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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尾松毛虫的防治
,

因越冬代的生长比较整齐
,

抗药性较差
,

此时进行防治
,

效果最

佳
。

为了更好地做好防治工作
,

必须事先做好虫情 的调查
。

但如何调查越冬代松 毛 虫 的 虫

情
,

目前尚无统一的
、

既简便又准确的方法
。

有些文献 l‘l提出在越冬前进行虫情调查
,

然后

根据越冬期间的死亡率 (一般认为是25 % )预测越冬后 的虫情
。

但 由于越冬前松毛 虫都 在 树

冠上
,

调查时非常困难
。

张旭等 [’l用松毛虫落粪与其虫口 密度的关系研究越冬代 虫 情 的 调

查方法
,

目前尚未推广应用
。

鉴于马尾松毛虫发生 2 ~ 3 代地区
,

其幼虫多以 3~ 4龄在树皮

裂缝中越冬的实际情况
,

杨仕海 ts] 提出以 Z m 树干上调查的数据乘以 1
.

42 来预测虫情
。

此方法

虽较简便
,

但较为粗略
。

笔者于 19 8 7年11 至 12 月
、

1 9 8 8年12 月至1 9 8 9年 1 月
,

分别在安徽省

宿松县和潜山县的丘陵地区设立样地
,

对越冬代马尾松毛虫的虫情按一定方法进行了调查
,

初步找到了合理的调查时期和简便
、

准确的虫情调查方法
,

现报道如下
。

1 试验设计

1
。

1 标准地设 t

根据 虫口 密度
、

树高
、

地被物的盖度及

混生树种情况
,

共选择标准地29 块
,

其中宿

松县 9 块
,

潜 山县 20 块
。

各标准地的状况见

表 1
。

1
.

2 润查方法

采用对角线取样的方法调查
。

每块样地

所取标准株宿松县为20 株
,

潜山县为50 株
。

对标准地 1 和 2 ,

每周调查一次
。

先查标准

株树冠投影下地表的虫口
,

然后从树干基部

起
,

以 O
。

s m 为一段
,

分段计数
; 每标准 株

衰 1 标准地的林分状况

地 点
标准

地号

平均树高

(m )

平均

脚 困

(e m )

郁闭度
地被物

盖 度

宿松林场 i ¹ 7
.

0 31 0
.

9 0
.

0 5

宿松林场 2 º 3
.

6 2 1 0
.

‘ 0
.

6 0

宿松林场 3 7
.

5 32 0
.

9 0
.

0 5

宿松河西 爪~ 9 4
.

5 ~ 7
.

5 21~ 35 0
.

3~ 0
.

9 0
.

0 5一0
.

9 5

潜山 黄浦 10 ~ 2 5 4
.

5 ~ 7
.

5 21 ~ 35 0
.

3~ 0
.

9 0
.

05 ~ 0
.

7 5

洛山 黄铭 26 ~ 2 9 幼林 一 0
.

5 ~ 0
.

8 0
.

15一 0
.

35

¹ 混生少 t 泥地松 ,

气多 生长少 t 幼树
。

在其树冠中部的南北两方各取一样枝
,

估算树冠中的虫口
。

对标准地 2 中的幼树及潜山的 4

块幼林标准地则整株调查
,

树冠和树基部分别计数
。

待松毛虫下到树皮裂缝中的数量及位置

本文 于198 9年 6 月1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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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稳定后
,

亦即松毛虫完全进入越冬状态后
,

对标准地 1 中的湿地松
、

标准地 3 中 5 个不

同胸围等级的马尾松及标准地 4 ~ 25
,

均按前述方法调查一次
。

2 结果与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
,

在松林地表上
,

无论地被物的多少
,

松毛虫均只是偶尔 可 见
,

数 量 极

少
,

本文即不予讨论
。

2
.

1 松毛虫下树速度和树冠虫口的比例与树离的关系

进入n 月份后
,

松毛虫开始下到松树皮

下或裂缝中越冬
。

通过对标准地 1 和 2( 包括

幼树)连续 5 次抽样调查
,

得 表 2
。

从 中看

出
:

¹ 松树越高
,

松毛虫下到树干的速度越

快
,

这也许是由于小气候如温度的差异所致
。

到12 月15 日 ,

松毛虫基本上已下到树干
,

且

其越冬部位已经稳定, º 松树越 高
,

留在

树冠中越冬的松毛虫所占的比例越小
。

树高

为1。 5 、 3. 6及7 。 o m 时 ,

其冠部虫口 所 占的

比例依次为8 6
。 11 %

、 25
.

9 4 %和 2
。

66 %
。

2 . 2 松毛虫越冬时在松树不同部位的分布

裹 2 不同时间马尾松毛虫在树千和

冠部的虫口 (19 87 年冬 ,

单位
:
头 )

平均树高 11月 12月 12月 22月 12月

部 位
( m ) 2 4 日 1 日 8 日 15 日 22 日

445 36 4 32 0 28 6 27 9

8 20 48 5 1 45

冠基树树

7 0 4 47 6

48 7 6 9 2 :::
26 8 248

7 15 7 0 8

冠干树树

1 2 6 0

1 6 6 6

2

;:)
2

;;;
: 2

::
6 0

2 19 5

千冠树树

2 . 2 . 1 与松树胸 围的关系 本调查于12 月28 日在标准地3进行
。

松树按其胸围大小
,

共分为

5 个等级
,

每等级选20 株
。

调查结果见表 3 。

由表 3计算出
:
不同等级Zm 以下树干的 虫 口

所占的比例依次为 89
.

8 %
、

82
.

0 % 、 7 3 .

9 %
、

6 9
。 1 %

、 6 6 . 6 %
。

胸围越大
,

所占的百分比

越小
。

若设 x 为胸围 (取各胸围等级的中值
,

单位为 c m ) , 夕为Z m 以下树干虫口所占百分比
,

则用双曲线拟合得下式
:

杏= 0
.

47 4 + 8 .

29 /x (1 ) 衰 3 不同脚困等级的马尾松上松毛虫的分布

相关系数
: 二 。

.

9 8 7 ‘单位
:
头)

\产
位(m) 。-

颇
(c m卜\ ”

·

5

.怡6角匕八�94741 22
已口O口丹匕目匕

曰l曰1

87
,上
79

,自n甘,一O�月任

‘
上,翻‘从暇曰

, .nJ一勺82n舀O�,孟‘任几U

‘
上心山2

若将各等级 Z m 以下树干虫口的总和与全 株

虫口的总和相除
,

则得Z m 以下树干虫 口所

占的百分比为7 1
.

8 %
,

将此数代入 ( l) 式得

相应的胸围为34
.

0 c m
,

这比林分的平均 胸

围32 c m 略高
,

这可能是由于马尾松毛虫 为

阳性昆虫
,

比较偏好上层林木所致
。

2
。

2
。

2 在不同种类松树上分布的 差 异 本

。
·

;石
‘

·

全落
’

·

呈不>2
·

。 合计

1 8 ~ 2 0

2 5 ~ 27

3 0 ~ 32

3 6 ee 3 8

4 1 ~ 43

::

:::

JInn�O����J眨d‘性,山
�挑�

1上22

�‘了
.几舀.上O甘丙0tll才‘性,“�土,�2

月,
4

调查在标准地 1进行
,

松毛虫在马尾松上的分布以最后一次的调查数据为准
,

并同时在湿 地

松上进行调查
,

以减少不同时间调查时因死亡率等的不同而带来的误差
。

调查的统计数字见

表 4 。

由表 4 看出
:

¹ 马尾松毛虫在两种松树上分布的数量无明显差异
,

但在湿地松树干上

的分布比在马尾松上均匀
。

经计算
, Z m 以下树 干上松毛虫占全株的百分比

,

湿 地 松 上 为

5 2
。4 %

,

马尾松上为70
。2 %

。

这种在树干上分布的差异
,

可能是由于两个树种的树皮结构差

异所致
, º 树冠中松毛虫的数量

,

湿地松比马尾松的明显要多
,

这可能是湿地松的松针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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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浓密所致
。

衰 4 松毛生在沮地松和马月松各部位的分布橄皿 (单位
:

头 )

部 位 (m )

0
.

5

之
1

.

0

1
.

0

之
1

.

5

1
.

5

}
2

.

0

2 0

2
2

.

5

2
.

5

l
3

.

0

3
.

0

2
3

.

5

专
5

> 4
.

0 冠 部 总 计
4

.

0

o"0.

28 3

6 12

2 9 2

3 7 4

2 4 5

2 5 8

2 1 8

3 3 9

23 0

2 8 3

2 0 4

1 6 5

1 6 2

1 1 3

1 4 1

4 2

10 5 1 0 0

6 0

1 9 8 0

2 2 5 5

地尾 松松湿马

2
.

3 松毛虫在马几松上的分布与虫口密度的关系

根据林间初步踏查
,

共选择了受害程度不 同的29 块标准地进行调查
。

调查的数据经统计

计算得表 5 和表 6
。

从中看出
:

在幼树上
,

松毛虫都在树冠中越冬 , 在较大的松树上
,

多在

Z m 以下树干上越冬
,

且随虫口密度的不同
,

所占的比例有差异
。

衰 5 松毛虫的虫口密度和 Z m 以下树千上虫口占盆株的百分比

标准地号
q ¹ p º 标准地号

q ¹ p º 标准地号 g ¹ p º

,‘.吸凡山哎曰弓吸仙�U户n
.

⋯
80066n
一�

内了nUO口U6J爪nU‘

�
1
‘.‘j.二

斑n‘场n盛,,自‘吸�b月,,二,且nn月叹OU
.

⋯⋯
on八U
, 1. 1八”n�叨�八“,人q山伪J.,口合

目
.,目,妇勺自,山,‘,曰0

.

2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9 8
.

7 4

10 0

0.,山J组�h几jt‘,工nJ
.

⋯
n
�
n�n
�
U

0
.

48

0
.

50

1
.

14

0
。

6 4

n
��
L,自九舀怕口‘匀曲O�了8

j
L, i

,丈11‘1
.
1
J.1有1.1

OJ内00�内ho曰�勺.七

,白.卜�O�.hl卜曰自卜n舀曲Jl‘J
. ..

⋯⋯
05
司1
63992
�11��才介七厅‘份已门月了寸砚石口U�匕 拢J八廿卜6几”01舀n.

�
廿n月才8扁b.LlbQ曰3

‘12...

⋯⋯
2tlQ.八UQ甘,‘,J一匕丹‘

. 1‘纽月,dl
. .二d.二.

1,‘,幼月甩巴J6789

¹ q 为标准地的虫 口密度 , º P为 Z m 以下树千上虫 口 占整株的百分比
。

裹 6 松毛虫在幼树上的分布

标 准 地 号 26 2 7 28 29

树冠 (头 )

树墓 (头 )

虫 口密度 (头/株 )

, 5

:
, 7

:
0

.

0 8 0
.

0 4 5
.

06 5
.

5 2

2 . 3. 1 Z m 以 下树干上 虫口 所占百分 比 与

林分虫 口 密度的关 系 设 Z m 以下树干虫口

所占的百分比为 p ( % ) ,

标准地的虫口密度

为 口 (头/ 株 ) ,

则可拟合出下列回归式
:

p 二 9 7 . 7 6 一 3 .

6 7了 q ( 2 )

相关系数
r = 一 。

. 8 16

由 ( 2 )式得表 7 。

可见
,

在虫口密度小于 1头 / 株的情况下
, Z m 以下树干虫口 占95 % 以上 ,

虫口密度小于 5 头/ 株时
, p 在9 。%以上 , 虫口密度达 100 头/ 株时

, p 为61
.

06 %
。

故低密度

时
,

可用Z m 以下树干调查所得数据作为林分的虫口密度 , 高密度时
,

则应作适当调整
。

裹 7 Z m 以下树千虫口所占比例在不同虫口密度时的估计位

q (头 /株 ) 0
.

0 1 0
.

10 0
.

5 0 1
.

0 0 5
.

0 0 10
.

00 30
.

0 0 10 0
.

0 0

( % ) 9 7
.

3 9 9 6
.

6 0 9 5
.

16 9 4 0 9 8 9
.

15 8 6
.

15 7 7
.

6 6 6 1
.

0 6

2
.

3
. 2 林分的虫 口 密度与 Z m 以下树干调查所得的平均值 的关 系 设林分的虫口密度为

。 ,

Z m 以下树干调查所得的平均值为 “ ,

则有下列 回归式
:

丫
v = 一 o ·

13 + 1
·

21丫 “ ( 3) 相关系数
: = 0 .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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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 )式知
,

右式不能小于零
,

即 一 0
.

1 3 + 1
.

2 1了
u 》 o (4 )

又因
”
不可能小于 “ ,

即 v ) 。 (5)

联立(3 )
、

(4 )
、

(5 )
,

解之
,

得
: 。) 0

.

3 8 3
。

因此
,

用
“
估计

。 时
,

如
: 》 o

。

3 8 3
,

则用(3 )式

估计
。 ,

(3) 式两边平方得
: v = 1

.

4 6。 一 。
.

31 了
: + 。

.

0 17
一

(6)

如
u < 0

.

3 8 3 ,

则 。 = u 。

即 :

百
v “ ‘

·

‘6 u 一 。
·

3‘丫了 十 。
·

o片 当
“ ) “

·

3 8 3

时
L v = u 当 赵 < 0

。

3 8 3时

2
.

3
.

3 模型的验证 本文用杨仕海的调查数据验证上面拟合的回归式
。

通过计算
,

得表8o

由表 8 知
,

模型(幻很好地估计了 Z m 以下树干虫口所占的百分比
,

相对误差最大值 也 不 到

5 %
。

用 模 型 (6) 估 计 虫口 密度时
,

低密度情况下
,

估计的精度较高
,

相对误差低于20 % ;

高密度时
,

估计的精度稍差
,

但未超过 30 %
。

表 8 夕
、 。 的估计值及其相对误差 (安徽省管店林场)

夕 (% ) t, (头/株)
标准地号 调查地点 样 株 数

实 测 值 估 计 值 相对误差 实 侧 值 估 计 值 相对误差

8 6
。

0 8

49
.

7 9

8 1
.

1 0

8 2
。

8 7

4 7
。

72

8 2
.

1 1

7 3

1 6

2 5

1 6
.

4 6

1 8 5
.

9 3

1 8
.

17

19
.

5 7

1 32 5 2

2 0 3 9

1 8
.

8 9

2 8
.

7 3

1 2
.

2 2

一‘nU丹」,曰舀几2李桃山西南丰
1占23

3 结语

3
.

1 马尾松毛虫越冬代的虫情调查
,

宜在12 月20 日以后至其出蛰活动前进行
。

这段 时 期
,

松毛虫已完全处在越冬状态
,

越冬位置稳定下来
,

调查所得的数据准确
,

可资比较
。

3
.

2 调查幼林的虫情时
,

采用整株调查 ; 对于比较高大的松林
,

只需选择一定数量的标 准

株(与测树学中标准株的概念一致)
,

查其树干Z m 以下部位的虫口
,

然后用下列回归式估 计

林分的虫口密度
:

{
” -

、V 二二

1
.

4 6 u 一 0
.

3 1了万 + 0
.

0 1 7 当 u ) 0
。

3 8 3时

当 u < 0
。

3 8 3时

式中
: “

为 Z m 以下树干虫口的平均值
, 刀 为林分的虫口密度

。

3
.

3 本文用杨仕海的调查数据对有关模型作了验证
,

效果较好
。

3
.

4 在用越冬期间的调查数据预测越冬代的危害程度时
,

一定要考虑恶劣气候的影响
,

因松

毛虫在出蛰后
,

往往会受反常天气如倒春寒
、

雷暴等的影响而大量死亡
,

以便更准确地估计

虫 情
,

制 定 更合理的预防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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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sa m Ple s it e s o f Pin “s

。a s so : ia n a w e r e s e le e te d in S u so n g Co u n ty a n d Qia n sli a n C o u n ty o f A n h u i

Pr o v in e e , a n d Po P u la t io n d e n s itic s o f D e 九d ; 0 11爪材5 p u ”c ta tu s w e r e in v e s tig a t e d

a e e o rd in g to a d e sig n e d m e th o d
.

T h r o u g h th e a n a lys is o f th e d a ta ,
w e

o b ta in e d t he fo llo w in g r e s u lt s :

(i ) T h e e a te r Pilla r s th o r o u g hly e n te r in t o th e 3 t a t e o f o v e r w in t e r in g

a t th e e n d o f D e e e m b e r
。

(2 ) In y o u n g tr e e s , n e a r ly a ll th e e a te r P illa r s o v e r w in te r in t h e e lu ln Ps

o f th e n e e d le s : in h ig h e r t re e s , n e a r ly a ll th e e a te r Pilla r s 9 0 d o w n t o t h e

e r e v ie e s o f t h e ba r k t o o v e r w in te r , a n d m os t o f th e m e o n e e n tr a te o n t h e

lo w e r
一

Pa r ts o f the t r u n k s u n d e r 2 m
.

T h e Pe re e n t e f th e n u m b e r in ve s t ig
-

a te d fr o m th e lo w e r
一

Pa r t s o f th e tr u n k s u n d e r 2 m to th e n u m b e r f ro m t h e

w h o le t r e e (p ) 15 r e la t e d to t h e p o P u la t io n d e n s ity o f t h e sa m p le s ite s (口)
,

t h e r e g r e s s io n m o d e l is p = 9 7
.

7 6 一 3
.

6 7寸 口
.

(3 ) T h e a v e r a g e v a lu e o f t h e n u m be r s in v e s t ig a te d fr o m th e lo w e r
-

p a r ts o f th e tr u n k s u n d e r Z m (“) e a n b e u s e d t o e s t im a t e the p o p u la t io n

d e n s ity o f th e s a m p le S ite s (v ) :

{
v = 1

.

4 6 u 一 0
.

3 1寸万 + 0
.

0 1 7

口 = “

w h e n u ) 0
。

3 8 3

w h e n u < 0
.

3 8 3

K e y w o rd s P fo u : 杭 a ss o 作ia n a ; D o n d , bli从u s p “n c tat u s : o v e r w in te r in g la r v a ;

Po P u la tio n d e n s 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