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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天牛在悬铃木木段上的产卵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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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产卵木段粗细对星天牛 Anoplophora chinensis 刻槽产卵的影响、了解刻槽产卵习性及产卵规律，以不

同直径悬铃木 Platanus acerifolia 木段为产卵材料，通过无选择和选择性产卵试验，测定了星天牛在悬铃木上产卵

部位选择，并监测了星天牛的产卵过程。结果表明: 星天牛产卵过程主要包括刻槽部位选择、咬槽、产卵和封槽

4 个阶段。星天牛在不同直径的悬铃木木段上都能刻槽产卵，但木段的粗细对刻槽数量、产卵量的影响差异显著，

对空槽率、卵的大小没有影响。刻槽产卵行为主要集中在直径 10 ～ 15 cm 木段。在直径 3 ～ 5 cm 木段上刻槽数量

和产卵量最低，显著低于直径大于 5 cm 的木段。在武汉地区，星天牛产卵高峰期在 6 月下旬 － 7 月中旬，孵化高

峰期在 7 月中下旬。该结果为深入研究星天牛的生殖行为，精准监测和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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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viposition behavior of Anoplophora chinensis on its host
plant，Platanus acerifolia
WANG Zhi-Hua，TAN Shu-Juan，MAO Ｒun-Ping，YU Jing-Ya，DONG Li-Kun* ，LIU Chao，PEI Zhang-Xin
( Wuhan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Wuhan 430081，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 oviposition behavior of Anoplophora chinensis，including impact of
different trunk diameter on oviposition，gnawing nidus oviposition habits and oviposition dynamics on its
host plant Platanus acerifolia，Selective and non-selective oviposition test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oviposition site selection on the host plant，as well as the oviposition st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ur
oviposition stages were observed for A. chinensis: Site selection，scar gnawing，oviposition and scar
sealing. A. chinensis could gnaw oviposition scars on all diameters of P. acerifolia trunk sections. Trunk
diameter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scars and effective oviposition，but did not affect
unsuccessful oviposition rate and egg size. The oviposition behavior occurred mainly on trunk section of
10 ～ 15 cm in diameter. Lowest number of oviposition scar was found on 3 ～ 5 cm diameter trunk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n trunks of over 5 cm in diameter. In Wuhan，the highest number of oviposition
occurs from late June to mid July，while hatching occurs in mid to late July.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insight for future research on reproduction，precis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Key words: Anoplophora chinensis; oviposition selection; oviposition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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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天 牛 Anoplophora chinensis 隶 属 于 鞘 翅 目

Coleoptera 天牛科 Cerambycidae 星天牛属，为亚洲

本土的林木钻蛀性害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

的钻蛀性害虫。该虫在我国华南 1 a 发生 1 代，北

方地区 2 ～ 3 a 发生 1 代，在湖北武汉地区 1 a 发生

1 代。其分布极广，在我国河北、浙江、湖北、海

南等 20 多 个 省 市 皆 有 分 布 记 录 ( 魏 建 荣 等，

2011) ; 国外主要分布于日本、缅甸、印尼、马来

西亚等 ( 张宇凡和王小艺，2019 ) 。在国内被列入

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名单，在国际上已被北美地

区和欧 洲 多 个 国 家 列 为 重 点 检 疫 对 象 ( Vander
et al. ，2010) 。欧盟委员会于 2008 年出台了紧急

植物 检 疫 措 施 ( WTO 通 报 编 号 G /SPS /N /EEC /
334) ，2010 年又发布实施了更为 严 厉 的 修 订 案

( 2008 /840 /EC) 。美国于 2009 年发布有关星天牛

寄主植物限制令，涉及到的检疫性植物多达 65 个

属 ( 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疫司，2009) 。
星天牛食性杂，寄主广泛，可危害植物多达

26 科 40 属，超过 100 种 ( Haack et al. ，2010; 揭

育泽等，2010) 。有报道显示在我国南方的柑橘园

区和木麻黄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防护林带发生严

重 ( 徐丽丽等，2020) 。近年来在湖北武汉地区星

天牛 的 危 害 和 种 群 数 量 呈 上 升 趋 势， 悬 铃 木

Platanus acerifolia 作为武汉主要行道树之一，栽植

量达 10. 7 万余株。在江岸区、硚口区、武昌区等

发生严重 地 区 的 悬 铃 木 上 星 天 牛 有 虫 株 率 可 达

90% 以 上，受 害 严 重 的 树 体 长 势 衰 弱 甚 至 枯 死

( 王志华等，2022 ) 。目前已成为严重危害悬铃木

的主要害虫之一。由于星天牛为害隐蔽，以及监

测不到位、防治不及时等原因，均加剧了星天牛

的扩散与危害，不仅对城市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

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黄咏槐等，2018) 。
在寄主树干上刻槽产卵是星天牛的主要生物

学特性，是成虫选择产卵场所后繁殖后代的重要

环节，也是裸露自由活动虫态和隐蔽虫态的关键

联系环节。在星天牛的综合防治中，星天牛刻槽

产卵期是防治的一个关键时期，多种防治措施如

人工敲击、掏挖幼虫、释放天敌高度等均与刻槽

产卵部位、时期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掌握星

天牛的刻槽产卵部位选择、习性及产卵规律对该

虫的调查、预报及寻找无公害的综合治理措施均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关于天牛产卵部位的选择已有相关研

究。光 肩 星 天 牛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在 糖 槭

Acer saccharum 上产卵部位的选择随着胸径的增加

呈增加趋势，刻槽数量与树枝直径或胸径极显著

相关 ( 马晓乾等，2012) 。目前关于星天牛刻槽产

卵选择及产卵行为研究未见报道。由于树体上产

卵部位难以准确观察统计，本研究选取新鲜的悬

铃木木段作为产卵材料，通过开展无选择和选择

性产卵试验，测定了产卵木段粗细对星天牛产卵

刻槽的影响，并监测分析了其刻槽产卵习性及产

卵规律，旨在为精准监测和防控星天牛及深入研

究星天牛的生殖行为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虫源

本试验所用星天牛成虫均采自湖北省武汉市

江夏 区 安 山 中 试 基 地， 基 地 内 美 国 红 枫 Acer
rubrum、悬铃木上大面积发生星天牛危害，为试验

提供了充足的虫源保障。成虫于 5 月下旬陆续羽

化出孔，收集新羽化的星天牛成虫作为试虫。
1. 2 试验方法

产卵试验在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圃地内进

行，搭设 1 m × 1 m × 1 m 养虫笼若干，模拟自然

环境并在笼顶覆盖塑料薄膜以防止雨水对星天牛

的不利影响。
1. 2. 1 无选择性产卵测定

在养虫笼内四角各放 1 根长约 80 cm，直径规

格相同的悬铃木木段供成虫产卵，共设 5 个处理，

木段直径 分 别 为 20 ～ 30 cm、15 ～ 20 cm、10 ～
15 cm、5 ～ 10 cm 和 3 ～ 5 cm 木段下端插入盛清水

的培养瓶中，上端用封口膜包好。每个养虫笼放

入 1 对新羽化的星天牛成虫 ( 1♀ + 1♂) ，雄虫若

有死亡，及时补充新的雄虫进去。并在养虫笼中

央放入新鲜的悬铃木嫩枝，供成虫补充营养。各

处理重复 3 笼，每隔 2 ～ 3 d 更换清水及悬铃木嫩

枝。记录木段上天牛产卵的刻槽数、有卵的刻槽

数 ( 即有效刻槽) 以及产卵量，直至雌虫死亡。
1. 2. 2 选择性产卵测定

将 20 ～ 30 cm、15 ～ 20 cm、10 ～ 15 cm、5 ～
10 cm 和 3 ～ 5 cm 5 种不同规格直径的木段贴笼网

等距放入同一个养虫笼内，木段下端插入盛清水

的培养瓶中，上端用封口膜包好。每个养虫笼放

入 1 对性成熟的星天牛成虫 ( 1♀ + 1♂) ，方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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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重复 5 笼。记录木段上天牛产卵的刻槽数、
有卵的刻槽数 ( 即有效刻槽) 以及卵数，直至雌

虫死亡。并用游标卡尺测量卵的大小。
1. 2. 3 星天牛产卵行为观察

将新羽化的星天牛雌、雄成虫成对饲养在养

虫笼中，放入直径 10 ～ 15 cm 的悬铃木木段供雌成

虫刻槽产卵，并在养虫笼内放入新鲜的悬铃木嫩

枝供成虫补充营养，重复 5 笼，观察记录交配时

间、产卵时间、产卵过程、孵化时间等。
1. 2. 4 星天牛产卵期及幼虫孵化观察

每个养虫笼放入新羽化的星天牛雌、雄成虫

5 对 ( 5♀ + 5♂) ，放入直径 10 ～ 15 cm 的悬铃木

木段供雌成虫刻槽产卵，并在养虫笼内放入新鲜

的悬铃木嫩枝供成虫补充营养，共重复 5 笼。开

始刻槽产卵即进入产卵期，每天傍晚更换木段，

并统计每笼有效刻槽总数量，记为日刻槽总数，

幼虫孵化后统计幼虫数量，连续观察记录 3 个月。
1. 3 试验时间

2020 年 5 月下旬 ～ 9 月中下旬。

1. 4 数据处理

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 SPSS 20 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采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

著性比较 ( P ＜ 0. 05)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星天牛成虫无选择性产卵测定

2. 1. 1 木段直径对产卵刻槽的影响

星天牛成虫在不同直径的悬铃木木段上均能

刻槽，但不同直径木段之间的刻槽数、有效刻槽

数差异显著 ( 图 1 ) 。其中，星天牛在直径 10 ～
15 cm 的悬铃木木段上刻槽数、有效刻槽数最多，

分别是 86. 3 个、72. 0 个，刻槽占比 40. 3%、有效

刻槽占比 37. 5%。直径 20 ～ 30 cm 的悬铃木木段

次之，均为 58. 3 个，刻槽占比 27. 3%、有效刻槽

占比 30. 4%。在 3 ～5 cm 悬铃木木段上刻槽数最少，

仅为 1 个，刻槽占比 0. 5%，且有效刻槽数为 0。

图 1 星天牛成虫对不同直径悬铃木木段无选择性刻槽产卵

Fig. 1 Non-selective oviposition behavior of Anoplophora chinensis adults on Platanus acerifolia trunk at different diameter
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处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5) 。下同。Note: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figure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0. 05 level. The same below．

2. 1. 2 木段直径对产卵量的影响

星天牛虽然在不同直径的悬铃木木段上均能

刻槽，但木段的直径对产卵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

异 ( 表 1) 。星天牛除在直径 3 ～ 5 cm 的悬铃木木

段上不能产卵外，在直径大于 5 cm 的悬铃木木段

上均能产卵。其中，在直径 10 ～ 15 cm 的悬铃木木

段上平均产卵量最多，为 72 粒，其次是直径 20 ～

30 cm 的悬铃木木段，平均产卵量为 58. 3 粒，在

直径 5 ～ 10 cm、15 ～ 20 cm 的悬铃木木段上产卵量

差异不显著。而刻槽的空槽率随着直径的增粗而

降低。其中，直径 3 ～ 5 cm 的悬铃木木段上的空槽

率为 33. 3%，存在仅刻槽未产卵现象。直径 20 ～
30 cm 的悬铃木木段上的空槽率为 0。说明悬铃木

木段直径越大，星天牛产卵成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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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直径悬铃木木段对星天牛产卵量的影响 ( 无选择性产卵试验)

Table 1 Effect of different trunk diameter on number of oviposition ( non-selective oviposition behavior)

直径 ( cm)

Diameter
平均刻槽数 ( 个 /段)

Mean oviposition scars
平均产卵量 ( 粒)

Mean number of oviposition
空槽率 ( % )

Unsuccessful oviposition rate

3 ～ 5 1. 0 ± 1. 0 c 0. 0 ± 0. 0 c 33. 3 ± 33. 3 a

5 ～ 10 35. 7 ± 5. 8 bc 31. 3 ± 2. 8 b 10. 2 ± 6. 2 a

10 ～ 15 86. 3 ± 27. 5 a 72. 0 ± 16. 1 a 11. 1 ± 7. 9 a

15 ～ 20 32. 7 ± 0. 7 bc 30. 3 ± 2. 0 b 7. 3 ± 4. 5 a

20 ～ 30 58. 3 ± 11. 0 ab 58. 3 ± 11. 0 ab 0. 0 ± 0. 0 a

2. 2 星天牛成虫选择性产卵测定

2. 2. 1 木段直径对产卵刻槽的影响

星天牛选择性产卵试验结果显示，星天牛在

不同直径的木段上均能刻槽，但不同直径木段之

间的刻槽数、有效刻槽数存在显著差异 ( 图 2 ) 。
其中，星天牛在直径 10 ～ 15 cm 的悬铃木木段上刻

槽数、有效刻槽数最多，均为 38. 3 个，刻槽占比

34. 0%、有效刻槽占比 35. 5%。直径 15 ～ 20 cm
的悬铃木木段次之，分别为 32. 3 个、30. 7 个，刻

槽占 比 28. 7%、有 效 刻 槽 占 比 28. 4%。在 3 ～
5 cm 悬铃木木段上刻槽数最少，仅为 4. 3 个，且

有效刻槽数为 3. 3 个，刻槽占比 3. 8%、有效刻槽

占比 3. 1%。
2. 2. 2 木段直径对产卵量的影响

星天牛成虫在不同直径的木段上均能刻槽并

产卵，但木段的粗细对产卵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

异 ( 表 2) 。在直径 10 ～ 15 cm 的悬铃木木段上平

均产卵量最多，为 38. 3 粒，之后依次是直径 15 ～
20 cm、20 ～ 30 cm 的悬铃木木段，平均产卵量为

30. 7 粒、25. 7 粒，在直径 3 ～ 5 cm 的悬铃木木段

上产卵量显著低于直径 5 cm 以上的悬铃木木段，

仅为 3. 3 粒，且刻槽的空槽率也最高，但不同直

径上悬铃木木段的空槽率差异不显著。
不同直 径 木 段 上 星 天 牛 卵 长 区 间 为 5. 6 ～

5. 7 mm，卵宽区间为 1. 4 ～ 1. 5 mm，它们之间均

不存在显著差异。
2. 3 星天牛刻槽产卵行为

星天牛雌雄成虫交尾持续时间 1 ～ 3 h，晴朗

无风的 8 ∶ 00 － 11 ∶ 00 及 15 ∶ 00 － 18 ∶ 00 取食、交尾

频繁。早晨较活跃，中午多停息嫩枝，21 ∶ 00 后及

阴雨天多静止。雌雄可多次交尾 ( 图 3-a) ，交尾

取食 3 ～ 4 d 后产卵。
产卵过程主要包括刻槽部位选择、咬槽、产

卵和封槽 4 个阶段。

图 2 星天牛成虫对不同直径悬铃木木段选择性刻槽产卵

Fig. 2 Selective oviposition behavior of Anoplophora chinensis adults on different diameter of Platanus acerifolia trunk

779



环境昆虫学报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tomology 45 卷

表 2 不同直径悬铃木木段对星天牛产卵量的影响 ( 选择性产卵试验)

Table 2 Effect of different trunk diameter on number of oviposition ( selective oviposition behavior)

直径 ( cm)

Diameter

平均刻槽数 ( 个 /段)

Mean oviposition
scars

平均产卵量 ( 粒)

Mean number
of oviposition

空槽率 ( % )

unsuccessful
oviposition rate

卵长 ( mm)

Length of egg
卵宽 ( mm)

Width of egg

3 ～ 5 4. 3 ± 2. 9 c 3. 3 ± 3. 3 c 33. 3 ± 33. 3 a 5. 7 ± 0. 2 a 1. 5 ± 0. 0 a

5 ～ 10 10. 0 ± 4. 0 bc 10. 0 ± 4. 0 bc 0. 0 ± 0. 0 a 5. 7 ± 0. 1 a 1. 4 ± 0. 0 a

10 ～ 15 38. 3 ± 13. 5 a 38. 3 ± 13. 5 a 0. 0 ± 0. 0 a 5. 7 ± 0. 2 a 1. 4 ± 0. 1 a

15 ～ 20 32. 3 ± 0. 9 ab 30. 7 ± 2. 0 ab 5. 2 ± 2. 2 a 5. 6 ± 0. 1 a 1. 5 ± 0. 0 a

20 ～ 30 27. 7 ± 9. 5 abc 25. 7 ± 9. 4 abc 8. 6 ± 4. 4 a 5. 7 ± 0. 1 a 1. 5 ± 0. 0 a

图 3 星天牛刻槽产卵行为

Fig. 3 Oviposition behavior of Anoplophora chinensis
注: a，雌雄交尾; b，咬槽; c，产卵; d，“T”刻槽; e，卵; f，初孵幼虫。Note: a，Mating; b，Scar
gnawing; c，Oviposition; d，“T”scar; e，Egg; f，Newly hatched larvae．

首先，雌成虫通过爬行或飞行到达产卵木段，

并不断用触角和口器接触树皮表面进行探测，直

到选择合适的刻槽位置。雌成虫选好产卵位置后，

头朝树干和树枝生长的反方向，先以上颚在树干

上咬破皮层，产生长约 0. 8 cm 的横向裂口 ( 图 3-b)。
咬槽完成后，雌成虫调转方向头朝上，腹部末端

伸向刻槽位置，腹部弯曲，末端不断接触树干表

皮，身体不断调整位置，直至腹部末端接触到裂

口，产卵器缓慢伸出，插入裂口中，腹部不断蠕

动进行产卵。每处产 1 粒卵于皮层下 ( 图 3-c ) 。
产卵完成后产卵器慢慢收回，并分泌淡黄色胶状

物进行封口，再以口器夹拢刻槽，后期产卵处皮

层稍 微 隆 起、开 裂， 表 面 湿 润， 多 呈 “T”形

( 图 3-d) 。
经统计单头雌成虫可产卵 30 ～ 80 粒。卵长椭

圆筒形，中部稍弯，初产时为白色，以后渐变为

乳白色，将孵化时为黄褐色 ( 图 3-e) 。卵经 7 ～
15 d 孵化出初孵幼虫 ( 图 3-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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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星天牛成虫产卵期及幼虫孵化动态

2020 年 5 月 29 日将新羽化成虫放入养虫笼中

饲养，经观察发现 6 月 3 日成虫开始出现交配，

6 月中上旬开始产卵，产卵高峰期在 6 月 24 日 －
7 月 19 日，产卵期第 31 d ( 7 月 9 日) 达到产卵

最高峰。产卵期前 41 d 产卵量相对较高，此后，

产卵量逐渐减少，产卵可持续至 8 月中旬，产卵

后期产 卵 量 稳 定 在 较 低 水 平，全 年 产 卵 期 长 达

80 d。幼虫自 6 月中下旬开始孵化，初期幼虫孵化

量相对平稳，7 月中旬后孵化量逐渐增多，孵化高

峰期集中在 7 月中下旬，且孵化期持续时间较长

( 图 4) 。

图 4 星天牛刻槽产卵、幼虫孵化的动态变化 ( 2020 年)

Fig. 4 Dynamic change of oviposition and larvae hatching
of Anoplophora chinensis

3 结论与讨论

木段直径对星天牛刻槽产卵行为有重要影响。
星天牛无选择性产卵试验和选择性产卵试验结果

均表明，产卵木段的粗细对星天牛的刻槽数、产

卵量有显著影响，但对空槽率、卵的大小没有影

响。星天牛在不同直径的悬铃木木段上都能刻槽，

但刻槽产卵行为主要集中在直径 10 ～ 15 cm 的木段

上，且产卵成功率较高，而在 3 ～ 5 cm 上刻槽数和

产卵量最低，显著低于直径大于 5 cm 的悬铃木木

段。推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5 cm 以下的木段直径

过小，难以提供幼虫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与

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 3 ～ 5 cm 的木段

树皮光滑，星天牛无法用足稳固抓握树皮完成产

卵过程，成虫为减少幼虫死亡率，形成了一种长

期适应机制。因此，星天牛在此类木段上产卵较

少。在幼虫孵化期调查林间星天牛自然种群中发

现胸径 8 ～ 30 cm 的悬铃木上，星天牛低龄幼虫在

胸径 10 ～ 25 cm 悬铃木上分布较多，且树干 1 ～
2 m 处和 5 m 以上高度的枝干上有集中分布。5 m
以上枝干均在分支点以上且直径约为10 ～ 15 cm。
而在直径 3 ～ 5 cm 枝干上未见低龄幼虫分布。因低

龄幼虫刚孵化后，通常在产卵刻槽附近取食危害，

因此，低龄幼虫分布位置亦是成虫产卵的部位。
这与笔者在养虫笼内研究星天牛的产卵行为选择

结果一致。
天牛的产卵选择一般发生在天牛接触寄主后。

除寄主植物的直径大小外，物理特征也是天牛选

择产卵寄主的重要线索，特别是植物表面的物理

特性，主要包括寄主植物维管束密度、分布位置、
表皮角质化和硅质化程度等 ( 董子舒等，2017 ) 。
关于寄主树皮厚度、粗糙程度等对星天牛产卵选

择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星天牛的刻槽数大于实际成功产卵数，说明

星天牛并没有在每一个刻槽里产卵。这一现象在

光肩星天牛 A. glabripennis 里 也 有 发 生 ( Keena，

2002; 朱宁，2017 ) 。推测这是因为星天牛造出刻

槽后发现不适合产卵，亦或有意的给天敌制造一

种假象从而躲避天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报道称因星天牛雌成虫在刻槽时，有时足未能

抱紧树干易掉落，再爬上树干未找到原来刻槽便

形成空槽，呈 “一”型。星天牛的每一个刻槽里

最多只有 1 粒卵，这与已有报道的星天牛一个刻

槽只产一粒卵一致。与光肩星天牛 A. glabripennis、
青杨天牛 Saperda populnea、松墨天牛 Monochamus
alternatus 等的研究结果相似 ( 马晓乾等，2012; 李

永福等，2015; 王文琪，2015; 王立超等，2021 ) 。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这种行为能保证幼虫

孵化后有充足的食物及空间，提高幼虫的存活率。
此外，因天牛幼虫是一种具有相互啃咬习性的昆

虫，推测也是为了避免后代个体之间因竞争食物

和生存空间而进行自残。
不同类型的天牛产卵习性差异明显，沟胫天

牛亚科成虫基本上具有制作产卵刻槽的习性，而

其他亚科天牛绝大多数种类直接将卵产于基物表

面或隙缝内 ( 杜孟芳，2002; 嵇保中等，2002 ) 。
星天牛产卵行为可划分为 4 个重要阶段，主要包

括刻槽部位选择、咬槽、产卵和封槽。与其他有

刻槽习性的天牛一样，刻槽部位选择是星天牛找

到合适 产 卵 地 点 的 重 要 步 骤。在 眉 斑 并 脊 天 牛

Glenea cantor、松 墨 天 牛 及 柠 条 绿 虎 天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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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ophorus caragana 都有类似研究报道 ( 张永慧

等，2006; 张燕如，2015) ，如眉斑并脊天牛产卵行

为分为 3 个阶段，即产卵场所定位与识别、产卵

和产后行为 ( 董子舒，2021) 。
星天牛具有多次交尾习性。李永福等 ( 2015 )

发现青杨天牛、董子舒等发现 ( 2017 ) 眉斑并脊

天 牛、于 咏 浩 等 发 现 ( 2020 ) 蔗 根 土 天 牛

Dorysthenes granulosus 也具有多次交尾习性。可能

多次交尾有利于天牛适应不利的环境因素，保证

种群的顺利繁衍。此外，星天牛产卵量大、幼虫

存活率高，使星天牛能大量成功繁殖，短时间内

造成较大危害。
目前，星天牛已成为武汉地区严重危害悬铃

木、美国红枫等的钻蛀性害虫。要对星天牛开展

经济、有效的治理，就必须掌握其种群动态及各

虫态的发生规律，抓住关键防治时期，并采取合

理的防治措施，才能达到有效控制其发生与危害

的目的。由于星天牛产卵行为主要发生在韧皮部

表层，且卵期是较为脆弱的一个时期，也是成虫

( 裸露自由活动虫态) 和幼虫 ( 隐蔽虫态) 的关键

联系环节。因此，在防治工作中应重点关注星天

牛刻槽产卵这一关键时期。每年 6 月初星天牛成

虫开始产卵时可针对寄主植物开展调查，重点针

对胸径 10 ～ 15 cm 以及侧枝直径为 10 ～ 20 cm 的寄

主植物做好天牛刻槽产卵的监测工作。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是星天牛产卵高峰期，此阶段应集中采取

敲击产卵刻槽、药剂喷干等防治措施。幼虫孵化

高峰期集中在 7 月份，此时应采取人工掏挖幼虫、
释放生物天敌等技术措施及时进行治理，可有效

降低新一代星天牛的虫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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