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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科果树八种天牛的危害特征 
及成虫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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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为明确辽宁省瓦房店市得利寺镇果园内蔷薇科果树上天牛的种类、危害特征和种群动
态。【方法】 采用笼养法和虫害木解析法进行研究。【结果】 （1）共发现天牛 8 种，分别是家茸天牛

Trichoferus campestris Faldermann、双隆短翅天牛 Glaphyra kojimai Matsushita、多斑坡天牛 Pterolophia 

multinotata Pic、拟蜡天牛 Stenygrinum quadrinotatum Bates、樱桃虎天牛 Chlorophorus diadema Motschulsky、

桃红颈天牛 Aromia bungii Faldermann、薄翅锯天牛 Megopis sinica White 和四点象天牛 Mesosa myops 

Dalman。（2）桃红颈天牛为害果树活立木的主干；四点象天牛、樱桃虎天牛和多斑坡天牛主要为害衰弱

的果树主干和树枝；薄翅锯天牛为害果树朽木；家茸天牛为害枯死的果树树干和树枝；双隆短翅天牛和拟

蜡天牛为害细枝。（3）家茸天牛、双隆短翅天牛、多斑坡天牛、拟蜡天牛、桃红颈天牛和薄翅锯天牛一年

中均有 1个明显的羽化高峰，四点象天牛一年中有 2个成虫出现高峰，樱桃虎天牛的羽化高峰不明显。【结

论】 不同果树上为害的天牛种类存在差异。8 种天牛为害果树的健康程度存在差异，其中桃红颈天牛对

果树的为害最严重。8种天牛的种群动态规律存在差异。 

关键词  天牛，种群动态，果树，危害特征 

Damage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of wood-boring Cerambycid 
beetles in Rosaceous fruit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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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species, damage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of longicorn beetles (Cerambycidae) 

infesting Rosaceous fruit trees (Rosaceae) in an orchard in Delisi township, Wafangdi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Methods]  

Longicorn beetle larvae were reared in cages to adulthood and identified to the species level and the types of damage caused 

by different species was analyzed. [Results]  (1) Eight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Trichoferus campestris Faldermann, Glaphyra 

kojimai Matsushita, Pterolophia multinotata Pic, Stenygrinum quadrinotatum Bates, Aloe bungii Faldermann, Megopis sinica 

White, and Mesos myops Dalman. (2) Aromia bungii commonly infested the main stem of trees, whereas Mesosa myops, 

Chlorophorus diadema and Pterolophia multinotata mainly infested weakened stems and branches. Megopis sinica mainly 

infested rotten trees and Trichoferus campestri infested withered trunks and branches. Glaphyra kojimai and Stenygrinum 

quadrinotatum mainly damaged slender branches. (3) Trichoferus campestris, Glaphyra kojimai, Pterolophia multinotata, 

Stenygrinum quadrinotatum, Aromia bungii and Megopis sinica each had one annual peak of emergence but Mesosa myops had 

two and Chlorophorus diadema had no obvious peak period of abundance. [Conclusi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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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species of beetle differed and different species infested different parts of fruit trees and caused differing degrees of 

damage to the health of infected trees. The most serious damage was caused by Aromia bungii.   

Key words  longhorn beetle, population dynamic, fruit tree, damage feature 

天牛是重要的林木钻蛀性害虫，幼虫在枝干

内钻蛀危害，导致树势衰弱与树木死亡。许多天

牛是常见的果树害虫，而且单种果树往往受到多

种天牛为害，而同种天牛也可以为害多种果树

（葛仁兴等，1989）。果树天牛按其为害特性可

分为 3种类型，分别是危害枝条型、危害主干或

主侧枝型和危害树干基部及根部型（崔丽丽等，

2008）。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瓦房店市被誉为中国

辽南地区的“水果之乡”，成为闻名世界的全球

水果最佳生产区域和国家果品重点出口基地。到

2010 年，瓦房店全市改造果树 3.37 万 hm2，建

立了苹果、桃、樱桃和李子等多个生产基地。随

着果树栽培面积的逐年增加，病虫害日趋严重，

尤其是老果树产区面临病虫基数逐渐扩大、病虫

新类型逐渐增加、防治难度逐渐增大的局面（李

俞涛等，2013）。 

国内外有关果树蛀干害虫的报道和研究并

不多，主要集中在生物学特点及防治技术上（胡

长效等，2007；姚艳霞等，2009）。为探索适合

瓦房店地区果树蛀干害虫的综合防治，开展了蔷

薇科果树天牛科害虫的种类、危害特征及其种群

动态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设置在辽宁省瓦房店市得利寺镇

烧锅村果园中（39°44′58.00″N，122°2′44.00″E，

海拔 64.00 m）。果树种类有苹果、杏、樱桃、桃

和李子等。果园主要草本植物有狗尾巴草 Setaria 

viridis (L.) Beauv.，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Linn.，看麦娘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铁苋

菜 Acalypha australis L.，苦荬菜 Ixeris polycephala 

Cass.，灰绿藜 Chenopodium glaucum L.，马齿苋

Portulaca oleracea L.，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 

Cav.，鬼针草 Bidens pilosa L.，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 ， 荠 菜 Capsella 

burspastoris (L.) Medic.等。该果园以农业防治和

物理防治为主，调查期间未使用化学农药。 

1.2  调查方法 

每年的 4月初至 9月底（2013.4—2014.9），

选取苹果、杏、樱桃、桃和李子 5种果树为调查

对象，每 7 d调查一次，采用笼养法和抽查法进

行调查。笼养法：在果园任意选取 5种果树若干

株虫害木分别置于铁笼（长×宽×高=3 m×2.5 m× 

3 m）中饲养，铁笼用 60目铁纱网包裹，置于室

外，记录羽化成虫的数量。抽查法：每种果树调

查 20株，调查主干和东西南北 4个方向的树枝，

记录观察到的成虫数量。 

1.3  虫害木解析 

细致解析采集到的虫害木，观察其坑道特征

及虫体在树木内部的危害特点，用数码单镜反光

照相机进行拍照记录，结合前人的研究对危害特

征进行描述。 

1.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Excel 2010 整理分析，利用

GraphPad Prism 6制作种群数量分布图和种群动

态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果树上主要天牛种类 

烧锅村果园蔷薇科果树上共发现天牛 8种，

分 别 是 家 茸 天 牛 Trichoferus campestris 

Faldermann、双隆短翅天牛 Glaphyra kojimai 

Matsushita、多斑坡天牛 Pterolophia multinotata 

Pic、拟蜡天牛 Stenygrinum quadrinotatum Bates、

樱桃虎天牛 Chlorophorus diadema Motschulsky、

桃红颈天牛 Aromia bungii Faldermann、薄翅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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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Megopis sinica White 和四点象天牛 Mesosa 

myops Dalman，主要危害樱桃、苹果、桃、杏和

李子。 

樱桃和苹果上的天牛种类最多，均有 6种。

樱桃上发现的危害虫种有桃红颈天牛、樱桃虎天

牛、四点象天牛、拟蜡天牛、多斑坡天牛和家茸

天牛，其中桃红颈天牛危害最严重，虫体数量占

所有危害种类的 60.00%，其次是樱桃虎天牛和

四点象天牛，虫体数量各占 12.94%，家茸天牛

的虫体数量最少，仅占 2.35%（图 1：A）。苹果

上发现的天牛有四点象天牛、家茸天牛、双隆短

翅天牛、薄翅锯天牛、樱桃虎天牛和多斑坡天牛，

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四点象天牛，虫体数量占

41.08%，其次是家茸天牛，虫体数量占 32.37%，

双隆短翅天牛、薄翅锯天牛和樱桃虎天牛分别占

15.35%、8.30%和 2.49%，多斑坡天牛的虫体数

量最少，仅有 0.41%（图 1：B）。 

桃、杏和李子上的天牛种类稍少，分别为 3

种、3种和 2种。桃上发现的害虫有家茸天牛、 

四点象天牛和桃红颈天牛，家茸天牛危害最严

重，虫体数量占 85.71%，四点象天牛和桃红颈

天牛各占 7.14%（图 1：C）。杏上发现的害虫有

桃红颈天牛、多斑坡天牛和四点象天牛，桃红颈

天牛危害最严重，为 50.00%，多斑坡天牛和四

点象天牛各占 25.00%（图 1：D）。李子上发现

的害虫只有桃红颈天牛和多斑坡天牛，桃红颈天

牛危害最严重，占 92.86%，多斑坡天牛仅占

7.14%（图 1：E）。 

2.2  果树上主要天牛危害特征 

桃红颈天牛为害樱桃、杏和桃活立木的主

干，以为害樱桃为主。树木被害部位表皮正常，

每隔一定距离有一排粪孔，从排粪孔排出大量红

褐色粪屑在地面。危害严重时造成树干中空，皮

层脱落，导致死亡。 

双隆短翅天牛为害樱桃和苹果的树枝，导致

当年的嫩枝枯死，也可危害枯死多年的苹果树

枝，坑道细小曲折，粪便充满坑道，不排到树

枝外。 

樱桃虎天牛为害樱桃和苹果的衰弱木，初孵 

 

 
 

图 1  5 种果树上天牛科害虫的种群数量分布图 
Fig. 1  Population dynamics of longicorn beetles in the five fruit trees 

A. 樱桃；B. 苹果；C. 桃；D. 杏；E. 李子。 

A. Cherry tree, Cerasus pseudocerasus; B. Apple tree, Malus pumila; C. Peach tree, Amygdalus persica;  
D. Apricot tree, Armeniaca vulgaris; E. Plum tree, Prunus sali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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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在树皮韧皮部取食，之后逐渐向心材钻蛀，

坑道弯曲，一般沿着树干由下向下钻蛀，不断排

出新鲜干粪。 

四点象天牛为害苹果、樱桃、桃和杏的衰弱

木，为害苹果树最严重。幼虫在树皮韧皮部和边

材间危害，坑道不规则，虫粪和木屑充满虫道。

成虫有取食苹果枝干的嫩皮补充营养的习性。 

多斑坡天牛为害樱桃、苹果、杏和李子的衰

弱木，种群数量不大。初孵幼虫先蛀食韧皮部，

之后沿木质部表层蛀食，虫道多围绕树木边材，

虫粪充塞在蛀道内。 

拟蜡天牛为害樱桃细枝，幼虫钻入较细的树

枝，在皮下取食，粪便排在隧道内不排出树枝外。 

家茸天牛为害苹果、桃和樱桃枯死的枝干，

为害苹果的种群数量高于桃和樱桃。幼虫从韧皮

部蛀入木质部，形成不规则的蛀道。蛀道扁宽，

由细小渐粗大，有的蛀道仅包一层薄薄的表皮，

蛀道内充满木屑及其粪便。 

薄翅锯天牛为害苹果树朽木，幼虫把树干蛀

成大洞，坑道内充满粪屑。老熟幼虫在近树皮处

化蛹。羽化后留下椭圆形羽化孔。 

总之，桃红颈天牛为害果树活立木主干，给

果树造成严重的损害，是瓦房店地区最严重的果

树害虫；四点象天牛为害次之，主要危害衰弱木；

薄翅锯天牛为害果树朽木，造成的经济损失较

小；樱桃虎天牛和多斑坡天牛为害衰弱的果树主

干和树枝；家茸天牛为害枯死的果树主干和树

枝；双隆短翅天牛和拟蜡天牛为害细枝。桃红颈

天牛和樱桃虎天牛向树枝外排粪，其他天牛均将

粪屑充满蛀道内，不排到树枝外，不易被发现。 

2.3  果树上主要天牛种类的成虫种群动态  

家茸天牛、双隆短翅天牛、多斑坡天牛、拟

蜡天牛和樱桃虎天牛均为 1年完成 1代，其中樱

桃虎天牛的高峰期不明显，其他 4种天牛均有 1

个明显的羽化高峰（图 2）。 

家茸天牛 6月 15日成虫开始羽化，6 月 22

日为羽化高峰日，高峰日虫量达到 41 头，8 月

31日为成虫终见日，从始见日到终见日共 77 d； 

双隆短翅天牛 6 月 8 日成虫开始羽化，6 月 22

日为羽化高峰日，高峰日虫量是 15 头，7 月 6

日为成虫终见日，从始见日到终见日持续 28 d；

多斑坡天牛的成虫始见日为 6 月 22 日，7 月 6

日为羽化高峰日，终见日为 7 月 20 日，从始见

日到终见日共 28 d；拟蜡天牛的成虫始见日为 6

月 8 日，6 月 22 日为羽化高峰日，终见日为 6

月 29日，从始见日到终见日持续 14 d；樱桃虎

天牛成虫始见日为 6月 15日，终见日 9月 7日，

从始见日到终见日持续 84 d。 

总之，双隆短翅天牛和拟蜡天牛羽化最早，

但是从成虫始见日到终见日的持续时间较短，均

不足 1个月。家茸天牛和樱桃虎天牛从成虫始见

日到终见日持续的时间较长，将近 3个月，一直

到 9月中旬还有樱桃虎天牛刚羽化的成虫出现。 

桃红颈天牛、薄翅锯天牛和四点象天牛为 2

年 1代，四点象天牛 1年中有 2个成虫出现活动

期，桃红颈天牛和薄翅锯天牛有 1个羽化高峰期

（图 3）。 

桃红颈天牛幼虫经 2次越冬后在第 3年 6月

29 日开始羽化，7 月 13 日为羽化高峰日，高峰

日虫量 49头，8月 17日为羽化终见日，从始见

日到终见日持续 49 d；薄翅锯天牛 6月 15日成

虫开始羽化，6月 29日为羽化高峰日，8月 3日

为羽化终见日，从始见日到终见日持续 49 d；四

点象天牛越冬代成虫从 4 月 20 日开始活跃，4

月 27日达到高峰，高峰日虫量为 26头，5月 4

日达到末期。次年 6月 15日第 2代成虫开始羽

化，因为羽化后成虫需要越冬，因此野外调查不

能确切的判断其羽化高峰日和羽化终见日。 

总之，桃红颈天牛和薄翅锯天牛羽化的种群

动态情况相似，但是薄翅锯天牛比桃红颈天牛的

各个周期均早 2 周。四点象天牛在 4—9 月间均

有成虫存在。 

3  讨论 

据统计，我国已发现危害果树的天牛隶属于

3个亚科，55个属，有 108种，以沟胫天牛亚科

的种类居多（陈世骧等，1959；蒲富基，1980；

蒋书楠等，1985；石万成和刘旭，1992）。以往

研究表明，危害蔷薇科果树的天牛有星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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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种天牛（1 年 1 代）成虫种群动态 
Fig. 2  Adults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five species 

(one generation pear year) of longicorn beetles 
 

 
 

图 3  3 种天牛（2 年 1 代）成虫种群动态 
Fig. 3  Adults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three species 

(one generation in two year) of longicorn beetles 
 
Anoplophora chinensis Forster、桑天牛 Apriona 

germari Hope、桃红颈天牛、云斑天牛 Batocera 

horsfieldi Hope、梨眼天牛 Chreonoma fortunei 

Thom.等（崔丽丽等，2008）。本文研究表明在瓦

房店市为害蔷薇科果树的天牛就有 8种之多，并

且以前未见报道多斑坡天牛、双隆短翅天牛和拟

蜡天牛也可以为害蔷薇科果树（王直诚，2003；

李占文等，2008；王连珍等，2009；毛建萍和浦

冠勤，2012）；据报道四点象天牛可为害苹果（萧

刚柔，1992；徐公天和杨志华，2007），本文研

究表明还可为害樱桃、杏和桃；据报道樱桃虎天

牛可为害亚细亚樱桃（陈世骧等，1959；孙淑萍

和盛茂领，2006），本文研究表明还可为害苹果；

家茸天牛和薄翅锯天牛未发现新的蔷薇科寄主

（刘文钊和张英俊，1999）；桃红颈天牛一直被

认为是桃、杏、李、樱桃等果树的重大害虫之

一（曹子刚和董桂芝，1998），与本文研究结果

一致。 

桃红颈天牛对果树的为害最严重，曾有报道

河北昌黎果树所，杏、樱桃、桃等果树被桃红颈

天牛危害的株率达 100%，造成全园果树枯死，

在一株大杏树内可以找到 100多头幼虫（曹子刚

和董桂芝，1998）。因此桃红颈天牛应该成为重

点防治对象，在瓦房店市 7月上旬是其羽化高峰

期，可采用人工捕捉成虫或者利用其成虫假死性

人工振树进行防治，能有效降低害虫数量，或者

根据受害树干上的排粪孔寻找幼虫进行钩杀防

治（龚青等，2013）。 

四点象天牛越冬成虫于 4 月 20 日左右开始

活跃，啃食苹果枝干嫩皮补充营养，4 月 27 日

达到活动高峰期。可在此时对成虫进行防治，采

用人工捕捉或者适当的化学防治方法，降低种群

数量。6 月 15 日为羽化始见日，可在羽化前清

理虫害木并集中进行熏蒸或焚烧处理，达到一定

的防治效果（肖维玲，2011）。 

双隆短翅天牛和拟蜡天牛主要危害果树的

细枝，并且这两种天牛均于 6月 8日开始羽化，

6 月 22 日达到高峰，可在羽化期前剪除当年受

害导致衰弱的细枝，防止下一年继续为害。 

薄翅锯天牛、家茸天牛、樱桃虎天牛和多斑

坡天牛为害衰弱木或死树，可将虫害木集中进行

熏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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