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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松茎象成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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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25 恒温、RH 90%的条件下,对萧氏松茎象成虫在湿地松、火炬松、马尾松、黑松、雪松、杉木、金钱松和罗

汉松共 8种植物上取食、繁殖及生活历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成虫取食湿地松的量最大,为 83. 9 mm2 头 - 1 

d- 1, 其次是马尾松、黑松和火炬松; 取食金钱松和罗汉松的量最小。成虫取食湿地松的产卵期最长, 为 57. 4天;产

卵量最大,平均为 14. 3粒, 取食马尾松、黑松和火炬松的次之。取食马尾松、湿地松、火炬松、黑松和雪松产的卵孵

化率均在 80%以上;取食杉木的最小 ,为 50% ,取食金钱松和罗汉松的雌虫不产卵。取食湿地松、火炬松和马尾松

的成虫历期较长,取食杉木、罗汉松和金钱松的历期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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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ffects o f 8 p lant spec ies on the feeding, fecund ity and durat ion o fH ylobitelus x iao i adu ltsw ere eva luated

a t a constant temperature of 25 and relat ive hum id ities ( RH ) of 90%.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adults consumed

83. 9 mm
2
of P inus elliottii tw igs wh ich w as sign 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y d id on o ther plant spec ies. Adults la id

sign ificantly more eggs and lived sign if icantly longer onP inus elliottii tw igs than on the other p lant spec ies tw igs.

Feeding onCunningham ia lanceola ta、Podocarpus macrophyllus andP seudo larix kaemoferi led to highermortality o f

the adu 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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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松茎象 (H y lobitelus x iaoi Zhang )属鞘翅目

( Coleoptera)象甲科 ( Curculion idae)松茎象属 (H y lo

bitelus Re itter), 是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危害松科 ( P i

naceae)树种的钻蛀性害虫
[ 1]
; 以幼虫侵入树干基部

或根颈部蛀害韧皮组织危害,严重的切断树干有机

养分的输送,导致整株死亡。萧氏松茎象主要危害

湿地松和火炬松, 以湿地松危害最烈
[ 2- 3]
。我国南

方 70年代末开始从国外引进大量的国外松用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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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现均已成林。湿地松大面积栽种改变了萧氏松

茎象原有的生态环境条件, 导致该害虫种群数量迅

速上升
[ 4- 5]
。因此, 研究萧氏松茎象与寄主之间的

相互关系,探明其发生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寄主植物是影响植食性昆虫生长发育和繁殖的

主要因素之一。目前萧氏松茎象的研究主要在生物

学和生态学方面
[ 6- 8]

,但有关该害虫取食不同寄主植

物补充营养后对其繁殖和生活历期的影响报道较

少
[ 3]
。本文选择马尾松 (P inus massoniana Lamb. )、

湿地松 ( P inus elliottii Enge lm )、火炬松 ( P inus teada

L. )、黑松 ( P inus thunbergii Par.l )、雪松 ( Cedrus deo

dara (Roxb. ) Loud)、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 llus

D. Don )、金钱松 (P seudolarix amabilis ( Nelson ) Re

hd. )、杉木 (Cunningham ia lanceolata ( Lamb. )Hook. )

等我国南方主要的造林和绿化树种, 就萧氏松茎象成

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取食、繁殖和生活历期进行研

究,以期阐明寄主植物对该虫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

其发生的原因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虫源: 2月在江西省安福县湿地松林,从萧

氏松茎象蛹室中采集未出孔的成虫带回室内, 置于

2 000mL烧杯内用松枝饲养 2天后, 选择健康一致

的成虫作为试虫。

采集湿地松、火炬松、马尾松、黑松、雪松、杉木、

金钱松和罗汉松共 8种树种枝条, 清洗后晾干备用。

1. 2 试验条件

试验保持恒温 ( 25 ∀ 1) ,相对湿度为 ( 90% ∀

2% ),光周期 L#D = 14#10。以上条件由广东省医疗

器械厂生产的 LRH 250 GS型人工气候箱控制。

1. 3 成虫取食量的测定

3月初将成虫接入 2 000mL烧杯中,杯底铺一

层 2 cm厚经高压消毒的细砂并保湿后, 分别放入 8

种树种枝条 , 枝条长 8 cm, 直径 1 cm。每个烧杯中

接入成虫 1对,每树种一个处理,重复 20次。每 3~

4天更换一次新鲜枝条, 并洒少量凉开水保持杯内

湿度,杯口用纱布封住。采用 Leather方法测量松枝

上的取食面积
[ 9 ]

,连续观测 4星期。

1. 4 成虫繁殖与存活的观测

将上述 8种树种枝条放入铺有保湿细砂的

2 000mL烧杯中,每烧杯中放入成虫 1对, 每树种一

个处理,重复 10次。定期保湿和更换枝条, 记录其

产卵日期、产卵量和死亡日期。进入产卵期后烧杯

内放入长 4 cm、直径 3 cm的饵木, 待雌虫产卵于其

中后,解剖产卵木,将所产的卵放入铺有湿润滤纸的

玻璃皿中, 并用黑布遮光, 记录其孵化情况
[ 2 ]
。适时

将卵粒置于 XZL 5000型体视显微镜下,用显微测量

仪来测量其长度 (L )和宽度 ( a ) ,将卵粒当圆柱体来

估测其体积,公式为 v= ( a /2)
2
L。

1. 5 数据处理

实验所有数据用 DPS2002来处理, 并进行方差

分析, 各 树种间 的差 异用 SNK 多 重比 较法

分析
[ 10 - 11]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萧氏松茎象成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量

成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量存在显著差异

(F = 29. 994; d = 7; f = 152; P < 0. 000 1) (见

表 1)。

表 1 萧氏松茎象成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量

树种 马尾松 湿地松 火炬松 黑松 雪松 杉木 金钱松 罗汉松

取食量 / (mm2 
头 - 1 d- 1 )

77 ∀ 39. 7 ab 83. 9 ∀ 22. 7 a 64. 6 ∀ 19. 7b 80. 1 ∀ 30. 6 ab 44 ∀ 22. 6 c 23. 1 ∀ 10. 9d 20. 4 ∀ 12. 9 d 14 ∀ 17. 2d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标准差; 相同的字母表示 SNK多重比较在 5%水平无显著差异 (下同 )。

从表 1可知, 成虫平均每头每天取食湿地松的

量最大, 为 83. 9 mm
2  头 - 1  d

- 1
, 黑松、马尾松次

之,分别为 80. 1、77 mm
2 头 - 1  d

- 1
, 且三者之间

差异不显著;火炬松为 64. 6 mm
2  头 - 1  d

- 1
显著

小于湿地松; 杉木、金钱松和罗汉松分别为 23. 1、

20. 4、14 mm
2  头 - 1  d

- 1
, 显著小于其他寄主植

物。饲养发现成虫对杉木、金钱松和罗汉松极少

取食。

2. 2 萧氏松茎象成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量

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量有

显著差异 (F= 19. 489; d= 7; f = 71; P < 0. 000 1) (见

表 2)。从表 2中可知,成虫取食湿地松的平均每雌产

卵量最大,平均为 14. 3粒;取食马尾松、火炬松和黑

松产卵分别为 8. 7、9. 4粒和 6. 9粒,且三者之间差异

不显著;取食雪松和杉木的产卵量较小, 分别为 4. 4

粒和 0. 9粒;取食罗汉松和金钱松的成虫不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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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萧氏松茎象成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量

树种 产卵前期 /d 产卵期 /d 成虫历期 /d 产卵量 /粒

马尾松 29. 8 ∀ 11. 3 a 51. 2 ∀ 13. 5a 102. 9 ∀ 24. 9 a 8. 7 ∀ 6. 5b

湿地松 31. 5 ∀ 9. 3a 57. 4 ∀ 14. 3a 112. 3 ∀ 17. 3 a 14. 3 ∀ 4. 9 a

火炬松 30. 1 ∀ 8. 1a 52. 2 ∀ 14. 5a 108. 5 ∀ 14. 0 a 9. 4 ∀ 2. 7b

黑松 40. 1 ∀ 13. 7 a 44. 1 ∀ 25. 4a 100. 3 ∀ 26. 2 a 6. 9 ∀ 4. 3b c

雪松 40. 4 ∀ 16. 1 a 35. 3 ∀ 34. 3a 102. 4 ∀ 26. 4 a 4. 4 ∀ 3. 9 c

杉木 - - 62. 3 ∀ 14. 6b 0. 9 ∀ 1. 2d

罗汉松 - - 27. 5 ∀ 2. 4 c -

金钱松 - - 24. 8 ∀ 3. 6 c -

2. 3 萧氏松茎象成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生活

历期

萧氏松茎象成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历期存在

显著差异 (F= 39. 3; d = 7; f = 72; P< 0. 000 1) (见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 取食湿地松的成虫历期最长,

为 112. 3 d,取食火炬松、马尾松、雪松和黑松的次之,

分别为 108. 5、102. 9、102. 4、100. 3天, 且五者之间差

异不显著;成虫取食杉木的历期较短, 为 62. 3天。取

食罗汉松和金钱松的寿命最短,分别为 27. 5、24. 8天。

在成虫阶段,萧氏松茎象取食马尾松、火炬松和

湿地松在 30天左右就开始产卵, 取食黑松和雪松 40

天后开始产卵。成虫取食湿地松后的产卵期最长,为

57. 4天,取食火炬松和马尾松的次之,分别为 52. 2、

51. 2天,取食黑松和雪松的较短,分别为 44. 1、35. 3

天,但取食这五种寄主植物的产卵前期之间均差异不

显著 (F= 2. 253; d= 4; f = 44; P= 0. 078 6)。

2. 4 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产的卵粒

体积

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产的卵粒

体积大小差异显著 ( F = 7. 469; d = 5; f = 249; P <

0. 000 1) (见图 1)。从图 1可知, 取食马尾松产的

卵粒体积最大, 为 5. 398 mm
3
; 取食火炬松次之, 为

5. 296 mm
3
;取食黑松、雪松和湿地松的较小,分别为

4. 770、4. 668、4. 657mm
3
, 且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取食杉木的最小。

图 1 寄主植物对萧氏松茎象卵粒体积的影响

2. 5 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不同寄主产的卵粒孵

化率

从图 2可知: 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湿地松后所

产的卵粒孵化率最高, 为 86. 8%。取食火炬松、黑

松、雪松和马尾松产的卵粒孵化率次之, 分别为

84. 1%、83. 8%、82. 9%和 80. 7%, 且五者之间差异

不显著;取食杉木的最小,为 50%。

图 2 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不同寄主产的卵粒孵化率

3 小结与讨论

本文选用我国南方 8种主要造林和绿化树种对

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产卵和卵的孵化进行了试验,

结果显示: 成虫取食湿地松的量最大, 为 83. 9 mm
2

 头 - 1  d
- 1
, 其次是马尾松、黑松和火炬松,均超过

60mm
2
 头

- 1
 d

- 1
; 取食金钱松和罗汉松的量最

小。成虫取食湿地松的产卵期最长, 为 57. 4天; 产

卵量最大, 平均为 14. 3粒,取食马尾松、黑松和火炬

松的次之。成虫取食马尾松、湿地松、火炬松、黑松

和雪松产的卵孵化率均在 80%以上; 取食杉木的最

小为 50% ,成虫取食金钱松和罗汉松不产卵。成虫

取食湿地松、火炬松和马尾松的生活历期较长,均超

过 100天, 取食杉木、罗汉松和金钱松生活历期较

短。综合情况表明, 萧氏松茎象是一种适宜在湿地

松上生存和繁殖的害虫。

食物营养是昆虫生存的必要条件
[ 12 ]
。据报

道
[ 3]
,萧氏松茎象是我国本地林业昆虫,长期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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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马尾松林中。马尾松树皮干、硬且薄,不适宜萧

氏松茎象幼虫的生存, 其幼虫在土中危害马尾松的

根茎部,极大地抑制了其生存和繁殖的空间, 因此危

害并不严重,也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国早期引进的湿地松, 70年代以来在南方 10

多个省区进行了较大面积的造林,已成为我国广大

亚热带低丘、岗地的主要造林树种
[ 4]
。湿地松树皮

厚且柔软,十分适宜萧氏松茎象的生存和繁殖,其种

群数量迅速上升, 发生严重危害
[ 4, 13]
。随着萧氏松

茎象种群数量的逐年加大,对马尾松、华山松等本地

树种的危害也变得日益严重。北美松树的引进和不

合理的栽培对我国萧氏松茎象的发生和严重危害起

到了诱发作用
[ 4, 13 ]
。

本研究只是证明了萧氏松茎象适宜在湿地松上

生存和繁殖。在我国南方,松树油脂产业已经兴起,

部分林农把栽种湿地松当成了脱贫致富的重要手

段。从长远来看, 如果能够培育出既能像湿地松那

样生长快,产脂高, 又像马尾松那样对萧氏松茎象有

较强抗性的替代树种, 这将从根本上控制住萧氏松

茎象的危害。所以在育种策略上,是一个值得深入

研究的课题
[ 2, 14]
。

本研究还发现, 萧氏松茎象取食马尾松和火炬

松产的卵体积很大, 这说明后代活力可能较强。特

别在南方,马尾松、火炬松通常和湿地松混交种植。

其结果很可能出现萧氏松茎象成虫取食马尾松和火

炬松作为补充营养,却产卵于湿地松上,这很可能会

对湿地松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因此,在栽植树种的配

置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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