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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松梢木蠢象是鞘翅 目
、

象虫科 的一种蛀食云南松
、

华山松害虫
。

在盐源县一年发生一代
,

以幼虫在枝梢内越冬
。

3 月上旬越冬后幼虫在受害枝梢内取食为害
,

4 月中旬开始化蛹 ; 4 月下旬至 5 月上

旬为成虫羽化始期
,

6 月上旬为盛期
,

6 月下旬交尾
,

7 月上旬产卵
,

7 月 中旬幼虫开始孵 出
,

7 月下旬进入越

冬状态
。

防治技术主要是 4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采用人工卫 生伐除虫枝集中烧毁及掌握有利时机进行化学药

剂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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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鞘翅 目
、

象虫

科的一种蛀食云南松
、

华山松枝和梢的重要害虫
。

19 7 9 年在盐源县云南松林区有虫面积达 5 0 Oh0 耐
,

后 蔓延成灾
,

据统计 2 0 03 年为害云南松面积达

5 3 3 hl n , 。

该虫为害云南松主
、

侧枝梢
,

以越冬后的幼

虫在云南松 2 年生和 1年生的枝梢内取食为害
,

先

皮层
,

后木质部和髓心
。

从 4 月上旬开始
,

幼虫在枝

梢内大量取食
,

受害枝梢出现枯死
,

针叶变成棕黄

色
。

5 年生以下的幼树
,

多为害根径部
,

造成全株枯

死
。

近几年对其进行了野外定点观察
、

室内饲养和

防治实验
,

基本弄清了该虫的生物学特性
。

1 分布与为害

云南松梢木蠢象在盐源县 4 0 多万亩云南松飞

播林中均有分布
,

19 89 年在白乌镇长坪子发现时
,

已构成灾害
,

5 万多亩飞播林全部伐除烧毁
。

经过历

年的防治
,

至 2 0 0 3 年将林木受害率控制在 5%
。
以

下
,

虫灾得到了有效控制
。

发生为害区海拔 2 100
-

23 00 m
,

地势平坦
,

属中幼林区
,

平均树高 6 m
,

胸径

1c2 m
,

郁闭度 0
.

6
,

林下植被以禾本科茅草为主
,

长

势一般
。

成虫 体长 4 一 g m m
,

黄褐色或深褐色
。

头部及

头管黑褐色
,

头管长 1
.

1 一 3 m m
,

向前方突出
,

长而

粗
,

圆柱形
,

稍弯曲
。

触角生于头管中央的两侧
,

膝

状
,

柄节较长
,

鞭节呈锤状
,

末端膨大
。

复眼深褐色
,

着生于头管基部的两侧
。

前胸中部有脊隆起
,

并覆

有灰白色斑纹一条
,

将前胸等分为左右各半
,

每一半

上有灰白色斑点
,

前胸背板两侧密生灰白色鳞片
。

鞘翅长约为宽的 2 倍
,

鞘翅上有近长方形的刻点纵

列
,

盖有不规则的鳞片
,

在翅鞘的中后呈一条灰白色

的横带
,

下为黑褐色
。

卵 长 0
.

5 m m 左右
,

长圆形
,

淡黄白色
,

半透

明
。

幼虫 体长 8 一
13 m m

,

头部褐色
,

体肥胖多皱

纹
,

白色
。

蛹 体长 4 一 g m m
,

离蛹
,

白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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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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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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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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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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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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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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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营养
,

6 月下旬交尾
,

有多次交尾习性
。

7 月上

旬产卵
,

产卵时
,

雌虫先用头管在 2 年生或 1年生

枝条上蛀孔
,

随后将产卵管插人孔内产卵
,

产后排

除少许粪便覆盖孔 口
,

每孔内产 1至 4 粒卵
,

平均

每雌虫产卵 21
.

2 粒
,

卵期 7 一 13 天
。

初卵幼虫在皮

层下取食形成层
,

蛀成弯曲的坑道
,

以幼虫在枝梢

内越冬
,

各虫态有
n
代重叠现象

。

表 1 云南松梢木蠢象生活史

11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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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治措施

由于松梢木蠢象生活较隐蔽
,

卵
、

幼虫
、

蛹及成

虫爬出前均在受害枝梢内栖息
,

防治最佳时机在 5

月上
、

中旬至 6月下旬
,

采用化学防治与人工物理

防治相结合
。

4
.

1 人工物理防治

采用人工卫生伐除受害枝梢的防治方法
,

除防

治时间充裕外
,

还能克服该虫隐蔽期长
,

防治不易

的困难
。

但由于枝梢受害先后有异
,

枯死部份显现

时间早迟有别
,

若采用砍除枯死枝的方法
,

每年需

防治两次以上
。

根据该虫种的生活习性
、

我县林分

特点及多年来的防治经验
,

主要采用在 5 月中旬
,

成虫未爬 出前
,

虫 口集中
,

采取林分内人工卫生伐

砍除虫枝集中烧毁
,

消灭枝条内的的幼虫
、

蛹和成

虫
。

5 年生以下的幼树应从根径处铲除
,

以免留下虫

源
。

该防治措施
,

防治效果很好
。

4
.

2 化学药剂防治

云南松梢木蠢象一生中
,

幼虫
、

卵
、

蛹均在树梢

中隐蔽生活
,

仅成虫羽化出孔后的一段时间暴露于

外
,

由于成虫羽化不整齐
,

羽化后一周内左右便可

交配产卵
,

在 6 月上旬
,

成虫羽化盛期
,

可用 40 % 乐

果 10 0 0一 15 0 0 倍液
,

8 0% 敌敌畏乳剂 10 0 0一 1 5 0 0

倍液
,

90 % 晶体敌百虫 10 0 0一巧oo 倍液常规喷雾防

治
。

用 25 % 敌马油剂超低量喷雾
,

每亩 2 0 0 9
,

防治效

果很好
。

4
.

3 生物防治

利用木蠢象天敌种类进行防治
,

即用寄生蜂
、

飘

虫
、

鸟类
、

蜘蛛
、

蛙螂等进行防治
。

5 结论

5
.

1防治途径

在虫灾区建立监测点
,

适时跟踪监测
,

准确掌握

害虫动态和发生规律
、

气侯变化及林区环境变化
,

是

及时发现虫情
,

控制灾害的有效途径
。

5
.

2 防治结果

通过试验
,

对灾害区应采用综合防治
。

对成虫

采用化学药剂防治效果好
,

但化学防治成本太高
,

安

全风险大
,

对林区环境有一定影响
,

对害虫天敌也构

成威胁
。

对幼虫
,

采用物理防治效果显著
,

且经济效

益极其明显
。

在受灾林区
,

要适时抚育
,

保持林区通

风透光
,

开展封山育林
,

招引和保护鸟类
,

以鸟治虫
,

保持林内生态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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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
“

瘦肉精
”

等违禁兽药的监测力度
,

近几年来未

发现
“

瘦肉精
”

流人我市
,

2 0 03 年 7 月 1 日西昌市在

凉山州率先全面实施
“

放心肉
”

工程
,

动物及其产品

质量明显提高
,

增强了市场竟争力
,

确保市民吃上
“

放心肉
” 。

4 建议

4
.

1应进一步加强对兽药监管工作的领导 兽

药中有毒有害残留物
,

直接威胁着人畜健康
,

各级领

导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

4
.

2 完善兽药监控体系的建设
,

尽快做到
“

全程

监控
”

建立健全兽药残留和畜产品安全监控标准

体系
、

技术推广体系
、

质量监测体系认证和准人体系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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