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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主次要食叶害虫与

天敌种间关系的研究

查 光 济

(安徽省 东至县金寺山林场 )

摘 要

马尾松林中的若干次要食叶害虫是 马尾松毛虫 的寄生或捕食性 天 故 的 转 主寄

主
,

从而使 马尾松纯林至少有 6 条比较稳定的食物链和沿 着这 6 条食物链流动的48

条能流线
。

因此
,

只要合理地实施人工防治
,

不滥用化学杀虫剂
,

能够提高马尾松

纯林的 自然控制能力
,

有利于拉制 马尾松毛虫灾害
,

并达到综合防治 多种食叶害虫

的良好效果
。

关越词 马尾松
; 马尾松毛虫

;
条毒蛾

马尾松毛虫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
,

各地均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

但如何充分利用自然控

制
,

实现经济地
、

长期地控制大面积马尾松纯林的马尾松毛虫灾害
,

未见报道
。

作者从1 9 6 4

一1 9 8 5年研究了这一问题
,

现 已取得一定效果
。

兹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一
、

研 究 方 法

首先设立观察研究主副点
,

即以我场和东至县梅城林场
、

香口林场
、

滁县长冲林场
、

来

安县复兴林场
、

宣城县麻姑山林场
、

宿松县宿松林场为主点 , 以加山县石门山林场
、

三界林

场
、

全椒县孤山林场等为副点
。

然后在各个主副点上采用室内外相结合的方法查明马尾松纯

林中几种主要和次要食叶害虫的种间关系和应用这种关系提高防治马尾松毛虫的效果
。

二
、

结果 和分 析

1
.

马尾松纯林中危害马尾松的食叶 害虫 在安徽省的马尾松纯林中有 8 种比 较 常见的

危害马尾松的食叶害虫
,

即马尾松毛虫 D e n
dr

o l加“s p忍n c ta tu s
W hlk e r 、

思茅松毛虫 D e月适

本文于1 9 87 年1 2月收到
。

本文承中国林科院萦刚柔教授和产静君
、

李天生网研究员
, 安徽农学院刘世戮教授等的热情指导

。

在研 究中得我有林

业厅
、

省 科委
、

省林科所
,

安庆地 区林业局
、

地区科委
,

东至县林业局
、

县科委
,

宣城县森防站
、

来安县复兴林 场
、

宿松县宿松林场
、

诱县长冲林场
,

东至县香口林场
、

梅城林场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

汪污光等同志今加了娜分 润查
,
例

养工作
,

一并致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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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马尾松毛虫是经常猖撅发生的主要害虫
,

其它几种 是不经常猖撅发

生的次要食叶害虫
。

2
.

常见的马尾松毛大天 敌和转主寄主 马尾松毛虫天敌种类很多
,

常见的至少有 38 种
。

其中比较稳定的转主寄主有条毒蛾
、

松毒蛾
、

松黑天蛾
、

波纹杂毛虫
、

油茶枯叶蛾等 5 种
。

在这38 种天敌中有31 种可以这 5 种次要食叶害虫为转主寄主
。

见表 1
。

3
.

马尾松主
、

次要食叶 害虫的生活史 通过调查和饲养
,

马尾松毛虫的生活史 与 条毒

峨
、

松毒娥
、

松黑天蛾
、

波纹杂毛虫
、

油茶枯叶蛾等 5 种次要食叶害虫的生活史基 本 错开
,

见表 2 。

从而
,

为松毛虫天敌的转主寄生 和捕食提供了条件
。

衰 1 常 见 的 马 甩 松 毛 虫 天 敌 (东至县金 寺山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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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生 活史 短
,

周期扭
、

发生速率 大
、

种群上升

快
,

搜导寄主能力强
。

因其一个 天敌或多个天

敌一生 只需一个寄主而

在低密度虫口条件下能

够生存
,

有利于种群的

延续
。

缺点 . 因其只能寄生

某一个虫态而其生活史

与松毛虫不吻合
,

这样
,

导致眼 随现象严重
。

特

别是寄主贫乏 的林间更

为显著
,

从而严重形响

杀虫效果
。

另外
,

因个

体小
,

受气候影响较大
。

成虫喜食蜜茸作补充告

养
,

在蜜源缺乏的林间

对种群 策衍和杀虫作用

有一定 形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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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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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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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

生速率小
。

由于一生要

捕食多个寄主
,

故在低

虫 口密度时不易生存
,

在高虫口 密度时 由于发

生速率小
,

不能迅速上

升而难 以及 时 有 效 灭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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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徽生物

C PV + +

在高虫 口密度下
,

可

以大盆任染发病
,

条件

适宜
,

可以扩敌造成流

行病
。

缺点
:

受气候和

虫口密度形晌大
,

在低

虫口密度时效果不佳
。

Q�八臼,几,翻口J.母一‘曰.b月‘。。,�
3
内J丹J弃舀
3一
几Jc舀内舀内舀

4
。

马尾松纯林中主
、

次要食叶害虫和天故的种 间 关 系 由于马尾松毛虫与条毒蛾等 5

种次要食叶害虫的生活史基本错开
,

而且又有 31 种以上的可以在马尾松毛虫
、

条毒蛾等主
、

次要食叶害虫上转主寄生和捕食的天敌
。

这样
,

条毒蛾等 5 种马尾松次要食叶害虫充当了松

毛虫天敌丰富的中间寄主
,

有利于天敌找到食物
、

生存和繁衍
。

见图 1
。

从而建立起
:
马尾

松一马尾松毛虫一松毛虫天敌
,

马尾松一条毒蛾一松毛虫天敌
,

马尾 松一 松毒 蛾一松毛虫

天敌
,

马 尾 松 一 松黑天蛾一松毛虫天敌
,

马尾松一波纹杂毛虫一松毛虫天敌
,

马尾松一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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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甩松六种主次典* 叶容虫生活史
(东至县金寺山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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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叶蛾一松毛虫天敌等 6 条食物链
,

这 6 条食物链又是复合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

从而形成

一个食物网
,

见图 2
。

这 6 条复合式食物链产生了至少有 48 条能流线
,

见图 3
。

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便可通过这

些食物链的单向流动而不断反复循环
,

这样
,

就提高了马尾松纯林的自然调节控制能力
。

5
。

马尾松纯林主
、

次要 食叶害虫的同步浦长关系 从表 2 和图 3 可见
,

马尾松毛 虫 与

条毒蛾
、

松毒蛾之间可以相互转主寄生 和捕食的天敌最多
,

能流线也最多
。

所以
,

马尾松毛

虫与条毒蛾
、

松毒蛾的同步消长关系也比较密切而明显
。

松黑天蛾
、

波纹杂毛虫
、

油茶枯叶

蛾与马尾松毛虫之间可以相互转主寄生
,

捕食的天敌较少
,

能流线也较少
。

因而
,

虽然也有

同步消长的关系
,

却不如条毒蛾
、

松毒蛾那样显著
。

由于马尾松主
、

次要食叶害虫各种类的生物学特性不一样
,

受气候因子
、

天敌因子或人

为干扰的影响各不相同
,

因而
,

在同一年马尾松主
、

次要食叶害虫同步消长程度有时差异较

大
.

如东至县梅城林场1 9 7 7年和1 9 8 3年马尾松毛虫和松毒蛾先后两次明显同步大发生
, 1 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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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毛虫

\’.
、

飞

- “

⋯毒蛾黑卵蛛尸
.

寄生绳 一~ 松毛虫场会小蜂

图 1 马尾松毛虫天敌转主寄生或摘食

年 虽也同步上升
,

但因受先年干旱气候的影响而马尾松毛虫上升幅度很大
,

松毒蛾则上升幅

度很小
。

见表 3
。

在自然控制能力强的松林区或合理实施人工防治的松林区
,

马尾松主
、

次要食叶害虫往

往由内在期同步上升到潜育期时
,

将因天敌与寄主的时差基本消失则又同步下降到内在期
。

这种同步消长的关系仍然存在
,

但不 明显
。

见表 4
。

6
.

种间关 系在生产上的应 用 根据马尾松主
,

次要食叶害虫和天敌的种间关系
,

当马尾

松毛虫处于
_

L升趋势时
,

通过围歼松毛虫虫源基地的局部人工防治
,

消灭马尾松毛虫种群中

的主体部分
,

延缓马尾松毛虫种群数量增加速率
,

同时又保护了松毛虫天敌以及几种马尾松

次要食叶害虫
,

‘

已们与马尾松毛虫同步消长
,

生活史相错开
,

可供松毛虫天敌作 为中间寄主
。

松毛虫天敌繁殖量虽小
,

但世代短
、

增长快
,

在尚未实施人为调节防治的大面积林分里通过

松毛虫
、

条毒蛾
、

松毒蛾
、

松黑天蛾
、

波纹杂毛虫
、

油茶枯叶蛾等多种寄主间连续多代繁衍
,

各个类群的天敌都将同时大幅度上升
,

形成天敌的复合体结构
。

这些不同种类的天敌在各自

不同的生态位上寄生和捕食松毛虫和条毒蛾等主
、

次要食叶害虫
,

使之逐渐同步下降
。

随着马尾松毛虫和条毒蛾等马尾松主
、

次要食叶害虫的下降
,

天敌因寄主不足
,

食料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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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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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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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马尾松 毛虫

马尾松 毛虫等昆虫群落的取食链恢关系能t 流转线 路

B条 娜蛾 C 松毒峨 D 松黑天峨 E 波 纹杂毛虫 F 油茶枯叶蛾

( 1
,

1 6
,

2。·
·

⋯ 天敌种名编号见表 1 )

衰 3 马几松毛曳
、

松拜峨同步消长侧全 ‘东至县梅城林场 )

虫 口右度 年 份

种 名 \
; 。7 7

{
1 0 7。

}
1 , 7 ,

马 尾 松 毛 虫

松 稀 峨

吕,

)
. 5 。

{
“

⋯
. 0

1
名6 0

2 0 ! 53 0 ! 3 1 1 6 ! 2 7

已仑0

5 1 Q

衰 ‘ 马几松主次要t 叶奋虫润节挽翻同步消长润资 (东至县金寺山林场)

令了鉴⋯
年 份

1 9 8毛

!
。

·

, ,

}
”

·

。7

}
0

·

0 0 8

沸
n仙
2
,l几舀协U,d

⋯
�人6
丹OnJ口In甘马 尾 松 毛 虫

条 每 蛾

松 毒 峨

0
。

0 51

0
。

0 14

0
,

0 09

乏而致种群衰落
。

这样
,

马尾松毛虫
、

条毒蛾等主
、

次要食叶害虫便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天

敌的抑制而同步上升
。

这时
,

天敌随寄主的增多而又逐渐上升了
。

通过测报
,

当松毛虫内茧

峰 + 条毒蛾与马尾松毛虫的比值指数即 I < 1 时
,

是自然调节不足以抑制马尾松毛虫 种群 上

升的表现
,

便需要作局部辅助性的人工防治措施
。

这样
,

形成长期保持的一个负反馈环
,

变

自然消长的恶性循环为调节控制的良性循环
。

次要食叶害虫条毒蛾和松毒蛾在安徽省东部和长江以南的马尾松纯林中
,

有过局部成灾

的现象
。

但因条毒蛾和松毒蛾也有虫源地的现象
,

而且其虫源地大多位于松毛虫虫源地之中
,

所以在作人工防治松毛虫虫源地的同时
,

条毒蛾
、

松毒蛾的主体种群也同时得以除治
。

又因

条毒峨
、

松毒 蛾
、

马尾松毛虫之间有着较多的可以互为转主寄生和捕食的共同天敌而形成同

步消长的关系
,

使条毒蛾
、

松毒蛾与马尾松毛虫同步下降
,

形成马尾松主
、

次要食叶害虫的

一并控制
、

综合防治的理想效果
。

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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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认识马尾松林马尾松毛虫
、

条毒蛾等主
、

次要食叶害虫和天敌的种间关系
,

就可严格按

照这种规律合理防治
,

提高自然控制能力
。

现在金寺山林场松林马尾松毛虫的自然控制面积

已由 1 9 8 5年的96 %提高到99 %以上
。

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研究较长期的非辅助性人工局部防

治而实现自然控制的更佳效果
,

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

同时
,

建立以松林生态系统为基础的 自

然控制数学模型
,

更好地推广应用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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