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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定量研究青杨楔天牛对白城杨的危害表明: 寄生直径小于 015 cm 的枝梢, 侵入初期 9212%

枯萎风折; 寄生直径小于 110 cm 的枝梢, 侵入后期 1115% 风折, 成虫出孔后 8714% 的寄生枝梢干

枯风折。青杨楔天牛形成的虫瘿对枝梢的连年生长量影响时间长, 影响量大。每主梢有 1 只和 2 只

虫瘿其第 1、2、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 2813%、1614%、918% 和 4210%、2819%、1712%。每侧枝

上有 1 只和 2 只虫瘿其第 1、2、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 2117%、1211%、613% 和 3418%、2218%、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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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杨楔天牛 (S ap erd a p op u lnea L. )是吉林省“三北”地区杨树 (P op u lus spp. ) 人工林的主

要枝梢害虫之一, 由于其钻蛀危害, 影响枝梢的生长, 还使枝梢干枯风折, 而造成树冠畸形影响

成材。如危害幼树主干, 则使整株树木枯萎死亡[1 ]。现历时 3 a 对青杨楔天牛危害进行了定量

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方法

(1) 1995 年春, 在吉林省长岭县太平川林场 1～ 5 年生的白城杨 (P op u lus × x iaoz huan ica

W. Y. H su et L iang cv. ‘Baicheng’) 人工纯林中采集青杨楔天牛虫瘿, 用游标卡尺测量有虫

虫瘿上部枝梢的直径, 以 011 cm 为组距, 统计各组有虫虫瘿数和各组频率。

(2) 1996 年春在上述林地中依据虫瘿密度建立调查标准地。选设 60 样株调查虫瘿数、主

梢受害株数; 对每样株分层抽取样枝调查侧枝数和受害侧枝数。计算标准地的虫瘿密度、主梢

受害率、侧枝受害率; 从早春开始每隔 20 d 在标准地内调查 100 个有虫枝梢的枯萎数和风折

数, 到晚秋共调查 9 次, 计算各直径范围内有虫枝条的枯萎风折率。

(3) 1996 年春在长岭县太平川林场 3 年生的人工杨树纯林中建立标准地, 依据 50 cm 长

主梢和侧枝上有上年形成的虫瘿 1 只、2 只选设 60 样株和样枝, 并设对照 60 样株和样枝; 为

防止枝梢的再度侵染, 于成虫的羽化期在该林分中实施药物防治。连续 3 a 测量样株主梢和样

枝的连年生长量, 计算各种情况下主梢和侧枝连年生长量和减少百分率, 用方差分析检验各情

况下的年生长量与正常生长量的差异程度[2 ]。



2　结果与分析

211　青杨楔天牛的有效寄生枝条

在实验 (1)中, 共测量有虫虫瘿 964 只, 最小有虫虫瘿直径为 0135 cm , 最大为 1195 cm , 经

过统计得青杨楔天牛有效寄生枝条直径分布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 寄生枝条直径在 015～ 111

cm , 占寄生枝条的 97%。进一步观察发现青杨楔天牛在直径小于 015 cm 枝梢上产卵, 幼虫发

育到 2～ 3 龄枝梢枯萎风折, 幼虫死亡; 青杨楔天牛不喜欢在直径大于 111 cm 的枝梢处产卵,

使这一范围的枝梢的受害几率大大降低。枝条直径在 015～ 111 cm 范围内的枝条被称为有效

寄生枝条。
表 1　青杨楔天牛有效寄生枝条直径分布

项　目
枝条直径范围öcm

015 016 017 018 01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合计

频　数 16 135 268 281 151 55 26 11 5 4 12 964

频率ö% 117 1410 2718 2911 1517 517 217 111 015 014 112 10010

212　树木主梢受害率与侧枝受害率的关系

通过实验 (2)得出, 树木主梢受害率与侧枝受害率关系和有虫枝梢各直径范围的折断率如

表 2、3。
表 2　树木主梢与侧枝受害率关系

林龄
虫瘿密度ö
(只·株- 1)

受害率ö%

侧枝 主梢
虫瘿密度ö
(只·株- 1)

受害率ö%

侧枝 主梢
虫瘿密度ö
(只·株- 1)

受害率ö%

侧枝 主梢

1 311 无适生侧枝 7315 117 无适生侧枝 5112 013 无适生侧枝 1513

2 2413 7612 7119 1612 5618 5415 616 2211 2318

3 4114 7916 8011 3017 5910 6114 916 1815 2411

4 5616 6415 8217 2815 3715 4312 1013 1318 1910

5 6317 5618 6915 4519 4311 6415 1816 1515 2117

青杨楔天牛钻蛀杨树的枝梢形成瘿瘤, 从表 2 可以看出林龄相同的林分随虫瘿密度的增

加, 枝梢受害率也随之增加。主梢作为对树木生长、成材起关键主导作用的部分, 青杨楔天牛对

其危害也有其特性。虫瘿密度相同, 由于新植林无适宜寄生的侧枝, 主梢受害率重, 林龄较大的

林分枝梢受害率相对小。青杨楔天牛种群动态是比较稳定的, 一旦侵入种群将以固定的速度增

殖[3 ] , 危害随侵入时间而日趋严重。主梢作为一个特殊枝条, 在林分中其受害率与在同一高处

的侧枝基本一致, 随着林龄的增长, 下部枝条的新鲜度下降, 主梢的有效寄生长度是侧枝的 2

～ 3 倍, 再加上青杨楔天牛本身的喜光性, 使主梢的受害率大大提高, 5 年生林分侧枝受害率在

40%～ 50% 之间, 则主梢受害率要高出 15 个百分点左右。

　　从表 3 可以看出, 青杨

楔天牛危害极易引起枯萎和

风折。侵入初期如有虫枝梢

直径小于 015 cm , 由于幼虫

环蛀导致被害枝梢枯萎率达

表 3　各直径范围有虫枝梢枯萎折断率

项　目
有虫枝梢直径öcm

D ≤015 D ≤110 D ≥015

枯萎或风折原因 3 龄前环蛀后枯萎 风折 成虫羽化后枝梢干枯

枯萎或风折率ö% 9212 1115 8714

9212% , 这类枝梢不适宜青杨楔天牛生存; 随着幼虫对枝梢的进一步蛀食, 直径在 110 c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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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虫枝梢风折率为 1115% ; 成虫羽化出孔过程对其寄生枝梢的危害较大, 其 8714% 枝梢干

枯风折。可以说, 青杨楔天牛是杨树毁灭性钻蛀枝梢害虫, 危害 1～ 2 a 可使新植林 40%～ 60%

主干枯萎甚至毁林, 这也是造成吉林省“三北”地区造林保存率低, 造林不见林的主要原因。

213　虫瘿对枝梢连年生长量的影响

青杨楔天牛钻蛀枝梢, 形成虫瘿, 影响生长[4 ]。在实验 (3)中, 于 1996～ 1998 年连续 3 a 当

树木高生长结束, 用塔尺测树高, 用钢卷尺测枝长, 以生长节作为年生长的起点, 淘汰无代表性

样株, 用当年的测量值减去上一年测量值即为当年生长量, 经统计分析, 每枝梢上有 1、2 只虫

瘿枝梢 3 a 连年生长量如表 4。
表 4　虫瘿对枝梢长连年生长量的影响

枝
龄
ö
a

枝
位

对照

生长量ö
cm 方差

每枝梢上 1 只虫瘿

生长量ö
cm

减少率ö
% 方差 检验值

每枝梢上 2 只虫瘿

生长量ö
cm

减少率ö
% 方差 检验值

1

1

1

主 14614 1 232101 10510 2813 1 705169 5186 8419 4210 817196 10144

侧 5718 345196 4513 2117 384116 3155 3718 3416 210125 6151

主 12716 1 466189 10617 1614 942149 3127 9017 2819 1 030141 5167

侧 4117 272125 3617 1211 132125 1191 3212 2218 158176 3152

主 10812 864136 9716 918 696196 2106 8916 1712 566144 3180

侧 4615 243136 4315 613 201164 1109 4011 1318 187169 2137

　　从表 4 可以看出, 虫瘿对枝梢连年生长量影响时间长, 影响量大。通过方差分析, 除 1 只虫

瘿的侧枝第 2、3 年连年生长量与正常枝差异不显著外, 其它各组与正常枝差异都达显著和极

显著水平。每主梢有 1 只虫瘿其第 1、2、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 2813%、1614%、918% , 每侧

枝有 1 只虫瘿其第 1、2、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了 2117%、1211%、613% ; 每主梢有 2 只虫

瘿其第 1、2、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了 4210%、2819%、1712% , 每侧枝有 2 只虫瘿其第 1、2、

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了 3418%、2218%、1318%。多年危害必将严重削弱树木枝梢的生长

势, 减少立木蓄积增长量, 使树木平头, 是形成小老树的主要原因。

3　结　论

(1) 青杨楔天牛寄生枝条直径在 015～ 111 cm 占寄生枝条的 97% , 所以将这一范围的枝

条称为有效寄生枝条。

(2)青杨楔天牛在新植林中, 主要危害主梢。随林龄的增长, 主梢、侧枝均受害, 但主梢受害

几率明显高于侧枝。直径小于 015 cm 的有虫枝梢侵入初期 9212% 枯萎风折, 直径小于 110 cm

的有虫枝梢侵入后期 1115% 风折, 另一部分枝梢出成虫后 8714% 干枯风折, 该虫是杨树毁灭

性害虫。

(3)青杨楔天牛形成的虫瘿对枝梢连年生长量影响时间长, 影响量长。每主梢有 1 只和 2

只虫瘿其第 1、2、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 2813%、1614%、918% 和 4210%、2819%、1712% ,

每侧枝有 1 只和 2 只虫瘿其第 1、2、3 年连年生长量分别减少 2117%、1211%、613% 和

3418%、2218%、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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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ap erda p op u lnea Harm ing

P op u lus × x iaozhua r ica cv. ‘Ba i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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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 rest B iocon tro l Station of J ilin P rovince, Changchun　130012, J ilin, Ch ina;

2. D isease Pest Con tro l and Q uaran tine Station of Changling Coun ty, J ilin P rovince, Changling　131506, J ilin, Ch ina)

Abstract: S ap erd a p op u lnea is one of the impo rtan t pests on pop larπs branch and top in J ilin

P rovince. T he dam age of th is insect to P op u lus × x iaoz huarica cv.‘Baicheng’w as studied. T h is

pest parasites on the branches w ith diam eter less than 015 cm. In the early stage, 9212% of the

branches w ill be w ithered and w ind2broken. In the late stage, 1115% of the branches w ith diam eter

less than 110 cm w ill be w ind2broken. W hen the adult insect em erges, 8714% of the invaded

branches w ill be w ithered and w ind2broken. T he gall fo rm ed by S. p op u lnea has serious influence

on the consecut ive increm ents of branch and top. If there is one o r two galls on the top of a m ain

branch, the increm ent of the branch w ill decrease by 2813% , 1614% and 918% , 4210% , 2819%

and 1712% respect ively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e th ird year. If there is one o r two galls on the

top of a lateral branch, the increm ent w ill decrease by 2117% , 1211% and 613% , 3418% , 2218%

and 1318% respect ively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e th ird year.

Key words: S ap erd a p op u lnea; dam age; P op u lus × x iaoz huarica cv. ‘Bai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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