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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共 落叶松落叶病在不同危害 程 度 下
,

每 公 顷 立 木 材 积 生 长 损失 方程为 二

·
” ‘ “一”

·

工‘ 。

采用经济闽值法确定防治指标
,

其方程为
了
·
‘, 卜

· , 一

·

, , ’一

川
一 , 〕一 。

。

按现实防治技术和经济水平求得的防治指标为病情指数
。

根据感病

损失量方程
,

病情很轻时损失甚微
,

经相对误差限法分析
,

将病情指数 定为该病的发生指标
。

关 询 落叶松落叶病 , 发生指标 , 防治指标

正确评估落叶松落叶病在不 同危害程度下所造成的损失
,

进而确定该病的发生指标和防

治指标
,

对科学防病
,

提高防治工作的经济效益
,

保护好森林后备资源具有重要作用
。

在以

往文献中
,

仅有关于该病对林木生长影响的零星报道
,

但对病害在不同病情指数下
,

林木生

长损失的变化规律尚不清楚
。

由于缺乏依据
,

很难确定该病的发生指标和防治指标
。

为此
,

于 年在吉林省磐石县宝山林场和黄泥河林业局青沟林场进行了该项研究
。

病害对林木生长造成的损失

徽拟试脸与病 报失分析

为摸清该病对林木生长的影响
,

于 年在宝山和青沟林场各选择一块 年生
、

历年发

病较轻的长 白落叶松人工林作为试验地
。

在每块试验地中选取生长适中
、

诸条件基本一致的

株林木作为试验株
,

每相邻 株为一株组
。

模仿自然发病失叶过程
,

在 月中
、

下旬
,

以

标准株针叶重量控制法
,

分两次
,

按各株组失叶率
、 、 、 、 、 、 、 、

。,

在树冠下
、

扣
、

上部
,

以 摘除应摘叶量
。

 ! 时对各级自然发病的 株典型病株进

行针叶损失率调查
。

通过病情指数与针叶损失率建立回归 方 程
二 一

。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文由王永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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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河林 业局赵 日良
、

工维 海
,

奢石县林 业局

时宝权
。

统计分析工作在尹泰龙研究员指导下进行
。

工作中承磐石县宝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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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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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针叶损失率 病情指数
。

年 月
,

用 区分段解析木法求积
,

计算
、

 和  年材积生长量
、

生长

率和生长损失率
。

用 机建立不同失叶率与相应的材积生长量
、

生 长率 和 生 长 损失

率曲线方程
。

根据失叶率与病情指数的回归关系
,

以相应病情指数与所对应的生长损失率建

立方程
,

计算 年各年度不同病情指数的材积生长损失率
。

根据实测每公顷年生长

量 “,

推算出的每公顷立木材积损失量见表
。

表 病情指教与材积生长扭失率
、

摄失,

病 情  ! 年  !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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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情指教与每公项立木材积摄失量回归式的确定

以不同病情指数与其所造成的每公顷立木材积损失量建立回归关系式
:

Y = 9
.8/ (1 + e

7’ ‘s a “‘一 ’“ ‘5 7已‘
) ( R

= 一 0
。

9 9 5 5 )

式中
,

Y
:

每公顷立木材积损失量
; x : 病情指数

。

此回归式为人工模拟结果
,

须以自然发病实测资料校正
。

用1970~ 1972年吉林市松花湖

林场
,

病情指数82 时
,

每公顷 3 年损失生长量 6
.
874 m

3,
和 同期吉铁小姑家林场 病情 指数

68
.
9时

,

每公顷 3 年损失量3
.
80 2 m

3,
代入上式列联立方程组

,

求得 A 二 7
。

3 4 5 9

,
B

= 一 O
。

1
。

则校正后的感病损失量回归式为
:

Y = 9
。

8
/ (

1 + e 7
·
3 4 ‘卜

o·

’x

) ( R
= 一 0

.
9 8 5 6 ) ( I )

由方程( 工)得出每公顷立木材积生长损失量见表 2
。

表 2 不同病惰指教的每公成立木材积生长摄失t

病情指数 0 10 2 0 30 40 50 60 7Q 80 90 100

损 失 盈
(m 3)

0
.
017 1 0

.
0通6 4 0

.
1 2 5 3 0

.
3 33 4 0

.
85 6 4 2

.
0 2 4 4

.
0 61 6

.
4 4 8 8

.
2 2 7 9

.
1 56

2 防治后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方程( I )
,

按当前生产防治平均效果65 %
,

推得防治后残留损失量回归方程为
:

Y = 9
.5/ ( i + e

7· 3 “ “一o
·

。一 6 ,

) ( R
二 一 。

。

9 8 1 0 )

( 亚)

以方程(I )和 ( 且 )
,

及10 一15年生落叶松人工林平均林价每立方米立木70 元为依据
,

可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4 卷

计算出不 同病情指数下
,

经过防治挽回的经济损失值
,

即防治效益
。

防治效益 (金额 )二 7 o x (感病损失量 一 防治后残留损失量)
,

即:

: = 7。火 。
.
8 、

(

一

爪
, : 1

3 46 9 一 0
.
1笼

1

l + e
7

·

3
4 5 。 一 0

·

0 3 ‘,

)

( 班 )

根据回归式( 11 )
、

( 班 )计算出在不同病情 指数进行防治时
,

防治后残留损失量和经济效

益见表 3
。

裹 3 防治后残. 抓失t 和经济效益 (单(沈: m ,
/ h

a ,

元 )

病情指数 0 10 20 30 40 50 6 0 70 80 90 100

残留损失 址 O 0 009

0
.
008

0 .013

0
.034

0 .01 8

0.1 07

0
.
026 0

.
036 0 .051 0.073

0 .820 1
.
97 3 3

.
9 88

0
。

1 0
3

6

.

3
4

5

0

.

1
4 5

8

.

0
8 1

0

.

2 0 5

效 挽 回

权失盆

益 金 额

0
.
308 8

.
951

0 0 .56 2 .38 7
.
49 21

.
56 57 40 135

.59 279
.
1 6 444

.15 565
.
6 7 626

.
57

3 防治指标和发生指标的确定

3。 1 防治指标的确定

目前对防治指标的定义尚不尽一致
。

根据该病一年只发生一次
、

发病期整齐的特点
,

依

据预测可能出现的病情指数
,

采用经济阐值法确定防治指标
。

即
:
当病害将达到某一病情指

数时
,

进行防治的经济投入值与由此获得的经济效益(挽回的损失值)之差等于
“

0
”

时
,

这一

病情指数为防治该病的经济网值
,

亦为该病的防治指标
。

为便于应用
,

将其以进位法取整数

表示
。

林分立木林价为C
,

防治效果为口
,

成本为 E 时
,

防治指标X 的计算方程为
:

9 .SC〔1/ (1 + e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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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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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制定出的防 治指标查定表见表 4
。

裹 4 防 洽 指 标 奋 定 裹

防 洽 效 果 ( % )

防 治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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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按当前防治水平
,

母公顷平均防治成本为37
.5元

,

平均效果 为65 % 时 的 防

治指标为病情指数46
。

3

.

2 发生指标的确定

从该病对林木生长损失的研究中得知
,

其所造成的损失随病情指数增大而加重
,

但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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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轻时损失甚少
,

且变化不明显
。

因此
,

引入
“
发生指标

”

作为指示该病发生的标准
。

将开始

造成显著经济损失时的病情指数定为该病的发生指标
。

在本项研究中
,

用解析木法推算的10 ~ 15 年生长白落叶松林分最近 5 年连年生长量
,

可

靠性在90 % 时
,

相对误差限为14
.9 %

。

在现实防治水平下
,

经济闭值为45
.
55时

,

每公顷立

木材积生长量为。
.
5 66 m

3 ,

误差限为o
.
08 4 4 m

“,

相应的病情指数为26
。

显然
,

病 情指数在

25以下时材积生长损失仍在误差范围内
,

说明未造成显著损失
。

所以将该病发生指标定为病

情指数26
。

4 讨 论

(1) 过去将有该病症状表现的林分一般都作为发病林分予以统计
,

以生态角度来看
,

不

尽合理
。

根据该病在不同危害程度时
,

所造成林木生长损失 的变化规律
,

提出将病情指数26

定为该病的发生指标
。

即将病情指数在26 以上的林分视为发病
,

以下的林分由于受害极轻
,

视为未发病
,

不再作为发病面积统计
。

病情指数26
,

正好是林分四级调查分级中
,

轻病级的

开始点
。

病情指数在26 以上时
,

林分冠层开始改变颜色
,

因此从经验分析上是合理的
。

这一

概念的提出
,

除可将病害与经济损失直接联系起来外
,

将会突出不同危害程度与发病面积的

相关性
,

使发病面积易于预测
。

( 2) 防治指标实际是经济控制指标
。

因此
,

它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的恒定值
,

而是受防治

成本
、

防治效果和林价所控制
,

即随防治手段
、

市场价格
、

技术水平
、

立木林价等因素的变

化而变化
,

但在一般情况下
,

变动幅度不大
。

防治成本在每公顷30 ~ 39 元范围内的防治指标

可从本文表 4查得
,

超出此范围时可由防治指标方程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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