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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果害虫对湿地松球果发育的影响
*

赵锦年 陈 胜 陆增法
(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 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浙江省余杭县长乐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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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松尸i: : : e1 ll’ot tl’i E n g el m 适应性强
,

生长快
,

材质好
,

松脂产量高
,

是重要的造林

树种
。

浙江省自1 9 75年至今栽植面积 已 逾47 00 h a
。

余杭
、

安吉
、

淳安
、

临安
、

天台
、

富阳

和衙州等县市均已建立母树林和种子园
。

1 9 7 8年建立的浙江省余杭县长乐林场湿地松种子园

现已结实
,

但球果却连年遭受球果害虫的钻蛀
,

重则颗粒无收
,

轻则由于果轴和果鳞被蛀成

纵横坑道
,

影响种子的质量和产量
。

1 9 8 6一 1 9 8 7年
,

以余杭县长乐林场和淳安县姥 山林场为基点
,

调查研究了害虫的种类及

其对湿地松球果生长
、

种子发育的影响
,

现将结果整理如后
。

一
、

调查试验方法

在长乐林场20 年生湿地松林中
,

搭架观察害虫的种类
、

钻蛀习性及生活史
,

并在姥山林

场饲养害虫
,

灯诱监测害虫种群变动情况
。

9 月23 一24 日选择10 株湿地松(平均树 高 7 m
,

平均胸径 1 8 c m )
,

采摘全部 球果
。

按树分别观察球果的色泽及其长
、

宽度
。

用修枝剪剖果
,

观察被害果的受害部位
。

取籽按果统计数目
。

称其鲜重并换算成千粒重
。

10 株树中
,

每株树随机取健康果和受害果各 2 个
,

共40 个果
,

取其籽粒
,

放 于 培 养 皿

(直径 9 c m )
,

皿底放三张滤纸
,

置于25 ℃
,

每 日光照 s h (光照强度 为7 9 0一 1 0 2 0 lx) 的条件

下
,

每日观察记载
。

26 d 后
,

分别统计发芽率
。

二
、

结果 和 分 析

(一) 主要害虫种类及生物学

钻蛀湿地松球果的重要害虫种类隶属于鳞翅 目的卷蛾科
、

螟蛾科和鞘翅目的象虫科
,

分

别是
:

松实小卷蛾尸
e蓄: o o a c : ist a t a

W a ls in g h a m
、

微红梢斑螟刀 10 : , c tr fa , u乡ella H a m p so n 和

角胫象Sh i: a ho shiz o sp
.

三种害虫中
,

前二种为害尤烈
。

此两种害虫常伴随发生
,

现将其生活史和 习性对比如下

(表 l )
。

本文于1 9 8 7年 1 2月 3 1 日收到
。

.

本研究得到浙江省林 业厅种苗站资助
。

本所刘若平
、

李妓
,

姥山林场冯 慧群同志参加部分试验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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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两种容虫的生活史和钻蛀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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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越冬虫态及场所
.

幼虫或场在梢及果内内 幼虫在梢内内

二二害盛期 (月 )

}
5一“ { “一 ,,

被被害果 外部症状 一蛀孔大多位于上
、

中部
,

四形
,

较,lv 孔孔 蛀孔大多位于中
、

下部
。

圈形
,

较大
。。

}}}外具流脂并枯附虫粪 和蛀屑
,

呈 月斗状状 孔 目沽净净

5 月1 4 日至 6 月 18 日诱虫36 次
,

诱得微红梢斑螟 12 9头
。

6 月15 日至 6 月27 日诱 虫12 次
,

诱

得松实小卷蛾 43 头
。

其中微红梢斑螟无明显峰期
,

松实小卷蛾于6月 2 0一22 日具明显的峰期
。

(二 ) 沮地松
二

果与虫容果种子的千较 ,

据在长乐林场湿地松种子园 10 株二年生4 95 个果的调查
,

受害率达32
.

3 %
,

每株树 的 平

均受害率为3 8
.

6 %
。

表 2 为 10 株湿地松健康果与虫害果的性状比较
。

经数理统计 t 检验表明
,

湿地松种子园

中
,

健康果与虫害果的平均果轴长和平均果宽的差异
,

前者达极显著 水 平( P < 。
.

01
, t =

7
.

5 9 0 )
,

为 1
.

o 7 e m
,

后者达显著水平 (P < 0
.

0 5 , t = 2
.

5 3 7 )
,

为o
.

2 3 e m
。

平均 籽粒数无

显著差异(P > 0
.

05
, t == 0

.

0 4 5)
,

为。
.

66 粒
,

平均千粒重的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P < 。
.

0 1
,

t = 9
。

3 6 9 )
,

为1 3
.

0 8 9
。

衰 2 沮地松 . 康果与虫容 . 性状 比较
(长乐

, i , . 7
.

)

害 果

株 平均果轴长
(C m )

平均果宽
(e m )

平均籽数
(牧 )

种子平均千
粒重 ( g )

平均果轴长
(e m )

平均果宽
(C m )

平均籽数
(牧 )

种子平均千
较,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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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受害果
,

发现侵害百分率为松实小卷蛾5 5
.

6 % > 微红梢斑螟26
.

了% > 松实小卷蛾 十

微红梢斑螟 15
·

6%
。

但受害果的种子平均千粒重为松实小卷蛾32
.

86 9 > 微红梢斑螟27
.

29 9



4 期 赵锦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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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实小卷蛾 十 微红梢斑螟2 3
.

40 9
。

表明 自然界中
,

侵害湿地松球果的害虫种群数量以松实

小卷蛾为最
,

微红梢斑螟次之
,

而危害程度以两者共同钻蛀为重
,

微红梢斑螟次之
,

松实小

卷蛾较轻
。

(三) 湿地松健康果与虫害果的种子发芽率

取健康果 1 2妞粒和虫害果 12 2 6粒籽
,

散放于皿底置滤纸的培养皿中
。

在 25 ℃
,

每 日光

照 s h 条件下
,

健康果籽粒的平均发芽率为4 5
.

0 %
,

而虫 害 果 中 籽 粒 的平 均 发 芽 率 仅

1 2
.

8 %
。

后者比前者低 32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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