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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葡萄园生草管理模式下新发害虫

——黑额光叶甲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控

高素红 1，2，路常宽 2*，贾月霞 2，赵春明 2，曹 璇 2

（1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2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河北昌黎 066600）

摘 要：【目的】河北昌黎酿酒葡萄园生草制度下新发一种害虫，经鉴定该虫为黑额光叶甲[Smaragdina nigrifrons

(Hope)]，该虫在酿酒葡萄园内发现尚属首次。黑额光叶甲在酒葡萄园生草区连年发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鉴于此，

笔者详细研究了酒葡萄产区黑额光叶甲的形态特征、危害状况、生活习性、发生规律和控制等。【方法】田间系统调查和

室内饲养相结合。利用Primo Star显微镜观察黑额光叶甲各虫态的形态学特征，明确其分类地位。利用黄板诱集技术

对其种群动态和发生规律进行监测。【结果】该酒葡萄产区黑额光叶甲成虫体长椭圆形，头黑色，前胸及鞘翅黄褐色至

红褐色，鞘翅上具黑色宽横带。雄虫腹部倒数第二腹板凸起，雌虫倒数第二腹板凹陷。成虫具假死性，无趋光性，昼出

夜眠，一般于葡萄架上端啃食幼嫩新叶，被害叶片呈不规则缺刻，发现地酒葡萄株被害率达100%。此害虫出现于7—8

月，8:00—11:00 am，3:00—6:00 pm为成虫发生危害盛期。【结论】黑额光叶甲的发生危害与酿酒葡萄果园自然生草制

度关系密切，应在全面评估利弊及采用先进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实施果园生草制度。黄板对黑额光叶甲有一定的诱集

作用，田间顺行均匀放置于葡萄树篱架上部和下部杂草中央，用于该虫的监测与绿色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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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of Smaragdina nigrif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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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For many years, our team have been working on organic cultivation manage-

ment and pest control of wine grapes. Ground cover management model has been a new green manage-

ment model currently implemented in the northern orchards. However, under the grass-covering system,

new or secondary pests and diseases may increase in the orchards if the pasture type and planting and

management models are not carefully chosen. These pests and diseases might become a new problem in

fruit production. For example, a serious insect pest of wine grapes, Smaragdina nigrifrons (Hope) (Cole-

optera: Eumolpidae) was found in the vineyard in Changli,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est is highly

harmful and occurs continuously in grass-covered orchar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and

damage of the pest, the authors conducted field and lab investigations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described, and its living habits, damage, and occurring pattern were

observed, and the control methods were suggested.【Methods】Systematic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om-

bined with indoor feeding and observation.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etles were observed

under Primo Star microscope, and their taxonomic status was determined.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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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pattern were monitored by yellow cards trapping technique. 【Results】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adult of S. nigrifrons was long ovate. Female adults were 4.5 to 5.9 mm in length

and 2.2 to 3.0 mm in width; males were 4.0 to 5.6 mm in length and 1.9 to 2.6 mm in width. Their head

was black, the top was highly convex, and the leading edge had a wavy fold. There was no obvious

boundary between the lip base and the forehead, which was slightly raised with numerous deep points.

The tentacles were short and thin. The basal 4 knots of the tentacle were yellowish brown, the other sec-

tions were brown or black, and the sections after the 5th section were jagged. The chest was red brown

or yellow brown. The scutellum and the elytra were yellow brown or red brown, and the elytra had wide

black transverse band. Male's abdomen penultimate web was raised and female’s was sag. The adults of

S. nigrifrons do damage on the tender new leaves. They had pseudo- lethality, coming out during

the day and hiding at night. Generally it damaged tender leaves on the top of the canopy, with irregular

notches in the injured leaves. The damage rate of local wine grape reached 100%. The adults usually ap-

peared in July and August and might have one generation a year. They were active during 8:00 to 11:00

and 15:00 to 18:00. They had no phototaxis but had feigned death. In addition to harming the top leaves

of wine grape trees, they also harmed the inter- row weeds, and the damage in the grass growing area

was significantly more serious than in the weeding area.【Conclusion】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occur-

rence and harm of S. nigrifrons in the wine grape vine of Changli Langes Wine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orchard management mode with grass cover, indicating that it has poten-

tial risk.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a risk assessment analysis of S. nigrifrons. The

occurrence and damage of S. nigrifrons in other fruit orchards in the north, especially in slopes, semi-

mountainous areas and mountainous areas,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Cabernet Sauvignon’grape；Orchard grass mulch；Smaragdina nigrifrons (Hope)；Green

prevention；Changli

随着全球葡萄酒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酿酒葡

萄的种植面积也大规模增加。果园生草等绿色新型

管理模式也逐渐深入人心。这项由世界先进果品生

产国引进的果园集约化栽培措施，在改善果园微气

候环境、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持水保墒、固碳增氮、

增加天敌数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1-3]。焦润安等[4]

归纳评估了生草对果园环境和果树生长发育的影

响，认为果园生草制度总体利大于弊。全亮在新疆

阿拉尔地区调查了生草栽培对枣园微域环境和果实

品质的影响，生草枣园和清耕园相比，各指标明显转

优，尤其是枣园害虫数量明显降低[5]。赵雪晴等[6]研

究了生草对苹果园主要害虫与天敌的影响，认为与

清耕园相比，生草园的天敌种类明显增加，主要害虫

得到了有效控制。目前，我国部分葡萄产区也采取

了生草制度，表现出积极的影响和良好效果。生草

园葡萄微量香气明显升高，花色素苷及脯氨酸等含

量增加，有利于葡萄酒质量的提高等[7]。然而，随着

生草制度应用范围的逐步扩大推广，我国中西部及

北方丘陵山区果园实施生草制度后也暴露出一些新

问题，在果树病虫鼠害发生及防控方面较为明显。

王焱炜等[8]在调查北京延庆仁用杏主产区主要害虫

与天敌动态时发现，自然生草园害虫数量最高，清耕

园较低，间作黄芩园最低。王淑会 [9]2013年调查发

现，山东泰安苹果园内自然生草区绣线菊蚜发生严

重，蚜量每枝头达 3 525头，是清耕园的 1.89倍。韩

琥珀等 [10]在豫西生草苹果园调查发现，金纹细蛾

Lithocolletis ringoniella 在生草苹果园猖獗危害，人

工种草园和自然生草园虫叶率和虫情指数均显著重

于清耕园，并提出清洁果园、翻耕园地是压低豫西地

区金纹细蛾虫口密度的重要防控手段。伊兴凯等[11]

研究了梨园生草对害虫和天敌的影响，发现生草制

度也为害虫提供了栖息场所，自然生草园害虫数量

最大为3 267头，种植三叶草、苕子和清耕园，分别为

2 622、2 026、122头。高九思等[12]调查发现自然生草

模式果园内刺吸式害虫的发生量明显增加。其中包

括近年来危害日趋严重，广泛受到关注的绿盲

蝽 Apolygus lucorum、茶翅蝽 Halyomorpha picus等，

其虫口密度在各类果园逐年递增，危害加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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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黑额光叶甲雌、雄成虫体长和体宽

Table 1 The body length and width of Smaragdina nigrifrons adults mm

观测指标Observed indexes

雄虫体长（x）Male body length

雌虫体长（x）Female body length

雄虫体宽（x）Male body width

雌虫体宽（x）Female body width

1组 1G

5.6

5.9

2.2

3.0

2组 2G

4.9

5.2

2.4

2.9

3组 3G

4.0

4.9

1.9

2.5

4组 4G

5.0

5.5

2.6

2.6

5组 5G

4.3

5.7

2.1

2.8

6组 6G

4.2

5.1

2.2

2.6

7组 7G

4.3

5.3

2.0

2.8

8组 8G

4.3

4.5

2.1

2.2

9组 9G

4.1

5.0

2.1

2.4

10组 10G

4.7

5.2

2.5

2.5

均值 Mean

4.54

5.23

2.21

2.63

原因认为，果园人工种草（白三叶草、苜蓿、黑麦草）

后，为杂食性害虫绿盲蝽等提供了适宜繁殖、生存的

环境，造成果园经济损失逐年攀升。

河北昌黎是国内酿酒葡萄主产区，地处燕山山

脉。本地区葡萄酒主要生产企业——朗格斯酒庄酿

酒葡萄种植基地自 2015 起进行生草制度尝试。

2016年 8月，在种植基地内发现了为害赤霞珠葡萄

的一种新害虫——黑额光叶甲 Smaragdina nigri-

frons (Hope），又名双宽黑带叶甲，属鞘翅目Coleop-

tera，肖叶甲科Eumolpidae，锯角叶甲亚科Clytrinae，

光叶甲属 Smaragdina[13]，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初步

推测其发生危害与园内实施生草制度有关。2013

年，吴跃开等[14]在贵州罗甸地区发现此虫危害生物

质能源树种——麻疯树，黑额光叶甲在麻疯树林分

上的危害株率达 38%，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但未

能阐述其发生机制。丁建清等[15]在评估美国东部的

入侵植物——蓼科蓼属杠板归 Polygonum perfolia-

tum L．潜在的生物控制因素时，发现黑额光叶甲的

幼虫和成虫均以这种植物的嫩叶及嫩芽为食，可以

加以利用，该虫在我国重庆、湖南、浙江、河南等地广

泛分布。为进一步掌握该害虫对经济作物的危害与

发生规律及机制，笔者连续 3 a对其进行了田间调

查和室内人工饲养。在 Primo Star 显微镜下，对黑

额光叶甲各个发育期的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描述，

填补了该虫形态学方面的部分空白，为该虫的分类

与鉴定提供了更为详实的依据。并对黑额光叶甲的

危害特点、生物学特性、发生机制、风险性评估及控

制进行了研究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1 发生地概况

朗格斯酒庄位于昌黎县城东部，属暖温带、半湿

润大陆性气候。酿酒葡萄栽培主要品种为‘赤霞

珠’。调查地块处于中上坡地，光照好，果园采取自

然生草方式。杂草种类主要有：黄茅（Heteropogon

contortus）、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荠菜（Cap-

sella bursa- pastoris）、中华小苦荬（Ixeridium chi-

nense）、独行菜（Lepidium apetalum）、狗尾巴草（Se-

taria viridis）、泥胡菜（Hemistepta lyrata）、小藜（Che-

nopodium serotinum）等。试验田坡地上方为缓坡梯

田，紧邻山体上自然生长有黄荆、酸枣、刺槐、南方荚

蒾、山芝麻、鸦胆子等灌木丛。

1.2 试验用具

Primo Star 显微镜，若干培养皿（90 mm × 90

mm），养虫盒，75%乙醇，解剖针，双面粘虫板（即黄

板，规格：25 cm×40 cm）。

1.3 方法

2016年 8月至 2018年 9月，于酒葡萄生长季节

进行田间定点调查，每 7 d 调查 1次，记录葡萄树上

黑额光叶甲成虫数量，并统计酒葡萄被害株数。同

时采集成虫和葡萄嫩叶，在室内利用养虫盒饲养（养

虫盒底端铺设滤纸），观察叶甲交配、繁殖习性和产

卵量及行为等[16-18]。

1.3.1 形态观察 在 Primo Star显微镜及其成像系

统下，观察黑额光叶甲不同虫态（成虫、卵、幼虫）各

部位的形态特征并拍照、记录详细信息。具体方法

参考文献[19-20]。

1.3.2 种群日变化调查方法 于田间每隔 2 h 左

右，统计 1次生草园 1 m2样方内地面植被上黑额光

叶甲成虫的数量，分析其日变化规律[21-22]。

1.3.3 黄板监测方法 分别在生草区和清耕区两种

管理方式的葡萄园内进行监测。于葡萄篱架上和行

间，分上、中、下 3 层，东西朝向和南北朝向放置黄

板，每 7 d 进行1次调查，记录诱捕到的成虫数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形态特征

2.1.1 成虫 长椭圆形（图 1），雌成虫体长 4.5~5.9

mm，宽 2.2~3.0 mm；雄成虫体长 4.0~5.6 mm，体宽

1.9~2.6 mm（表 1）。头黑色，顶部高凸，前缘有斜皱

纹。下口式，唇基与额无明显分界，稍隆起，有深刻

点，上唇端部红褐色。两复眼间横向下凹，复眼内沿

高素红，等：酿酒葡萄园生草管理模式下新发害虫——黑额光叶甲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控 1187



果 树 学 报 第36卷

具稀疏短竖毛。触角短、细，除基部 4节黄褐色外，

其余各节黑褐色至黑色，第 5节以后的各节呈锯齿

状（图 2）。前胸背板隆凸，黄褐色至红褐色，小盾片

与前胸背板同色，光滑呈三角形。鞘翅黄褐色至红

褐色，翅上具变化较大的黑色斑纹，一般在鞘翅基部

和中部稍后有 2条黑色宽横带。鞘翅具不规则的细

小刻点，翅端合缝及边缘为黑色至暗褐色（图 3），雌

虫黑色部分较雄虫为宽。3 对足，足基节、转节黄褐

色，其余为黑色。足跗节 4 节，前跗节爪状，具 2 爪

（图 4）。该虫腹面颜色雌雄差异较大，雄虫多为红

褐色，腹部倒数第二腹板凸起。雌虫除前胸腹板、中

足基节间黄褐色外，大部分黑色至暗褐色，倒数第二

腹板中央凹陷（图5）。

2.1.2 卵 长椭圆形，长 0.45~0.55 mm，直径 0.22~

0.23 mm。初产浅黄色，半透明，光滑（图6）。

2.1.3 幼虫 初孵化幼虫淡黄色，略透明，头黄褐

色，口器黑色（图7）。

2.2 危害症状

黑额光叶甲以成虫危害葡萄幼嫩叶片和新梢为

主，生草区酒葡萄被害株率达 100%。成虫通常停留

在葡萄叶片正面取食，很少将叶片全食光。成虫取

食时，一般从葡萄叶缘开始进行啃食，在叶缘形成或

大或小、半圆形的缺刻。其在同一叶片上常频繁更

换取食位置，导致受害叶片破碎不堪（图 8），葡萄叶

片失去光合功能，树势减弱。

2.3 生物学特性

黑额光叶甲成虫主要出现于夏季。7 月下旬，

成虫田间始现，在进行取食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

交配活动。成虫具假死性，在受到突然振动时，立即

飞离或作强直性麻痹状昏迷—假死，但能较快地恢

复知觉，迅速逃逸。成虫喜在晴朗闷热天气出来取

食，阴天或早晚很少见害，此时大都躲息于叶背面；

多食性，除危害葡萄叶片外还主要取食园内杂草—

黄茅；无趋光性，有群集性。于葡萄新叶和杂草上群

集危害，啃食嫩叶，在危害场所交配(图 9），雌、雄虫

羽化后均取食以补充营养。室内饲养观察发现，雌

图 1 成虫

Fig. 1 Adult
图 2 成虫触角

Fig. 2 Adult antenna
图 3 成虫左翅

Fig. 3 Left wing

图 4 成虫后足

Fig. 4 Adult hind
图 5 成虫雌雄腹部

Fig.5 Abdomen（upmaleandbottom female）
图 6 卵

Fig. 6 Egg

图 7 幼虫

Fig. 7 Larva

图 8 危害症状

Fig. 8 Symptoms of harm

图 9 危害场所交配

Fig. 9 M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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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黑额光叶甲种群季节动态

Fig. 10 The seasonal dynamics of Smaragdina nigrifrons

虫交配后 2 d 内即可产卵，卵聚产，卵粒排列不规

则，卵期 4~6 d。雄虫交配后 1~2 d 死亡，雌虫产卵

后 2~3 d 死亡。

2.4 种群动态

2.4.1 季节动态 连续 3 a 定时定点调查表明（图

10），黑额光叶甲在朗格斯酿酒葡萄园内始现于 7月

下旬，终见于 9月上旬，发生危害期一个月有余。在

酒葡萄园内仅发现成虫，其发生高峰期为 7 月下旬

至 8月中旬，且只此一个高峰期，推断黑额光叶甲一

年发生1代。

2.4.2 日变化规律 黑额光叶甲成虫在6:10分前静

伏在葡萄叶背面或者杂草背面，纹丝不动，6:10分以

后叶甲开始在叶面上来回爬动、取食、交配，并在葡

萄树上或杂草上飞行，中午高温时，活动减弱，多躲

藏于叶片下或杂草丛中，14:40分以后至太阳落山之

前，活动旺盛。18:40分以后成虫停止活动，隐藏于

土缝、石下或草丛中（图11）。

2.5 黄板监测与防治

04-30 05-07 05-14 05-21 05-28 06-04 06-11 06-18 06-25 07-02 07-09 07-16 07-23 07-30 08-06 08-13 08-20 08-27 09-03 09-10 09-17 09-24

图 11 黑额光叶甲发生量日变化（2018）

Fig. 11 Diurnal change in quantity of Smaragdina nigrifron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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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草区和清耕区不同位置悬挂

黄板诱集量方差分析（头，2017）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pest quantity trapped
by yellow board suspended at different positions

in grass covering and weeding areas （2017）

处理 Treatment

生草区
Cover grass

清耕区
Weeding areas

上 Upper

17.333 3±
1.767 5 aA

1.666 7±
0.577 4 bB

下 Lower

13.333 3±
1.527 2 aA

0

中 Middle

4.333 3±
0.463 3 bB

0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 ＜ 0.05上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

在p ＜ 0.01上差异极显著。下同。

Note: Differen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 ＜ 0.05 and p ＜ 0.01. The same below.

黄板监测结果显示（表 2），不同管理方式对

黑额光叶甲的发生有明显影响。生草区悬挂于

酒葡萄篱架上方和下方的黄板诱集到的黑额光

叶甲成虫数量较中部明显居多，结合实际观察，

判定此叶甲主要以葡萄树顶端嫩叶和园内行间

杂草为食。清耕区黑额光叶甲数量极显著低于

生草区。生草区和清耕区黄板东西方向和南北

方向放置，边缘和中央悬挂的诱集作用均无显著

差异（表 3，4）。

从表 2~4可以看出，黄板对黑额光叶甲成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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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显著的诱集作用，可应用于该虫的监测与绿色防

治。

3 讨 论

黑额光叶甲在酿酒葡萄园内发现尚属首次，且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须加以重视。本文经过 3 a田间

系统调查和室内饲养观察，基本掌握了该虫各虫态

的形态特征、危害特点、生活习性以及发生规律和控

制等。

利用 Primo Star显微镜观察了黑额光叶甲各虫

态的形态学特征，填补了该虫初孵幼虫及卵形态学

方面的空白。在 Primo Star 显微镜下，黑额光叶甲

各部分形态特征不仅清晰，而且可以保持原有状态

不受损伤，这点难能可贵。但遗憾的是，不论是田间

还是饲养过程中均未能发现和观察到黑额光叶甲的

蛹虫态。研究组采取了多种办法，包括室内养虫盒

饲喂试验，人工植草饲喂试验，田间杂草根际挖掘试

验，赤霞珠葡萄根部设置样方进行调查试验等，都未

有所获，无法确知黑额光叶甲幼虫以何为食，在何处

化蛹？有资料显示黑额光叶甲只以成虫迁入猕猴桃

园危害叶片，不在园中产卵繁殖，所以园内找不到其

它虫态。本研究在室内观察到黑额光叶甲成虫产卵

且卵经 4~6 d即可孵化出幼虫，但园中未再发生成

虫高峰期，推测其可能以幼虫越冬，但幼虫历期、越

冬虫龄、何处越冬等具体情况还需深入研究。本文

观察到黑额光叶甲卵多为长椭圆形，浅黄色半透

明。但有少部分卵在卵的大小和卵壳的透明度方面

有所差异。沈荣武等[23]在研究锯角叶甲亚科昆虫双

带方额叶甲时，发现其卵刚产出时呈鲜黄色，随后壳

表被涂上一层胶质混合物，变为黑褐色，状如虫粪。

姜胜巧[24]研究了负囊类叶甲的独特习性，指出锯角

叶甲亚科卵、幼虫和蛹均处于囊内，且囊的外形和色

泽酷似鳞翅目幼虫粪便而不易被发现。本文室内观

察到黑额光叶甲成虫产卵量极低，仅 2~5粒，可能是

由于未能分辨负囊卵或成虫产卵环境不适（养虫盒）

或成虫营养状况不良导致，尚需进一步研究。姜胜

巧指出负囊类叶甲幼虫的生活环境与卵场所不全一

致。如，梨光叶甲卵散落地面，初孵幼虫携囊生活于

土表落叶中，以枯叶为食，遇惊扰即缩回囊内[24]。本

文未观察到黑额光叶甲初孵幼虫具囊。

黑额光叶甲成虫在葡萄园内全年仅出现 1 次发

生高峰期（7—8月），推断其在昌黎地区可能一年发

生 1 代。成虫多在上午 8：00—11:00、下午 15:00—

18:00活动频繁，其他时段隐藏不动，利用黑灯光诱

集，无趋光性，具假死性。主危害葡萄树顶端嫩叶和

行间杂草，生草区危害显著重于清耕区。推测黑额

光叶甲在昌黎朗格斯酒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内发生

危害与园内实施生草制度密切相关。王艳廷等[25]认

为果园生草可显著提高果园的生物多样性，并且天

敌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对园内害虫的控制作用加

强，可以作为果园绿色防控技术之一加以使用，达到

农药减量控害、提高果品安全的目的。但在实践中

往往会出现生草果园次要害虫种群密度上升的问

题，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弄清和掌握次要害虫的发生

规律。尤其是在牧草刈割后不及时喷药，导致草间

害虫转移上升危害果树，造成经济损失，遭到果农诟

病，并对果园生草的可行性和先进性产生怀疑。因

此，建议加强生草果园特别是刈割后园内高发病虫

害的相关研究工作，诸如发生规律，发生特点，流行

趋势及与生草制度的相关性和解决方法等，提出相

应的管理配套技术措施，防止其严重发生为害 [25]。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生草区所有杂草种类中尤

以黄茅上黑额光叶甲成虫最多，推测黄茅是其喜食

寄主之一。研究结果提示果园在选择栽培方式时，

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对于果园生草等新型管理

表 4 生草区和清耕区东西和南北方向

黄板诱集量方差分析（头，2018）

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f pest quantity trapped by

yellow board suspended at east-west and north-south

directions in grass covering and weeding area （2018）

处理
Treatment

生草区
Cover grass

清耕区
Weeding areas

东-西
East and west

68.500 0±4.101 2 a

4.000 0±0.828 4 a

南-北
North and south

55.250 0±5.533 8 a

3.000 0±0.414 2 a

表 3 生草区和清耕区边缘和中央黄板

诱集量方差分析（头，2018）

Table 3 Variance analysis of pest quantity trapped

by yellow board suspended at marginal and

central in grass covering and weeding area（2018）

处理
Treatment

生草区
Cover grass

清耕区
Weeding areas

边缘
Edge

60.666 7±5.695 0 a

3.333 3±0.154 7 a

中央
Center

46.333 3±1.731 5 a

2.666 7±0.577 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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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实施，应建立在充分调查、评估风险基础上，

谨慎选择适宜栽植的牧草种类，其种植和管理方式，

尤其应对园内食性广泛的次要害虫重点防范，弄清

生草制度对其种群发生的影响，并进行小面积试种

以评估生草制度对果品生产的利弊，配合先进生草

管理方式，防止次要害虫或新型病虫害的发生与严

重危害。

本研究还利用黄板诱集技术对黑额光叶甲种群

动态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黄板对黑额光叶甲成

虫有较显著的诱集作用，可应用于该虫的监测与绿

色防治。应主要放置于葡萄树篱架上部和行间下

部，田间顺行均匀放置即可。

黑额光叶甲风险性评估。经本文研究调查，昌

黎朗格斯酒庄生草区酒葡萄树受黑额光叶甲危害严

重，有虫株率 100%，单株葡萄树上虫口高达 10 余

头。黑额光叶甲成虫集中于葡萄树篱架上端啃食幼

嫩新叶，造成功能叶破损严重，影响葡萄光合作用和

果实品质。据资料记载，黑额光叶甲食性极广，可取

食玉米、算盘子、白茅属、蓼属、蒿属、榛属、栗属、柳、

紫薇、蔷薇属等植物，且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26-33]。

目前已报道被害的经济作物有麻疯树 [14]、猕猴桃树

和香樟树[34]。此次在河北昌黎地区酿酒葡萄园内首

次发现其严重危害酒葡萄。因此，开展对黑额光叶

甲的风险性评估分析极为重要。黑额光叶甲在北方

其他果树果园生草管理模式下，尤其是坡地、半山

区、山区的发生危害情况及扩散蔓延机制等问题需

进一步调查研究。

4 结 论

河北昌黎酿酒葡萄园生草制度下新发一种害虫

—黑额光叶甲。该虫对‘赤霞珠’葡萄新生幼嫩组织

危害严重，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且在生草区连续发

生。本文利用 Primo Star 显微镜详细观察了该区黑

额光叶甲各虫态的形态学特征，首次阐述了其初孵

幼虫特征。成虫具假死性，无趋光性，昼出夜眠，田间

仅出现于 7—8 月，每日 8:00—11:00 am，3:00—6:00

pm 集中危害葡萄生长点。黄板对黑额光叶甲有一

定的诱集作用，田间顺行均匀放置于葡萄树篱架上

部和下部牧草中央，用于该虫的监测与绿色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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