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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褐天牛 (何
。

11o c}l a m u : al te 。。tu : H o Pe )是松材线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

据调查
,

近几年

由于 6
、

7 月间多阴雨天气和飞防面积的减少
,

致使松褐夭牛的种群数量在疫 区范 围内回升较

大
,

有的病死树上虫 口 密度高达 1 00 余头 / 株
,

给松材线虫病的传播蔓延提供 了更 多的机会
。

1 9 9 1一 1 9 9 2 年
,

就松褐天牛成虫的发生
、

对不同松种的补充营养 习性
,

防治最适期和防治方法

进行了研究
,

旨在为松材线虫病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松褐天牛成虫羽化历期观察

4 月份从疫区选购 7 50 0 k g 夭牛蛀入孔较多的松材线虫病死木
,

置放于养虫室内
.

从 5 月

初到 8 月初逐 日收集松褐夭牛羽化成虫的数量
。

1
.

2 松褐天牛成虫补充营养选择性试验

将各针叶树 1一 3 年生小枝剪回
,

按试验设计 (完全随机 区组 )排列在 ¹ 养虫室 内 ; º 大养

虫笼内
。

每树种取二根小枝插入一个三角烧杯中水培
,

重复 4 次
,

每处理接种 2 头成虫
,

隔 日统

计天牛成虫在该树种上的停留头数
,

补充营养取食面积和取食重量
。

成虫取食面积采用方格纸

法测定
,

将取食掉的松树皮缺刻面画在方格纸上后计算面积
;取食重量采用在同样被食枝条上

剥下等同面积树皮称其重量
。

1
.

3 农药对成虫取食的药效试验和防治

MPP 乳剂为 15 %丙硫磷和 10 %倍硫 磷合剂 ( 日本井筒屋化学产业 株式会社 19 9 1 年提

供 )
,

施用浓度为 1%
,

50 %杀螟松乳油 (宁波农药厂 19 9 1年产品 )浓度为 3%
,

分别在林间喷洒

松树的 1~ 3 年生枝条
,

喷湿为止
,

喷药后在 2 、 7 、 14 、 21 、 28 、

35 、

4 2 d 分别采集小枝
,

去除针叶

放置于塑料对折盒内
,

每盒放小枝二根和接种一头天牛成虫后
,

每天观察记载成虫中毒死亡情

况
。

林间药效到 10 月份后调查松树受松材线虫病危害的死亡数量
。

杀螟松在中山陵进行飞机

防治并调查药效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松褐天牛成虫的羽化历期

据 19 9 1年 1 3 75 头和 19 9 2年 3 314 头天牛成虫的羽化历期观察
,

羽化始期分别为 5 月 15

日和 5 月 7 日
,

羽化高峰期分别出现在 5 月下旬和 6 月上旬
, 19 9 2 年 5 月下旬天牛成虫羽化率

19 9 3一 0 2一 14 收稿
.

徐福元助理研 究员
,

席客 ( 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南京 211153 ) ; 杨宝君 ( 中国林业 科学研 究院林业研究所 ) ; 葛明宏

( 江苏省森林病虫害防治站 ) ; 孙永春 ( 南京市 中山陵园林管理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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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 0
.

3 7 %
,

1 9 9 1 年 6 月 上旬 成 虫羽化 率 占

53
.

09 %
,

由于天牛幼虫的发育不整齐
,

而使成

虫的羽化历期拖得很长
,

在 1 9 9 2 年 6 月中旬还

出现了较为 明显的第二 羽化高峰期 (图 1 )
,

占

羽化率的 18
.

98 %
,

1 9 9 1 年 6 月 中旬的第二羽

化高峰期也有 明显趋势
,

占羽化率的 27
.

13 %
。

羽化终见期 1 9 9 1 年为 7 月 1 1 日
,

1 9 9 2 年为 7

月 2 3 日
。

2
.

2 松褐天牛成虫补充营养的选择性

据报道
〔, 〕松褐 天牛 的寄主种类有松属

、

冷

杉属
、

云杉属
、

铁杉属
、

黄杉属
、

落叶松属和雪松

属
。

最适宜的树种明显是松属的树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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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松褐 天牛成虫 羽 化历期进程观 察

南京地区松褐天牛成虫对常见针叶树种的

取食习性也有明显的选择性
,

松褐天牛成虫喜停 留在马尾松
、

赤松的小枝上取食
,

停 留的头数

分别在 1一 3 头 /株
,

成虫取食面积顺序为马尾松 > 赤松 > 雪松 > 火炬松> 湿地松> 黑松 > 铅

笔柏 > 杉木 (表 1 )
,

补充营养取食面积经方差分析处理 间达显著差异
,

树种间达极显著差异
。

经南京地区常见针叶树种松褐天牛成虫补充营养取食面积均数间的多重 比较
,

马尾松
、

赤松的

取食面积 明显高于其它树种 (表 2 )
,

也 同样说明松褐天牛成虫的补充营养取食习性有 明显的

选择性
。

2. 3 防治适期

松褐天牛成虫羽化后活动分为移动分散期
、

补充营养期
、

交配期和产卵期
「2

」 。

据 Li ni t 等

1 9 8 4 年报道 [3j
,

天牛羽化后 4 周内携带的松材线虫迅速减少
,

羽化后 1
、

2
、

3
、

4 周线虫的下降

率分别为 12
.

4 %
、

12
.

1 %
、

15
.

5 %
、

53
.

9 %
。

夭牛羽化后 7 ~ 12 d 开始补充营养
〔‘二。

而我国南京

表 l 南京地区常见几种针叶树种松褐天牛成虫补充营养取食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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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京地区常见针叶树种松揭天牛成虫补充营养取食面积均数间的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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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松褐天牛成虫羽化后 3一 7 d 开始补充营养
,

补充营养期前防治是控制松材线虫传入健康树

的关键时期
。

1 9 9 2 年南京在羽化高峰前 (5 月 7 日~ 19 日 )天牛成虫羽化率仅占 7
.

53 %
,

其中

5
.

3 4 %是羽化高峰前 4 d ( 5 月 16 日 ~ 19 日)羽化的
,

羽化后天牛成虫要有 3 ~ 7 d 的分散期
,

这 5
.

34 %夭牛体 内的线虫 尚未传入健康树
。

在羽化高峰期防治完全可以控制羽化高峰前和羽

化高峰期的天牛种群
,

避免天牛体内线虫的传播
。

杀螟松
、

M PP 乳剂的有效期最少有 20 d 以

上 (表 3 )
。

在 5 月下旬第一次喷洒农药可以有效控制到 6 月中旬
,

第二次喷洒农药可有效控制

到 7 月上中旬
。

两次喷药可有效地控制松褐天牛种群和松材线虫致死松树
。

因此
,

5 月下旬和

6 月中旬的天牛成虫羽化高峰期和第二羽化高峰期为最适防治期
。

表 3 喷药后松褐天牛成虫补充营养取食的药效生测

髻寥黯 ,
项 目

, 厂一一些平里普竺今竺簇
一

一
一

M

黑
”

默翼 : : : : : : :
死亡率 (写 )

死亡头数

存活头数

死亡率 ( % )

存活头数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0

6

2

75
.

0

6 2
.

5 6 2

杀螟松乳油
( 3 % )

1 0 0 1 0 0 5 0
.

0 3 7

对 照

2
.

4 农药对松褐天牛成虫取食的药效测定和防治效果

2
.

4
.

1 室内药效生 W.J 在林间喷药后分别采 回并接种天牛成虫后的观察结果
,

M P P 乳剂和

杀螟松乳油对松褐天牛成虫取食的生测残效均能达 30 d 左右
,

M PP 的残效略长于杀螟松
,

在

4 2 d 夭牛成虫取食死亡率仍达 62
.

5 %
,

而杀螟松残效仅为 37
.

5 % (表 3 )
,

两药对松褐天牛成

虫补充营养取食均有明显的毒杀作用和较长的残效期
。

2
.

4
.

2 林间防治效 果 (l ) M PP 乳剂经两年试验结果在 5 月下旬喷一次就可以 有效地杀死

松褐天牛成虫和控制松材线虫病的发生
,

死树率明显降低
,

死树减退率明显增加 (表 4 )
。

( 2) 在

南京地区中山陵等地自 1 9 8 4 年以来
,

均在松褐天牛成虫羽化初期和高峰期两次飞机喷洒杀螟

松农药
。

1 9 9 2 年在进一步观察天牛成虫羽化历期的基础上
,

掌握防治最适期
,

由羽化初期和高

峰期两次喷洒农药改为羽化高峰期的 5 月下旬和第二羽化高峰期的 6 月中旬两次 飞机喷洒
,

有效地杀死羽化高峰期和第二羽化高峰期的天牛成虫
,

使松材线虫病的致死树率明显下降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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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年的死树数 。
.

4 株 /h m
,

降至 1 9 9 2 年的 0. 2 株 /h m
, ,

防治效果 (死树减退率 )明显提高
。

表 4 林间喷药防治松褐天牛后对松材线虫病的控制效果

农 药
用药 量

(k g / hm
Z
)

防 治 效 果防 治 效 果

年份 喷药时间
喷药 死树数

次数 (株 )

活树数

(株)

死树率

(肠)

死树减退率

(% )
试验 地点

MPP 乳剂 ,
.

0一 1 2
.

0 :::;
5 月 2 0 ~ 2 7 日

5 月 2 3 ~ 2 5 日 0
.

7 8

3 0
.

4 4

8 6
.

44

9 7
.

4 4
东山公园

对 照

杀螟松乳油 2
.

25

陶 昊

月了1
10山月b

�卜�0门了月了八」

1 9 9 0 5 月中旬
, 6 月上旬

1 9 9 2 5 月下旬
, 6 月 中旬

防治面积 4 一5
.

0 9 h m ’
,

死树 0
.

4 株/ h m ,

防治面积 4 15
.

0 9 h m 2 .

死树 0
.

2 株八 m Z
中 山 陵

3369216684

3 小结

( l) 羽化高峰期的迟早主要在于春季积温的高低
,

春季积 温高成虫羽化高 峰期就出现得

早
,

反之则迟
。

只有准确地预测羽化高峰期的出现时间
,

才能掌握最适防治期
。

(2 )江苏省宁镇
、

茅山
、

宜漂山区分布大量马尾松和黑松
,

云台山区分布大量赤松
。

目前松

材线虫病在宁镇山区蔓延
; 茅 山

、

宜漂和云台等山区尚未传入
。

因此
,

做好检疫工作尤为重要
。

( 3) 在疫区内做好病死木的清理处理工作是最主要的防治措施之一
。

结合清理处理工作对

初侵入 区和风景林区的防治可采用 M PP 乳剂和杀螟松乳油大面积喷洒 (飞机或地面喷药均

可 )
,

两种药剂分别在松褐夭牛成虫的羽化高峰期和第二羽化高峰期喷洒两次
,

或用 M PP 乳

剂在成虫羽化高峰期喷洒一次
,

均可取得显著的防治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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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宇篇
马釜队宇

‘

争争争鹤宇
、

享
‘

宇招队宇
、

落队落马争
‘

争宇
、

争釜队毖息争宇拐
冯争争七熟毖匀宇瑞熟享荡队宇

.

笼足备足
、

争落马招及宇
‘

争毖孰争

珍稀名茶
—

白茶大量繁育成功

白茶为茶族 中的珍稀上品
,

最早记载见于我国唐代陆羽的
“

茶经
” 。

由于多种原因
,

目前所

保存的白茶资源 已极为稀少
,

亦极为珍贵
。

由白茶树所获的加工产品

—
玉凤茶

,

每公斤市场

价格可达 1 5 00 元左右
。

为保存并开发利用这一珍稀濒危物种
,

近几年来
,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和浙江省安吉县林科所合作的
“

亚热带丘陵坡地农用林业模式研究
”

课题
,

在当地嫩枝扦插繁

殖试验基础上
,

利用安吉县大溪村海拔 800 米处仅存 的一株百年以上老树
,

开展 了包括组培
,

嫩枝扦插等一系列无性繁殖试验和在平地为白茶建园创造高丘低山生境
—

农用林业模式的

试验
。

如今前一试验已喜获成功
,

可批量生产白茶苗木
。

若有对白茶开发利用感兴趣者
,

可与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或浙江省安吉县林科所联系
。

联系人
:

傅想毅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电话
:
(0 5 8 13 )一3 2 6 8 0 1 分机

浙江省富阳市 邮编
: 3 1 1 4 0 0

: 3 0 0 9

陈建寅 浙江省安吉县林科所 浙江省安吉县凉亭岗 邮编
: 3 1 3 3 0 0

电话
:
(0 5 8 2 2 )一 5 8 2 2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