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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3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研究
”

通 过 成 果 鉴 定

1 9 9 。年12 月27 ~ 2 , 日
,

林业部科技司主持了
“

松毛虫综合管理及赤眼蜂应用技术鉴定会
” ,

鉴定项目 有
“

2 ~ 3 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研究
”、 “

3 ~ 4 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技术的研究
” 、 “

赤眼蜂

防治马尾松毛虫的利用研究
”。

“

2 ~ 3 代类型区马尾松毛虫综合管理研究
”

是由中国林科院林研所
、

安徽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共同

主持的
,

共包括 14 个子专题
。

是以生态学为基础
,

用系统分析的方法
,

实施了松毛虫的综合管理
。

在 历年

来松毛 虫发生资料的基础上
,

将安徽省安庆地区 56 7万亩试验林进行了不同类型区划分
。

在此基础上
,

根据

松毛虫发生与环境关系
,

建立了松毛虫种群动态系统模型及计算机软件
,

在输入初始信息后
,

可棋拟 出松

毛虫的发生期
、

发生量以及分布扩散范围
。

棋拟结果与试验地所取得的各代虫情信息和发生期基本 相符
。

其敏感闭限为 5 条/ 株
,

在此阐限内的持续控制能力约 了个世代
,

一旦突破
,

通常只需 2 个世代左右即可炸 发

成灾
,

这一结果为大面积实施松毛虫综合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

所建优化决策模型及软件
,

可对各类 防治

策略进行优化选择
,

模型具有通用性
,

操作简便
,

易推广使用
。

在各类防治手段研究方面通过对高毒力菌株筛选
、

培养基选择
、

发酵条件的优化和最佳生产工艺等 研

究
,

保证了苏云金杆菌
、

白僵菌和质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在综合管理中的有效利用
。

研究提出了高效菊幽

类杀虫荆的有效使用荆盆及方法
,

研制成功了后备农药及使用技术
。

鉴定委员会认为
:

本项研究从总体上达到同类研究的国际水平
,

在松毛虫管理模型方面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徐梅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