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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食叶性害虫种类及防治技术 （一）茶毛虫 茶毛虫也叫茶辣子、摆头虫，由于
成虫身上有一种毒毛，能引起人体接触后产生奇痒红肿，所以又叫茶黄毒蛾。
茶毛虫是茶园里一种杂食性虫害，除危害茶树外，还可危害梨、柑橘、油桐等植物，侵食性大，繁殖
能力强，对茶园危害极大。
 1.形态特征及生活习性。
 成虫体长6～13 mm，翅展20～30 mm，雌蛾比雄蛾略大，体黄色。
雄蛾体呈褐色，卵圆形，淡黄色，堆集成椭圆形卵块，上面覆盖黄色绒毛。
幼虫体长20mm左右，体色由淡黄色渐变成黄色，体背和侧面都有黑刺瘤，瘤上簇生黄色毒毛。
蛹长lo mm左右，圆锥形，黄褐色，有短毛，有钩状尾刺，外有黄色丝茧，茧长12～14 mm。
一年发生2～3代，第一代在5月上旬，第二代和第三代在6～9月。
幼虫期为30～50天，也是危害茶树最重的时期，特别是幼虫的3龄以后食量大增。
该虫具有聚集性，一般都在几十到上百头聚集茶树叶背面取食。
一株茶树被食完后又会分群迁移到别的茶树继续危害。
幼虫期在树上当受惊吓后会吐丝下垂和迁移分散，边走边摆头，口吐黄绿色汁液。
白天阳光强时会躲在茶树丛内荫凉处，幼虫成熟后下树到地面浅土层或落叶下结茧化蛹。
它既可以幼虫或卵在树上越冬，也可以蛹在地下越冬。
第二年一旦温湿度适宜又会大量繁殖蔓延，继续危害茶树。
由于它的越冬方式不定，在防治上就很困难。
 2.危害症状。
 幼虫以茶树叶片、嫩芽叶和成叶为食，虫口密度大时，除危害叶片外，严重时连树皮、花和幼果都吃
。
食过后的叶片呈半透明的网膜斑。
只有叶柄和叶脉青枯支撑叶网膜，茶树嫩枝皮也被食光、使茶树非常难看。
 3.防治办法。
 摘除卵块，特别是在秋冬季，把越冬卵及幼虫摘除后，避免第二年再大量繁生。
 利用茶毛虫的成虫有趋光性特点，可在田间点灯诱蛾捕杀，这种防治办法效果很好。
生物防治是减少用药次数，促进田间天敌繁殖，通过生态平衡自控。
如有一种赤眼蜂或黑卵蜂，是茶毛虫的自然天敌，能控制茶毛虫泛滥成灾。
再就近年新研制的一种微生物（EpNPV）制剂，一般在盛孵至幼龄虫期喷施，防治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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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崂山茶》献给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崂山国际茶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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