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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履蚧的识别与防治 

 

 

一、学名与分类 

Drosicha corpulenta (Kuwana)，又名桑虱，属半翅目，珠蚧科，

草履蚧属。 

二、分布和危害 

安徽淮河以北各县均有分布，淮河以南的滁州市亦有分布。危害

杨、泡桐、悬铃木、柳等。若虫、雌成虫密集于细枝芽基刺吸危害，

致使芽不能萌发，或发芽后的幼叶干枯死亡。 

三、形态特征 

（1）成虫 

雌成虫体长 10 毫米，背面有皱褶，扁平椭圆形，似草鞋状，赭

色，周缘和腹面淡黄色，触角、口器和足均黑色，体被白色蜡粉。触

角 8节。雄虫体长 5～6毫米，翅展约 10毫米。体紫红色，头胸淡黑

色，1对复眼黑色。前翅淡黑色，有许多伪横脉；后翅为平衡棒，末

端有 4 个曲钩。触角黑色，丝状，10 节；因有缢缩并环生细长毛，

似有 26节，呈念珠状。腹部末端有 4根树根状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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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履蚧雌成虫 

 

草履蚧雄成虫 

（2）卵 

椭圆形。出产时黄白色渐呈赤黄色，产于白色绵状的卵囊内。 

（3）若虫 

体形似雌成虫，但略小。各龄触角节数不同，1 龄 5 节，2 龄 6

节，3龄 7节。 

（4）雄蛹 

预蛹圆筒形，褐色，长约 5 毫米。蛹体长约 4 毫米；触角可见

10节；翅芽明显。茧长椭圆形，白色，蜡质絮状。 

四、生活习性及为害状 

草履蚧在安徽 1年发生 1代，大多以卵在卵囊内于土中越冬，极

个别以 1龄若虫越冬。越冬卵于翌年 2月上旬到 3月上旬孵化。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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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若虫仍停留在卵囊内。2月中旬后，随气温升高，若虫开始出土

上树，2 月底达盛期，3 月中旬基本结束。个别年份，冬季气温偏高

时，头年 12 月即有若虫孵化，1 月下旬开始出土。若虫出土后爬上

寄主主干，在皮缝内或背风处隐蔽群居，10～14 时在树的向阳面活

动，顺树干爬至嫩枝、幼芽等处取食。若虫于 3月底 4月初第一次蜕

皮，4月中、下旬第二次蜕皮，雄虫不再取食，潜伏于树缝、皮下或

土缝、杂草等处，分泌大量蜡丝缠绕化蛹。蛹期 10天左右，4月底 5

月上旬羽化为成虫，寿命 3天左右，有趋光性。4月下旬至 5月上旬

雌若虫第三次蜕皮后变为雌成虫，并与羽化的雄成虫交尾，雄成虫交

尾后死去。雌虫交尾后仍需吸食为害，至 6月中、下旬开始下树，钻

入树干周围石块下、土缝等处，分泌白色绵状卵囊，产卵其中。雌虫

产卵量一般为 100～180 粒，卵囊初形成时为白色，后转至淡黄色至

土色，卵囊内绵质物亦由疏松到消失，所以夏季土中卵囊明显可见，

到冬季则不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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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履蚧为害状 

五、防治措施 

（1）检疫措施 

由于雌虫不具飞翔能力，自身传播能力有限，该虫的传播途径主

要是携虫杨树苗木、木材的调运。因此，要切实加强调运检疫，发现

草履蚧虫体的，认真做好除害处理，切断该虫的主要传播途径。 

（2）生物防治措施 

保护利用自然天敌——红环瓢虫，它是草履蚧的重要天敌。引入

红环瓢虫，能够抑制草履蚧的发生，在施药时注意保护天敌。 

（3）物理防治措施 

①清残、冻垡：在进入秋冬季杨树落叶后，立即组织清扫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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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草等杂物，集中烧毁，以消灭其中的虫卵。并在树盘翻土冻垡，挖

出虫卵碾碎、冻死。 

②诱集、焚烧：雌成虫下树产卵时，在树干基部挖坑，内放杂草

等诱集产卵，然后集中焚烧处理。 

③阻隔法 

绑扎阻隔薄膜：在若虫出土上树前，在树干的基部离地50～60

厘米高处刮平老皮，绑扎一周30～40厘米宽的光滑塑料薄膜带，上下

两边用胶带扎紧，阻止草履蚧若虫爬上树，每隔5天左右抹杀一次膜

下若虫，以防止其转移或叠桥通过。 

树干涂粘虫胶环：在若虫上树前，在树干离地面约50～60厘米处，

先刮去一圈老粗皮，要求老皮见白，嫩皮见绿，涂抹一圈20厘米左右

宽的粘虫胶（取废机油1.1千克、石油沥青1千克，先将废机油加热，

然后投入石油沥青，溶化后混合均匀），注意检查粘度，一般须涂2～

3次，同时定期喷药或用人工方法消灭被阻隔的若虫。 

（4）药剂防治措施 

①喷雾防治：早春在若虫上树后喷施25％蚧死净乳油800～1000

倍液、20％灭多威1500倍液或2.5％溴氰菊酯1000倍液。 

②树干注药：用手钻在树基部打两个不同方位的孔，孔深 2厘米

左右，向孔内注入 40％氧化乐果乳油原液，至孔满为止，注药后 2

天出现死虫，3天后若虫死亡较多，适于多年生高大树木的防治，方

法简单易行，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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