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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衣蜡蝉［Lycorma delicatula（White）］又称为
“椿皮蜡蝉”、“斑蜡蝉”， 属于同翅目蜡蝉科， 民间
俗称“花姑娘”、“椿蹦”、“花蹦蹦”， 国内南北方均
有分布［1～3�］。 2010 年， 兰州产区葡萄园出现少量
的斑衣蜡蝉， 危害不明显， 没有引起重视； 2011
年普遍发生并进一步扩散蔓延， 不仅在葡萄园为
害， 而且在周边的桃园、 梨园以及洋槐、 泡桐上
大量发生， 严重了影响葡萄树体的生长和发育，
导致葡萄枝条成熟度降低， 花芽分化减弱， 翌年
葡萄产量和品质下降， 经济效益降低。 为此， 我
们通过生产实践总结了斑衣蜡蝉综合防控技术，
经过 2�a 应用， 在兰州葡萄产区取得了显著效果。
1���发生规律

斑衣蜡蝉在兰州 1�a 发生 1 代， 以卵在果树枝
杈、 枝干的背侧以及葡萄架水泥柱背阴处越冬，
每个卵块有卵 40～50 粒， 排列整齐， 表面有蜡
粉。 翌年 4 月下旬陆续孵化为若虫， 初期孵化缓
慢， 随着气温回升， 5 月 10 日左右达到孵化盛期，
若虫聚集在刚萌发的嫩茎和幼叶上进行为害， 受
惊扰跳跃逃避。 若虫蜕变分 4 个时期， 初孵为白
色， 不到半天时间， 由白色蜕变为灰色， 跳跃能
力极弱， 是防治最佳时机。 灰色体态保持 1�d 后蜕
变为黑色， 此时跳跃能力已经很强。 6 月中旬以后
出现成虫， 成虫于 8�— 10 月交尾产卵， 9 月下旬
和 10 月上旬为交配产卵盛期， 10 月下旬陆续死
亡。 8�—9 月为为害盛期。
2���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 15～25�mm， 翅展 40～50�mm， 全身

灰褐色［4�］。 前翅革质， 基部约 2/3 为淡灰褐色， 翅
面具有 20 个左右的黑点， 端部约 1/3 为深灰褐色，
翅面有黑色脉纹； 后翅膜质， 基部鲜红色， 具有
黑点， 中部白色半透明， 端部黑色。 体翅表面覆
白色蜡粉， 头角向上翘。 翅色偏蓝为雄性， 偏米
色为雌性。

卵椭圆形， 长约 3mm， 褐色， 每个卵块有
40～50 粒， 排列整齐， 表面覆盖灰褐色蜡粉。

若虫体形似成虫， 头尖足长， 体扁平。 初孵
时白色， 先变为灰色， 再变为黑色（此时为 3 龄），
体表有许多小白点。 4 龄若虫体背呈红色， 具有黑
白相间的斑点。
3���危害特点

斑衣蜡蝉为多食性害虫， 除为害葡萄外， 还在
桃树、 梨树、 洋槐、 泡桐、 李子等树体上进行为害
并产卵越冬［5�］。 成、 若虫均具有群栖性， 飞翔力较
弱， 但善于跳跃。 以成虫、 若虫群集在叶背、 嫩枝
上刺吸危害， 有时可见数十头群集在新梢上， 排列
成一条直线。 被害叶片有淡黄色斑点， 严重时叶片
穿孔、 破裂； 被害枝黑色， 易染煤污病或嫩梢萎缩
畸形， 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严重时引起表皮枯
裂， 甚至死亡。“中秋节”前后， 成虫群集在葡萄叶
背和枝干上取食为害， 并且在葡萄、 桃等树杈附近
阴面以及葡萄架水泥柱中下部阴面开始产卵。
4���综合防治技术
4.1 农业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原则。 葡萄园
周围忌种斑衣蜡蝉喜食寄主树木， 以减少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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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为害。 加强葡萄园管理， 配方施肥， 及时追
肥， 合理灌水， 及时绑蔓除副梢、 摘心， 除萌蘖，
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提高植株的抗逆性， 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减轻危害。
4.2 物理防治

结合冬季修剪和葡萄园管理， 剪除有卵块的枝
条， 或者抹除枝条及葡萄架水泥柱上的卵块。 9 月
下旬到 10 月上旬是成虫产卵的高峰期， 此时成虫
行动比较缓慢， 再加天气开始转凉、 清晨气温较
低、 湿度较大， 严重影响斑衣蜡蝉的飞翔和跳跃能
力， 此期进行人工捕捉成虫， 可有效减少虫源。
4.3 化学防治

4 月中旬， 结合葡萄出土， 全园喷 5 波美度石
硫合剂 1 次； 4 月下旬为斑衣蜡蝉孵化初期， 全园
喷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500 倍液 +4.5%瓢甲
敌乳油 1�500倍液， 间隔 7～10�d。 5 月上旬为孵化
盛期， 全园喷 4.5%联苯菊酯乳油 1�500 倍液 +4.5%
瓢甲敌乳油 1�500 倍液， 此次防治非常重要， 喷药

必须及时周到， 除葡萄树体喷药外， 地边、 地埂、
渠边、 水泥柱等都均匀喷雾药剂， 做到全面细致，
进行彻底防治。 卵孵化盛期以后， 进入正常防控，
以防治病害为主， 同时兼防红蜘蛛、 蚜虫、 斑衣
蜡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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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Rehmannia glutinosa）为玄参科植物， 干
燥块茎入药， 生药称地黄， 含环烯醚萜甘类物质。
鲜品中梓醇含量达 0.11%， 并含地黄素、 维生素、
多种糖类和多种氨基酸等。 鲜地黄有清热、 生津、
凉血的功效； 生地黄有滋阴清热、 凉血止血的功
能； 熟地黄则有滋阴补血的作用［1～4�］。 现代药理
研究表明， 地黄具有抗辐射、 保肝、 降低血糖、
强心、 止血、 利尿、 抗真菌的作用。 近年来， 榆
中县农户种植地黄收入在 7.5 万～15.0 万元 /hm2，
经济效益显著， 农户种植积极性高， 种植面积有

逐年增加趋势， 但传统种植技术产量低、 种植成
本高。 为了提高地黄种植产量， 降低投入成本，
我们对目前的传统种植技术进行改进， 采用覆膜
垄作高产栽培，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产量在
45�000�kg/hm2 以上。
1���选地整地

选择地势平坦、 土层深厚、 向阳、 排水良好的
肥沃土壤， 以中性和微酸性壤土或砂壤土为好。 地
黄忌重茬连作， 前茬以蔬菜、 小麦、 玉米等为好。
忌豆类等作前茬或与其邻作， 否则易发生红蜘蛛或

摘要： 从选地整地、 重施基肥、 品种选择与种栽来源、 播种起垄覆膜、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采收与加工
等方面对地黄覆膜垄作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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