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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1~ 1996 年 , 采用五点式布点法 , 对广西桂平市马尾松工程林幼林期病虫害进行连

续定位监测 O 结果表明: 该区主要的病虫害种类有马尾松毛虫 ( DenC1olzmus punCtatus
Walker ) ~ 松毒蛾 [DsayChz1a axutha (COllentte) ]~ 松梢螟 ( Dzo1yCt1za 1ulella ~ampsOn) ~
松 蚜 ( Czna1a pznea MardWikO ) ~ 大 袋 蛾 ( C1yptothelea Ua1zgata Snellen ) 和 赤 枯 病

( Pestalot1zChum funa1ea Desm. ) O 其中马尾松毛虫出现的频率较高 , 松毒蛾危害程度较重 
其他种类出现的频率低 , 危害程度轻微 O 使用 2 5  敌杀死 乳剂稀释 2 500 倍喷雾 , 能

有效地控制和消除松毒蛾的危害 O
关键词 马尾松 工程幼林 病虫害 定位监测

中图法分类号 S 763 712 48
Abstract During 1991~ 1996, pests in pine engineering yOung grOWth ( Pznus
massonzana Lamb. ) Was mOnitOred in lOcaliZatiOn using f ive-pOint sampling
methOd. Pine caterpillars ( DenC1olzmus punCtatus Walker. ) and pine ressOck
mOth [DasyChz1a axutha ( COllenthe) ] appeared f reguently f rOm 1993 tO 1996
and Occured heavily in 1996. Pine shOOt bOrer ( Dzo1yCt1za 1ulella ~ampsOn) ,
pine aphis ( Czna1a pznea MardWikO) , big bagWOrms ( C1yptothelea Ua1zgata
Snellen ) and crimsOn Withered disease ( Pestalot1zChum funa1ea Desm. )
appeared Only in 1992, and harmed fOrest lightly. Pine tussOck mOth in ury
cOuld be cOntrOlled ef f ectively by Decis in 2 500 times.
Key words Pznus massonzana , engineering yOung grOWth, deseases and
insect pests, mOnitOring in lOcaliZatiOn

森林病虫害监测及其综合治理对策一直是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O 本文对桂东南

地区马尾松工程幼林期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监测 O了解病虫害种类及其发生规律,
及时预报病虫害的发展趋势, 为该区和类似该区立地环境的其他区域, 对马尾松幼林期病虫

害的预测预报及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措施 O



1 监测区自然概况

监测区设置在广西桂平市蒙圩镇新田福龙境内 地理坐标在 Z3 Z3/ N ~ 109 57/ E 总面积

约 300 hmZ G 1975 年前后 该镇曾营造马尾松人工林 由于经营不善和受乱砍滥伐不正之风

的影响 均零星残存一些破碎的小班林块 面积约 50 hmZ  其余以姚金娘 ~ 岗松 ~ 铁芒箕等

组成的灌草丛 高 0- Z m~1- Z m 盖度 70%左右 是当地群众主要的燃料来源 G 1990 年后 
该镇与国营金田林场联营实施世行代款项目 G 经炼山后 实行穴垦整地 ~ 施肥 ~ 抚育等高标

准经营马尾松工程林 G 目前 马尾松幼林长势良好 G
据同步监测资料  该区年均温 Z1- 0  7 月均温 Z7- 5  1 月均温 11- 6  极端最

高温 36- 9  极端最低温 0- 0 G 日均温 10  积温为 6 816- 8 G 年均降雨量 1 71Z - 1 mm 
其中 5 月~8 月占全年总雨量的 71- 7% G 年均蒸发量 1 173- 6 mm 年均相对湿度 79%  年均

风速

Z - Z m/sG 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 G

2 监测样地设置及监测方法

监测样地设置在东南坡面 按上 ~
中 ~ 下坡设置 3 个样地 (表 1D G 每个

样地均采用五点式 (即梅花式D 进行

布点 每个样点选择 4 株 共 Z0 株 
然后分别编号挂牌 G 观测内容与方法

主要包括: 病虫害种类 ~ 虫口密度及

被害

表 1 病虫害监测样地概况 (面积: 0- 1hm2D

样地 坡位 海拔

(mD
整地规格

( CmD
株行距

(mD

地被物 %

高度

(mD
盖度

( % D

I 上 Z40 40> 40> 30 1- 7> 1- 7 0- Z~ 0- Z 70

I 中 180 40> 40> 30 1- 7> 1- 7 0- 3~ 1- 0 70

I 下 1Z0 40> 40> 30 1- 7> 1- 7 0- 3~ 1- Z 65

% 以 桃 金 娘 ( Rhodomytus tomentosa Hassk- D ~ 黄 牛 木 Icratoxylon

l  ustr num (SpaCH- D Bl- 1~ 纤毛鸭嘴草 ( Lschacmum c l are Reta- D 为

优势 G

株率等; 观测时间定在每年 5 月 ~ 7 月 ~ 9 月份 危害程度较重时 可连续观测 G

3 监测结果与分析

3- 1 马尾松幼林期主要害虫频率及危害程度

马尾松幼林期的害虫频率及虫害程度 (表 Z D  以马尾松毛虫危害程度较重 其多年平均

有害株率为 9- 3%  虫口密度 3- 3 并且随林龄增大而呈递增趋势 G 其次是松毒蛾 其多年平

均有害株率为 6- 9%  虫口密度 1- 9 危害时间基本与马尾松毛虫同步进行 至 1996 年 9 月 
有害株率在 95%以上 虫口密度在 Z0 以上 G 可见 松毒蛾的危害程度较为严重 G 其他害虫

(松梢螟 ~ 松蚜 ~ 大袋蛾D 危害程度轻微 多年平均有害株率在 0- 3%~1- 1%之间 平均虫口

密度在 0- 001~ 0- 01 而且这三者仅在造林头 Z 年内发生 G
3- 2 马尾松幼林期虫害程度的坡位效应

由表 3 看出 监测区马尾松林历年虫害程度的坡位变化 相对而言 下坡危害程度较重 
其多年平均有虫株率为 9- 4%  虫口密度 3- 5; 中坡和上坡危害程度较轻 平均有虫株率在

8- 1%~8- 6%之间 虫口密度 1- 9~ Z - 4 这与马尾松天然林病虫害发生的坡位效应较一致I 11 
虫害程度的坡位变化在不同年份略有差异 G
3- 3 马尾松幼林期的病害频率及危害程度

据监测 在造林第 Z 年发现的马尾松病害有赤枯病 ( Pestalotr chum funarea Desm- D  但被

害程度轻微 病害株率在 5%内G 同时发现马尾松植株出现生理黄化现象 黄化株率在 5%内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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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马尾松幼林期害虫频率及危害程度

年 月
马尾松毛虫

D. P. W.
松毒蛾

D. A.
松梢螟

D. R. ~.
松蚜

C. P. M.
大袋蛾

C. V. S.

a b a b a b a b a b

1991 5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9 0 0 0 0 0 0 0 0 0 0

1992 5 0 0 0 0 15 0. 15 5 0. 05 0 0
7 0 0 0 0 5 0. 01 5 0. 05 0 0
9 0 0 0 0 5 0. 01 0 0 5 0. 05

1993 5 10 0. 1 5 0. 05 0 0 0 0 0 0
7 0 0 5 0. 1 0 0 0 0 0 0
9 5 0. 05 0 0 0 0 0 0 0 0

1994 5 8 0. 08 0 0 0 0 0 0 0 0
7 5 0. 05 0 0 0 0 0 0 0 0
9 1 0. 05 0 0 0 0 0 0 0 0

1995 5 8 13 0 0 0 0 0 0 0 0
7 5 10 0 0 0 0 0 0 0 0
9 0 0 0 0 0 0 0 0 0 0

1996 5 8 5 0 0 0 0 0 0 0 0
7 18 9 18 12 0 0 0 0 0 0
9 0 0 97 22 0 0 0 0 0 0

平均 9. 3 3. 3 6. 9 1. 9 1. 1 0. 01 0. 6 0. 01 0. 3 0. 001

注: a  平均有害株率 ( ) ; b  虫口密度 (下同) O D. P. W Denc oZzm~S p~nct t~SWalker; D. A.  D Sychz    ~th 

( Collef ef f e) ; D. R. ~.  Dzo yct z  ~beZZ ~ampsof ; C. P. M.  Czn   pzne Mardwiko; C. V. S.  C yptotheZe    z  t 

Sfellef .

这可能与在此时期内 ( 8~ 10 月) 遇到高温 ~ 降
水量少 ~ 蒸发量大 ~ 相对湿度低9 土壤水分亏

缺等因素有关 O
3. 4 马尾松幼林期主要虫害的防治效果

在 1996 年 9 月松毒蛾出现频率较高9危害

程度较重时9用 2. 5 6敌杀死 乳剂稀释 2 500
倍进行喷雾9 能迅速将松毒蛾击倒9 死亡率达

90 以上 O 1997 年 2 月喷 6白僵菌 粉剂9 使

马尾松毛虫处于带菌状态9 一旦气温回升9 易

形成次期感染而出现白僵菌流行9 可有效地控

制马尾松毛虫的危害9 这一防治措施在广西一

些地方也取得良好的防治效果 2 O

4 小结

连续 6 年的定位监测表明9 桂东南马尾松

工程林幼林期的病虫种类较少9危害程度较轻 O

表 3 马尾松幼林期历年虫害程度的坡位效应

年 月 上坡 中坡 下坡

a b a b a b
1991 5 0 0 0 0 0 0

7 0 0 0 0 0 0
9 0 0 0 0 0 0

1992 5 15 0. 15 5 0. 05 5 0. 05
7 15 0. 15 5 0. 05 5 0. 05
9 5 0. 15 5 0. 05 5 0. 01

1993 5 8 0. 08 0 0 0 0
7 5 0. 10 0 0 0 0
9 0 0 0 0 5 0. 05

1994 5 0 0 5 0. 05 10 0. 1
7 0 0 5 0. 05 0 0
9 0 0 1 0. 05 5 0

1995 5 0 0 5 10 5 10
7 0 0 0 0 5 10
9 0 0 0 0 0 0

1996 5 0 0 5 4 10 6
7 16 13 10 9 19 12
9 90 21 100 20 100 25

平均 8. 6 1. 9 8. 1 2. 4 9. 4 3. 5

其中松毒蛾于造林第 6 年时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9 危害程度较重 O 使用 2. 5 6敌杀死 乳剂

稀释 2 500 倍进行喷雾9 可有效地控制和消除虫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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