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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对利用诱饵树法预测光肩星天牛成虫发生期进行了研究。光肩星天牛种群发生数

量与杨树品种、树龄及天气积分指数有密切关系。露伊莎杨上的卵量分别为 I-214 杨和 I-69杨的 2.

7 倍和 14. 5倍。I-69 杨 3年生树上的卵量为 5年生树的 8 倍。低龄幼虫越冬前的存活率与 6～9 月

份的天气积分指数呈正相关。光肩星天牛种群数量的消长规律,初步认为为 5 a一个周期。

　　关键词　光肩星天牛　成虫发生期　预测　种群动态

　　光肩星天牛 [ A nop lophora glabrip ennis ( Mo tsch. ) ] 是杨 ( Pop ulus spp. )、柳 ( Salix

spp. )、榆( Ulmus spp. )等多种阔叶树的重要蛀干害虫, 在西北、华北及中原地区普遍发生, 危

害严重。不少森保工作者对其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方法进行过研究 [ 1～6] ,但对该虫的预测预报及

种群变动的研究甚少[ 7]。作者根据光肩星天牛的生物学特性对成虫发生期及影响其种群数量

变化的关键因子进行了研究,对指导防治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在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和河南省中牟县林场。沂河林场的主要树种为 I-69杨

[ P . del toides Bart r . cv .‘Lux’( I-69/ 55) ]、I-214杨[ P . ×euramer icana ( Dode) Guineir cv .‘I-

214’]、露伊莎杨[ P. ×eur. cv. ‘Luisa-Avanzo’]、沂南二杨( P . cv. simopy ramidal is) ,树龄 3～

12年生。中牟林场的主要树种为沙兰杨[ P .×eur . cv.‘Sacr au-79’]和 I-69杨,树龄 3～15年

生。

1. 1　成虫出现期观察

以糖槭( Acer negund o L. )为诱饵, 6～9月每天观察一次诱饵树上光肩星天牛成虫的数

量。

1. 2　种群数量变化观察

种群数量与树种关系:对 I-214杨、I-69杨、露伊莎杨三个品种, 每个品种固定 30株作标

准木,定期调查树上的卵槽数、幼虫数和成虫数。种群数量与树龄关系:对不同龄期树上的卵槽

数定期进行调查。种群数量与气象因子关系: 6～9月每 5天调查标记一次标准地内每株树上

的卵槽数, 10月中旬调查标记卵槽的幼虫存活数量与所获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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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图 1　光肩星天牛成虫出现期

2. 1　光肩星天牛成虫期预测预报

　　利用光肩星天牛成虫补充营养习性, 以

最喜欢取食的糖槭作诱饵树, 1993年和 1995

年两年的 6～9月每天观察诱饵树上诱到的

成虫数。按照成虫数量分别达到 16%、50%、

84%, 作为始盛期、高峰期和盛末期的标

准[ 8]。光肩星天牛成虫数量出现 13%～16%

在 7月 10～15 日, 出现 48%～55%在 7 月

30日,出现 80%～84%在 8月 19～24日, 始

见期为 6月 16日,终见期为 9月 18～23日。

各阶段的期距分别为: 始见期至始盛期 25～

30 d,始盛期至高峰期 15～20 d,高峰期至盛末期 20～25 d,盛末期至终见期 30 d(见图 1)。

2. 2　光肩星天牛种群发生数量

2. 2. 1　种群发生数量与杨树品种关系　自 1991～1995年,通过对三个杨树品种自卵、幼虫至

成虫出现的跟踪观察, 可以看出露伊莎杨 5 a 平均每年的有卵株率为 57. 3%, I-214杨和 I-69

杨分别为50. 0%和16. 0%。30株树的成虫数露伊莎杨为 37. 3头, I-214杨和 I-69杨分别为 2.

0头和 2. 7头。统计分析表明,三个品种的卵株率和 30株树的成虫数在置信度 99%时有极显

著差异(见表 1)。说明光肩星天牛成虫喜欢在露伊莎杨上产卵和栖息。在平均每株卵槽数和幼

虫株率等指标方面,三个品种间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

表 1　光肩星天牛与杨树品种的关系

品种

名称
项　　目

　 　　　　年　　份　(年)　　 　　　 　　　 　卵、幼虫株率反正弦换算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平均 1991 年 1992 1993 1994 1995 平均

露

伊

莎

I-214

I-69

卵株率( % ) 16. 7 76. 7 93. 3 76. 7 23. 3 57. 34 24. 1 61. 1 75. 0 61. 1 28. 9 50. 04* *

平均卵槽(个/株) 0. 27 4. 33 8. 70 8. 60 0. 50 4. 48

幼虫株率( % ) 3. 3 3. 3 0 10. 8 0 3. 48 10. 5 10. 5 0 19. 2 0 8. 04

平均幼虫数(条/株) 0. 03 0. 03 0 0. 11 0 0. 03

成虫数(头/ 30株) - - 107 4 1 37. 33* *

卵株率( % ) 46. 7 66. 7 90. 0 23. 3 23. 3 50. 00 43. 1 54. 8 71. 6 28. 9 28. 9 45. 46* *

平均卵槽(个/株) 1. 40 2. 23 3. 73 0. 93 0. 47 1. 75

幼虫株率( % ) 3. 3 3. 3 3. 3 6. 2 0 3. 22 10. 5 10. 5 10. 5 14. 4 0 9. 18

平均幼虫数(条/株) 0. 03 0. 03 0. 03 0. 06 0 0. 03

成虫数(头/ 30株) - - 5 1 0 2. 00

卵株率( % ) 3. 3 30. 0 46. 7 0 0 16. 00 10. 5 33. 2 43. 1 0 0 17. 36

平均卵槽(个/株) 0. 03 0. 47 1. 06 0 0 0. 31

幼虫株率(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平均幼虫数(条/株) 0 0 0 0 0 0

成虫数(头/ 30株) - - 8 0 0 2. 67

　　注: * * 表示在置信度 99%时有极显著差异。

2. 2. 2　种群发生数量与树龄的关系　对 I-69杨不同树龄光肩星天牛卵槽数量的观察,表明

在同一年份 3年生树上卵株率为 88. 9%, 5年生树上为 47. 6%(见表 2)。统计分析表明两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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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度 95%时有显著差异。

表 2　产卵量与树龄的关系( I-69 杨)

调查日期(年—月—日) 树龄( a) 卵株率( %) 卵株率反正弦换算 平均卵槽(个/株)

1993—10—11 3 88. 9 70. 5* 8. 0

5 47. 6 43. 6 1. 0

1994—10—10 4 22. 2 28. 1* 0. 4

6 0 0 0

　　* 表示在置信度 95%时有显著差异。

　　另外观察还发现, 在 5年生以上的杨树上, 光肩星天牛产卵时喜欢在前一年的树干上。因

此,随树龄增长产卵部位随之上升,原因是下部的树皮随树龄增长而增厚,不利于成虫刻槽。

2. 3　种群发生数量与气象因子关系

自卵到孵化为幼虫,直到 10月中旬越冬前幼虫存活下来, 需经 7～9月三个月时间,其间

要经受温度、降水量及降水日数多少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自 1992年至1995年对越冬前当年

幼虫存活率进行了观察,并与天气积分指数进行分析,表明当年幼虫的存活率与天气积分指数

呈正相关(见表 3, 4)。相关系数 r= 0. 986,置信度为 99%。

表 3　7～9 月份气象资料

年份

(年)

　　　　降雨量( mL )　 　　　 　　　　　气　温(℃)　　　　 　　　　　降雨日( d)　　　　　

7月 8月 9月 7月 8月 9月 7月 8月 9月

1992 147. 3 60. 3 103. 9 27. 4 24. 8 20. 1 10 9 8

1993 195. 3 170. 3 21. 0 23. 7 24. 1 21. 6 14 11 7

1994 245. 5 386. 3 58. 3 26. 1 25. 6 21. 8 13 13 4

1995 120. 2 345. 3 37. 0 25. 7 25. 7 20. 1 15 16 8

表 4　光肩星天牛幼虫存活与天气积分指数关系

年份

(年)

7～8月

卵槽数

(个)

10月中旬

幼虫数

(条)

幼虫存

活率

( % )

7～9月气象因子指数
降雨

( x
1
)

平均气温

( x
2
)

降雨日

( x
3
)

天气积分指数

Q=
x1
+ x2

+ x3

3

1992 1 000 179 17. 9 2. 92 0. 125 10. 98 4. 675

1993 1 000 139 13. 9 1. 67 0. 048 3. 73 1. 816

1994 1 000 123 12. 3 1. 71 0. 078 2. 36 1. 383

1995 1 000 135 13. 5 1. 29 0. 111 3. 65 1. 684

　　注:天气积分指数(Q ) [ 9]式中, x
1
=

x 1

1
　 x

2
=

x 2

2
　 x

3
=

x3

3
　x1、x 2、x 3 和 1、2、3 分别为 7～9月降雨量、平均气温、降

雨日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 4　光肩星天牛的发生世代与种群消长周期

2. 4. 1　发生世代　根据 1992～1993年对幼虫进行标记,夏季定期观察羽化孔表明,在山东省

沂南县光肩星天牛的发生世代一年 1代的占 85. 7%, 两年 1代的占 14. 3%。

2. 4. 2　种群消长周期　1991～1995年通过对试验林定期系统观察, 发现光肩星天牛种群变

化有周期性。以卵和成虫数量的变化规律为例, 1991年卵株率为 22. 2%, 1992年上升为 57.

8% , 1993年为 76. 7%, 达到最高峰, 1994年下降为 33. 3%, 1995年为 15. 5%,下降至最低谷

(见图 2) , 基本上为 5年一个周期。对成虫的观察, 1993年成虫为 40头, 1994年为 2头, 1995

年为 1头。表现为由高峰到低谷,时间为 3 a, 约为半个周期。在发生周期上卵与成虫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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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肩星天牛卵、幼虫消长曲线

3　结语与讨论

　　( 1)光肩星天牛卵、幼虫、蛹均生活在树干

内,给预测预报带来困难。利用成虫期暴露在外

又必须进行补充营养的特点,以糖槭作诱饵引

诱成虫进行成虫发生期预测预报较为适宜。在

河南中牟成虫的始盛期、高峰期、盛末期分别发

生在 7月 10～15日, 7月 25日至 8月 4日, 8

月 19～24日。

( 2)光肩星天牛的种群发生数量与杨树品

种 有 密 切 关 系。经 过 由 加 杨 ( P . ×

euramericana )、大 关 杨 ( P . × dakuanensis

Hsu)、泰青杨( P . ×simopy ramidalis)等品种更

换为 I-214 杨、I-69 杨等品种后, 露伊莎杨、I-

214杨上的种群数量多于 I-69杨上的数量。种

群数量与树龄的关系为: 3年生杨树上的发生数量多于 5年生的, 4年生的多于 6年生的。种群

数量与天气积分指数呈密切的正相关。7～9月份天气积分指数,直接影响当年幼虫存活率。

( 3)光肩星天牛的发生期在山东省沂南县一年 1代的占85. 7% ,两年1代的占 14. 3%。种

群消长的规律性初步认为 5 a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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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Forecast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dult of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Gao Ruitong　L i Guohong　Wang K edong　 Sun J inz hong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adul t A nop lophora glabrip ennis in the f ield can be predicted

by using bait t rees method. T 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 f

A . glabr ip ennis and the poplar species, the tree age and index number o f climate integ ral. T he

number of eggs deposited on Populus×euramer icana cv.‘Luisa Avanzo’is 2. 7 t imes and 14.

5 times of P. ×eur. cv.‘I-214’and P . deltoides cv .‘I-69/ 55’. T he egg number on ‘I-69/ 55’

of three years old t rees is 8 t imes o f that on the f iv e years old t rees. T he surv iv ing r ate of ear-

ly instar larvae before overw intering has a posit iv e r elat ionship w ith the index number of cli-

mate integr al in July to September . It is considered primar ily that there is a five year occur-

rence cycle in the populat ion dynamics of A . glabrip ennis.

　　Key words　A nop lophor a glabrip ennis　adult period　fo recast　populat ion dynamics

　　Gao Ruitong, As sociate Pr ofessor, L i Gu ohong ( T he Research Ins ti tu te of Fores t Protect ion, CAF　 Beijing　 100091) ;

Wang Kedong ( Forest bureau of Yinan County, Sh an don g Pr ovin ce) ; Sun J inzhong ( Research Inst itute of Forest ry, Henan

Province) .

“红树林主要树种造林经营技术研究”成果通过鉴定

　　“八五”国家攻关专题《红树林主要树种造林经营技术研究》成果于 1997 年 11月 12 日在广州中国林科院

热林所通过部级鉴定, 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研究成果在红树林同类研究领域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通过攻关研究,选出了 8 个造林乔灌树种, 系统深入地提出了物候期、采种、种实贮藏、育苗、造林等配套

技术; 成功地把生长迅速而树体高大的嗜热窄布种海桑和无瓣海桑从海南省北移至南亚热带的广东省深圳

湾; 首次提出以潮汐站的标准面为起点的基面高程划分树种宜林滩地技术, 使宜林地规划有了科学的量化指

标, 并深入揭示了树种分布的二维空间模式;首次发现并证实海桑种子为需光种子,种子萌发需有活性光敏素

参与。发现海桑和无瓣海桑种子发芽需海水盐度低于 10‰, 提出了浇淋淡水的技术, 解决了生产难题;提出了

红树类短命种子和胚轴贮藏的有效技术; 提出乔灌两层混交林提高生产力和防护功能的营造技术; 科学地提

出小块状间伐, 引进乔木红树树种,组建良好的乔灌结构群落,加速发挥群落防护效益的次生林改造、管理、调

控技术, 系统揭示改造的群落内各树种的生态学特性, 首次证实角果木在特定乔木树种的蔽荫下有显著促进

效果; 提出了红树林防风、消浪、缓流、促淤、小气候等量化指标及其护岸效益评价。

该成果全面完成了设计方案, 取得了预期效果。研究示范区域覆盖广泛, 对于热带、南亚热带沿海滩涂防

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具有指导作用, 在其适用地域具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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