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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材线虫病 ( 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Steiner &Buhrer) Nickle) 已成为我国森林最为严重

的病虫害。很多地区因为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导致大量松树 ( Pinus spp . )死亡 ,对我国现有松树

林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同时也给我国一些风景名胜的自然景观造成严重破坏。从调查的结果

看 ,松材线虫病的主要媒介昆虫是松墨天牛 ( Monochamus alternatus Hope) ,1 头松墨天牛成虫携

带松材线虫量最高可达 18 445 条[1 ] 。但因该害虫幼虫生活环境比较隐蔽、成虫羽化期长达 3

个多月 ,加上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生物防治方法 ,所以防治松墨天牛的难度很大。

寻找具有主动攻击该害虫的天敌昆虫 ,以及可传染或可降低该害虫种群数量的病原微生

物等生态控制因子显得尤为重要[2 　6 ] 。本研究通过在害虫发生区采集病死虫发现了一种新的

病原 ———松墨天牛微粒子虫 ,另一种为从光肩星天牛 (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Motsch) ) 上发现

的光肩星天牛微粒子虫 ,而且该类病原通常具有在天牛种群中传播扩散的能力[7 ,8 ] ,所以极有

可能成为控制松墨天牛的重要生物防治病原。现将该病原的特征和生物测定的初步结果报道

如下。

1 　松墨天牛微粒子虫病原特征

采集到的松墨天牛微粒子虫初步研究确定为原生动物门 (Microspora) 、刺孢子纲 (Mi2
crosporea) 、微孢子目 (Microsporida) 、微粒子虫科 (Nosematidae) 、微粒子虫属 ( Nosema) ,该微粒子

虫的孢子呈椭圆形 ,大小为 3100μm ×1135μm。孢子结构包括锚状盘 (AD) ;内孢壁 ( EN) ;外孢

壁 ( EX) ; 极丝柄状体 (M) ; 7 圈极丝 ,极丝体 (PF) ; 双核 (N) [7 　11 ] 。经张龙鉴定种名为松墨天

牛微粒子虫 ( Nosema alternatus Zhang) 。光肩星天牛微粒子虫 ( Nosema glabripennis Zhang) 的形态

与松墨天牛微粒子虫非常近似 ,孢子椭圆形 ,大小为 310μm ×115μm(另文报道) 。松墨天牛微

粒子虫形态见图 1、2。

2 　松墨天牛在自然条件下被微粒子虫感染情况

2001 年 1 月从浙江省采集松墨天牛幼虫 468 头 ,其中被松墨天牛微粒子虫感染致死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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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有 36 头 ,微粒子虫自然感染率为 717 %。

锚状盘 (AD) ;内孢壁 ( EN) ;外孢壁 ( EX) ;

极丝柄状体 (M) ; 极丝体 (PF) ; 双核 (N)

图 1 　松墨天牛微粒子虫超微结构

(放大 37 000 倍)

图 2 　松墨天牛微粒子虫的孢子形态

(放大 4 000 倍)

3 　室内生物测定结果

311 　供试材料

(1)供试松墨天牛幼虫来自浙江省 ,幼虫采集自病死马尾松 ( Pinus massoniana Lamb. ) ,然

后在室内用人工饲料饲养 1 个月后再进行接种试验 ,天牛幼虫大部分为大龄幼虫。

(2)供试微粒子虫分别为采自浙江的松墨天牛和采自宁夏的光肩星天牛 ,经鉴定是被微粒

子虫感染的病死天牛幼虫 ,在室内经研磨、过滤、离心提纯后配制成 215 ×104 孢子·mL - 1孢子

液作为接种用病原液备用。

312 　接种方法

(1)分别筛选一定数量的虫龄近似的松墨天牛和光肩星天牛幼虫 ,然后用移液枪分别吸取

孢悬液 ,进行单头幼虫接种试验。接种途径是经口喂入 ,接种量为 50μL·头 - 1。对照组用无菌

水接种。

(2)将接种后的幼虫放入盛有人工饲料的养虫瓶中 ,在 25 ℃恒温 ,15 h 光照的生化培养箱

中进行饲养。分别在饲养 10 d 和 20 d 观察统计幼虫死亡率。

313 　生测结果

经过 20 d 的观察统计 ,两种微粒子虫对松墨天牛幼虫的致死率测定结果为 4411 %和

1814 % ,结果见表 1。

表 1 　微粒子虫室内感染松墨天牛的生物测定结果

微粒子虫种类 接种量/ (μL·头 - 1) 试虫种类 试虫数/ 头 死亡虫数/ 头 死亡率/ %

松墨天牛微粒子虫 50 松墨天牛 59 26 4411

光肩星天牛微粒子虫 50 松墨天牛 49 9 1814

对照 无菌水 松墨天牛 35 1 219

4 　结论与讨论

(1)松墨天牛微粒子虫是新发现的一种天牛病原生物 ,该病原属微粒子虫属 ( Nosema) ,其

学名为松墨天牛微粒子虫 ( Nosema alternatus Zh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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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类病原生物对天牛有较强的致病力 ,不同寄主上分离的微粒子虫对同种天牛的致病

力有一定差异。

(3)微粒子虫具有在天牛种群中垂直传播的功能[7 ,8] ,极有可能成为有效控制天牛的生物。

(4)微粒子虫对天牛幼虫的感染途径 ,目前分析主要是经口感染 ,其对天牛其它虫态的感

染力和感染途径需进一步研究。

(5)表 1 中微粒子虫对天牛的生测结果 ,幼虫死亡率最高为 4411 % ,主要原因可能与天牛

幼虫的虫龄较大 (5 龄左右)和接种用微粒子虫悬液浓度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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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onochamus alternatus microsporidium is a newly discovered pathogen whose scientific name

is Nosema alternatus . The pathogen has a strong pathogenicity to the longhored beetles. According to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 about 7. 7 % of the real pathogens for naturally dead longhorned beetles were mi2
crosporidiums. The Results of bioassey showed that the mortality of longhorned beetle larvae is 44. 1 % ,

at 25 ℃after 20 days. The microsporidium possesses the ability of vertical dissemination and hopefully to

be an effective natural organism to control the M. alternatus bee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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