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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牛是李树的主要害虫之一，近年发生较重，对李树健康种植构成威胁。本文介绍星天牛、桃红颈天牛和

粒肩天牛等 3 种李树天牛的识别特征和为害特点，并从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方面综合探

讨其防控技术措施，以期实现对李树天牛的无公害和可持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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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Damages of Three Kinds of Longicorn as well as Their 
Synthetical Prevention on Plum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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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Fuj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Fuzhou 350013, China; 
2.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Longicorn was one of the main pests on plum trees. They occurred seriously in recent years and 
posed a threat to the healthy planting of plum tree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identification features and damage 
characteristics of Anoplophora chinensis, Aromia bungii and Apriona germari, and synthetically discussed thei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rom the way of agricultural,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controls. The 
objective was to realize the pollution-free and sustainable controls of longicorns on plum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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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芙蓉李、大红李和

黑李的种植强省，李种植面积全国第 4，产量全国

第 2 [1-2]。但这 3 种李树在种植过程中易受到星天牛

（Anoplophora chinensis）、桃红颈天牛（Aromia 
bungii）和粒肩天牛（Apriona germari）为害。3 种

天牛成、幼虫均可为害李树，成虫取食和产卵常造

成断枝、枯梢、缺刻和各种刻槽；幼虫蛀食树干或

树枝常形成各种不规则蛀道，并从蛀排粪孔排出大

量粪便和木屑，影响李树健康种植，也影响李子品

质及产量。作者在剖析 3 种李树天牛识别特征和为

害特点的基础上，从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

治和化学防治等方面综合探讨其防控技术措施，以

求采用更加科学合理的手段控制该类害虫发生，实

现对李树天牛的无公害和可持续控制。 

1  3 种李树天牛识别特征 

3 种李树天牛的形态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桃红

颈天牛成虫头部向前倾斜，前口式口器；下颚须端

节末端钝圆或平截；前、中足胫节无斜沟；中足基

节窝对后侧片开放。而星天牛和粒肩天牛成虫头部

额与体纵轴近乎垂直，下口式口器；下颚须端节末

端狭圆；前足胫节内沿具斜沟。同时，星天牛触角

柄节末端具细脊围成近半圆形的端疤，端疤完整，

闭式；中足胫节有斜沟；中胸腹板凸片有瘤突。相

比而言，粒肩天牛触角柄节末端无细脊围成近半圆

形的端疤，背方具粗糙颗粒；中足基节窝开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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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腹板凸片无瘤突。3 种天牛各虫态识别特征的详 细比较见表 1[3-9]。 

表 1  3 种李树天牛各虫态识别特征比较 

虫态 星天牛 桃红颈天牛 粒肩天牛 

成虫 

体长 19.0~39.0 ㎜，宽 6.0~13.5 

㎜，漆黑色，有时略带金属光泽，

雌虫较宽；触角第 1、2 节黑色，自

第 3 节开始每节基部有淡蓝色毛

环，雄虫触角柄节端疤关闭式，超

过体长 4~5 节，雌虫触角超过虫体

1~2 节；前胸背板中瘤明显，两侧

具尖锐粗大的侧刺突；小盾片一般

不具明显的灰色毛，有时较白，间

或杂有蓝色；鞘翅表面具排列不整

齐的 5~6 横行约 40 个白色小毛斑，

基部密生多个大小不等的颗粒状突

起，约占翅长的 1/4。 

体长 28.0~37.0 ㎜，宽 8.0~10.0 

㎜，黑色光亮，雄虫身体比雌虫小；

头项两眼间有深凹及浅沟，腹面有

许多横皱。触角蓝紫色或黑蓝色，

基部两侧各有一叶状突起，雄虫触

角超过体长 4~5 节，雌虫触角超过

虫体 2 节；前胸背板背面大部分为

光亮的棕红色或完全黑色，两侧各

有 1 个发达且顶端尖锐的刺突，背

面有 4 个瘤突；雄虫前胸腹面密布

刻点，雌虫前胸腹面有许多横皱；

小盾片黑色略向下凹，表面平滑；

鞘翅表面光滑，具 2 条不明显纵纹。

体长 26.0~51.0 ㎜，宽 8.0~16.0 

㎜，黑色或黑褐色，密被灰黄色或

黄褐色绒毛，使背面和腹面呈青棕

色或棕黄色；触角柄节端疤开放式，

第 1、2 节黑色，自第 3 节开始每节

基部约 1/3 为灰白色，端部黑褐色，

雄虫则超出体长 2~3 节，雌虫触角

略长于体；前胸背板前后横沟之间

有不规则的横纹或横脊线，两侧中

央各有 1 个粗壮的刺突；鞘翅基部

1/4~1/3 处密布黑色光亮的瘤状颗

粒，中缝、侧缘及端缘通常有 1 条

青灰色狭边，翅外端角及缝角均呈

刺状突出。 

卵 

长 5.0~6.0 ㎜，长椭圆形，初

产为乳白色，后渐变为浅黄色，孵

化前为黄色或黄褐色。 

长 6.0~7.0 ㎜，椭圆形或长圆

形，乳白色或淡绿色，光滑略有光

泽。 

长 5.0~7.0 ㎜，椭圆形，一端

较细，扁平且略弯曲，初产乳白色，

后渐变淡褐色或黄白色。 

幼虫 

老熟时体长 45.0~67.0 ㎜，乳

白色、淡黄色或黄褐色，圆筒形；

头大而扁，褐色或黑褐色；前胸背

板略扁，前端左右两边各有 1 个飞

鸟形褐色或黄褐色斑纹，后区有 1

个明显的褐色或黄褐色“凸”字形斑

纹；肛门 3 裂。 

老熟时体长 42.0~50.0 ㎜，黄

白色，体前半部各节呈扁长方形，

后半部稍呈圆筒形，体两肋密生黄

棕色细毛；头小，黑褐色或红褐色；

前胸背板前半部横列 4 小黄褐色斑

块，背面的两个各呈横长方形，位

于两侧的黄褐色斑块略呈三角形；

肛门 3 裂。 

体长 60.0~80.0 ㎜，乳白色，圆筒

形；头大部分缩在前胸内，黄褐色；

前胸特别发达，背板骨化区近方形，

背板密生黄褐色短毛，后半部密生

赤褐色刻点，其中夹有“小”字形凹

纹或 3 对白色尖叶状凹纹；肛门 1

横裂。 

蛹 

长 28.0~38.0 ㎜，初孵时乳白

色或淡黄色，后逐渐变为黄褐色至

黑色，触角细长、卷曲，翅芽超过

腹部第 3 节后缘。 

长 26.0~36.0 ㎜，初孵时乳白

色，后渐变为黄褐色；前胸两侧和

前缘中央各有一刺突。 

长 30.0~50.0 ㎜，初孵时淡黄

色，后逐渐变为黄褐色至黑色；触

角后披，末端卷曲；翅牙达第 3 腹

节；腹部 1~6 节背面两侧各有 1 对

刚毛区，尾端轮生刚毛。 

2  3 种李树天牛为害特点 

3 种李树天牛的为害也存在较大差异。星天牛

1~2 年 1 代，以幼虫在树干基部蛀道内越冬；桃红

颈天牛 2~3 年 1 代，以幼虫在蛀道内越冬；粒肩天

牛 1 年 l 代，以幼虫在被害枝干内越冬。3 种天牛

各虫态为害特点的详细比较见表 2[1, 6-8]。 

3  综合防控技术措施 

李树天牛防控是一项综合治理的过程，应引入

生态调控技术理论，在强化检疫的同时，协调运用

农业、物理、生物和化学等各项措施，以捕杀为主，

树体喷雾为辅，从短期控制向持续控制转化， 终

实现李树天牛的无公害和可持续控制。 
3.1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是李树天牛综合防控的基础，可从选

用抗虫品种、加强栽培管理等方面着手[9-10]。2009
年 6 月以来，以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创业李种植示范

基地的 6 个规范化栽培示范片为观测点，发现芙蓉

李、大红李和黑李对星天牛、粒肩天牛和桃红颈天

牛等 3 种天牛的抗性差异较大，大红李抗虫性 好，

黑李次之，芙蓉李 差。故李树栽培时，应重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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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虫品种，从根本上减轻天牛为害；同时应加强

栽培管理，增强树体对天牛的抵抗能力。如星天牛，

主要危害李树的根颈部，就可定期在树根颈部培土，

产卵盛期后扒去泥土，除去卵粒和初孵幼虫再培土

覆盖，以保护树体；在幼虫发生为害初期，及时剪

除受害嫩枝、枯死枝、内膛密枝，防止幼虫转入粗

大枝干为害；在李园内及附近，不设天牛的食源植

物，或栽植一定宽度的非寄主植物作隔离带，断绝

天牛成虫的食物来源等。 

表 2  3 种李树天牛各虫态为害特点比较 

种类 成虫和卵 幼虫和蛹 

星天牛 

5－6 月成虫大量羽化，羽化后在蛹室停

留 4~8 d，待身体变硬后才从圆形羽化孔出

洞，啃食李树幼嫩枝梢树皮作补充营养，2~4 

d 后才交尾，寿命 30~60 d；晴天多在树干或

树枝上栖息、交尾和产卵，上午活动 盛；

产卵前先用上颚在树干基部或主侧枝下部的

树皮上咬一深达木质部的横沟槽，后产卵于

沟槽皮层下，一般每一刻槽产 1 粒，并分泌

褐色胶质物封口，产卵处表皮呈“T”形、“人”

形、“L”形或“⊥”形等，以近地面 5 ㎝左右树

干产卵 多。卵期 9~15 d。 

6－7 月初孵幼虫先在皮层和木质部之间向下蛀食，至根颈

部迁回蛀食，形成不规则的扁平蛀道，蛀道中充满粪便和木屑，

但不外排，被害处会渗出胶液；经 1~2 个月后开始蛀入木质部

形成不规则虫道，蛀至木质部 2~3 ㎝或根颈部蛀食 10~15 ㎝

深度，就转向上蛀，上蛀高度不一，蛀道加宽，并蛀有 1~3 个

排粪孔，从中排出大量锯屑状粪便和木屑，幼虫一生蛀道长

35~57 ㎝。幼虫为害到 11 月左右，停止取食，开始在树干基

部虫道内越冬，幼虫期约 10 个月。次年 3 月越冬幼虫开始活

动，继续在木质部钻蛀为害；3－4 月老熟幼虫在虫道端部做长

圆形蛹室化蛹。蛹期 20 d 左右。 

桃红颈天牛 

6－7 月成虫大量羽化，羽化后先在蛹室

中停留 3~5 d 后出洞，以雨后出洞 多，出

洞后即可交尾，2~3 d 后产卵，寿命约 10 d；

晴天多在树干或树枝上栖息、交尾和产卵，

中午活动 盛，遇外界惊扰，雄虫多数爬行

躲避或坠地，雌虫迅速飞逃；产卵前先在主

干、主枝上爬行，以尾端频频试探树皮，找

到适合的缝隙后便将产卵于其中，一般每次

产 1 粒，以近地面 35 ㎝以内树干产卵 多。

卵期 7~9 d。 

6－8 月初孵幼虫先在树皮下蛀食，随虫体增大逐渐蛀入韧

皮部与木质部之间为害，虫体长到 30 ㎜以后蛀入木质部为害，

由上向下蛀食成弯曲不规则蛀道，蛀道中充满粪便和木屑，隔

一定距离向外蛀成 1 个排粪孔，排出大量红褐色锯屑状粪便和

木屑，并常伴有流胶，有的可蛀到主根分叉处，深达主干土面

下 8~10 ㎝处，幼虫一生蛀道长 50~60 ㎝。幼虫 11 月开始在

蛀道内越冬；次年 3－4 月越冬幼虫开始活动，继续在皮层下

和木质部钻蛀为害；5－6 月为害 烈。幼虫期 23~35 个月，

经过 2~3 个冬天才老熟。第 3 或第 4 年 5－6 月，老熟幼虫先

在蛀道口附近的树皮上做好羽化孔（孔外留有一层表皮），后

在蛀道内用分泌物黏结粪便、木屑做茧化蛹。蛹室在蛀道末端，

蛹期 20~30 d。 

粒肩天牛 

6－7 月成虫大量羽化，羽化后于蛹室内

停 5~7 d，再咬 1 个羽化孔出洞，啃食嫩枝树

皮、嫩叶和嫩芽补充营养，不久即开始交尾，

10~15 d 后产卵，寿命 长可达 80 d；多晚间

活动、取食和产卵，以早晚较盛，有趋光性

和假死性，用木棍敲打枝干，即惊落地面，

极易捕捉；产卵前先将枝条的中部或基部的

表皮咬成“U”形或“川”形伤口，然后产卵于其

中，一般每处 1 粒卵，后分泌粘液封口，以

2~4 年生直径 10~15 ㎜的枝条产卵 多。卵

期 10~15 d， 

7－8 月初孵幼虫先向上蛀食，后掉头沿枝干木质部一边向

下蛀食，逐渐深入心材，如植株矮小，下蛀可达根际；在蛀道

内开始每隔 5~6 ㎝向外咬一圆形排粪孔，排出大量粪便与木

屑，后随幼虫增长孔径逐渐扩大，孔间距离也逐渐增长，排出

的粪便由红褐色细绳状逐渐变为锯屑状；幼虫一生蛀道长达 2 

m 左右，蛀道内无粪便与木屑。幼虫为害至李树落叶时在被害

枝干内休眠越冬，幼虫期约 9 个月。次年 3~4 月李树萌动后越

冬幼虫开始继续在枝干内为害，5－6 月老熟幼虫沿蛀道上移，

超过 1~3 个排泄孔，先咬雏形羽化孔，向外达树皮边缘，使树

皮呈现臃肿或破裂，树液外流，后又回到蛀道内选择适当位置

作蛹室化蛹。蛹期 15~2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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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李树天牛防控 直接且有效的手

段，可重点推荐以下 3 项措施。一是人工捕杀。在

成虫出洞前，用三合土或水泥封闭羽化孔；在成虫

盛发期及产卵之前，利用成虫不喜飞翔、行动慢，

有静息枝条和假死坠地等习性，采用震落等方式捕

杀，减轻成虫产卵为害；在成虫产卵期及幼虫为害

期，检查树体，发现产卵痕迹和蛀孔，及时用石块

或钉锤敲打，或用刀子等利器挖除虫卵和幼虫，若

幼虫已钻入木质部，用尖细钢丝或铁丝从蛀孔插入，

反复刺杀[11-13]。二是树干涂白或包扎。在成虫羽化

产卵之前，对主干和主枝基部用涂白剂（生石灰︰

硫磺︰食盐︰水︰兽油=5︰0.5︰25︰20︰25 或聚

乙烯醇︰石灰︰水︰辛硫磷︰食盐=3︰30︰120︰
1︰1）涂白或包扎塑料薄膜、麻袋和草绳等，减少

成虫产卵, 降低幼虫成活率[14-15]。三是诱杀成虫。

利用天牛成虫的趋性，在园内安装黑光灯或佳多频

振式杀虫，或在园内设糖醋液(糖︰醋︰酒︰水=l
︰1.5︰0.5︰16 或酒︰水︰糖︰醋︰桃叶汁︰溴氰

菊酯=l︰10︰4︰6︰0.5︰0.01）诱杀点，诱杀李树

天牛成虫[12-13, 16-17]。此外，还可探索利用性引诱剂

和微波技术[12, 18]。 
3.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李树天牛防控较安全、有效、持久

的一种方法，目前可用主要天敌生物资源有：一是

天敌鸟类和昆虫。大斑啄木鸟(Dendrocopos major)
和星头啄木鸟(D. canicapillus)对天牛幼虫有较好的

捕食作用；花绒寄甲(Dastarcus longulus)、管氏肿腿

蜂 (Scleroderma guani) 和 川 硬 皮 肿 腿 蜂 (S. 
sichuanensis)等对天牛幼虫和蛹，桑天牛卵长尾啮小

蜂(Aprostocetus fukutai)对天牛卵，均有较好的寄生

效果，应加以保护利用[11, 13, 19-20]。二是真菌和细菌。

球孢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金龟子绿僵菌

(Metarhizium anisopliae)、蜡蚧轮枝孢菌(Verticillium 
lecanii)、粉拟青霉(Paecilomyces farinosus)和褐鳞环

柄菇 (Lepiota helveola)等真菌，粘质沙雷氏菌

(Serratia marcescens)和产碱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lcaligenes)等细菌，对天牛幼虫均有较好的致病和

致死力，应加以挖掘利用[9, 13, 21-24]。三是病原线虫。

斯氏线虫(Steinernema feltiae)和(S. carpocapsae)、异

小杆嗜菌线虫(Heterorhabditis bacteriophora)等对天

牛幼虫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应加以开发利用[9, 11, 

13, 22, 25-27]。此外，光肩星天牛微粒子虫(Nosenma 
glabripennis)对光肩星天牛有较强的致病力，可尝试

应用[22]。 
3.4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李树天牛防控 常用且速效性较好

的方法，目前可采用的主要施药方式有：一是药物

堵孔注洞、局部熏蒸或点涂蛀孔。该用法主要针对

已蛀入木质部的大龄天牛幼虫，适用药剂有乐果、

氧化乐果、三唑磷、马拉硫磷、溴氰菊酯、磷化锌

毒签、磷化铝片剂、樟脑丸、杀螟松、敌敌畏、吡

虫啉和硫酰氟等[9, 11-12, 14]。二是树体喷药。该用法

对卵、初孵幼虫和成虫具较好的防治效果，适用于

卵和初孵幼虫的药剂有杀螟松、西维因、乐果、吡

虫啉、啶虫脒、功夫菊酯和水胺硫磷等，适用于成

虫的药剂有敌敌畏、杀螟松、溴氰菊酯、辛硫磷、

锐劲特、8%绿色威雷、16%虫线清、5%溴氰菊酯微

胶囊、8%氰戊菊酯微胶囊、20%杀螟松微胶囊、灭

幼脲 3 号微胶囊和 25%氯氰菊酯微胶囊等[9-12, 28-30]。

此外，在选择药剂时，应多选用安全、高效和经济

的化学杀虫剂及植物源杀虫剂；同时，注意药剂轮

换或交替使用，延缓高抗个体的产生。 

4  小结与展望 

星天牛、桃红颈天牛和粒肩天牛等 3 种天牛的

形态特征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对它们科、属、种的

特征中比较重要、突出、明显而稳定的特征进行比

较，可有效鉴定成虫；但要生产中准确地识别这 3
种天牛，还需进一步对它们各虫态的识别特征进行

比较。 
3 种天牛的为害特点存在较大差异，同种天牛

各虫态的为害也各不相同，应根据天牛种类、虫态

及其发生为害规律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此外，还

应密切关注李树天牛的转寄主现象发生，如星天牛

近年来发生了寄主转移，已成为黑李上的主要新害

虫，需引起高度重视，进行定点监测[1]。 
李树天牛防控是一项综合治理的过程，应引入

生态调控技术理论，协调运用农业、物理、生物和

化学等各项措施，从短期控制向持续控制转化，

终实现李树天牛的无公害和可持续控制。农业防治

是李树天牛综合防控的基础，应尽可能种植抗虫品

种，做好栽培管理配套技术措施；物理防治是李树

天牛防控 直接且有效的手段，现阶段应做好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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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杀、树干涂白或包扎、诱杀成虫等工作；生物防

治对李树天牛防控较为安全、有效、持久，目前应

重点保护利用好天敌鸟类和昆虫、真菌和细菌、病

原线虫等主要天敌生物资源；化学防治是李树天牛

防控不可缺少的措施，但应多选用安全、高效和经

济的化学杀虫剂及植物源杀虫剂，可采用药物堵孔

注洞、局部熏蒸、点涂蛀孔及树体喷药等喷药方式，

务必做到安全、方便且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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