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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明确云南省切梢小蠹种群结构及变化规律，指导切梢小蠹的防控。［方法］在云南蠹害林区调查采

样并鉴定切梢小蠹种类，比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０１０年代石林、安宁、丘北３地切梢小蠹种群结构及变化情况。
［结果］共有４种切梢小蠹在云南发生危害，其中，横坑切梢小蠹占发生总量的３８．１％，云南切梢小蠹占３６．６％，松
芽小蠹占１９．７％，华山松切梢小蠹占５．６％。小蠹种群结构９０年代与目前比较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横坑
切梢小蠹和云南切梢小蠹，云南切梢小蠹所占种群数量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９２．１％减少到目前的４２．７％，而横坑
切梢小蠹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７．９％，迅速增长到目前的５７．３％。［结论］在云南，经过２０年种群演替，之前云南切
梢小蠹一支独大危害松林的局面，已转变为云南切梢小蠹和横坑切梢小蠹角力共同危害松林，预示当地松林尤其是

云南松林正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的状况，结果为云南省切梢小蠹的监测和防控提供了新的科学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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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梢小蠹（Ｔｏｍｉｃｕｓｓｐｐ．），隶属于鞘翅目（Ｃｏｌｅ
ｏｐｔｅｒａ）多食亚目（Ｐｈｙｔｏｐｈａｇａ）象虫总科（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
ｏｉｄａｅ）小蠹科（Ｓｃｏｌｙｔｉｎｄａｅ）切梢小蠹属（Ｔｏｍｉｃｕｓ），
是一类重要的蛀干性森林害虫，主要危害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华山松（Ｐ．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马尾松（Ｐ．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Ｌａｍｂ．）、思茅松
（Ｐ．ｋｅｓｉｙａｖａｒ．ｌａ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Ａ．Ｃｈｅｖ）、高山松（Ｐ．
ｄｅｎｓａｔａＭａｓｔ．）等多种松类植物［１－３］。目前，在中国

云南报道的切梢小蠹有４种：横坑切梢小蠹（Ｔ．ｍｉ
ｎｏｒ）、云南切梢小蠹（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松芽小蠹（Ｔ．
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华山松切梢小蠹（Ｔ．ａｒｍａｎｄｉｉ）；另外，
在世界范围还有４种：纵坑切梢小蠹（Ｔ．ｐｉｎｉｐｅｒｄａ）、
地中海切梢小蠹（Ｔ．ｄｅｓｔｒｕｅｎｓ）、多毛切梢小蠹（Ｔ．
ｐｉｌｉｆｅｒ）和颗瘤切梢小蠹（Ｔ．ｐｕｅｌｌｕｓ）［１－３］。

在过去，学术界认为危害云南松的切梢小蠹有

２种，坑道是纵向的切梢小蠹视为纵坑切梢小蠹［４］。

然而，在云南发生的纵坑切梢小蠹的生物学和生态

学特性明显不同于国外及我国北方的纵坑切梢小

蠹［４－７］，２００８年，云南大学叶辉教授与挪威昆虫学
家Ｋｉｒｋｅｎｄａｌｌ和意大利昆虫学家 Ｆａｃｃｏｌｉ合作，从形
态学上确认云南这种坑道为纵向的切梢小蠹是一个

尚未描述的切梢小蠹新种，并描述定名为云南切梢

小蠹（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１，８－１１］。此后，危害华山松的
切梢小蠹于２０１０年被正式定名［１２］。松芽小蠹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４年才被证实其在云南多地与云南切梢小
蠹和横坑切梢小蠹联合攻击，共同对云南松造成蛀

害［２，５］。迄今，云南切梢小蠹和华山松切梢小蠹仅

分布于我国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区，尤其以

云南发生危害最为严重。

切梢小蠹在云南每年只发生１代，无滞育和越
冬现象［４－５］，都是以针叶植物为其寄主，其生活史的

大部分时间均是在寄主树上度过。切梢小蠹对松类

植物的危害分为蛀梢和蛀干２个时期：蛀梢期，其成
虫取食枝梢髓部组织，进行补充营养，完成其成虫的

性发育；蛀干期，性发育成熟的成虫由树梢转移到树

干蛀食、产卵，形成母坑道和子坑道，幼虫在树皮下

发育，化蛹羽化［５］。切梢小蠹这一繁殖过程破坏了

树干的韧皮部，并使树木的枝捎受损，尤其是营养物

质运输功能受阻，最终导致树木死亡［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切梢小蠹在云南松林区
暴发成灾，仅在云南省常年危害面积就达１０×１０４

ｈｍ２以上，给当地林业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对云
南山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７－１０］。从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始，针对云南省切梢小蠹大爆发，切梢
小蠹迅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以

Ｋｉｒｋｅｎｄａｌｌ等［１］、ＰｅｎｇＣｈｅｎ等［５］、Ｌｉｅｕｔｉｅｒ等［６］、叶

辉［４］、Ｌｉ等［１２］、ＰｅｎｇＣｈｅｎ等［８］、吕 军［９］、Ｚｈｏｕ
等［１０］为代表，从形态特征、生活史、分布区域、危害

特征和携带伴生真菌等方面，对切梢小蠹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然而，关于切梢小蠹种群演替规律国内

外的相关研究还鲜有报道。

切梢小蠹在中国云南的发生危害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从发生面积、灾害程度及持续时间上
看，均为世界罕见［５］。为了探明目前云南省已知

切梢小蠹种类的种群数量结构，明确切梢小蠹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的种群结构变化规律，掌握云
南省切梢小蠹危害现状，预测未来切梢小蠹危害趋

势，笔者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对云南省切梢小蠹发生
种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比较了３个蠹害常年
发生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及近年来切梢小蠹的种
群数量结构变化，着重就云南省切梢小蠹种类、分

布范围、种群结构、优势种群变化等进行分析，旨

在揭示云南省切梢小蠹种群变化状况、切梢小蠹成

灾机制，为探索切梢小蠹有效监测和防控新途径提

供科学数据支持。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及地点

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在云南１７个蠹害发生区进
行切梢小蠹种类调查，相关采样信息见表１。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及鉴定　根据所确定的时间，在上
述蠹害发生地松林随机从枝梢上采集切梢小蠹成虫

３０头以上，分别装入离心管中并编号，记录采集地
点、时间，带回室内进行种类鉴定。切梢小蠹鉴定依

据Ｋｉｒｋｅｎｄａｌｌ等［１］、吕军［９］、李霞等［１１］、Ｌｉ等［１２］所阐

述的切梢小蠹特征进行种类鉴定。７种危害松科的
切梢小蠹种类的主要鉴定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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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云南省切梢小蠹调查采样信息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ｍｉｃｕｓｓｐｐ．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编号

Ｎｏ．

调查时间

（年－月－日）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ａｔｅ

（Ｙｅａｒ－Ｍｏｎｔｈ－Ｄａｙ）

调查采样地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ｍ
东经

Ｅ
北纬

Ｎ
松林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ｐｉｎｅ
采集小蠹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ｏｍｉｃｕｓ

１ ２０１４－０２－２８
云南大理州祥云县

Ｘｉａｎｇｙｕｎ
２３１３ ９９°５８′１６．７″ ２５°３５′３２．４″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２ ２０１４－０３－１４
云南陆良县小百户

Ｘｉａｏｂａｉｈｕ，Ｌｕｌｉａｎｇ
１８２９ １０３°２２′１３．１″ ２５°０３′３４．３″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３ ２０１４－０３－１５
云南陆良县龙海乡

Ｌｏｎｇｈａｉ，Ｌｕｌｉａｎｇ
２１５３ １０３°４９′１７．８″ ２４°５５′１６．４″Ｐｉｎｕ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 Ｔ．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４ ２０１４－０３－１７ 云南石林县长湖镇Ｓｈｉｌｉｎ １９５１ １０３°２２′１６．４″ ２４°４３′６．３″ 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５ ２０１４－０４－０９
云南昆明市团结村

Ｔｕａｎｊｉｅ，Ｋｕｎｍｉｎｇ
２３４３ １０２°５０′２５″ ２５°１６′４２．７″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６ ２０１４－０６－０３ 云南丽江市玉龙县Ｙｕｌｏｎｇ ２５５８ １００°２′１２．７６″ ２６°５′４８．８７″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７ ２０１４－０７－１１ 云南昆明市安宁市Ａｎｎｉｎｇ １８６２ １０２°４６′４３．０９″２４°９２′５８．４２″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８ ２０１４－０７－２４ 云南普洱市墨江县Ｍｏｊｉａｎｇ １９０８ １００°５３′１９．６″ ２３°１１′１８．７″
Ｐｉｎｕｓｋｅｓｉｙａｖａｒ．ｌａ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Ｃｈｅｖ

Ｔ．ｍｉｎｏｒ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９ ２０１４－０７－２４ 云南普洱市宁洱县Ｎｉｎｇｅｒ １０２８ １００°５２′５６．９″ ２３°１１′２４．９″
Ｐｉｎｕｓｋｅｓｉｙａｖａｒ．ｌａ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Ｃｈｅｖ

Ｔ．ｍｉｎｏｒ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１０ ２０１５－０１－２３ 云南昆明市东川区Ｄｏｎｇｃｈｕａｎ １４０４ １０３°０７′２４．５４″２６°１３′１３．８４″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１１ ２０１５－０３－１２ 云南丽江市宁蒗县Ｎｉｎｇｌａｎｇ ２７４９ １００°４６′１９．５０″２７°４４′４０．７５″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１２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云南文山红旗林场Ｗｅｎｇｓｈａｎ １２５９ １０４°１５′３．１９″２３°２４′１３．４２″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１３ ２０１５－０４－０９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Ｍｉｌｅ １５５７ １０３°３４′４５．９８″２４°２９′５２．９６″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１４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云南丽江市永胜县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２０４５ １００°５７′３４．０３″２６°２７′５２．５２″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１５ ２０１５－０４－２３ 云南曲靖市麒麟区Ｑｉｌｉｎ １８６３ １０３°４８′１０．０５″２５°２９′５３．２６″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１６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云南楚雄州紫溪山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２１６２ １０１°２４′１．８２″ ２５°０′２６．６７″Ｐｉｎｕ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 Ｔ．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１７ ２０１５－０８－０６ 云南文山州丘北县Ｑｉｕｂｅｉ １８０１ １０４°２１′３５．６０″２５°１５′４４．９２″Ｐｉｎ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ｍｉｎｏｒ
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１）鞘翅斜面第二沟间部有瘤状颗粒 —（２）
鞘翅斜面第二沟间部无瘤状颗粒 —（４）

（２）鞘翅瘤状颗粒上毛较长，刻点上毛较短
—（３）

鞘翅瘤状颗粒与刻点上毛等长，均匀分布，

难区分 —Ｔ．ｐｕｅｌｌｕｓ
（３）鞘翅刻点上毛少；前胸背板中部刻点稀疏，
平滑光亮 —Ｔ．ｍｉｎｏｒ
鞘翅刻点上毛多；前胸背板上刻点多，分布

均匀 —Ｔ．ｐｉｌｉｆｅｒ
（４）鞘翅斜面第二沟间部刻点呈单列 —（５）
鞘翅斜面第二沟间部刻点呈两排，三列或 Ｚ
型 —（６）

（５）鞘翅斜面瘤状颗粒上毛长，约与沟间距等
长 — Ｔ．ｐｉｎｉｐｅｒｄａ
鞘翅斜面瘤状颗粒上毛短，约为沟间距的

１／２—Ｔ．ｂｒｅｖｉｐｉｌｏｓｕｓ
（６）鞘翅斜面瘤状颗粒上毛长，约与沟间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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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Ｔ．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鞘翅斜面瘤状颗粒上毛较短，约为沟间距

的１／２—Ｔ．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１．２．２　种群结构调查　采用跟踪调查方法，以石
林、安宁和丘北为例，分不同时间段随机采集横坑切

梢小蠹和云南切梢小蠹，记录每一次调查的种类数

量，分析比较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调查由陈鹏完成）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调查地横坑切梢小蠹和云南切梢
小蠹的种群数量比例变动情况，分析２种切梢小蠹
种群结构的演变规律。

１．３　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采集种类的情况，分析云南省切梢小蠹种

类分布情况，计算不同种群数量占总采集总数量的

比例，确定切梢小蠹种群数量结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切梢小蠹的分布及种群结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的调查，共采集到切梢小蠹成虫
６７５头，经鉴定为４种切梢小蠹：云南切梢小蠹、横
坑切梢小蠹、松芽小蠹、华山松切梢小蠹，４种切梢
小蠹在云南的分布危害区域为：２３°１１′１８．７″ ２７°
４４′４０．７５″Ｎ，９９°５８′１６．７″ １０４°２１′３５６０″Ｅ。具体
地理位置：北至丽江市，南至普洱市，西至大理州，东

至文山州（表１），其中，云南切梢小蠹、横坑切梢小
蠹、松芽小蠹可共同危害云南松。在普洱宁洱县、墨

江县横坑切梢小蠹、松芽小蠹可共同危害思茅松。

华山松切梢小蠹仅危害华山松，仅在陆良县和楚雄

市发现。从种群数量的分析发现，目前横坑切梢小

蠹在云南省发生数量最多，采集到２５７头，云南切梢
小蠹略少于横坑切梢小蠹，采集到２４７头，其次是松
芽小蠹，采集到１３３头，而华山松切梢小蠹发生数量
最少，采集到３８头。４种切梢小蠹在云南省种群数
量结构大致为：横坑切梢小蠹占３８．１％，云南切梢
小蠹占３６．６％，松芽小蠹占１９７％，华山松切梢小
蠹占５．６％。
２．２　云南切梢小蠹和横坑切梢小蠹种群结构比较

调查表明，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间，石林云南松林云
南切梢小蠹为绝对的切梢小蠹优势种类，其种群数

量占２种切梢小蠹总数的９９．７％，而横坑切梢小蠹
仅占 ０．３％；安宁点云南松林云南切梢小蠹占
９１５％，而横坑切梢小蠹占８．５％；丘北点云南松林云
南切梢小蠹占８５．０％，而横坑切梢小蠹占１５０％。根
据数据可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云南切梢小蠹的种群

在上述３地是绝对的优势种，其种群数量明显高于
横坑切梢小蠹的种群数量（表２）。

调查表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石林点云南切梢
小蠹种群数量占２种切梢小蠹总数的５１．１％，横坑
切梢小蠹占４８．９％；安宁点云南切梢小蠹占４７９％，
横坑切梢小蠹占 ５２．１％；丘北点云南切梢小蠹占
２９０％，横坑切梢小蠹占７１．０％（表２）。可以看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横坑切梢小蠹在石林、安宁和丘北
３地云南松林间的种群数量占２种切梢小蠹总数量
的比例明显增高，相应的云南切梢小蠹的种群数量

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此时，横坑切梢小蠹和云南切

梢小蠹均是危害石林、安宁、丘北３地云南松林的优
势种类。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到目前横坑切梢小
蠹与云南切梢小蠹的种群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横坑切梢小蠹种群所占比重很小，
平均为７９％，经过近２０年的种群演替，横坑切梢小
蠹种群在林间的数量比重增长到目前的５７．３％，种
群比重增长了４９．４％。由此可见，２０年来，横坑切
梢小蠹在云南松林的种群结构呈增长趋势；而云南

切梢小蠹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９２．１％的平均所占比重，
减少到了４２．７％，种群比重降低了４９．４％，可见２０年
来，云南切梢小蠹在云南松林的种群结构呈明显的

下降趋势（表２，图１）。由此看来，近年来，横坑切梢
小蠹的种群数量在云南的蠹害区呈现高于和略低于

云南切梢小蠹种群数量的态势。

表２　横坑切梢小蠹和云南切梢小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
２０１０年代种群比重变化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ｏｍｉｃ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Ｔ．ｍｉｎ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９０ｓａｎｄ２０１０ｓ

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时间地点

Ｔｉｍｅ＆Ｓｉｔｅ
横坑切梢小蠹

Ｔｏｍｉｃｕｓｍｉｎｏｒ
云南切梢小蠹

Ｔｏｍｉｃ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９９０ｓ 石林Ｓｈｉｌｉｎ ０．３％ ９９．７％

安宁Ａｎｎｉｎｇ ８．５％ ９１．５％
丘北Ｑｉｕｂｅｉ １５．０％ ８５．０％
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７．９％ ９２．１％

２０１０ｓ 石林Ｓｈｉｌｉｎ ４８．９％ ５１．１％
安宁Ａｎｎｉｎｇ ５２．１％ ４７．９％
丘北Ｑｉｕｂｅｉ ７１．０％ ２９．０％
平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 ５７．３％ ４２．７％

３　讨论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至 ２１世纪初，云南切梢小蠹

（２００８年以前认为是松纵坑切梢小蠹 Ｔ．ｐｉｎｉｐｅｒ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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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横坑切梢小蠹和云南切梢小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

２０１０年代种群数量比重变化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ｏｍｉｃ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ａｎｄ

Ｔ．ｍｉｎ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９０ｓａｎｄ２０１０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在云南猖獗危害，如：昆明市辖区的海口林场、金殿

林场和方旺林场的云南松林，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
几近毁灭殆尽，全省各主要云南松林区云南切梢小

蠹暴发成灾，部分云南松林受切梢小蠹的危害而枯

萎死亡。切梢小蠹在云南暴发至今，随着对切梢小

蠹种类及其生物学生态学的深入认识，切梢小蠹种

类间的种群结构也发生的悄然变化。

云南切梢小蠹种群数量由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
的高位增长，到目前大幅度下降。２０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云南切梢小蠹种群增长速率最大，而后趋于平

衡，很可能与横坑切梢小蠹的种间竞争有关，导致现

在种群数量比重减小。研究表明，横坑切梢小蠹对

云南松树梢的攻击能力明显弱于云南切梢小蠹［１３］，

但横坑切梢小蠹与云南切梢小蠹通常混合发生，不

可避免产生激烈种间竞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云南切
梢小蠹种群数量处于高位，横坑切梢小蠹的种群增

长受到前者极大的压制，随着云南切梢小蠹种群数

量增长达到高点，在其种群的下降期，横坑切梢小蠹

在林间的种群数量逐渐增大，到目前为止，在云南的

多数地区横坑切梢小蠹种群已经与云南切梢小蠹种

群数量相当，且有超越云南切梢小蠹种群数量的趋

势（表２）。
研究证实，云南切梢小蠹对云南松的攻击力（蛀

干能力）显著的高于横坑切梢小蠹，云南切梢小蠹不

但可以蛀害云南松衰弱木，也可直接攻击健康的云

南松，横坑切梢小蠹通常只攻击云南松衰弱木，当２
种切梢小蠹混合发生时，横坑切梢小蠹会在云南切

梢小蠹开始蛀干攻击７ １５天后才开始蛀干攻击，
云南切梢小蠹先攻击云南松的上部，随后横坑切梢

小蠹主要选择未受云南切梢小蠹攻击的中下部，其

蛀干繁殖主要发生在中下部［１４－１７］，由此可见，横坑

切梢小蠹属于典型的次期性森林害虫，主要危害长

势衰弱或受到其它病虫感染的树木。

在云南，横坑切梢小蠹与云南切梢小蠹在地理

分布上相互重叠，蛀害时期相互吻合，且主要危害已

受到云南切梢小蠹侵害的树木［１８］。由于横坑切梢

小蠹利用已被云南切梢小蠹危害的树木进行繁殖，

分析认为，此时受害树木的抗虫性已明显减弱，使得

横坑切梢小蠹的蛀害成功率明显提高，种群数量也

将随之增长。加之切梢小蠹具有明显的聚集危害特

征，即短期内大量聚集到个别云南松树冠上。由于

横坑切梢小蠹和云南切梢小蠹聚集危害的时间基本

相同，蛀梢期聚集高峰出现在７—９月，蛀干期出现
在１—２月［１９－２０］。当林间横坑切梢小蠹种群数量达

到与云南切梢小蠹相当的程度之后，其对云南松危

害的数量、参与度和比例也随之显著升高，使之逐渐

成为优势，进而可直接通过蛀梢期的聚集危害，使松

树衰弱，成为其蛀干繁殖期的首选，至此在没有云南

切梢小蠹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开展蛀干攻击。如，在

丘北县云南松蠹害林区，横坑切梢小蠹的种群数量

比例高达７１％，笔者在进行蛀干解析时发现，一些
蠹害枯立木的坑道，均为横坑，表明横坑切梢小蠹独

自蛀害也能造成林木枯死。就其原因，这与近年来

当地云南松林的整体生长势不如从前存在重要的关

联。１９９８年以来，调查区域，云南松林全面禁伐，而
且林分长期不进行必要的抚育间伐，加之近年来紫

茎泽兰杂草不断的侵蚀云南松林分，云南松林天然

更新严重受阻（被紫茎泽兰侵入的林分，云南松种子

不能正常萌发生长），云南松林分长势衰弱了持续衰

弱，致使林分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力不强的次期性

蛀干害虫的危害。因此，尽管横坑切梢小蠹为典型

的次期性蛀干害虫［２１－２２］，但在前述多重叠加作用

下，此时的林分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力不强的小蠹

虫危害，横坑切梢小蠹种群数量不断上升。

近年来，多数云南松蠹害林区横坑切梢小蠹的

虫口数量与云南切梢小蠹的种群数量相当，一些区

域甚至明显高于云南切梢小蠹的虫口数量，显示这

些云南松林区正处在云南切梢小蠹危害的衰退期和

横坑切梢小蠹危害的上升期。树木长势在蠹害形成

及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长势好的林木不易

受切梢小蠹侵害或受害较轻，衰弱木是切梢小蠹主

要攻击对象［１４］。由于蠹害发生区长势良好的优势

木所占比例下降，衰弱木所占比例的增加，加上云南

切梢小蠹种群数量的减少，横坑切梢小蠹很容易在

衰弱木中快速繁殖，这也是近年来横坑切梢小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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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横坑切梢小蠹是典型的次期性

蛀干害虫，通常横坑切梢小蠹只攻击亚健康和衰弱

林木，就现阶段云南蠹害区横坑切梢小蠹大量种群

存在的实际，显示这些松林林分正处于亚健康或不

健康群落演替阶段，预示在治理这些林区切梢小蠹

时，不能仅仅只针对切梢小蠹本身，要从松林生态系

统的整体出发，以改变这些林分亚健康或不健康的

生态状况为根本，才能从根本上使当地切梢小蠹危

害得到有效治理。如：林分抚育管理、清除紫茎泽兰

杂草，或林分整体更新改造等。

４　结论
研究表明，目前有４种切梢小蠹在云南发生危

害，其中，横坑切梢小蠹种群数量最大，占发生总量

的３８．１％；云南切梢小蠹次之，占３６．６％，松芽小蠹
占１９．７％，华山松切梢小蠹种群数量最小，仅占
５６％。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现在，横坑切梢小蠹和
云南切梢小蠹之间的种群数量结构发生了巨大变

化，云南切梢小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绝对的优势
切梢小蠹种类，但目前其在林间的种群结构数量比

重大幅下降，而横坑切梢小蠹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
弱势种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林间的种群数量比

重逐渐升高。研究揭示，近年来横坑切梢小蠹与云

南切梢小蠹在云南松林间的种群数量基本持平，一

些地区的种群数量甚至明显高于云南切梢小蠹。研

究结果为有效防治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省切

梢小蠹的危害提供了全新的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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