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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testswithbaittrapswereconductedtomonitorbarkbeetlesonpine, Cryphalusfulvus,

Hylastesplumbeus, TomicusminorandTomicuspiniperda, from 2005 to2006 inMountQianshanofLiaoning.

TheresultsshowedthattwoemergencepeakswerefoundforthesefourspeciesofbarkbeetlesfromApril18 to

August10, inwhichthefirstpeaklastedabout30 days, andthesecondabout15 days.InC.fulvusandH.

plumbeus, thefirstemergencepeakwasearlytomiddleMay, andthesecondwasmiddletolateJulyandearly

tomiddleJuly, respectively.T.minorandT.piniperdahadsimilaremergencepeaks, i.e.thefirstpeakin

lateApriltoearlyMayandthesecondinearlytomiddleJuly.Thenumberofbeetlestrappedinthefirstpeak

washigherthanthesecondexceptC.fulvusbecauseofitshigherpopulationdensityinfirsttrapped.

Keywords　semiochemicals, Cryphalusfulvus, Hylastesplumbeus, Tomicusminor, Tomicuspiniperda,

emergence

摘　要　于 2005 ～ 2006年在辽宁省千山利用信息化学物质野外诱捕黄色梢小蠹 Gryphalusfulvus、红松

根小蠹 Hylastesplumbeus、横坑切梢小蠹 Tomicusminor及纵坑切梢小蠹 Tomicuspiniperda成虫 , 结果显

示:这 4种小蠹在 4月 18日至 8月 10日期间都明显出现 2次扬飞高峰。第 1次扬飞高峰持续均为 30 d

左右 , 第 2次扬飞高峰期约为 15 d;黄色梢小蠹和红松根小蠹第 1次扬飞高峰期在 5月上中旬出现 ,第 2

次扬飞高峰期分别在 7月中下旬和上中旬;横坑切梢小蠹与纵坑切梢小蠹的扬飞高峰期基本一致 , 第 1

次扬飞高峰期为 4月下旬到 5月上旬 , 第 2次扬飞高峰在 7月上中旬;结果同时还表明诱虫量第 1次扬

飞高峰一般都明显大于第 2次 , 只是黄色梢小蠹在首次利用信息化学物质进行监测且密度较高时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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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蠹虫为 鞘翅目 Coleoptera, 小蠹科

Scolytidae的一类昆虫 ,是针叶树木的毁灭性害

虫 。纵坑切梢小蠹 Tomicuspiniperda和横坑切

梢小蠹 T.minor经常混合发生 ,不仅在北方危

害严重 ,在我国西南林区也肆虐成灾
[ 1, 2]
。近

年来黄色梢小蠹 Cryphalusfulvus在辽宁千山风

景区对油松危害也较严重
[ 3]
。红松根小蠹

Hylastesplumbeus主要危害林木的根部 ,也可以

导致寄主迅速死亡 。由于其绝大多数以成虫和

幼虫在寄主内钻蛀危害 ,隐蔽性很强 ,虫体转梢

转干时间长 ,高峰期不易掌握
[ 4]
,防治困难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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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蠹虫的危害发生与防治多年来也一直是研

究的重点和难点 。

森林生态系统多种复杂的信息化学物质

(semiochemicals)影响和决定着森林生态系统

内生物的时空结构与分布
[ 5]
,小蠹虫对针叶寄

主树木的选择和入侵危害是在树木次生代谢物

质和小蠹虫信息化学物质的综合调控下完成的

一个复杂过程
[ 1, 6, 7]

。应用信息化学物质研究

小蠹虫的发生规律 ,准确地测定出该虫扬飞高

峰期和扬飞期的持续时间 ,确定了其扬飞高峰

曲线 ,能为小蠹虫的监测和防治提供可靠的科

学依据
[ 8]
,是当今世界害虫综合治理(IPM)的

主要方向之一
[ 9, 10]
。为了探索利用信息化学物

质监测和防治松树小蠹虫的新方法 ,本研究试图

利用小蠹虫信息化学物质对在千山危害较为严

重的黄色梢小蠹 、红松根小蠹 、横坑切梢小蠹及

纵坑切梢小蠹进行诱捕 ,摸清其扬飞规律 ,以期

为千山小蠹虫的监测和扬飞期的科学防治提供

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于辽宁省千山风景名胜区 ,距鞍山

市中心东南 17km,总面积 125km
2
。千山属于

长白山支脉 ,植被为油松 、落叶阔叶混交林 ,绝

大部分为次生林 ,少部分为人工林 ,林中的害虫

主要有小蠹虫 、松干蚧 、松毛虫 、松梢螟 、天牛

等
[ 11]
。自然植被中 ,油松的比重最高 ,约占整

个森林面积的 40%,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松有万

余株。试验地设在中沟 、龙泉寺和无量观 3个

地点。中沟标准地位于仙人台景区 ,为 20 ～ 30

年的中龄林 ,游人量较小 ,树势生长较旺盛;龙

泉寺和无量观标准地位于北部景区 ,为近百年

的过熟林 ,游人较多 ,树势较衰弱。近年来小蠹

虫在千山风景区对油松危害严重 , 在现有的

3 133 hm
2
油松纯林中 ,有 533 hm

2
受小蠹虫危

害严重 ,是油松致死的直接原因
[ 12]
,黄色梢小

蠹和横坑切梢小蠹虫口密度较大
[ 13]
,是优势种

类 。

1.2　材料

加拿大引进人工合成的缓释性信息化合物

诱 芯:α-蒎 烯 (alpha-pinene, AP)、 壬 醛

(nonanal, NL)、反 式 马 鞭 草 烯 醇 (trans-

verbernol, TV)和桃金娘烯醇 (myrtenol, MT)。

其中 α-蒎烯为小瓶包装 ,其它诱芯均为片式包

装 ,缓释有效期为 3个月 。诱捕器采用吉林省

林科院生产的 8漏斗式 “小蠹虫诱捕器”(专利

号:ZL200420012443.4)。

1.3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05年(5月 1日至 7月 20日)和

2006年(4月 18日至 8月 10日)进行 ,在千山

龙泉寺 、无量观和中沟 3块实验地内各设置 1

组诱捕器 ,每组 4个诱捕器 ,每个诱捕器挂 1种

诱芯组合 ,试验共设 4种不同诱芯组合处理 ,分

别为 2AP、2AP+NL+TV、2AP+NL+MT+TV

和对照(不挂任何诱芯), 组内诱捕器随机排

列 ,间距不小于 50 m,组间距离均大于 100 m,

悬挂高度距地面约 1.5 m。每 2 d定时收集集

虫杯中的小蠹虫 1次 ,将诱捕的小蠹虫收集于

内盛 70%的酒精的集虫杯中 ,室内鉴定集虫杯

中小蠹虫种类 ,统计虫口数。

2　结果与分析

对千山 3个不同地点(龙泉寺 、无量观 、中

沟)诱集的小蠹虫进行种类鉴定与数量统计 ,

如图 1 ～ 4所示 。

2.1　黄色梢小蠹的扬飞规律

如图 1所示:黄色梢小蠹在千山地区 2005

年的第 1次扬飞高峰从 5月初开始 ,直到 5月

11日达到峰值 ,而后诱捕量开始下降 ,该高峰

期历时约 30d,在此高峰期过后 ,诱捕量一直处

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 ,第 2次扬飞高峰从 7月 13

日开始;2006年的第 1次扬飞高峰同 2005年相

似 ,第 2次扬飞高峰从 7月 6日开始到 7月 13

日达到峰值 ,较 2005年早 1周左右 ,持续到 7月

20日 ,历时 15 d左右。 2005年黄色梢小蠹第 2

个扬飞高峰数量比第 1个扬飞高峰大 , 2006年

反之。由黄色梢小蠹在千山地区 2005和 2006

年的扬飞曲线可见:黄色梢小蠹从 4月 18日至 8

月 10日期间在千山地区出现 2次扬飞高峰 ,分



·122　　· 昆虫知识 ChineseBulletinofEntomology 47卷

别出现在 5月上中旬与 7月中下旬 , 2个高峰期 持续时间分别约为 30d与 15d。

图 1　2005 ～ 2006年黄色梢小蠹扬飞曲线

2.2　红松根小蠹的扬飞规律

如图 2所示:红松根小蠹在千山地区 2005

年的第 1次扬飞高峰从 4月底开始 ,直到 5月

11日达到峰值 ,而后诱捕量开始下降 ,该高峰

期历时约 30d,在此高峰期过后 ,诱捕量一直处

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 ,第 2次扬飞高峰从 7月

6日开始 ,于 7月 13日达到最高峰 ,该高峰期

历时约 15 d;2006年的 2次扬飞高峰同 2005

年类似。可见:红松根小蠹从 4月 18日至 8月

10日期间在千山地区出现 2次扬飞高峰 ,分别

出现在 5月上中旬与 7月上中旬 , 2个高峰期

持续时间分别约为 30 d与 15 d。第 1次扬飞

高峰诱集的虫口数量明显多于第 2次高峰。

图 2　2005 ～ 2006年红松根小蠹扬飞曲线

2.3　横坑切梢小蠹的扬飞规律

如图 3所示:横坑切梢小蠹在千山地区

2005年的第 1次扬飞高峰从 4月下旬开始 ,直

到 5月初达到峰值 ,而后诱捕量开始下降 ,该高

峰期历时约 30d。在此高峰期过后 ,诱捕量一

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第 2次扬飞高峰从 7

月 6日开始 ,于 7月 13日达到最高峰 ,该高峰

期持续约 15 d;2006年的第 1次扬飞高峰从 4

月 20日开始 ,直到 4月 27日达到最高峰 ,该高

峰期历时约 30d,第 2次扬飞高峰同 2005年相

似。可见:横坑切梢小蠹从 4月 18日至 8月 10

日期间在千山地区出现 2次扬飞高峰 ,第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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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飞高峰集中在 4月下旬和 5月上旬 ,第 2次

扬飞高峰在 7月上中旬 , 2个高峰期持续时间

分别约为 30d与 15 d。第 1次扬飞高峰诱集

的虫口数量明显多于第 2次高峰。

图 3　2005 ～ 2006年横坑切梢小蠹扬飞曲线

图 4　2005 ～ 2006年纵坑切梢小蠹扬飞曲线

2.4　纵坑切梢小蠹的扬飞规律

如图 4所示:纵坑切梢小蠹在千山地区

2005年的第 1次扬飞高峰在 5月上旬达到峰

值 ,该高峰期历时约 30 d,在此高峰期过后 ,诱

捕量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第 2次扬飞高

峰从 6月 29日开始 ,于 7月 6日达到最高峰 ,

该高峰期持续约 15 d;2006年的第 1次扬飞高

峰从 4月 20日开始 ,直到 4月 27日达到最高

峰 ,该高峰期持续约 30 d,第 2次扬飞高峰较

2005年延后一周左右 。该高峰期历时约 15 d。

从纵坑切梢小蠹在千山地区 2005和 2006年的

扬飞高峰曲线可见:纵坑切梢小蠹从 4月 18日

至 8月 10日期间在千山地区出现 2次扬飞高

峰 ,第 1次扬飞高峰集中在 4月下旬和 5月上

旬 ,第 2次扬飞高峰在 7月上中旬 , 2个高峰期

持续时间分别约为 30 d与 15 d。第 1次扬飞

高峰诱集的虫口数量明显多于第 2次高峰。

3　讨论

横坑切梢小蠹和纵坑切梢小蠹从 4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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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8月 10日期间在千山地区第 1次扬飞高

峰集中在 4月下旬和 5月上旬 ,第 2次扬飞高

峰在 7月上中旬 ,扬飞高峰出现时间相同 。根

据薛永贵等
[ 14]
,原忠林等

[ 12]
和孔淑芬等

[ 15]
报

道横坑切梢小蠹和纵坑切梢小蠹在我国 1年 1

代 ,以成虫越冬 ,结合成虫诱集的扬飞曲线作者

推测第 1个高峰期的形成应该是由越冬代的成

虫群集扬飞而造成 ,第 2个高峰期是由新一代

成虫所形成;黄色梢小蠹和红松根小蠹从 4月

18日至 8月 10日期间在千山地区第 1次扬飞

高峰集中在 5月上中旬 ,第 2次扬飞高峰在 7

月上中旬或中下旬。第 1次扬飞高峰诱集的虫

口数量一般明显多于第 2次高峰 ,只有 2005年

黄色梢小蠹第 2个扬飞高峰数量比第 1次扬飞

高峰大 ,可能是由于 2005年首次在此地点引诱

该虫 ,虫口密度非常大所致。由于国内目前还

没有对黄色梢小蠹和红松根小蠹的生物学特性

进行详细研究 ,根据扬飞曲线作者推测第 1个

高峰期的形成应该是由越冬后的成虫群集扬飞

而造成 ,第 2个高峰可能是由新一代成虫所形

成 。

黄色梢小蠹 、红松根小蠹 、横坑切梢小蠹及

纵坑切梢小蠹成虫的扬飞活动或多或少都存在

不整齐现象 ,据戴兴祥等 ,王海林等 ,李丽莎等

报道 ,云南横坑切梢小蠹和云南切梢小蠹由于

存在姊妹世代重叠 ,故造成扬飞时期的不整

齐
[ 16 ～ 18]

。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黄色梢小

蠹和红松根小蠹的生物学特性研究的报道 ,根

据成虫诱集的扬飞曲线我们推测其也可能存在

姊妹世代重叠现象 ,故造成扬飞时期的不整齐 ,

如 2005年在虫口密度较高的情况下 ,黄色梢小

蠹在 5月 25日至 7月 13日期间出现大小不一

的 3个扬飞小高峰 ,红松根小蠹在 5月 25日至

7月 6日期间出现大小不一的 3个扬飞小高

峰 。而从天气情况来看 ,据 Negrón等报道小蠹

虫的发育状况受温度 、降雨量等气候条件影响

较大
[ 19]
,而 5月中旬后千山地区早晚温差大 ,

降雨量增多 ,从而导致小蠹虫发育产生较大差

异 ,同一种间可能不整齐 ,因此造成扬飞时期的

不整齐 。

通过信息化学物质诱捕对黄色梢小蠹 、红

松根小蠹 、横坑切梢小蠹及纵坑切梢小蠹成虫

的扬飞规律进行监测发现 ,在 4月 18日至 8月

10日诱捕期间以上 4种小蠹成虫在千山地区

第 1次高峰期持续时间均为 30 d左右 ,第 2次

高峰期均较短 ,约为 15 d。而在我国西南地区

横坑切梢小蠹在 4月 18日至 8月 10日期间的

2个高峰期持续都约为 30 d
[ 14, 20]

,这可能是由

于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气候不同使两地

的小蠹虫在生活史和生态学适应性方面产生了

差异 。

野外诱捕期间影响小蠹成虫扬飞的因素较

多 ,如小蠹虫活动部位 、诱捕地理位置 、郁闭度

及人的活动因素等 ,都直接影响着诱捕器的诱

捕虫口数 ,要达到利用化学信息物质为小蠹的

预测预报和可持续控制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的

目的 ,还需要在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地点进一步

完善小蠹虫的扬飞活动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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