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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氏松茎象 Ηψλοβιτελυσ ξιαοι 是近年来暴发性松树害虫 主要危害 种松树 湿地松 Πινυσ

ελλιοττιι ∞ !火炬松 Π ταεδα !马尾松 Π µασσονιαανα 其中以湿地松受害最为严重 ∀为明确

萧氏松茎象的危害与松脂流量的关系 作者对萧氏松茎象危害前后 种松树 湿地松 !马尾松 !火炬松

松脂流量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在松树受害植株和未受害植株间松脂总流量间存在一定差异 其

中以马尾松松脂流量变化最大 对受害株和未受害株松脂流量 τ 测验 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而湿地松和

火炬松松脂总流量在受害植株和未受害植株间没有显著差异 ∀对上述 种松树松脂流量随时序动态变

化的分析显示 松脂流量在 年中以 月到 月之间为松脂流量高峰期 此后逐渐下降 到 月中旬以后

松脂流量又开始上升 ∀就松脂流量时序动态而言 萧氏松茎象为害对马尾松松脂流量影响最大 对其它

个松树影响不明显 ∀另外 不同松树树种在松脂流量及其时序动态上也存在一定差异 其中以马尾松

脂流量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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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 氏 松 茎 象 Ηψλοβιτελυσ ξιαοι

≤ ≤∏ ∏ 是我国近年暴发 !危

害松树的重要钻蛀性害虫≈ 主要危害国外

松 如湿地松 Πινυσ ελλιοττιι ∞ 和火炬松

Π ταεδα 而本地松 ) ) ) 马尾松 Π

µασσονιανα 则受害较轻 ∀萧氏松茎象以

幼虫侵入基部树干或根颈部蛀害韧皮组织 严

重的切断有机养份输送 导致树木死亡 ∀在目

前学术界关注外来入侵害虫危害本土树种情况

下 萧氏松茎象则提供了一本地害虫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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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引进树种的事例 ∀我国南方自 年代末

至 年代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松用于造林绿化

现均己成林 ∀搞清这个本地害虫与外来引进树

种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今后保护我国现有的大

量国外松林具有重要的意义 ∀

该害虫自 年在江西安福县首次发现

以来 先后在该省 个区市的 个县市陆续

发生 面积已达 万 枯死树超过 万株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 ∀此

外 湖南 !广西 !贵州 !广东 !福建和湖北都先后

报道了萧氏松茎象的发生 且还在继续蔓延扩

散 对我国南方松林构成了严重威胁 ∀国家林

业局为此于 年对该害虫实施了国家级工

程治理 ∀该害虫近年在我国南方暴发成灾 但

对其深入的研究报道不多 ∀李宗顺等曾报道了

萧氏松茎象的生活史和生物学特性≈ ∀

从昆虫与植物间相互关系来看 当植物受

到昆虫危害时 植物的生理状况会相应改变 如

当树木受到蛀干害虫危害时 树木自身次生物

质会加强产生一些防御物质 如树脂等≈ ∗ ∀

树脂在针叶树被认为是抵御小囊虫 !象虫 !天牛

等蛀干害虫侵害最重要的物理和化学防御≈ ∀

同时树脂的流量也被认为是松树树势树木健康

状况的一重要指标≈ 一般树势强表明树木健

康 防御抗虫能力强 树脂产量也高 同时也与

树木的水势密切相关≈ ∀本文对萧氏松茎象危

害与湿地松 !马尾松 !火炬松等树种松脂关系进

行了研究 旨在进一步了解萧氏松茎象为害与

被害木树脂流量及与树木健康状况的关系 ∀

1  材料与方法

111  研究材料

直径为 的刻度试管 支 收

集松脂外溢的 ×型铁片 个 的圆筒形

锥孔器 把 计时表 块 ∀

112  试验地点

年 月在江西省崇义县 选取萧氏松

茎象危害较重 虫株率 ∗ 的马尾松 !

湿地松 !火炬松中幼林 林龄 ∗ 年的每一

树种有害株及无害株各 株 共计 株 ∀试验

株间彼此独立 完全随机取样 ∀

113  研究方法

用 的圆筒形锥孔器在试验株胸径部

位锥 个 的圆孔 深达木质部 ∀随后试

验株锥孔的方向按东南西北四向循环设置 ∀固

定 ×型铁片和试管 使溢出的松脂能完全通过

铁片导入试管 ∀ 后准点查看各试验株试

管 记录松脂流量 并用木塞堵塞本次试验孔

口 保护树木 ∀以后每隔 依本法重复试

验 共计 次 观测时间为 年 ∀

114  数据分析

对不同松树受萧氏松茎象危害前后松脂流

量的差异 采用 ≥°≥≥进行 τ 测验 比较萧氏

松茎象危害对不同松树松脂总流量的影响 ∀采

用 ∞÷≤∞ 对不同树种在受害与否情况下 松脂

总流量和松脂流量动态绘制柱形图和动态曲线

图 ∀

2  结果

211  萧氏松茎象危害对不同松树松脂总流量

的影响

从图 中结果可以看出 有虫危害和无虫

危害时 不同松树在松脂总流量均存在差异 ∀

为进一步明确萧氏松茎象危害对松树松脂

流量的影响 分别对不同松树在被害和无被害

时松脂流量进行 τ 检验 结果见图 ∀湿地松

和火炬松在松树被害和无被害情况下 松脂总

流量没有显著差异 τ 1 τ 1 τ

1 τ 1 ∀而马尾松在被害和无被

害时 松脂总流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τ 1

τ 1 ∀

212  不同松树间松脂总流量比较

对 种松树 ) 湿地松 !马尾松和火炬松 )

松脂总流量比较可以看出 马尾松无论在被害

还是没有被害时松脂流量均高于其它 种松

树 ∀图 中比较也发现 总松脂流量以马尾松

在受害前后变化明显 表现在被害后松脂流量

迅速上升 而湿地松和火炬松松脂总流量在受

害前后变化不大 湿地松表现为略下降 火炬松

表现为略上升 但它们上升和下降幅度均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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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所呈现的变化幅度 ∀

图 1  不同松树松脂流量比较

注 图中各柱形上方 ! 分别表示松树有虫株和无虫株间

松脂流量差异情况 相同字母表示无差异 不同字母表示有

虫和无虫株间在松脂流量上存在差异 ∀

213  萧氏松茎象危害对不同松树松脂流量时

序变化的影响

不同松树松脂流量在不同时期的时序变化

见图 ∀由图 可以看出 不同松树松脂流量

随时间推进均呈现由高 低 高动态变化 ∀

个松树树种松脂流量 月到 月之间为松脂

流量高峰期 从 月以后松脂流量进入逐渐下

降的时期 到 月中旬以后松脂流量又开始上

升 逼近高峰期松脂流量 ∀松脂流量的时序动

态变化反映了 松树自身生理代谢随气候变化

由旺盛 经历一个休眠阶段 而后又逐步进入下

一个代谢盛期的渐次变化过程 ∀

比较不同松树在受萧氏松茎象危害后松

脂流量动态变化 可以看出马尾松在被害后松

脂流量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 尤其在松脂流量

高峰期 受害株的松脂流量要明显高出没有被

害的松树植株 ∀而湿地松和火炬松在受害前后

松脂流量动态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上升或下降过

程 ∀比较还发现 马尾松松脂流量在整个调查

时期内均要高于其它 种松树 说明松脂流量

因松树树种的不同其动态也呈现差异 ∀

3  讨论

从有虫株与无虫株比较可以看出 国外松

与本地松存在差异 ∀松脂流量与萧氏松茎象危

害无明显相关性 ∀但本地松马尾松受害后松脂

流量显著高于无虫株 这一结果与在野外观察

到的现象一致 ∀萧氏松茎象是明显危害健康松

图 2  不同松树松脂流量在不同时期的时序动态

树的害虫 且喜危害多松脂松树≈ ∀通常钻蛀

性害虫危害衰弱树 如危害健康树会被松脂淹

死 ∏ ∀萧氏松茎象危害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 在其蛀入孔处会有大量松脂流出 与木

屑 !土壤混在一起形成一棕色至黑色树脂块 大

致 到数厘米 而且它的卵 !幼虫至蛹均被松脂

包裹起来 ∀这也说明了萧氏松茎象本身具有很

强克服树木物理及化学防御体系的能力 ∀对于

萧氏松茎象这种明显克服树木防御体系的机理

还不是很清楚 ∀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认为松脂挥

发物对该象虫具明显引诱与刺激作用 ∀这一点

与其同属象虫类似≈ ∀

目前 湿地松是萧氏松茎象主要危害树种

马尾松与火炬松则是少量受害 ∀从图 可以看

出 湿地松受害植株松脂流量比不受害植株低

尽管 τ 测验未达显著水平 ∀作者推测这是由

于萧氏松茎象是本地害虫 与本土树种 ) ) ) 马

尾松在长期协同进化已基本适应 故其能克服

松脂这一物理与化学防御体系能力 ∀同时 本

土松树种也不太易受到萧氏松茎象严重蛀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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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国外引进种 如湿地松 则较易受到萧氏

松茎象的危害 ∀

此外 对不同松树松脂流量动态的分析可

以看出 松树松脂流量是与萧氏松茎象发育阶

段相吻合的 ∀萧氏松茎象 月中旬至 月下旬

为幼虫危害高峰期≈ 此时 受害松树产生诱导

防御 大量流出松脂 图 ∀到 月中旬萧氏

松茎象陆续化蛹 松树松脂流量也随危害减弱

而逐渐下降 ∀因松树树种不同 无论健康还是

受害 其松脂流量动态存在差异 这主要和树木

自身特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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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ορδσ  Ηψλοβιτελυσ ξιαο √ ¬ √ √

摘  要  在江西赣州发生萧氏松茎象 Ηψλοβιτελυσ ξιαοι 危害的松林内 对不同虫株率松林灌木层群落

多样性和植被盖度进行测定 在此基础上对松林的虫株率分 次 月 次年 月和次年 月 进行调查

最后结合各调查因子组建了萧氏松茎象种群发生量预测模型 植被盖度与虫口密度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虫

口密度随植被盖度降低而减少 不同月份间虫口密度间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进一步对各因子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 得到线性回归方程 Ψ 1 1 Τ 1 Τ 1 Γ 逐步回归分析得到最优回归方程

Ψ 1 1 Ρ 1 Π 1 ∀由逐步回归方程可知 次年 月份虫口密度与次年 月份虫日

密度关系最为密切 ∀

关键词  萧氏松茎象 多样性指数 植被盖度 预测模型

##昆虫知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