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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箭山林场连续 11 年松林无虫灾的原 因
来

昆箭山林场位于山东半岛北部
,

有林面积 5 万余亩
,

是山东省最大的林场之一
。

1 9 5 3至

1 9 7 4年的21 年间
,

松干纷和松毛虫连年猖撅危害
,

有的年份重复防治十几遍
。

据林场统计
,

21 年累积化学防治面积达 1 2 89 9 05 亩次
,

结果是年年治虫
,

越 治越多
,

致使松林成批枯死
,

赤松所剩无几
。

1 9 7 5年起林场总结了经验教训
,

采取封山育林
、

修枝间伐
、

引进抗虫树种
、

适地适树不拘形式地营造混交林等综合治理措施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n 年没有使 用 化 学 农

药
,

松干纷
、

松毛虫却有虫无灾
,

松林越长越旺
,

改变了森林生态 环 境
。

作 者 于1 9 8 3一 1 9 8 5

年
,

对昆箭山林场 的一整套营林技术与
“

两虫
”

发生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
,

现总结如下
。

(一) 营造混交林
,

改善森林生态环境

过去昆箭山林场几乎全部是赤松纯林
, 1 9 7 5年起全场林地全面改建

,

大力营造混交林
,

强调适地适树
。

混交林的特点是
:

株
、

条
、

块形状不统一
,

面积大小不一致
,

但林分结构合

理
,

各种树木生长旺盛
,

抗虫性能提高
,

天敌昆虫数量增加
。

1
。

赤松纯林与混交林中松毛虫及其天敌的调查 1 9 8 5年 10 月调查
,

赤松纯林 5 块 标 准

地中的松毛虫虫株率为 20 %
,

平均虫口 密度为O
。

43 头 /株 ; 赤松
、

黑松混交林 5 块标准地中

的松毛虫虫株率为20 %
,

平均虫口密度则为0
.

25 头/ 株 ; 赤松
、

华山松和赤松
、

落叶松混交

林 5 块标准地中的松毛虫虫株率均为10 %
,

平均虫 口密度为。
.

01 头 /株
。

根 据 我 们 1 9 8 3一

1 9 8 5年的定点观察与标本采集
,

昆箭山混交林中常见的松毛虫昆虫天敌有 20 种(表 1 )
,

常见的

食松毛虫鸟有 9 种(表 2 )
,

而昆箭 山周围的赤松纯林带
,

则不易采集到它们
。

2
.

赤松纯林与泥交林中松干价天敌的调 查 1 9 8 4一1 9 8 5年
,

松干纷雌成虫和卵囊 发 生

期间
,

在赤松纯林和赤松与其它树种混交林的标准地中
,

随机取样调查了赤松树上的松干纷

天敌种类和数量
,

尽管松干蚁虫口密度分布不均匀
,

影响着天敌的种群数量
,

但总趋势仍然

是混交林中的天敌数量大于纯林
。

天敌种类如表 3
。

3
.

混 交林对树木生长的影响 一般地说
,

树木生长健壮
,

抗虫性能也强
。

为了测 定 混

交林对赤松生长的影响
,

在混交林和赤松纯林中各取 4 块标准 地
, 5 点取 样

,

取 O一 5 c m

和 1 5一20 c m 处的土壤样品
,

化验测定结果是
,

混交林地的土壤氮
、

磷
、

钾和有机质成份
,

都比赤松纯林地的养分含量高
,

尤其是 O一 5 c m 土 层 内的有机质和全氮含量
,

混交林比纯

林分别高出12 1 %和 97
。

2 %
。

据 1 9 8 5年赤松纯林和混交林对 9 年生赤松高生长和径生长调查
,

90 株样品实际侧量统计
,

生长在混交林中的赤松比赤松纯林高生长快 1 4
。

2 %
,

径生长快 9
.

4 %
。

对落叶松
、

火炬松
、

杉木
、

水杉
、

马褂木
、

黑松
、

华山松
、

揪树
、

赤杨等 9 个树种的年生长量进行了测量
,

其中

黑松
、

揪树较赤松的生长略快
,

其余树种均比赤松的生长快 1
.

5倍到 3 倍
。

可以看 出
,

昆 箭

本文于 1 9 88 年 2 月2 6 日收到
。

尾衡山林场各级领导予以 大力支持
,

技术科姜先进
、

王金刚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一

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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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昆衡山松毛虫常见天敌

天 敌 名 称 学 名

松 毛 虫 赤 眼 蜂

松 乙 虫 黑 卵 蜂

舞毒 蛾平腹小蜂

舞毒峨黑 溜姬蜂

松 毛 虫 脊 茧蜂

广 大 腿 蜂

桑 蛾 聚瘤 姬 蜂

松 毛 虫黑 卵 蜂

齿 腿 长 尾 小 蜂

黄 星 长 脚 马 蜂

金 环 胡 蜂

赤 松 毛 虫 麻 蝇

松毛 虫 狭颊寄蝇

伞 裙 追 寄 蝇

广 服 煌 螂

中 华 大 刀 螂

姗 蜷

褐 菱 猎 蜷

薄 翅 拉 螂

一 种 盆 帅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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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昆箭山摘食松毛 虫鸟类

鸟 类 名 称 学 各 捕 食 虫 态

大 杜 鹃
’

C o e “l“ 5 e a ”o , “s 幼 虫

四 声 才L 鹃 C u c r‘lu s 川‘c , o p t e r。 , 幼 虫

黑 枕 。金 门 一 O r ‘0 1 “5 c h‘”c ” S ‘s 幼虫
、

成虫
、

蛹

大 一I一 浓
.

P o r u s 二 a
j

o r 幼虫
、

成虫
、

蜘j

三 道 价 草 妈 E , : 石e r iz o e io ‘d r 、 成 虫

红 兄 泊 劳 L a 门‘“s c r‘s ta ru s 成 虫

汗 通 夜 汽 C a p r i爪“l夕u

“
。d ‘e u s .

成 虫

喜 鸽 P ‘c a p ‘e a 成虫
、

幼虫
、

蛹

览 胜
.

U p “p a e p o p “ 一 成虫
、

蛹

山林场林分改造 1 1年来
,

混交林对提高土壤肥力
,

增强树势和林分抗虫性等
,

已经开始产生

良性生态循环
。

4
.

引进树种对松干娇抗性的 测 定 据昆箭山林场 的统计
,

11 年来共引进 110 个优良树种

(类型 )
,

其中有67 个类型 (种)
,

适于昆箭山栽植
。

我们对其中 7 个常见的栽植面积较大的树

种
,

以赤松为对照
,

进行了人工接种日本松干纷卵囊的试验
。

结果可 以看出
,

赤松表现最差
,

为重感虫树种
,

黑松具有较高的抗虫性
。

其它如落叶松
、

华山松等都具有对 日本松干蛤的绝

对抗性或免疫性(表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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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李广武等
: 昆箭山林场连续11 年松林无虫灾的原因 6 7 3

昆衡山常见松千纷天敌

天 敌 名 称 捕 食 虫 态

蒙 古 光 瓢 虫

异 色 飘 虫

长斑小毛瓢虫

十二斑和飘虫

七 星 瓢 业

日本浅缘飘虫

枯 岭 草 蛤

大 草 蛤

松 纷 益 岭

食 蚜 蝇

大 赤 蜻

松 蚜 痪 蚊

松 干 蚊 花 踌

蜘 蛛 类

蚂 蚁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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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若虫
、

雄茧 (蛹 )
、

雌虫
、

卵囊

雄茧 (蛹 )
、

雌虫
、

卵囊

寄生若虫
、

雄茧 (蛹)
、

雌虫
、

卵囊

寄生若虫
、

雌虫
、

卵低

卵囊
、

雌虫

卵囊
、

雌虫

卵囊
、

寄生若 虫

卵囊
、

寄生若 虫

卵囊
、

寄生若虫

卵 囊

寄生若虫

卵 囊

卵囊
、

寄生若虫

雄虫
、

雌虫
、

寄生若虫

雌虫
、

雄茧 (蛹 )
、

卵囊

表 4 不同树种接种 日本松千蚜卯班的检查结果

(19 83
.

6
.

1 5接虫 )

接虫株数
每 株 树

接卵囊数
检查 日期

检 查 虫 数

总 虫 数 } 死 虫 活 虫
死 亡 率

(% )

0000005000007245
,曰
一.1,111叮山月山O�11

00000050009700巧2
1土1上�12298

n�n
.‘盯n八”
�nU�11介U比J,O,d内舀的O弓d加

JO内舀

杉松松杉松松松松落 叶

山

红刺水华

火 炬

黑

赤

7
。

2 0

7
.

2 0

7
。

2 0

7
.

2 1

8
。

1 5

8
。

1 5

8
。

6

8
.

6

_

2 5

6 7 0

1 0 0

1 0 0

1 0 )

1 0 0

1 0 0

1 0 0

9 7
。

5

17
.

8

(二 ) 封山育林
,

改善森林生态环境
1 9 7 5年以来

,

昆箭山林场全面实行封山育林
,

取得了明显效益
。

封山以后
,

人为活动减

少
,

植物的立体结构迅速恢复
,

土壤肥力提高
,

幼林生长健壮
,

森林生态 日趋稳定
,

提高了

生物食物链的相互制约能力
。

1
.

封 山育林对松干外 发生的影响 根据昆箭山林场固定标准地 4 年的观察记 录
,

封 山

区松干纷的虫口密度基本稳定在 2 头/ 1 0 c m
2

左右
,

非封山区的虫口 密度接近 4 头/ l o c m
Z ,

可以看出对松千纷 的抑制作用是显著的 (表 5 )
。

2
.

封 山育林讨松毛虫发 生的影响 根据昆箭山林场固定标准地的 4 年观察记录
,

封山区

松毛虫的虫口密度
: 1 9 8 2年平均为1

.

6 8 头 /株
, 1 9 8 3年为 0

.

0 3一 0
.

37 头/ 株
, 1 9 8 4年为。

.

45 一
0

.

5 5 头 /株
, 1 9 8 5年为0

.

5 3一2
.

37 头 /株
。

而非封山区
, 1 9 8 5年的平均虫口 密 度 为7

.

25 头 /

株
,

邻近昆箭山林场的群众非封山松林
, 1 9 8 5年部分松林松毛虫大发生

,

吃光了松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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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千纷虫口密度润查

调 在 面积 一 活 虫 数 虫 口 密 度(头八o c m
z

)

年 份 休分类 811 标 地 号 。 大

!
最

,

1
.

8

小 一 平 均

封 山 区
1 3 卫二

.

2

1 4 25 1 :
.

; :
.

:

峡一5993

1卜封 一l一I
凡

一一
封 一1一 I

义 ,

:;
1}二封 一11 区

1 5 毛9

1 6
‘

16

5
‘

二〕

一一;
.

:

已J11月,一了,�598co

J“,1CJ,�

封 111 区

(卜士寸11 1试

1 工9 1

I 名忿3

5 5 3

封 111 卜

非封11 . 认

3 I C4

1 63 3

6C工

3
.

封 山育林后 天敌资源丰富 封山区松干蚜和松毛虫的虫口密度为什 么 低 于 非 封 山

区 ? 根据我们调查
,

关键是生物种类丰富
,

各种天敌增加
,

提高了相互抑制作用
。

如昆箭山

松毛虫蛹寄生和卵寄生调查
,

其寄生率封山区要比非封山区高出51 一 1 59 % ( 表 6 )
。

衰 6 松毛虫天敌寄生率调查 ( 10 8 几年)

-

-
一

}

一
一J 万l

一

蕊一万
、

‘ 一 ”

松
’

毛
试

”

扩 。 ,
-

林分类别
调查蛹数 (f (个 ) 被寄生 数 ( 个 ) 寄生

‘

解( ;石) 调 壳卵数 (牧 > 被寄生数 ( 牧) 寄生 乍
·

( % )

封 山 L人

非封山区 ::
,

:
3 4 19 1 8 8 9

峨5 6

¹ 2 0 00 亩松林所能 采集到的数址
。

(三 ) 合理修枝 间伐

昆箭 山林场在赤松幼龄期
,

利用幼龄林对松干娇危害忍受力的个体差异
,

把随时表现的

垂枝
、

濒死木及时予以修枝间伐
。

从幼林开始
, 3 年修枝 l 遍

,

10 年修枝间伐 3 次
。

根据松

干纷寄生若虫喜湿忌 卜的特性
,

重点修剪虫量较大的下层 枝
,

间伐虫腻大
、

长势 弱 的 病 虫

株
,

保留优良抗虫单株
,

降低了虫源
,

使林地通风透光
,

促进幼林健壮生长
。

为了进一步了解修枝间伐对松干蛤的影响
, 19 8 4一 19 8 5年对修枝间伐后的林分按不同密

度 与松干纷卵孵化和寄生若虫自然死亡率进行了观察统计 ( 表 7 )
。

裹 7

一

~ \ 林 从

项 ” 密 度

不同林分密度对松干蛤的影晌 ( 单位
.
生之

、

个 )

艺0 0 妥未八;-

数

300 株 / 一汗

检 查 效 一 ,

工00 炸 / 或:

性 查 效

liJJ 孵 化

若
. !气 死 亡

6 5艺9 I 心 17 1

39 8 ::
.

;
14 5 15

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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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箭山林场连续 n 年松林无虫灾的原因 5 7 5

由表 7 看出
,

林分密度大时
,

有利于松干娇卵的孵化丈尤其在寄生若虫阶段
,

林分密度

大
,

自然死亡率则低
。

根据我们在昆箭山连续 3 年在修枝间伐标准地
_

L的试验观察
,

修枝间

伐后的前两年效果明显
,

松干纷虫口下降率为66
.

7一98
.

2 %
,

第三年开始回升
,

所 以 3 年

修枝一遍是适宜的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李广武

山东省烟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 玉林)

敬 告 读 者

《林业文摘》从 19 8 9年第一期起更名为《国外林业文摘》
。

本刊 目前收录国外有关林业方面

的期刊和特种文献4 00 余种
。

为更好地为林业生产及城市绿化建设服务
,

除原有报道内容外
,

还

将增加园林设计
、

草本花卉
、

自然资源保护
、

蘑菇
、

木耳和中草药的栽培生产技术以及森林

动物等方面内容
。

欢迎广大林业工作者及园艺工作者订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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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林业研究动态

农用林业是林业 的一个分支
,

也是把农
、

林
、

收三者结为一体的一种耕作制度或人工生

态系统
。

由于它对于改善生态环境
、

恢复地力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缓和人 口膨胀的压力具

有重大意义
,

特另lJ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

因此受到人们的关注
,

已成为农区林业发展的方

向
。 1 9 8 6年 g 月

,

经林业部批准
,

我国加入了国际树作物研究所 (IT C I)
,

其中我国办 事 处

设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内
。

IT CI是一个旨在促进各国发展农用林业的国 际 民

间组织
,

总部设在英国
。

中国加入该组织后
,

与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美国等国多次交流了信

息
、

人员互访和科技合作事宜
。

为了加强联系和交流
,

中国办事处于 19 8 8年 7 月10 日至 n 日

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体成员会议
。

参加会议的成员分别来自中央及省
、

市
、

自治区的业务行

政
、

科研
、

教学
、

出版和生产单位
。

中国林学会理事长
、

IT cl 中国办事处技术顾问吴 中 伦

研究员出席了会议
,

并做了指导性发言
。

中国办事处主席王世绩同志和执行主任竺肇华同志

分别介绍了两年来的国际交流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
。

与会成员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及时
,

开得生动活泼
,

决心在不同地区深入开展研究工作
,

把我国农用林业的水平推向世界的前列
。

会议决定1 9 8 8年10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用林业学术讨论会
。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已同意

给予经费资助
,

会议将以中文和英文两种形式出版论文集
,

促进国内外同行的互相交流
。

(林 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