PstⅠ M:Mark

Pv：PvuⅡ；H：Hind Ⅲ；X：XbaⅠ

HcNPV病毒毒力差异 

菌株编
号

感染虫龄 回归方程 LC50 95%置信限

A 4 Y=1.96+0.527x 5.77×105 4.73-7.03×105

B 4 Y=0.911+0.698x 5.55×105 4.80-6.41×105

C 4 Y=1.289+0.585x 2.21×106 1.57-3.10×106

D 4 Y=2.381+0.528x 9.12×104 4.76-17.5×104

H 4 Y=2.282+0.495x 3.10×105 1.76-5.44×105

室外采集卵

室内传代卵

卵表消毒 25℃孵化卵

传代幼虫饲养

健康幼虫饲养

复制病毒幼虫饲养

4龄幼虫接种病毒 4龄分瓶饲养

饲料表
面接毒

感病幼虫回收组织破碎过滤
离心
沉淀

制
剂

老熟幼虫饲养

蛹期成虫期

HcNPV病毒杀虫剂实现了工厂化生产

建立了HcNPV病毒杀虫剂中试线和生产工厂

建立的
中试生
产线

建立的病毒生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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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厂可年产HcNPV病毒杀虫
剂10吨，防治面积达100万余亩

病毒提取浓缩加工设备 研制出HcNPV病毒杀虫剂液体制剂

制剂病毒含量为：2.5×109PIB/mL

 研制出了病毒杀虫剂水分散粒剂

制剂病毒含量为：
2.5×109PIB/g

病毒的持续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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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浓度病毒的扩散和传递作用 

处理
（PIB/ml）

幼虫死亡率
（%）

化蛹率
（%）

蛹期死亡率
（%）

羽化率
（%）

成虫感染率
(%)

4.5×104 34.2±2.86 65.71±2.86 24.29±2.86 41.43±2.86 92

9.0×103 30.4±3.60 69.52±3.60 20.48±2.18 49.04±2.97 88

4.5×103 25.7±3.78 74.30±3.80 18.57±1.43 55.71±2.86 84

Ck 4.74±2.19 93.35±2.18 1.91±0.83 93.35±2.17 00

2. HcNPV对2-5龄幼虫的致死中浓度 

试虫龄期 回归方程 致死中浓度 95%置信限（×103PIB/ml）

2 y=1.196+1.110x 3.63×103PIB/ml 2.43～5.33

3 y=-0.075+1.18x 5.03×104PIB/ml 33.1～75.3

4 y=-1.331+1.140x 3.83×105PIB/ml 252～570

5 y=-1.25+0.872x 1.27×107PIB/ml 7570～21000

3. HcNPV病毒对2-5龄白蛾幼虫的致死中时间

试虫龄期 感染浓度（PIB/ml） LT50（天）

2
5.3×103

5.3×104

5.3×105

8.8
6.0
4.6

3
5.3×105

5.3×106
11.1
10.0

4
5.3×105

5.3×106

5.3×107

14.7
12.6
11.2

5
5.3×107

5.3×108
14.2
12.0

4.  HcNPV与Bt等复配

处理
（PIB/ml）

2～3龄幼虫死亡率（％） 4～5龄幼虫死亡率(%)

试虫数 3d 8d 15d 试虫数 3d 8d 15d

1×106 116 0 34.5 85.6 42 0 7.1 35.7

1×106+Bt稀释500倍 719 99.4 100 100 929 96.3 100 100

1×106+Bt稀释1000倍 730 97.9 100 100 458 94.5 100 100

清水对照 120 0 1 3 100 0 0 1

也可以与化学农药混配

1.HcNPV病毒对亲代寄主弱化作用 

处理
（PIB/ml）

接种
虫龄

产卵前期
（d）

产卵期
（d）

雌虫寿命
（d） 产卵量

蛹重
（g）

4.5×104

5龄 2.53±0.72a 9.24±1.00ab 11.52±1.18a 759.40±113.68bc 0.139±0.010b

4龄 2.04±0.62a 9.97±1.00be 12.42±1.34a 608.5±131.72b 0.124±0.017c

4.5×103

5龄 2.51±0.98a 9.35±2.15bc 12.04±2.70a 694.96±176.74bc 0.149±0.010a

4龄 2.05±0.60a 8.73±2.08ab 11.59±2.56a 638.20±165.47b 0.134±0.012b

Ck 4龄 2.13±0.91a 8.28±2.18a 11.51±2.70a 871.40±190.86a 0.154±.018a

HcNPV病毒持续控制美国白蛾机理

除了当代取食量大和取食早的害虫死亡外，还有10%左右害虫当代不

会死亡，而是携带病毒者，该种群害虫会继续受到病毒的影响。

2.病毒垂直传递对子代的影响

代数 处  理
（PIB/ml）

接毒虫龄
幼虫死亡率
（%）

蛹重
（g） 产卵量

卵孵化率
（%）

子
一
代

（F1）

4.5×104
5

44.94 
±5.54c

0.1298±0.0143b 702±172b 90±9a

4 50.79±5.84d 0.1152±0.0229bc 679±99b 91±2a

4.5×103
5

37.80± 
9.10b

0.1347±0.0183b 720±196b 85±20a

4 38.59±9.95b 0.1192±0.0163bc 685±171b 87±20a

CK 4 8.75±2.70a 0.1506±0.0118a 908±205a 96±20a

子
二
代

（F2）

4.5×104
5 21.27±4.68b 0.1324±0.0143b 717±104b 92±2a

4 26.97±6.31b 0.1216±0.0126b 707±503b 93±4a

4.5×103
5 18.14±4.50b 0.1348±0.0130b 829±177b 90±3a

4 23.66±5.42b 0.1304±0.0121b 776±176b 93±19a

CK 4 9.25±3.34a 0.1521±0.0090a 933±162a 9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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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卵表是主要的病毒传递途径 

处  理 孵化率(%) 幼虫病毒死亡率(%) 化蛹率(%)

无菌水 89.37±2.09 13.75±1.44 64.44±6.08

无菌水+病毒
1.8x105PIBs/ml 86.93±27.61 56.25±24.10 14.00±27.77

10%甲醛溶液 84.27±6.85 9.38±19.40 83.58±28.38

10%甲醛溶液+病毒
1.8x105PIBs/ml 89.23±25.92 15.00±21.24 68.86±26.96

4. 通过成虫交尾扩散和传递病毒

处  理 卵块孵化率（%） 幼虫死亡率（%）

病雄×健雌 94.43±3.77a 35.87±3.59b

病雌×健雄 92.09±19.81a 37.15±11.63b

病雄×病雌 89.14±19.36a 52.22±12.40c

健雌×健雄 96.11±20.21a 9.00±16.56a

5. 病毒持续控制效果检测

采集地 防治时间 采集时间 检测样本数 带毒率（%）

处理区 对照区

河北秦皇岛 2004年 2009年 100头 100 88
山东东营 2006年 2009年 100头 93 60

辽宁葫芦岛 2008年 2009年 1000头 68 29

引物HPC和引物HPE对HcNPV特异性检验 

1、2：HcNPV；3、4：双蒸水；5、6：LdNPV； 7、8：EoNPV；9、10：
ClanGV；M：marker其中奇数泳道为引物HPC扩增产物，偶数泳道为引物
HPE扩增产物；

秦皇岛HcNPV防治区寄主种群
种带毒情况检测部分结果

国家高度重视应用HcNPV病毒防治美国白蛾

国家林草局多次将病毒杀虫剂列入防控药剂名单。国务院办公厅
电和国家林草局函中明确要求应用HcNPV病毒防控美国白蛾。

HcNPV病毒推广应用情况

      应用美国白蛾病毒杀虫剂示范和推广110万余亩，当代防治效果

可达80%以上，持续效果显著。 

多地防治效果稳定

0

20

40

60

80

100

对照 稀释800倍

6d

10d

通过对28个网幕中的4617头幼虫的统计结果

0

20

40

60

80

100

对照 稀释800倍 稀释400倍

6d

10d

14d

通过对16个网幕的12998头幼虫观察得到的结果

2.辽宁兴城市防治结果

0
20
40
60
80
100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第
4天

第
5天

第
6天

时间（天）

死
亡
率
（
%
）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4.河北省抚宁渤海林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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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80

100

1 3 5 7 9 11 13 时间（天）

死
亡

率
（

%
）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处理4

试虫龄为2－3龄；处理1：HcNPV 2.5×106PIB/ml ；处理2：HcNPV 
1.25×107PIB/ml ；处理3：HcNPV 2.5×107PIB/ml 

5.河北省秦皇岛试验结果

防治虫龄为3－4龄；处理1： HcNPV1×107PIB/ml ；处理2： 
HcNPV1×108PIB/ml ；处理3： HcNPV 2.5×106PIB/ml +Bt1000倍 ；
处理4： HcNPV2.5×106PIB /ml+Bt500倍

河北乐亭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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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20

1 2 3 4 5 6 7 对照

不同网目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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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率
（
%
）

6天

10天

1.山东东营市防治结果 3.河北乐亭防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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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氏啮小蜂防治白蛾

应用不同寄主繁育周氏啮小蜂

利
用
家
蚕
蛹
进
行

繁
蜂
替
代
寄
主
试
验

美
国
白
蛾
蛹

利用柞蚕蛹进行
繁蜂替代寄主试验

白
蛾
周
氏
啮
小
蜂
成
虫
羽
化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美国白蛾

国槐尺蠖

柳毒蛾

榆毒蛾

大袋蛾

杨扇舟蛾

白蛾周氏啮小蜂林间对其它害虫蛹寄生

越冬蛹期 非越冬代蛹期

美国白蛾

国槐尺蠖

柳毒蛾

榆毒蛾

大袋蛾

杨扇舟蛾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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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蛾

美国白蛾
大袋蛾

柳毒蛾
榆毒蛾
杨扇舟蛾

美国白蛾

柳毒蛾
榆毒蛾
美国白蛾

美国白蛾

白蛾周氏啮小蜂

柳毒蛾
榆毒蛾
国槐尺蛾

  白蛾周氏啮小蜂在不同寄主蛹期之间的转移寄生情况 

      1.我们现在很多病虫害防治不单单是技术问题,更多还是个社会问题,包括政府的重

视程度,经费投入,管理方式（消灭和共存），民众的防范意识等。 
   2. 美国白蛾为喜光性昆虫，多发生在城市、乡镇、居民区、建材市场、养殖场、
公园等人员活动密集的园林绿化林木和行道树上，人为活动极易携带扩散传播，疫区
要加大以上场所的监测和防控力度，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增加生物防治力度。
   3. 美国白蛾危害的树木多为20～30m高（或以上）的大树，以及发生区复杂的环境
条件，喷药机械不同可能造成漏喷现象，要规范喷洒机具。
   4. 美国白蛾危害的植物种类多，适应性强，繁殖量大，扩散传播速度快。可危害
49科108属175种植物，包括所有栽培的林木、果树、花卉和农作物、杂草和灌木等，
国家要强化联防联治，包括地区联防和行业联防（林草、农业、城建、交通互动）。
   5. 美国白蛾1979年传入我国以来，扩撒传播势头没有减缓的迹象，检疫难可能是
原因之一，行政管理和科研部门要探索检疫和防控交通工具和货物携带远距离扩散传
播的方法。

   6. 目前我国防控美国白蛾的技术和行政管理体系都比较完善，但存在防控疲劳松
懈情绪和本土化害虫管理倾向。要继续强化外来有害生物防控办法，把根除美国白蛾
作为防控目标。
   7. 美国白蛾危害虽然对林木生长影响有限，但其及易扩散传播，严重扰民等，社
会影响还很大，其次，美国白蛾被列为世界性检疫害虫，有被作为国际间贸易壁垒武
器的风险，所以，进一步强化美国白蛾防控非常必要，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美
国白蛾一定会被有效控制。

八、问题与讨论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