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2012，49(4):1005—1009

宁夏灵武市沟眶象发生特点!

于倩倩1 陈 冲1 刘振凯1 孙耀武2 曹川健3 宝 山3 温俊宝1＊＊

(1． 北京林业大学省部共建森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3;

2．灵武市林木检疫站 灵武 750400;3．宁夏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总站 银川 750004)

摘 要 系统调查沟眶象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Olivier)在宁夏灵武市的发生情况和特点发现:沟眶象以成

虫和幼虫在土壤中越冬，成虫有 2 个发生高峰期，越冬结束后以成虫越冬的沟眶象出土出现第 1 个高峰期，以幼

虫越冬的沟眶象经化蛹羽化出土出现第 2 个高峰期;幼虫危害臭椿根部形成的瘤状物可以作为鉴别沟眶象危害

的特征;沟眶象幼虫在土壤中垂直分布范围集中在 0 ～ 45 cm 深土层，约占 80% ;成虫出土孔集中在距臭椿树干基

部 75 cm 范围内，占 88%。据此建议土壤施药化学防治沟眶象时，施药深度不宜低于 45 cm，施药点距树干基部水

平距离不得少于 75 cm，且树周各个方向均需施药。每年 10 月末沟眶象开始“入土”、翌年 4 月末开始“出土”，在

沟眶象“入土”结束后但未冻土之前的 11 中旬和土壤解冻之后但尚未“出土”前的 4 月中旬，这两个时期土壤施药

防治效果较好;防治沟眶象的同时，还应适时采取打孔注药、熏蒸等措施防治臭椿 (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

Swingle)树干内的臭椿沟眶象 Eucryptorrhynchus brandti (Ha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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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stem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ccurrence and life-history of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Olivier) in Lingwu，
Ningxia，found that this species overwinters as adults and larvae in the soil． There are two peaks of adult abundance，the
first when overwintering adults emerge and the second when adults emerge from overwintering pupae． E． chinensis larvae
damage the roots of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 Swingle，stimulating the formation of root nodules that are diagnostic
indicators of damage caused by this pest． A survey of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larvae and soil-dwelling adults indicated
that about 80% of larvae were found between the soil surface and a depth of 45 cm． In terms of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88% of E． chinensis were found in the zone from the base of the trunk to a radius of 75 cm． Based on these results，it
should be most cost-effective to apply pesticide to a depth of not less than 45 cm below the soil surface and to a distance of
at least 75 cm from the base of each trunk． At the end of October and April of the following year E． chinensis began to
burrow into the soil． Therefore，it would be better to apply pesticide in mid-November and mid-April when the soil is
unfrozen． Apart from preventing E． chinensis damage to roots，injection and fumigation are two measures that can be used
to kill Eucryptorrhynchus brandti (Harold) inside the Ailanthus altissima trunk．
Key words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peak period of adult appearance，Ailanthus altissima，damage characteristics，
distribution，Eucryptorrhynchus brand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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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眶象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Olivier)是
宁夏和新疆的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也是
2003 年国家林业局公布的“危险性林业有害生
物”之一。沟眶象在国外主要分布于朝鲜(赵养昌
和陈元清，1980)，国内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上海、江苏、四
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市区均有分
布(赵养昌和陈元清，1980;张霞等，2001;张小放
等，2001; 周 莉 蓉，2007 )。主 要 寄 主 为 臭 椿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 Swingle)及其变种千
头椿( Ailanthus altissima var． qiantouchun) (杨贵
军等，2008a)，可导致树势变弱，树体流胶，甚至死
亡。

1999 年 6 月在石嘴山市大武口森林公园首次
发现沟眶象入侵宁夏(杨贵军等，2008a)，2008 年
已扩散至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固原 5 市的 23
个县市区，受害林木达到 0. 4 万 hm2。沟眶象与臭
椿沟眶象 Eucryptorrhynchus brandti (Harold)在宁
夏混合发生(杨贵军等，2008b)。因其寄主单一，
在美国两者均被视为理想的生物天敌来防治入侵
种臭椿(Ding et al．，2006)。

目前国内对臭椿沟眶象的生物生态学、防治
等报道较多(江尧桦，1990;萧刚柔，1992;秦魁兴，
1996;秦绪兵等，1999; 葛藤，2000; 倪同良等，
2004;张刘伟，2007;贾永国和王淑芬，2008;徐玲，
2008;马金平等，2009;任三强，2010)。Herrick 等
(2011)致力于将其作为天敌防治臭椿，对其生物
学特性及人工饲养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沟眶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学特性以及
生理生化等方面 (雍惠莉等，2007;杨贵军等，
2008a，2008b)，而对沟眶象的发生特点了解较少。
本文调查了沟眶象在灵武市的发生情况及其特
点，以期为宁夏地区沟眶象的防治决策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地区概况

灵武市位于宁夏中部，地处引黄灌区，属中温
带干旱区，典型大陆性气候，冬冷夏热，气温日差
大，年均气温 8. 9 ℃ ;年平均降水 192. 9 mm，最大
积雪深度可达 13 cm，年均蒸发量 1 762. 9 mm，全
年日照 3 011. 0 h，无霜期 157 d。主要绿化树种有
臭椿、柳树、国槐、新疆杨、丝绵木等，调查对象以
行道树及苗圃中的臭椿为主，株距约 1. 5 m，平均

胸径约 20. 4 cm。

1. 2 沟眶象危害特点调查
选取灵武市东塔镇的宋桥村、园艺村、枣博

园、灵武农场和临河镇上桥村 5 个不同地点的 150
株臭椿，进行挖根剖面调查及树上部分沟眶象危
害特点调查。

1. 3 沟眶象成虫收集
在灵武市临河镇设 5 个点，由固定人员定期

(每隔 7 ～ 10 d)进行人工捕捉成虫，自 5 月初持续
到 9 月，统计各时期成虫数量。

1. 4 土壤中沟眶象幼虫分布规律调查
在临河镇臭椿苗圃地，对沟眶象幼虫在土壤

中的分布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从 5 月初持续到 6
月中旬，每周调查 1 次。从树干基部到树冠投影
外沿 180 cm 为止，分不同方位(东、南、西、北)，由
树干基部到树冠投影外沿挖 1 /4 的扇形样坑，由
上到下以 15 cm 为基准分层挖取，深度为 90 cm，

收集土样逐层统计沟眶象幼虫数量。

1. 5 沟眶象成虫出土孔分布规律调查
沟眶象以幼虫或成虫在土壤中越冬。越冬成

虫和以幼虫越冬羽化的成虫出土后，会在地面留
下直径 7 ～ 10 mm 的出土孔。2011 年 8 月末羽化
结束后，在东塔镇随机选取臭椿行道树 162 株，调
查其地面出土孔。从树干基部到树冠投影外沿分
不同方位均匀划分成 8 个区域，统计出土孔距树
干基部的距离和各区域出土孔数量。用 SPSS17. 0
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近 2 年沟眶象在灵武市发生情况

图 1 为 2010 和 2011 年临河镇不同时期人工
捕捉的沟眶象成虫数量变化，可以看出，每年沟眶
象成虫出现均有 2 个高峰期。调查发现，沟眶象
以成虫和幼虫在土壤中越冬，越冬结束后沟眶象
越冬成虫出土出现第 1 个成虫高峰期，沟眶象越
冬幼虫经化蛹羽化出土出现第 2 个成虫高峰期。
2010 年成虫出现的高峰期为 6 月下旬与 8 月下
旬，2011 年为 5 月中下旬与 7 月上旬;2011 年的第
1 个高峰期比 2010 年提前了约 1 个月，第 2 个高
峰期的出现也有提前。据多年观察，每年沟眶象
的出现始于臭椿展叶期，终于臭椿落叶期，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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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临河镇不同时间捕捉的沟眶象成虫数量
Fig． 1 The captured number of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adults at different time in Linhe Town

其整个生活史与寄主植物在物候上的同步性。高
峰期的提前可能与寄主植物物候期的提前有关。

2. 2 沟眶象危害特点
沟眶象主要以幼虫危害臭椿根部，危害特征

表现为:受害后根分泌物与土壤相互作用形成坚
硬的瘤状突起，瘤状物分布于根的表面，易剖落，
剖落后清晰可见幼虫危害后留下的虫道;部分根
系被幼虫直接咬断，其结构遭破坏，被幼虫直接咬
断的根系只有少数直径约为 2 ～ 3 cm 的细根。在
灵武市的调查发现，受害的根部表面几乎都有瘤
状物的存在，可以作为鉴别沟眶象危害特征。

图 2 沟眶象幼虫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
Fig． 2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larvae in soil

沟眶象成虫出土后聚集在裸露的树根、树体
流胶处、树干基部取食，也会取食幼嫩枝梢，造成
其萎蔫。调查发现流胶处常聚集较多的沟眶象成
虫取食，解剖流胶处发现树干内有臭椿沟眶象幼
虫。流胶现象是由沟眶象成虫还是臭椿沟眶象幼
虫危害所致，或两者共同作用所致，尚不明确。

2. 3 沟眶象在土壤中的分布规律
2. 3. 1 沟眶象幼虫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 由图 2
可以看出，幼虫在土壤深度 0 ～ 75 cm 范围内均有

分布，在 30 ～ 45 cm 土层中分布最多，占 46. 1%。
0 ～ 45 cm 范围土层分布的约占 80%。75 cm 以下
的土壤分布的幼虫不足 1%。

沟眶象幼虫活动范围有时可达土壤深度 1 m

以下，可能与灵武市的土壤理化性质有关。调查
地土壤普遍为砂土，质地疏松，透气性好，且经常
灌溉，湿度适宜，有利于沟眶象在其中活动。但是
目前进行土壤施药防治时，施药深度约为 15 ～ 20
cm，远低于沟眶象幼虫活动范围，因此有必要加大
施药深度。
2. 3. 2 沟眶象出土孔分布规律
2. 3. 2. 1 沟眶象出土孔距离树干的水平分布
沟眶象集中在距离树干基部 75 cm 以内的范围出
土，占到出土总数的 88% (图 3)，少量沟眶象在
1. 2 m 范围之外出土，最远可达 1. 66 m，仅占
1. 6%。目前土壤施药通常在距离树干 30 cm 的
范围内进行，应扩大施药的范围。
2. 3. 2. 2 沟眶象在树干周围不同方位出土分布
规律 对 262 株臭椿树下沟眶象出土孔数分 8 个
不同方位进行调查(4 次重复，n = 370)，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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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沟眶象出土孔距离树干的水平分布(n = 370)

Fig． 3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unearthed holes

along the direction of tree trunk base(n = 370)

见图 4，方差分析得 F = 0. 373。查表得 F0. 05 (7，
24) = 2. 42 ＞ 0. 373，表明沟眶象成虫在不同方位
出土数量差异未达显著，说明土壤中沟眶象幼虫
在树干周围各方向分布比较均匀。因此，土壤施
药化学防治时应兼顾各个方向，改变传统单一方
位的施药方式。

图 4 不同方位沟眶象出土孔的比例
Fig． 4 Proportion of Eucryptorrhynchus chinensis

unearthed hole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3 讨论与建议
3. 1 讨论
3. 1. 1 沟眶象的越冬场所 有报道称沟眶象以
不同龄期的幼虫和成虫分别在根内或土壤内，或
以少量蛹在土壤内越冬(史玉功等，1994);也有报
道认为幼虫在树体内分布 (苏月玲和冯晓蓉，
2008;杨贵军等，2008a)。在灵武市各地越冬初期
大量调查发现，沟眶象以成虫和幼虫在土壤中越
冬，在臭椿树干内外未找到沟眶象，与刘浩等
(2011)的报道一致。

3. 1. 2 沟眶象幼虫的危害特征 沟眶象幼虫危
害臭椿根部形成的瘤状物还未见报道，其形成机
制仍需探讨。瘤状物的物理化学成分及其对树木
根部吸收水分和养分等方面的具体影响等有待深
入研究。
3. 1. 3 关于沟眶象成虫出现高峰期的年度变化
张福春(1995)认为气温是影响我国木本植物物

候的主要因子，芽膨大、芽开放、展叶、开花等物候
现象早晚波动主要受春季气温的制约。中国气象
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 http: / / cdc． cma． gov． cn /)
资料显示，2010 和 2011 年银川地区春季 3 个月的
平均气温分别为 4. 5、9. 7、17. 7℃ 和 1. 8、13. 8、
17. 5℃。2011 年春季平均气温比 2010 年高出了
0. 4℃，而且气温波动比 2010 年也较大，可能会影
响到臭椿展叶期等物候期的提前。对于寄主专一
性昆虫来说，整个生活史必须与寄主植物在物候
上同步(Bale et al．，2002)。以成虫越冬的沟眶象
随着臭椿物候的提前其发育也会相应提前，可能
引起第 1 个成虫出现高峰期的提前。受气候变暖
影响，植物生长期缩短，昆虫必须尽量利用有限的
时间完成发育(董兆克和戈峰，2011)，气温升高发
育速率加快，沟眶象成虫第 2 个出现高峰期也会
有所提前。

3. 2 防治建议
3. 2. 1 加强检疫 沟眶象飞行能力非常有限，人
为传播是其扩散主因。应杜绝从沟眶象疫区调运
臭椿苗木，做好非疫区的防范工作，切断其传播来
源。
3. 2. 2 人工捕捉成虫 近 2 年在灵武市每逢沟
眶象盛发期，都集中人力在臭椿树下捕杀，效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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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由于沟眶象发生范围广、虫口密度大，且沟
眶象每雌产卵量可达 42 粒(杨贵军等，2008a)，故
不能单纯依赖这一种方法。
3. 2. 3 完善化学防治措施 土壤施药化学防治
时，施药深度不低于 45 cm，距树干基部水平距离
不少于 75 cm，树周各方向均需施药。每年 10 月
末沟眶象进入越冬期，翌年 4 月末越冬沟眶象开
始活动并出土，出土后将很难防治。在沟眶象“入
土”结束后但未冻土之前的 11 中旬和土壤解冻之
后但尚未“出土”前的 4 月中旬进行土壤施药防治
效果较好。
3. 2. 4 兼治臭椿沟眶象 沟眶象常与臭椿沟眶
象混合发生，在灵武市虽以沟眶象为主，但臭椿沟
眶象主要以幼虫在臭椿树干内危害，两者共同危
害加剧臭椿的死亡。因此，在对沟眶象进行根部
防治的同时，适时采取打孔注药、熏蒸等措施防治
树干内的臭椿沟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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