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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天幕毛虫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山天幕毛虫（Malacosoma insignis Lajonquiere）防治过程中的虫情监测调查、发生

危害程度和成灾标准、预测预报、防控对策、防治技术措施、防治效果检查等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高山天幕毛虫发生的监测和防治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2475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GB/T 23617  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调查总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山天幕毛虫

高山天幕毛虫属鳞翅目、枯叶蛾科、天幕毛虫属。是天然山生柳灌木林和人工乌柳林中的一种主要

食叶害虫，以幼虫取食危害山生柳和乌柳的嫩梢和叶片。受害林木枝梢枯秃、发灰变干，生长势衰退，

并几年内不长新枝，林分质量和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3.2 

标准地

在调查高山天幕毛虫发生情况和防治效果，根据人为判断选出期望代表预定总体的典型地块。分为

临时性和永久性两种，前者只实测调查一次，后者则用于长期、定期观测调查。

3.3 

标准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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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内选取用作系统观察的样树。

3.4 

有虫株率(%)

有虫株数占调查总株数的百分率。

3.5 

虫口密度

每株林木上卵、幼虫、蛹和成虫的数量。

3.6 

枝梢被害率

当年生被害枝梢数占调查枝梢总数的百分率。

3.7 

始盛期

害虫种群内所有个体进入某一虫态或虫龄期的发育进度百分率达到16%的时期。

3.8 

盛发期

将害虫种群内所有个体进入某一虫态或虫龄期的发育进度百分率达到50%的时期。

3.9 

盛末期

将害虫种群内所有个体进入某一虫态或虫龄期的发育进度百分率达到84%的时期。

3.10

 叶片受害率

受害叶片占整个调查叶片总数的百分率。

4　虫情监测调查

4.1 踏查

5月下旬至6月，在寄主树种分布区内，沿林区道路、山沟、山梁等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路线进行踏查，

查看寄主林木枝梢有无干枯、灰白色吐丝结成网幕、嫩梢叶片取食造成缺刻及有无活动虫体等现象。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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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内容参见附录A。

4.2 详查

踏查中发现有虫害发生时，按不同的立地条件、发生危害程度，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林分设置

标准地进行详细调查。在同类林分中，按林地总面积的0.1%~0.5%设立标准地数量。标准地面积

0.07hm2~0.2hm2，标准地内寄主≥100株，抽样调查标准株（木）数量大于等于30株，调查内容参见附

录B。

4.3 监测调查

4.3.1确定标准地和标准株

在虫情发生具代表性的林分中设置标准地，标准地设置数量和面积同3.2。标准地用界桩做标记，

在其内采用随机抽取或标准取样法选择30株~50株具有代表性林木作为标准株（木），每株均做好标记，

进行系统监测调查。

4.3.2卵、幼虫、蛹、成虫调查方法

5月中下旬，高山柳、乌柳嫩芽、叶开始萌动生长期，对在标准地或样带中确定标记30株~50株样株

开始定期(3d~5d)观察枝梢上卵块孵化幼虫及幼虫吐丝结网取食叶片危害等情况，调查幼虫出现的始盛

期、盛发期、盛未期及枝梢嫩叶被害取食情况。

7月至8月，继续对标准地或样带内30株~50株样株枝梢上的幼虫发育进度变化进行定期观察，对幼

虫个体大小、体色、龄级和习性变化记录基础上，观察幼虫老熟开始吐丝结茧化蛹及蛹期中出现的始盛

期、盛发期、盛未期以及历期天数；同时观察记录由蛹羽化为成虫进程，调查成虫出现的始盛期、盛发

期、盛未期，以及各历期天数、天敌种类及蛹被天敌寄生率与死亡情况；观察羽化成虫交尾后在寄主上

产卵量等成虫发育活动。调查内容参见附录C。

5　发生危害程度和成灾标准

5.1 踏查

在害虫幼虫始发期5月下旬至6月，根据寄主树种分布区内，沿林区道路、山沟、山梁等具有一定代

表性的路线进行踏查，踏查时查看寄主林木枝梢有无干枯、灰白色吐丝结成网幕、嫩梢叶片取食造成的

缺刻及有无活动虫体来判断有无害虫。踏查结果填入踏查表参见附录A。

5.2  详查

踏查中发现有虫害发生时，按不同的立地条件、发生危害程度，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林分设置标

准地或样带进行详细调查。在同类林分中，按林地总面积的0.1%～0.5%设立标准地或样带数量。标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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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0.07hm2～0.2hm2，标准地或样带内寄主不少于100株，抽样调查标准株(木)数量不少于30株，调查

内容主要有寄主、有虫株率、虫口密度、叶片受害率等。详查结果填入详查表参见附录B。

5.3 系统调查

5.3.1确定标准地(样带)和标准株

调查时间从土壤解冻开始到越冬前结束。按不同海拔区域设置1个～3个固定监测点，监测点上按照

不同的调查内容和要求设置一定数量的标准地，每种类型的寄主树种设标准地3块，每块标准地面积

0.07hm2～0.2hm2。标准地用界桩做标记，在其内采用随机抽取或标准取样法选择30株～50株具有代表

性林木作为标准株(木)，每株均做好标记，进行害虫各虫态特征、发育动态及危害程度等系统调查。按

照GB/T 23617执行。

5.3.2卵、幼虫、蛹、成虫调查方法

5月中下旬，高山柳、乌柳嫩芽、叶开始萌动生长期，对在标准地或样带中确定标记30株～50株样

株开始定期(3d～5d)观察枝梢上卵块孵化幼虫及幼虫吐丝结网取食叶片危害等情况，调查幼虫出现的始

盛期、盛发期、盛未期及枝梢嫩叶被害取食情况。

7月～8月，继续对标准地或样带内30株～50株样株枝梢上的幼虫发育进度变化进行定期观察，对幼

虫个体大小、体色、龄级和习性变化记录基础上，观察幼虫老熟开始吐丝结茧化蛹及蛹期中出现的始盛

期、盛发期、盛未期以及历期天数；同时观察记录由蛹羽化为成虫进程，调查成虫出现的始盛期、盛发

期、盛未期，以及各历期天数、天敌种类及蛹被天敌寄生率与死亡情况；观察羽化成虫交尾后在寄主上

产卵量等成虫发育活动。调查内容参见附录C。

6　发生危害程度和成灾标准

高山天幕毛虫高山天幕毛虫发生危害程度和成灾分级标准见表1。

表 1 高山天幕毛虫发生危害程度和成灾分级标准

危害程度
项目

轻度 中度 重度

叶片失叶率（%） 20以下 21~50 51以上

有虫株率（%） 30以下 31~50 51以上

7　预测预报

7.1发生期预测

7.1.1期距法预测

根据高山天幕毛虫在林间发育进度的系统调查，掌握不同虫态或虫龄的起始日期，计算多年相应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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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平均值(期距值)。预测高山天幕毛虫各虫态或虫龄发生期应满足式（1）的要求。

....................................(1)

式中： 

F---某虫态出现日期；

Hi---前期虫态发生期实测出现日期；

Xi---期距值； 

Sx---期距值对应的标准差。

7.1.2物候预测

根据当地常见植物的生长期与高山天幕毛虫发生期的相关性，建立物候期预测法。虫害各虫态出现

期与山生柳的生长物候相同步的原则进行预测。

7.1.3有效积温预测

根据有效积温法则，计算高山天幕毛虫发育总积温，高山天幕毛虫发育总积温应满足式（2）的要

求。

.....................................(2)

式中：

K---总积温，是常数；

N---发育历期；

T---气温；

G---发育起点温度。

高山天幕毛虫幼虫期K=268.19K，G=14.05±0.65。

7.2发生量预测

根据高山天幕毛虫当代虫口基数，采用有效基数预测法预测下一世代的发生量，下一代虫口数量应

满足式（3）的要求。

....................................(3)

式中：

F---下一代虫口数量；

P---现有虫口密度；

a---雌雄比率(雌/(雌+雄))；

b---每雌平均产卵数；

d---各种因素所致死亡率之和。

)( SiXiHiF 

)( GTNK 

d)-1(×b)×P(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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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控对策

8.1坚持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坚持无公害防治技术；根据不同林地类型和立地条件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

采取不同治理措施，降低虫口密度，控制扩散蔓延。

8.2中度及重度发生区

以人工物理防治措施为主，辅以药剂防治措施。

8.3轻度发生区

以人工物理防治措施为主。

9　防治技术措施

9.1人工物理防治

从5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害虫幼虫期、化蛹结茧期和成虫产卵期，组织人工剪除寄主枝上的幼虫、

蛹茧和卵块枝，对采剪带虫枝集中焚烧或喷药灭杀防治。

9.2药剂防治

5月下旬至7月下旬1龄~3龄幼虫期，对交通水源便利和虫口密度大的发生区采用无公害药剂常量喷

雾防治。防治作业执行GB/T 12475、NY/T 1276。

9.3天敌保护

利用捕食性昆虫、寄生蜂（如枯叶蛾绒茧蜂、舞毒蛾黑瘤姬蜂）和鸟类等天敌，当天敌数量多且卵

蛹的寄生率≥10%的区域，以天敌自然控制为主。

10　防治效果检查

10.1检查内容

以死亡率、虫口减退率来表示防治效果。防治效果检查表参见附录D。

10.2检查时间

防治措施应用后1d~3d检查。

10.3检查方法

10.3.1防前防后调查

在计划防治的林地设置标准地或样带，标准地设置方法参见3.2，标准地内随机选择30株~50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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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株标记编号，防前防后分别统计标准株上的虫口密度、害虫自然死亡数，计算死亡率和虫口减退率。

10.3.2对照区调查

在未进行防治的发生区，选择与防治区发生情况接近的林分设立对照区，在对照区内调查虫口密度

和害虫自然死亡数，计算死亡率和虫口减退率。

10.3.3死亡率、防治效果、虫口减退率的计算公式

高山天幕毛虫死亡率、防治效果及虫口减退率应分别满足式（4）、（5）、（6）的要求。

.....................................(4)

式中：

M---死亡率；

E---死亡数；

Z---调查总数；

N---自然死亡数。

....................................(5)

式中：

Y---相对防治效果；

A--- 防治区虫口死亡率；

B---对照区虫口死亡率。

...................................(6)

式中：

T---虫口减退率；

H---防前活虫数；

K---防后活虫数。

)/( NZEM 

)1/()( BBAY 

%100)(  X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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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高山天幕毛虫踏查表

表A.1给出了高山天幕毛虫踏查表。

表A.1　高山天幕毛虫踏查表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县乡村（林班小班）小地名

调查单位或调

查人
GPS 坐标点 X:          Y: 海拔（米）

树种组成 平均树高（米） 林龄 地形地势

植被和覆盖度

林业有害生物

种类
危害期 被害植物

危害部位

其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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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高山天幕毛虫详查汇总表

表B.1给出了高山天幕毛虫详查汇总表。

表B.1　高山天幕毛虫详查汇总表

调查地点 县       乡镇村（林班              小班） 调查时间

天气 晴□阴□雨□ 面积 温度：    ℃ 湿度：

寄主树种 树龄 平均树高（米）

调查人 物候

标准地

序号

标准地

面积

（亩）

调查株数

（株）

有虫株

数（株）

有虫株

率（％）

平均虫口密

度（头／株）

叶片受害

率（％）

危害程

度

标准地代

表面积（面

积）

合计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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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给出了高山天幕毛虫详查表。

表B.2　高山天幕毛虫详查表

调查地点：县乡镇村（林班小班                     亩）样地号

天气：晴□阴□雨□ 调查时间： 温度：  ℃ 湿度：

调查人： 物候：

调查样

株号

树种

名称

虫害

名称
虫态

发现部位

（干、枝、

冠叶）

有虫数量

（只／株）

叶片受害

率（％）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28

29

30

合计

受害株率（％）：＿％枝叶受害率（％）：＿％样地代表面积：＿亩

平均虫口密度：＿头／株危害程度：轻＿中＿重＿。成灾情况：是＿否＿。

注：“危害程度”和“成灾情况”一栏根据实际发生等级在相应的空格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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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高山天幕毛虫卵、幼虫、蛹、成虫期调查表

表C.1给出了高山天幕毛虫卵、幼虫、蛹、成虫期调查表。

表C.1　高山天幕毛虫卵、幼虫、蛹、成虫期调查表

调查地点：      县       乡镇       村（           林班      小班）      小地名：

标准地面积：     （亩）            代表面积（亩）：          树种：

海拔： 温度： ℃ 物候：

调查时间：年月日 调查人：

样方号 卵粒数 幼虫数 蛹数 成虫数
自然死亡

虫态数
合计 GPS 坐标 备注

合计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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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高山天幕毛虫防治效果检查统计表

表D.1给出了高山天幕毛虫防治效果检查统计表。

表D.1　高山天幕毛虫防治效果检查统计表

检查时间： 检查地点：

检查人员：

标准地

序号

样株数

（株）
防治方法

防前虫口密度

（头／株）

防后虫口密

度（头／株）

防治效果 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