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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白星花金龟 Postosia brevitarsis lewis 自 2001 年在

新疆昌吉市三工乡等地玉米田首次发现以来，其危害

和扩散呈逐步加重趋势[1]。目前主要分布于新疆北部

的4个地州及吐鲁番地区的13县市及其所辖的兵团各

农牧团场的农作物和林果种植区[2]。该虫2004年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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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星花金龟Postosia brevitarsis lewis近年来对石河子市区农林作物为害严重，调查了白星花金龟

在石河子发生、为害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石河子市区白星花金龟从5月初开始出土为害，6月中旬

为盛期。5月25日至6月23日诱集的白星花金龟占总诱集量的59.2%；6月27日至7月29日诱集的白星

花金龟占总诱集量的 24.0%；两者相加占总诱集量的 83.2%。（2）5 种配方糖醋液（配方 1 糖:醋:水:酒=3:

1.5:5:1；配方 2：糖:醋:水:酒=3:6:9:1；配方 3：糖:醋:水:酒=4:3:2:1；配方 4：糖:醋:水:酒=3:4:2:1；配方 5：糖:

醋:水:酒=1:4:16:1）对白星花金龟的诱集作用从高到低依次为：配方 3＞配方 1＞配方 5＞配方 4＞配方

2。（3）室内饲养白星花金龟成虫寿命可达近9个月。平均单雌累计产卵量为35~72粒。室内（25℃）卵孵

化率100%，卵期7天左右。（4）白星花金龟在石河子地区目前主要分布在石河子市、郊区及周边较近的

农牧团场，其它农牧团场尚未发现。石河子地区10多种主要农、果、林植物都发现有白星花金龟为害，

其中玉米、向日葵、葡萄受害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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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Occurrences and Damages of Postosia brevitarsis lewis in Shihe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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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osia brevitarsis lewis damaged seriously to farming and forestry in Shihezi in recent years. Its
occurrence and damage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⑴ P. brevitarsis occurred and damaged from
the earth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and the population peak of P. brevitarsis occurred in the middle of June. The
number of trapped occupied 59.2% and 24.0% of all the chafers trapped from May 25 to June 23 and from June
27 to July 29 separately. The trapping amount of the two together occupied 83.2% of the total. ⑵The attraction
impacts of the five formulas of sugar-vinegar mixture for the chafers showed that: formula 3>1>5>4>2. (3) The
life span of the adults could last for nearly nine months. The average cumulative amount of eggs was 35 to 72
per female. The egg hatchability was 100% at indoor temperature (25℃), and the egg stage was about seven
days. (4) At present P. brevitars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hihezi City, suburbs, and surrounding Farms, other
Farms haven’t been discovered yet. More than 10 kinds of main agricultural and horticultural crops could be
damaged by p. brevitarsis, especially in corn, sunflower, gr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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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石河子地区，2007年在石河子市区开始普遍发生，为

害严重，对石河子农林果业造成严重的威胁。白星花金

龟1年发生1代，幼虫主要营腐生生活，不为害植物[3]。

成虫杂食性[4]，一生多次交配，多次产卵[5]。有聚集为

害的习性，对糖醋液有明显的趋性[6]。不同的文献报

道中所使用的糖醋液的配方众多[7-14]，选择何种比例的

配方指导本地生产实践则需要进行对比试验研究。加

之目前白星花金龟为害和发生规律在石河子地区尚不

清楚。笔者旨在研究白星花金龟在石河子的为害和发

生规律，为切实做好本地区白星花金龟防治提供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用具 相机、剪刀、塑料绳、矿泉水瓶（剪成口

径 6.5 cm）、食用白沙糖、食用醋、酒精、自来水、口径

4 cm的铁质鱼网、镊子、瓷碗、量筒、烧杯等

1.1.2 糖醋液的配置 配方根据不同文献报道选择效果

较好的5种。配方1：糖:醋:水:酒=3:1.5:5:1；配方2：糖:

醋:水:酒=3:6:9:1；配方 3：糖:醋:水:酒=4:3:2:1；配方 4：

糖:醋:水:酒=3:4:2:1；配方5：糖:醋:水:酒=1:4:16:1。

1.2 试验方法

1.2.1 白星花金龟成虫年发生消长动态调查 调查地

点在历年白星花金龟发生严重的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试验站葡萄园，从2010年4月底开始悬挂糖醋液瓶诱

集，一直到 10月底为止（连续 1周诱集不到白星花金

龟）。每天记录诱集到的白星花金龟总数，并统计雌、

雄虫比。

1.2.2 不同配方糖醋液诱集白星花金龟效果比较 试验

采用的5种配方糖醋液，每个处理重复3次。评价不同

比例配方糖醋液对白星花金龟的诱集作用。

1.2.3 白星花金龟成虫寿命及繁殖力 从葡萄园采集白

星花金龟成虫，在室内常温下饲养。观察其寿命及繁

殖力。饲喂食料：西瓜皮和苹果。

1.2.4 白星花金龟寄主范围及分布调查 在白星花金龟

发生为害期间，普查石河子地区主要农林等植物上白

星花金龟发生情况，并拍照。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处理用Excel 2003进行统计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白星花金龟成虫年发生消长动态

糖醋液诱集白星花金龟结果见图 1。2010年 5月

10起开始诱集到白星花金龟成虫，5月底左右（5月29

日诱集到 95头）为始盛期，6月中旬（6月 9日诱集到

454头；6月14日诱集到453头）为盛期。截止到10月

6 日，共诱集到 5737 头成虫，其中雌虫 3372 头，雄虫

2365头。雌雄性比约为1.43:1。5月25日至6月23日

共诱集到 3395头，占总诱集量的 59.2%；6月 27日至 7

月 29日共诱集到 1378头，占总诱集量的 24.0%；两者

相加占总诱集量的83.2%。

2.2 不同配方糖醋液诱集白星花金龟效果比较

2010年 5月 10日至 10月 6日，配方 1诱集到雌虫

824头，雄虫 518头，合计 1342头；配方 2诱集到雌虫

476头，雄虫316头，合计792头；配方3诱集到雌虫945

头，雄虫 669头，合计 1614头；配方 4诱集到雌虫 511

头，雄虫301头，合计812头；配方5诱集到雌虫699头，

雄虫 434头，合计 1133头；经统计分析表明：5种配方

糖醋液对雌虫的诱集作用从高到低依次为：配方3>配

方 1>配方 5>配方 4>配方 2；配方 3诱集效果与配方 2

之间差异极显著；配方1和配方5诱集效果与配方2之

间差异显著。对雄虫的诱集作用从高到低依次为：配

方3>配方1>配方5>配方2>配方4；配方3诱集效果与

配方4之间差异极显著。对白星花金龟总的诱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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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白星花金龟种群发生消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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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到低依次为：配方 3>配方 1>配方 5>配方 4>配方

2；配方3诱集效果与配方4和配方2之间差异极显著，

结果见图2。

2.3 白星花金龟成虫寿命及繁殖力

2009年10月24日从石河子大学农学院试验站葡

萄园葡萄果穗上采集白星花金龟成虫 43头（25♀，18

♂）进行室内饲养观察（图3）。成虫白天出土取食，晚

间潜入土中，多次交尾多次产卵，每月统计其产卵数，

并剔除。截止到2010年7月10日，近9个月的时间，还

有成虫22（13♀，9♂）头存活。共产卵873粒。平均单

雌累计产卵量约为 35~72粒。卵乳白色，圆或长椭圆

形，直径 2~2.5 mm。室内（25℃）卵孵化率 100%，卵期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配方1 配方2 配方3 配方4 配方5

数
目
/头

♀ ♂ 合计

 AB

 AB

 
AB

 
AB

 
AB  

AB

 
AB

 
AB Bc

 Bb  Aa

 Aa

 Aa

 Bb

 Bb

图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图2 不同配方糖醋液诱集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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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左右。

2.4 白星花金龟寄主范围及分布区域调查

根据普查结果表明：在石河子地区，白星花金龟目

前主要在石河子市、郊区及周边较近的农牧团场。其

它农牧团场尚未发现。其寄主范围相当广泛，石河子

地区 10多种主要农、果、林等植物都受到了为害（图

4）。包括小麦、玉米、向日葵、番茄、葡萄、桃树、苹果、柳

树、葱花、杏子等。其中玉米、向日葵、葡萄受害较重。

a：西瓜皮饲喂；b：在土中产的卵；c：显微镜下卵的形态；d：初孵化的幼虫；e：初孵化幼虫大小；f：蛹室的形态及大小

图3 白星花金龟的室内饲养

a：白星花金龟为害苹果；b：白星花金龟为害葡萄；c：白星花金龟为害棉花花器；d：白星花金龟为害柳树；e：白星花金龟为害小麦；

f：白星花金龟为害棉桃；g：白星花金龟为害葱花；h：白星花金龟为害向日葵花盘；i：白星花金龟为害玉米

图4 白星花金龟为害的主要农果林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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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白星花金龟在石河子市区从 5 月初开始出土为

害，早于李涛等[15]报道乌鲁木齐西郊白星花金龟成虫

始见期为5中旬至6月初。发生始盛期在5月底左右，

盛期在6月中旬，统计数据表明：5月25日至6月23日

诱集的白星花金龟占总诱集量的59.2%；6月27日至7

月 29日诱集的白星花金龟占总诱集量的 24.0%；两者

相加占总诱集量的83.2%。

不同配方糖醋液诱集白星花金龟效果比较表明：

配方 3诱集效果最优，配方 1和配方 5诱集效果次之，

配方4和配方2诱集效果最差。推荐生产实践中选用

配方 3。考虑到糖、醋的使用量，为了降低成本，可选

用配方1和配方5。

试验表明室内饲养白星花金龟成虫寿命可达近9

个月的时间，远比前人观察报道[16-17]的要长。因此，白

星花金龟从春季出土开始，到入冬前的整个生长季节，

都可以对农林作为进行为害，为害期长。且白星花金

龟成虫饲养是跨年度的，表明白星花金龟成虫在温度

和食物适宜的情况下是可以越冬的。因此，白星花金

龟成虫在石河子有可能随水果等食物在储藏窖等处越

冬。

在试验过程中发现有蚜虫为害的植物上，能够吸

引大量白星花金龟成虫。通过观察，这可能与蚜虫分

泌的蜜露有关。春夏季节石河子市区榆树上榆斑蚜发

生普遍严重，因此，在榆树上通常可以发现很多白星花

金龟，震动榆树，会有大量白星花金龟成虫落地。

在石河子地区，白星花金龟目前主要在石河子市、

郊区及周边较近的农牧团场。其它农牧团场尚未发

现。其寄主范围相当广泛，石河子地区的主要农、果、

林等植物都受害严重。由于白星花金龟成虫喜欢产卵

于有机粪肥中，幼虫以有机粪肥为食，并在其中越冬等

生活习性，加之目前产业结构调整，例如畜牧业的增

加，产生大量的有机粪肥及葡萄、瓜、果栽培面积扩大

等都为白星花金龟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

注意加强白星花金龟的防治，白星花金龟危害面积将

在我区不断扩大，为害加重。白星花金龟大多为害农

作物收获部位，直接造成严重损失，防治难度大。比如

瓜果成熟期，也是白星花金龟为害严重期，此时用药防

治，农药残留将是难以避免的问题。

白星花金龟的防治建议：白星花金龟主要以幼虫

在有机粪肥中越冬，加强对有机粪肥的处理，是防治白

星花金龟的基础。白星花金龟1年发生1代，即生长季

节出土为害的白星花金龟成虫种群数量是一定的。试

验诱集结果表明，5月 25日至 7月 29日诱集的白星花

金龟占总诱集量的83.2%，因此，加强这段时间的诱集

工作，可大幅度降低当年和来年种群数量，是有效防止

白星花金龟秋季为害农作物瓜果收获的关键的时刻。

另外，白星花金龟个体较大，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用防鸟

网进行防治。调查中发现戴胜鸟Upupa epops和乌鸫

鸟Turdus merula能够在有机粪堆中觅食白星花金龟

幼虫，应加以保护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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