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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对杨干象抗性选择的研究

高瑞桐 杨自湘 汪太振 郝 宏 康中信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 (黑龙江省防护林研究所 )

摘要 在杨干象危害80 % 以上的人工杨树林内
,
以抗杨千象

、

速生等综合指标
,

选出了抗 虫

优树
。

对 3 年生优树后代室内外人工接种和自然感染的结果表明
: 106 号优树比周围3株优势木平

均胸径高 9 %
,

树高高 7 %
,

材积高61 % , 室内接种其诱虫数
、

取食孔数都低, 野外接种
,

虫 株

率低40 % 以上
,

危害指数低69 % ; 自然感染的虫株率低54 %
,

危害指数低50 % 以上
。

优树 生长

量较对照原种中东杨 (P o乡。Iu s b e r o lfn e o s is )高得多
,

但低于小黑杨(P
. K 二 fa o he i)

。

其抗虫性

与树皮内含物果糖和酚酸含量有关
。

关妞词 杨树 , 杨干象 , 抗性选择 , 优树

杨树 (p oP ul 二 , p p
。

)是重要速生树种之一
,

近年来随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栽植
,

受杨干

象 (C r万p t o : rh刀: c hu s l即
a thf L in n e )的危害也日见严重 I‘一 8 ]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国发生面积达

35 8万多亩
,

涉及 n 个省
、

区的50 多个市
、

县
,

已危及我国
“

三北
”

防护林建设和大面积人工林

的安全
。

在自然界
,

杨干象对不同品种或同一品种的杨树个体危害有很大差异 I’
, ’。] ,

为寻找

对杨干象具一定抗性的杨树品种
,

做到既能有效控制虫害又不污染环境
,

为此进行了本项研

究
。

1
。

1

优树选择

选优材料
、

标准和方法

在黑龙江省林甸县长青林场
、

龙江县海洋林场及富裕县林场
,

在 10 万亩60 年代繁殖的小

叶杨(P
. sf二o , fi Ca r r

.

)
、

小青杨 (尸
。

p s e : d o 一 : im o n玄宕K ita g
.

) 和中 东 杨 (尸
。

be r olf, 。, sfs

Di p p
.

)杂种实生林〔混有黑杨派 (A ige ir os D u衍 )树种〕中
,

杨干象危害严重地段进行了选优
。

选优原则是
,

抗杨干象为主
,

速生为辅
,

其标准为
:

¹ 优树树干和枝条都无杨干象幼虫

危害痕迹
。

º 优树的生长量大于周围 3 株优势木
,

平均胸径大15 % ,

树 高大 5 %
,

材 积 少

40 %
,

干形圆满通直
,

侧枝细
,

冠形窄
。

» 沈树树龄在10 年以上
。

¼优树所在林分杨干象 危

害株率在 80 %以上
,

重复危害史 5 年以上 ; 优树所处位置无特殊环境影响
,

被害机会与其它

树木相同
。

选优时
,

先用望远镜观察候选树
,

看有无被杨干象幼虫危害痕迹 , 再对优树周围50 株树
木被害情况进行调查

,

其标准为
: o 级—无虫孔 ; 工级

—
1 一 10 个虫孔

, 亚级一一‘飞卜
3d个虫孔

,
皿级
—

31 个虫孔以上
。

然后对优树和周围 3 株优势木进行检尺
。

1 . 2 选择结果

通过选择
,

初步选出优树 9 株
,

优树所在林分的虫害情况及生长量见表1、 2。

其中除10 2

丰文于19 9 1年 1 月11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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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优树生长量低于规定标准外
,

其余

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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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株优树均超过原要求的标准
。

优材林分内虫容情况润奋

4 卷

优树年龄

(
a )

被害率
优 树 号 树种类型 润查株致 彼害指致

[ 班 (沁)

虫 害 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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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杨 树 优 树 生 长 情 况

优树形率 树 高 ( m ) 材 积 ( m
,
)

优 树 号
( %) 优

与优势木

径 (
e m )

与优势木
‘ 竹 比 (% ) 协 ” 比 ( % )

与优势木
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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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树后代抗性鉴定

选出的优树以无性繁殖法培育出苗木
,

然后对 3 年生幼树进行了抗性鉴定
。

2
.

1 鉴定方法与步-

2
.

1
。

1 室内接种 1 9 8 8年 7 月采集幼树主干
,

截成长 50 c m 的木段
,

每个优树 10 根
,

置于

50 c m x 50 c m x 55 c m 的铁纱笼内
,

笼底垫 10 c m 潮湿沙土
,

每笼插入每种优树及中东杨
、

小黑杨( p
.

x x了a成, 1 T
.

5
.

H w a n g
. e t L ia n g )两对照各 i 根

,

成拉T 方排列
,

重复 1 0

次
。

每笼接入杨干象雌雄成虫各10 头
。

为保持笼内湿度
,

每天喷清水 1 次
。

15 天后按上述方

法更换主干 1 次
。

逐日观察记录每根主干
_

L栖息的成虫数
,

试验结束时统计每根主干的取食

孔及落卵数
。

2
.

1
。

2 野外人工接种 19 8 8年 7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
,

在鉴定圃内对 9 个优树和两对照种3年

生幼树人工接种
。

其方法是
,

各选 6 株健壮植株
,

每株基部套一塑料纱笼 (高 l m
,

直 径 1 7

c m )
,

每笼放入杨干象雌雄成虫各 2 头
,

上
、

下 口扎紧
。

观察幼虫发育
、

成虫出孔等
。

2
.

1
.

3 野外 自然感染 共设 3 块标准地
,

让其自然感染
,

虫源木中东杨和小黑杨的被害株

率均在90 % 以上
。

另设优树对比林及对照
,

以 30 株为一小区
,

重复8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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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鉴定结果与分析

2
。
2

.

1 室内接种 两次接种
,

选出的优树在诱虫数
、

取食孔数和落卵数上多数均低于 对 照

种
。

为便于分析
,

用两次接种平均数
,

以最小距离法选平均数低的 106 号
、

中等的 114 号和高

的中东杨为 3 个凝聚点进行聚类分析
,

结果1 0 1
、

1 0 4
、 1 0 6

、 1 16 为 1 类
, 3 项指标都低

,

其

抗性强 , 1 03
、

1 0 5
、

1 1 4和 1 1 5为 2 类
,

抗性中等, 1 0 2
、

中东杨和小黑杨为 3 类
,
抗性差(表

3 )
0

表 3 室内
、

外接种和盯外
、

优树对比林自然感染分类

室 内 接 种 野 外 接 种 野外自然感染 优树对比林自然感染

优树号 平均 平 均 平均 所 属
诱 虫 取食孔 落卯
‘头 / 枝 ) (个l枝) (粒 / 枝) 类 别

危害 成虫重 所 属

指数 (m g ) 类别

所属

类别

缺株率 有虫 平均 所属
株率 虫数

(% ) (% ) (头 /枝) 类别
融料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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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野外人工接种

2
.

2
。

2
.

1 幼虫成活和发育速度 试验表明
,

仅 1 01 号上的幼虫成活率为94
.

1 %
,

其余 均达

10 。%
,

与对照无差异
。

其发育速度
, 功6号 7 月份出孔成虫占全年的40 写 (表 4 )

,

说明幼虫

发育较慢
。

表 4 各优树上人工接种幼虫成活和成虫出孔情况

优 5 月 1 7 日

树 活 幼 虫

号 (头 )

7 月成 虫出孔数(个) 8 月出孔数 (个 )

2 3 日前 2 4 ~ 2 5 日 2 6 ~ 3 1 日 合计 1一 5日 6 ~ 1 0 日 1 1 ~ 1 3 日 合计

全年总 幼 虫 致死 有虫 危 害

计 出孔 成活率 株串 株率

致 (个) (% ) (% ) ( % )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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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占几‘,人10002310
工bOU弓d月,,上no0n
.月山
5571010通221218 7

勺自
2
九J,Jn�7Q
�几口�勺吸�

68555953794066908391311611幼16书2101020邪711加1010000 115140026042651n。,曰I
J吧O口.五‘上,占,一,‘.UO甘O品舀甘

,人
2连
n‘月弓

2628

7Q
Ut‘5

弓口

2655

d几.甩
.
土

1 0 1

1 02

1 0 3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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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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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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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

2 危害情况 人工接种的各优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幼虫危害
,

对每株上的虫孔数用5

级分类
: o 级

,

无 虫孔 , i 级
, 1 虫孔 ; 亚级

, 2 ~ 4虫孔 , 皿级
,

5 ~ 9虫孔 , w 级
, 1 0个虫

孔以上
,

计算有虫株率和危害指数
,

结果 10 6
、

1 14 和 1 15 号优树的被害都较低 (表 4 )o

2
。

2
.

2
.

3 成虫干重及个体大小 把各优树上出孔的成虫收集
,

烘干称重并度量其大小
,

结果

表明
,

1 02
、

1 06 号上发育的成虫干重与个体都较其它树上的小(表 5 )
。

凝聚点进行分类的结

果
,

10 6号为 1 类
, 1 01

、

1 02 等为 2 类
, 1 0 4 、

中东杨等为 3 类(表 3 )
,

3个类的抗性依 次 为

1 类> 2 类 > 3 类
。

衰 5 各幼树上出孔的成虫, 皿及个体大小

每头 千重t (m g ) 体 长 (
e m ) 体 宽 (e m )

优树号 头 数
最重 最轻 平 均 最大 最小 平 均 最大 最小 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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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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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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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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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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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1 4 0
.

3 7 7 土 0
.

02 4

0
.

37 4 0
.

3 7 5 士 0
.

0 02

0
.

3 0 0 0
.

3 7 4 土 0
.

0 3 3

0
.

3 3 4 0
.

3 7 3 士 0
.

0 37

0
.

3 1 4 0
.

3 7 6 士 0
.

0 2 9

0
.

3 5 0 0
.

3 7 6 士 0
.

0 2 3

0
.

3 5 8 0
.

3 9 2 士 0
.

0 3 3

血比.�仆甘.Unl,‘8
口砚‘人

O目000目O臼
.

⋯
n.n�nln臼

��n.亡八甘Jl匕一�
�n�01匕O臼n甘n.n乙OUO公,占.纽.吸

..

⋯
口

⋯
.
止‘�,人�卜.n”月弓,目,‘n”‘工.1曰1dl1111.11111

内boUOU九bl匕.J0J4�匕几.门才

1二,叮‘曰,‘,二.五.土

010203“肠肠141516东黑111111111中小

2
。

2
。

3 野夕卜自然感染

2
.

2
.

3
.

1 三块标准地的被害调查 调查结果用同样方法以有虫株率和危害指数两项指 标 进

行聚类
,

结果只有 10 6号为 1 类
,

10 5
、

1 14 号为 2 类
,

其余都在 3类中(表3 )
。

2
.

2
.

3
。

2 优树对比林被害调查 以有虫株率及平均每株幼虫数两项指标
,

用同样方法 聚 类

的结果见表 3 , 1 类中有 10 6
、 1 15 号等 6 个种

, 2 类有 1 0 5
、

n 4号等 4 个种
, 3类 只 有 小 黑

杨
。

在优树对比林中
,

虽然中东杨也被分在抗性强的一类中
,

则是因中东杨径级太小
,

未能

达到杨干象成虫产卵的要求引起的
。

通过强制危害及 自然感染系列测试
, 1 06 号优树一直列在抗性最强的一类中

。

再以 1 06 与

中东和小黑杨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室内接种的
,

其取食孔/ 枝
、

优树对比林内平均有虫 株 率

都在。
。

10 水平上有差异 , 室内接种诱虫数/ 枝
,

野外接种平均虫孔数/枝
,

自然感染平均危害

指数
,

优树对比林内平均幼虫数 /株都在。
.

05 水平上有显著差异
,

说明 106 号优树抗虫性稳定
。

3 优树后代生长量测定

在鉴定圃
、

标准地和优树对比林内
,

对3年生优树后代生长量的测定结果
,

除10 2和 1 01 号

胸径生长分别低于和平于中东杨外
,

其它优树均超过原种中东杨
,

但还略低于良种小黑杨
。

经方差分析比较
,

这些种在0
.

05 或。
.

10 水平上有差异 (表 6 )
。

10 6号优树与中东杨比较
,

其胸

径在鉴定圃内超 17
.

5 %
,

在标准地内超12
。

6 %
,

在优树对比 林 内超 122
.

。%
,

高生 长 超

48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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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优树后代生长情况润奋

平均脚径生长量 (c m )

优树号
鉴定圃 对比林

对 比 林
平 均 高
生 长 量
(m )

4 树皮有机化学物质分析

害虫对某种植物的喜食程度
,

除与其本

身习性有关外
,

也与植物体有很大关系
,

尤

其是与植物体被害部位某些化学物质的含量

有 关 I‘’
, ’2 ] 。 经 过对 1 06 号优树

、

中东和小黑

杨树皮内含物含量(表 7 )与抗性 相 关 分 析

(表 8 )
,

其结果为
:

(1) 果搪和葡萄搪含量与成虫趋性
、

取

食及幼虫的危害程度呈正相关
,

这两种 糖含

量高
,

诱到的成虫多
,

成虫喜食
,

幼 虫危害

也重
。

(2 ) 酚酸含量与成虫趋性
、

取食及幼虫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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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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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程度呈负相关
,

含量高诱到的成虫少
,

幼虫危害也轻
。

( 3) 氨基酸和糖总含量与抗性关系不明显
。

裹 了 树皮内含物含且分析 表 8 树皮内含物与杭性指标相关分析

(单位
: m g / 10 0 9 )

抗性指标 总糖 果精 葡萄糖 总酚酸
总氛

基酸

杨树 总塘 果塘 葡萄 糖 总酚酸 总氛基馥

一一一
2 3 7 1

。

6 0 3 3 7
.

3 0 4 1 5
.

0 0 6 8
.

4 9 8

2 8 69
.

7 2 4 8 5
.

5 0 7 6 5
.

0 0 5 0
.

7 8 5

1 5 6 9
.

9 6 4 04
.

8 6 4 1 5
.

1 0 3 8
.

4 1 5

0
.

9 0 3

0 7 8 1

1 幻4 8

诱 虫 致

取食孔数

危害指数

一 0
.

8 9

~ 0
.

7 3

~ 0
.

7 6

一 0
.

27

0
.

01

一 0
。

72

口u云/J.矛10小中

5 结语与讨论

目前黑龙江省杨千象发生面积约2 23 万亩
。

可利用 106 号优树直接进行无性繁殖
,

也可作

抗性杂交亲本应用于生产
。

采用抗虫品种可起到省工
、

安全
、

无污染和对有益生物无害的作

用
,

对维持生态平衡有重要意义
。

但是抗虫品种的生长量有时还不十分理想
。

根据国家木材检验规定〔川
,

直接用原木如电

杆等
,

不许有虫孔 ; 加工用原木任何l m 内
,

一等材不许有虫孔
,

二等材有 5 个虫 孔
,

三等

材有 6 个以上
。

其木材等级差价为
:
一等与二等约29 %

,

一等与三等约46 %
。

因此尽 管 抗

虫品种的生长量较低
,

但木材质量提高挽回的经济价值远超过生长量低所造成的损失
。

今后

培育既抗虫又速生的品种仍是育种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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