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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杨脊虎天牛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 Ｌ. 是东北地区近 １０ 多年来严重危害杨树的蛀干害虫之一ꎮ 该虫主要

侵害胸径 ２０ ｃｍ 以上的大树主干ꎬ幼虫呈环割状危害ꎬ极易造成主干风折ꎮ 本文首次对青杨脊虎天牛的危害特性

进行了精细观察和描述ꎬ绘制了不同危害阶段的三维坑道结构图ꎬ并配以相应的外部危害特征照片ꎬ对青杨脊虎

天牛的发生监测具有指导作用ꎮ
关键词　 青杨脊虎天牛ꎬ危害特征ꎬ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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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杨脊虎天牛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 Ｌ. ꎬ又名青杨

虎天牛ꎬ是东北地区近 １０ 多年来的重要蛀干害虫之

一ꎬ对杨树的危害尤其严重(陈世骧等ꎬ１９５９ꎻ蔡建文

等ꎬ２０００ꎻ黄咏槐ꎬ２００４ꎻ胡春祥等ꎬ２００４ꎻ王志英等ꎬ
２００６ꎻ安堃ꎬ ２００９)ꎮ 幼虫呈环割状危害ꎬ极易造成

主干风折ꎬ有时极大地威胁人身安全ꎮ 较为直观和

系统的了解青杨脊虎天牛的危害特征ꎬ将有助于该

虫的野外早期鉴别和虫情发生监测ꎮ

１　 材料与方法

虫害木解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ꎬ
在幼虫期ꎬ每隔 １ 个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

区挑选被害树木ꎬ伐倒、截段ꎮ 带回实验室后解析

虫害木ꎬ观察不同阶段被害木表面及内部坑道的

变化ꎬ结合测量、拍照和记录ꎬ绘制其危害后所形

成坑道的三维结构图ꎮ
野外观察: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初—６ 月初的青杨脊

虎天牛自然羽化、繁殖期ꎬ在受害林地每 ３ ｄ １ 次ꎬ
观察成虫羽化、交配和产卵情况ꎬ拍摄照片ꎬ做观

察笔记ꎮ
数据分析:青杨脊虎天牛幼虫的危害初期“刀

砍状”坑道深度和越冬所在坑道深度的频次分布

均用 Ｐｒｉｓｍ ６. 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产卵习性及危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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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　 产卵习性 　 青杨脊虎天牛在东北地区 １
年 １ 代ꎬ６ 月上中旬为羽化、交配和产卵盛期ꎬ通常

羽化后当天或第 ２ 天即可交配ꎬ交配后则寻找适

宜的地方产卵ꎮ 该虫喜食杨属和柳属的部分树

种ꎬ产卵多选择未受危害或虫口密度非常低的健

康树ꎮ 一般危害树龄 ２０ 年以上的林木ꎮ
雌虫通常选择主干上较深的树皮缝隙处产

卵ꎬ产卵器探入缝隙内ꎬ将卵一粒一粒排出(图 ４:
Ａ)ꎮ 通常每次产卵 ２０ ~ ７０ 粒不等ꎬ受惊扰后或更

换位置继续产卵或暂时不再产卵ꎮ 而一个雌虫产

卵后ꎬ其它雌虫一般不会在同一主干上近距离处

再产卵ꎮ
２. １. ２　 危害特征　 产卵数日后ꎬ若产卵部位在主

干中上部ꎬ因其树皮颜色较浅、树皮缝隙开裂程度

低ꎬ可观察到产卵点及周围很小面积变为深棕色

至黑色(图 ４:Ｂ)ꎬ但如果产卵点在主干下部或基

部ꎬ由于树皮颜色深ꎬ且树皮缝隙开裂程度深ꎬ则
产卵部位不易观察ꎮ

２. ２　 表皮和坑道危害特征

２. ２. １　 不同阶段的危害特征 　 青杨脊虎天牛幼

虫在坑道内的危害特性ꎬ可分为 ５ 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６ 月末至 ７ 月末ꎬ卵在树皮缝隙内

孵化为小幼虫ꎬ然后集体向木质部垂直于主干方

向蛀食ꎬ留下明显且典型的“刀砍”状刻痕(图 ４:
ＤꎬＥ)ꎮ 由于每个产卵点产卵量不同ꎬ使“刀砍”深
度有所差异ꎮ 在树皮表面 “刀砍”处颜色变黑褐

色ꎬ并有液体流出ꎬ使“刀砍”状下方呈现水渍状

(图 ４:Ｃ)ꎮ 通过对 ４２ 截木段上ꎬ共 ９０ 处“刀砍”
状刻痕进行深度测量和频次分析ꎬ其“刀砍”危害

深度常在 ２０ ~ ３０ ｍｍ 之间ꎬ最深可达 ４７ ｍｍꎬ最小

为 ８ ｍｍꎬ如图 １ 所示ꎮ
第二阶段:８ 月初至 ９ 月初ꎬ幼龄幼虫逐渐沿

“刀砍”状刻痕的左右两侧爬出返回韧皮部ꎬ并各

自分散呈不规则辐射状环形取食韧皮部ꎬ每条幼

虫坑道几乎不重叠ꎮ 树皮“刀砍”处周围ꎬ颜色较

健康处偏黄、干瘪ꎮ
第三阶段:９ 月初至 １０ 月初ꎬ幼虫已基本处于

中龄或老熟阶段ꎮ 中老龄幼虫在各自韧皮部坑道

的末端开始ꎬ再次蛀食木质部形成坑道ꎬ但坑道方

向不固定ꎬ且一般不重叠ꎻ被危害的韧皮部布满深

棕色的虫粪与分泌物ꎮ
树皮在上一阶段发黄、干瘪的部分ꎬ可明显观

图 １　 青杨脊虎天牛幼虫初期“刀砍”状危害深

　 　 　 　 度频次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ｃ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ｂｏｒｅｄ
ｂｙ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 ｌａｒｖａ ａｔ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察到干瘪面积变大、中心部位开裂、塌陷(图 ４:
Ｆ)ꎮ

第四阶段:１０ 月中下旬开始ꎬ逐渐入冬ꎬ中老

龄幼虫将木质部坑道的终端作为越冬场所ꎬ开始

休眠(图 ４:Ｇ)ꎬ越冬深度如图 ２ 所示ꎮ
树皮外部特征较第三阶段差别不大ꎬ但秋天

落叶后更易于观察ꎮ

图 ２　 青杨脊虎天牛幼虫木质部越冬深度频次分布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ｘｙｌｅｍ ｏｆ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 ｌａｒｖａ

第五阶段:翌年 ３ 月末至 ４ 月末ꎬ越冬幼虫开

始活动ꎬ从越冬处开始逐渐向外蛀食ꎮ ５ 月中下

旬ꎬ幼虫蛀食至紧邻韧皮部处开始化蛹ꎬ蛹室基本

垂直于主干ꎬ蛹头部朝外ꎬ尾部指向髓心ꎮ ５ 月末ꎬ
蛹开始羽化(图 ４:Ｈ)ꎬ６ 月上中旬为羽化盛期ꎬ至
６ 月下旬基本结束ꎮ 树皮外可观察到密集的近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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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青杨脊虎天牛在不同危害阶段坑道的三维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３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ｔａｇｅｓ

形羽化孔ꎮ
２. ２. ２　 三维坑道结构图 　 青杨脊虎天牛在不同

图 ４　 典型危害特征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
Ａ. 青杨脊虎天牛卵 ｅｇｇｓ ｏｆ Ｘ. ｒｕｓｔｉｃｕｓꎻＢ. 产卵数天后外观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ꎻＣ. 第一阶段外观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１ｓｔ ｓｔａｇｅꎻＤ. “刀砍状”危害纵剖面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ｃ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ꎻＥ.
“刀砍状”危害内部观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ｈａｃ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ꎻＦ. 第三阶段外观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３ｒｄ ｓｔａｇｅꎻＧ. 中、老熟幼虫越冬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ｌａｒｖａｅꎻＨ. 成虫羽化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ꎻＩ. “折头”树 ｆｏｌ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

危害阶段的三维坑道结构如图 ３ 所示ꎮ

２. ３　 宏观危害特征

受青杨脊虎天牛蛀食的主干外表ꎬ树皮干瘪、
塌陷ꎮ 虫口密度较大时ꎬ被危害的树干内部几乎

被蛀空ꎮ 因此ꎬ在春夏两季ꎬ若遇大风ꎬ且“刀砍

状”一侧迎风ꎬ则被害木极易在“刀砍”处折断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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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折头树”的典型宏观特征(图 ４:Ｉ)ꎮ

３　 小结与讨论

本文首次直观、系统地展示了青杨脊虎天牛

各危害阶段的典型外部特征ꎬ以及内部坑道发展

的三维结构ꎬ为该虫的发生、监测提供了清晰、明
确的判别方法ꎮ

调查中发现ꎬ不同青杨脊虎天牛雌虫在健康

树木上产卵时ꎬ通常不会相隔较近距离ꎬ因此同一

被害木段上ꎬ绝大多数虫体发育进度非常一致ꎮ
青杨脊虎天牛的初孵幼虫死亡率很高ꎬ但死因不

清晰ꎮ 某些被害木尽管外部危害特征明显ꎬ但在

树木解析过程中仅发现体色发黑、变腐的幼虫ꎬ或
者不完整的幼虫尸体ꎬ或者未发现幼虫ꎬ同时发现

的还有寄生蜂的幼虫ꎮ
调查发现ꎬ青杨脊虎天牛在未经检疫处理的

原木中有较高的生存率ꎬ人为运输寄主原木或其

它林产品是该虫远距离传播的主要途径ꎬ必须严

格禁止寄主原木调出疫区ꎮ
此外ꎬ被害木解析时可闻到某种较浓的特殊

气味ꎬ而健康木上则无ꎮ 该挥发性气体是否为青

杨脊虎天牛释放的一种益己素ꎬ值得深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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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森林保护专业研究生潘龙和张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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