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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松干蚊 口针及其危害枝条切片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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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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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松干蛟 (汀a t , u c o c c u s 二a t : u m u r a e K u w a n a )发生数十年以来
,

各地均进行7 研究和

防治
,

取得了成果和效益
。

而研究 日本松干纷口针和吸食部位以及损害松树的原因尚未见有

报导
。

笔者自1 9 8 5年起开展这一研究
,

现将初步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材 料和 方 法

(一 ) 试验材料

日本松干蛤初孵若虫
、

初固定若虫
,

第二龄无肢若虫 ; 受害的 6 年生马尾松 3 年 生 枝

条
。

(二 ) 试验方法

1
.

口 针观察 将初孵若 虫制作成玻片标本
,

观察 口针着生状况 ; 采用浸在 FA A 液中枝

条上的日本松干纷初固定若虫及第二龄无肢若虫
,

在25 倍双目解剖镜下
,

挑出若虫观察口针

形态
,

测 口针长
,

在显微镜下用测微尺测口针宽 ; 将带有若虫的枝条切至木质部成小片
,

沿

枝条皮表将虫体割掉
,

留下 口针
,

再将树皮分层挑剥
,

观察 口针刺入枝条深度
。

2
.

寄生部位 切片观察 3 月采集带有第二龄无肢若虫和 5 月下旬采集带有初固定 若 虫

的枝条
,

截成长 10 c m 左右的枝段
,

用 FA A 液固定
, 4 个月后

,

将枝条用清水冲洗 1 小 时
,

用滑走切片机 (硬型 )切片
,

用番红 O 和固绿二重色染色制片观察并摄影
。

二
、

结 果 和 分 析

(一 ) 口针形态与刺入枝条部位

初孵若虫口针呈四根一束
,

等长
,

丝状
,

中间两根下领特化口针彼此嵌合成一体
。

着生

于两前足基节间后
,

并盘卷于腹下 (图 1 )
。

若虫寄生时口针从着生部位伸出
。

经对17 只初固

定若虫口针测量
,
口针长 1

.

0 50 一 1
.

4 0 0m m
,

平均 1
.

2 09 m m
。

初固定若 虫与初孵若 虫 虫 体

大小变化甚微
,

经对 17 只初孵若虫的玻 片 标 本测 量
,

虫 体 长 为 0
.

26一 0
.

365 m m
,

平 均

0
.

3l lm m
,

虫体宽为 o
.

n 一 0
.

17 m m
,

平 均 0
.

1 36 m m
。

初 固定若虫口
_

针 长 是 初 孵若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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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松干纷初孵若虫 口针状 (2 38 又 )

体长的3
.

9倍
,

是体宽的8
.

89 倍
。

经对15 只第二龄无 肢 若

虫口 针 测 量
,
口针 长1

.

2 5一 2
.

oom m
,

平均i
.

6 2 5m m
,

中间两根下领特化口针嵌合体直径 为 6
.

25 一 7
.

5。“m
,

平

均 7
.

25 协m
,

平均长是粗的22 4倍 , 两旁的上领特化口 针 直

径为 3
.

7 5一6
.

2 5林m
,

平均 4
.

9 6林m
,

平均长是粗的 3 2 5 倍

(图 2 )
。

经对 10 个寄生若虫寄生部位的解剖观察
,

发现 口针刺

入韧皮部
,

可抵达形成层
。

(二 ) 寄生部位切片观案

经对 日本松干纷寄生部位 18 张切片观察
,

纷虫的口针

系刺破寄主皮层至韧皮部
,

可抵达形成层并损害木质部
。

被损木质部形成鞘形被害状
,

暂称其为
“
口针鞘

”

(图 3 )
。

5 月下旬初固定若虫为害木质部深度平均 2
.

65 om m
, “

口

针鞘
”

最大宽度平均 0
.

40 4m m , 3 月份第二龄无肢若虫为

害木质部深度平均 3
.

27 m m
, “

口 针 鞘
”

最 大 宽 度 平 均

o
.

4 16 m m (表 1 )
。

在木质部
“
口针鞘

”

范围内看不到管 胞
。

(三 ) 摄容松树原因分析

观察结果表明
,

日本松干纷 口针刺入韧皮部可抵达形

厂

气嘴卢

潺鑫{ 戮
图 2 日本松干纷寄生若虫 口针

1 6 0 又
. 被分开的 口针

,
6 4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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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马尾松枝条横切面
a 正常横切面

,

21 x 受害横切面
,

20 x

表 1 日本松干蚊寄生部位切片观案情况

枝 条横切面半径 稍在木质部深度 鞘在木质部最 大宽度

虫 态 切片数
(m m )

木质部 (包括位 心 )

切面半径
(m m ) (m m ) (m m )

初固定若虫

第二龄无肢若虫

4
.

2 5~ 5
.

0 0 (4
.

6 5 )

7
.

5 0~ 10
.

2 0 (9
.

2 8 )

3
.

0 0 ~ 4
.

0 0 (3
.

7 2 )

6
.

5 0 ~ 8
.

8 0 (7
.

8 8 )

2
.

00 ~ 3
.

2 5 (2
.

6 5 )

2
.

00 ~ 4
‘

5 0 (3
.

2 7 )

0
.

3 5 ~ 0
.

5 0 (0
.

4 0 4 )

0
.

3 9~ 0
.

4 5 (0
.

4 16 )

注 : “ 口针鞘
”

在表中简称鞘

成层并损害木质部
,

破坏管胞
。

可见
,

日本松干纷既吸取寄主植物韧皮部的有机物质
,

损耗

树体有机营养
; 又明显破坏木质部的部分输导组织

,

阻碍树体水分
、

养分的输送
,

当 日本松

干纷若虫数平均在 1 0c m “
内达到10 头以上时

,

就会造成松树长势衰弱
,

严重者则死亡 [’1
。

在同一受害枝条上
,

分阴 阳面检查虫口结果
,

平均单位面积内阴面虫口量是阳面虫口量

的3
.

71 倍 (表 2 )
。

据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在赤松上按阴阳面检查 日本松干纷寄生若虫数的

结果表明
,

同一枝条上阴面的虫口数比阳面的多 4 倍以上叫
。

由上述调查结果表明
,

松枝阴

面虫口寄生密度明显高于阳面
,

说明 日本松干纷初孵若虫喜于枝干阴面寄生取食
。

由此致使

松树枝干阴面 的输导组织破坏程度重于阳面
。

相对来说
,

枝条阳面输导组织受损较轻
,

故生

长势优于阴面
,

这样就造成枝干阴阳二面生长速度快慢不一
,

出现不平衡的状况
,

促使枝干

向生长慢的阴面弯曲
。

此外由表 1 还可看出
,

尽管松树枝条粗细不同
,

但在其木质 部 的
“
口

针鞘
”

大小大致相同
,

因此细枝受害比例大
,

粗枝受害比例小
,

故细枝首先下垂
。

表 2 马尾松枝条阴
、

阳面寄生若虫教且
(1 9 8 6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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