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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木鸟在杨树人工林内对几种

昆虫捕食作用的研究
‘

高瑞桐 卢永农 刘传银

关镇词 啄木鸟
、

杨树人工林
、

昆虫
、

捕食作用

啄木鸟 (Pi cu
: sP p

.

)是蛀干害虫的重要天敌
,

国内外都作过一些报道〔‘一5 〕
,

M ed el(1 9 8 4) 用

防虫 围网法作过啄木鸟对按天牛 (P h
o ra co nt ha : e m iP un cl at a) 控制作用的研究

,

表明啄木鸟对

按天牛的捕食率达 29
.

2 %
。

郑作新等 (1 9 5 8) 在河北 昌黎不 同季节中剖验 22 个啄木鸟 胃
,

5 0
.

1 7 %为昆虫
,

主要种类为象甲
、

伪步行 甲
、

天牛幼虫
、

金龟 甲
,

其它为鳞翅 目昆虫
,

如避债蛾
、

螟蛾等[s]
。

但是这些研究多着重定性而缺少定量方面的数据
。

为此
,

于 1 9 9 1 年冬至 1 9 93 年
,

定

期观察了啄木鸟在杨树人工林内对白杨透 翅蛾 (p a ra nt hre ne tab an t’fo rm i: R ot t e nb
e r g )幼虫

、

黄刺蛾 (Cn ido ca mP
a

fla ve sc e n s (W a lk e r ))茧蛹
、

广腹蝗螂 (H iero d u la Pa teu ife ra Se r v ille )
、

大

7J 螂 (P
a ra te n o d era a ri d ifo lia (S td ll)

、

窄大刀螂 (p
.

a n g u st iPe n n is S a u s s u r e )卵鞘的捕食作用
。

并且从 1 9 8 1 年开始
,

还不定期地调查了啄木鸟对杨二尾舟蛾 (Ce ru ra m en cl’a
na M o or e )茧蛹

、

大袋蛾 (Cl
a n ia v a r ie g a ta Sn elle n )幼虫

、

光肩星历抖仁(A n
OP IOP h o ra g la b

riP
e n n is M o t s e h

.

)以及

桑天牛 (AP
r t’o n a g erm

a ri (H o p e )幼虫
、

舞毒蛾 (Ly m a n t ri a d isPa r L in n a e u s )卵块等的捕食作

用
。

这项研究对定量估计啄木鸟在杨树人工林 内对几种昆虫的总体捕食作用及该作用对昆虫

种群动态的影响有一定意义
,

为杨树林内利用益鸟开展综合治理
,

提供了可靠的参数
。

材料与方法

定点观察试验 区设在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

位于 1 1 8
“

2 9 ‘ E
,

3 5
“

3 2 , N
,

属暖温带季风气

候
,

年降雨量 8 5 0 m m
。

试 区树种为 I
一

6 9 杨〔尸oP
u zu : J e zto ij e : 价

r t r
.

Cv
. ’

L u x ,

(I
一

6 9 / 5 5 )〕
,

2 ~

8 年生
。

林地西面紧靠沂河
,

一般年份河水四 季常流
,

其它三面以农作物为主
,

也有小片苹果

园
。

1 9 91 年和 1 9 9 2 年 n 月
,

在试验林内按行选择有 白杨透翅蛾幼虫
、

黄刺蛾茧
、

蝗螂卵鞘的

植株
,

分别作好标记
。

然后在每旬的第 1 夭 (1 日
、

11 日
、

21 日)进行观察记载
。

在 山东省和湖北省的其它县
、

市
,

自 1 9 8 8 年开始
,

对啄木鸟捕食其它昆虫的情况进行了调

查
。

1 9 9 3一 1 2一 29 收稿
.

高瑞桐副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 北京 10 0 0 9 1 ) ; 卢永农
,

刘传银 (山东省沂南县林业局 )
。

,

本文为国家
“

八五
”

攻关项 目
“

杨树光肩星天牛
、

桑天牛
、

云斑天牛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

和国家造林项 目科研推广
“

杨树

研究与推广
”

部分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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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通 过对啄木鸟种类的调查
,

发现在试验区内有大斑啄木鸟〔D en d ro
c
oP os m a jo r

(L in ne )〕

和绿啄木鸟 (P ic u : : a , , u : G m e lin )两种
,

4 0 h m
,

林 内约 2一 3 对
。

2
.

1 啄木鸟对多种昆虫的捕食作用

两年定期观察表 明
,

啄 木鸟在 冬春季 节总 的捕食率
,

对 白杨透 翅蛾幼虫为 14
.

6 % ~

61
.

5 写
,

在 2 年生林内的捕食作用强于 3 年生
;
对黄刺蛾蛹为 50

.

0 % ~ 80
.

6 % ; 对蝗螂卵鞘为

5 6
.

7 %一 6 8
.

8 %
。

1 ~ 2 月的捕食量较 12 ~ 3 月要高 (表 l)
。

表 l 啄木鸟对 3 种昆虫捕食作用定期观察结果 (沂南县沂河林场 )

时 期 譬
昆虫 名称

和虫态

标记 迩 旬 捕 食 重

数量 1 1 月 1 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总计 总取食
(个 ) 中 (%) 上 中 下 ( % ) L 巾 下 ( % ) 上 中 下 (% ) 上 中 下 (% ) 上 中 (% )( 个 ) 率 (% )

0 8 7Q
�,.0�乃,孟,Jg�nr‘

白杨透翅蛾幼虫 1 7 4 7 4
.

0 3 3 8 8
.

0 6 8 7 1 2
.

1 1 0 1 0 1 3 6 1
.

5

2 9 9 2 年冬

至 2

1 9 9 2 年春

蝗螂卵 (鞘 )

黄刺蛾蛹

合 计

9 3 0 0
.

0 1 3 1

3 1 0 0
.

0 3 1 3

5
.

4 4 3 5 1 2
.

9 1 3 1 0 1 2 6 6 2 2

3 9
.

7 5 ::
‘

7 4
.

0 2 6

2 2
.

6 0 0

8
.

7 3 6 l2 兵
2 0 2 1

8 3 5

1 2
.

1 4 7 6
.

3 1 0 7

1 0
.

8 1 1 2
.

2 6 4

1 2
.

9 2 0 6
.

5 25

1 1
.

7 1 5 5
.

0 1 9 6

l8l7
1 9 9 2 年冬

至 3

1 9 9 3 年春

白杨透翅蛾幼虫

蝗螂卵 (鞘 )

黄刺蛾蛹

合 计

白杨透翅蛾幼虫

蝗螂卵 (鞘 )

黄 刺蛾蛹

合 计

2 9 8

1 2 3

3 0

1 0
.

8 0

0 3
.

3 0

0 2 5
.

0 1

2
.

弓

2 1 4
.

5 4

4 2 9 7 0 0 2 0 2
.

4 0 0

3 7 0 3
.

3 :::
0 0 0 0 0 0

5
.

7

3 0
.

0

0
.

0 O O 0 0
.

0 0 0

屯1325

1 5 7

8 3

l 2

ll 7
.

0 l 6

3 7 6 2 5 4 4 3 粼

0
.

0 2

1
。

3 3 7

0 2 2 4
.

8 4 2 7
.

2 4 5

1 9 9 2 年冬

至 2

19 9 3 年春

0 0 8
.

3 4 0 7 0 0 8
.

3 0 0 8
.

3 0 0 0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5 1 3 1 3
.

7 1 7 1 7
.

9 1 2
。

6 5

0 0 0 0 0

5
.

3 6 6
。

3 5 3

6 5
.

8

1 4
.

6

5 6
.

7

5 0
。

O

2 3
.

6

5 4
。

2

6 6
.

7

0

5 5
.

8

屯Lo41

在定期系统观察的基础上
,

还对啄木 鸟

捕食昆虫情 况作了调查
,

结果 为对大袋蛾幼

虫捕食率为 64
.

7 %
,

对松软的舞毒蛾 卵块 为

3 3
.

3 %
,

对坚硬的蟆螂 卵鞘为 5 6
.

1 %
,

对黄

刺蛾蛹为 67
.

8 % (表 2 )
,

调查与定点观察的

结果基本一致
。

2
.

2 啄木乌对 3 种蛀干害虫的捕食作用

通过在 山东
、

湖北省调查
,

啄木鸟对光肩

星天牛幼虫的捕食率为 31
.

3 % 一 35
.

6 % (表 3 )
。

表 2 啄木鸟对 4 种昆虫的捅食作用调查

(沂南县沂河林场 )

凋查 日期 昆虫名称 调查数 取食数 取食率
(年一月一 日 ) 和虫态 (个 ) (个 ) ( % )

1 9 9 1一 08 一 1 5 黄刺蛾蛹 5 7 3 9 68
.

4

1 9 9 2一 0 4一 1 5 黄刺蛾蛹 8 7 5 9 6 7
.

8

1 9 9 2一 0 4一 1 5 蝗螂卵 ( 鞘 ) 4 1 2 3 5 6
.

1

1 9 9 2一 0 4 一 1 5 大袋蛾幼虫 1 7 1 1 6 4
.

7

1 9 9 2一 0 4一 1 5 舞毒蛾卵 ( 块 ) 3 1 33
.

3

但在不同地区
,

不同年捕食作用不同
,

1 9 8 1 年在山东省往平县最高达 “
.

5 %
,

1 9 8 2 年在

山东省营县项家官庄却较低
,

这可能与啄木鸟在林内的密度有关
。

表 3 啄木鸟对 3 种蛀干害虫的捕食作用

地 点
昆虫 名称
(幼虫 )

调查 日期
调查株数

有虫数 取食数

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山东省临沂市王店子

山东省营县二十里铺

湖北省嘉鱼县金家洲

白杨透翅蛾

光肩星天牛

光肩星天牛

桑 天 牛

(年一 月 一 日 )

1 99 1一 0 3 一 17

1 98 9一 0 4 一 10

1 98 8一 0 4 一 0 7

1 9 9 2一 10 一 15

7 9 2

5 70

1 3

13 0

(条 )

1 8 9

4 6 4

(条 )

1 4 3

1 4 5

取食率
(% )

7 5
.

7

3 1
.

3

3 5
.

6

3 7
.

3

2l597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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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啄木鸟对杨二尾舟蛾的捕食作用

通过在山东和湖北省连续 3 a 不定期调查
,

啄木 鸟对杨二尾舟蛾 的捕食率达 70
.

0 %一

9 5
.

5 % (表 4 )
,

对抑制该害虫的发生有很大作用
,

初步认为是制约杨二尾舟蛾种群变动的关键

因子
。

表 4 啄木鸟对杨二尾舟蛾的捕食作用调查

调查地点
调查 日期 取 食 率

(年一月一日)

1 9 9 1一 0 8一 1 5

1 9 9 2一 0 6一 1 0

1 9 9 2一 0 7一 0 9

1 9 9 2一 1 0一 1 1

1 9 9 3一 0 6一 2 5

1 9 9 3一 1 0一 1 0

1 9 9 3一 1 0 一 2 4

调查茧蛹数

(个 )

取 食 数

(个 )

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山东省沂南县沂河林场

湖北省仙桃市刘家烷

8

1 2 6

1 4 3

6 2

2 7

2 2

4

(环)

8 7
.

5

⋯⋯
080
六0亡JrJ内了88

nOQ�门r

月了O��bo

n八�q‘�匀

月.1

越冬代

2 4

2 1

3 结语与讨论

( l) 在杨树人工林内
,

啄木鸟可取食光肩星天牛
、

桑天牛
、

白杨透翅蛾的幼虫
,

黄刺蛾
、

杨二

尾舟蛾的预蛹
、

蛹
。

另外还可取食舞毒蛾的卵块
,

在啄木鸟的食谱中又增加了一种新食
。

特别

是对黄刺蛾和杨二尾舟蛾
,

2 年的调查控制率都分别达到 50 肠和 70 %以上
。

从而肯定了啄木

鸟不仅对蛀干害虫有较强的控制作用
,

对在枝干结茧化蛹的昆虫也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

( 2) 啄木鸟对蝗螂卵鞘的捕食率为 56
.

1 % ~ 68
.

8 %
,

通过对取食过 的 13 个卵鞘进行观

察
,

其中有 8 个没有孵化 出若虫
,

有 5 个分别孵出 4
、

6
、

8
、

1 1
、

29 头
。

说明就是取食过的卵鞘中

仍有 38
.

5写可以孵化出一定量的若虫
,

这一现象是否是生物 间的互相平衡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 3) 郑作新闭和张仲信
仁‘〕
分别进行过剖 胃检查和野外调查

,

证明啄木 鸟对大袋蛾有很强捕

食作用
。

作者调查的结果
,

经过一个冬春
,

6 4
.

7 %的大袋蛾被鸟啄食
,

认为主要是啄木鸟所为
。

但在杨林中灰喜鹊〔伪an oP ica cy an a (P all a s
) 〕有时也可见到

,

是否也可取食大袋蛾
,

仍需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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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d a tio n o f 、V o o d P e c k e r o n So m e P e sts

in P o Pla r P la n ta tio n

G a o R u ito n g L u

Yo
n g n o n g L iu C h u a 即in

A b str a et S t u d y o n t he p r e d a tio n o f w o o d p e ek e r o f th e 8 s p e e ie s o n in s e e t s in p o p la r

Pla n ta t io n w e re e o n d u e t e d Pe r io d ie a lly
.

It w a s fo u n d t h a t th e p r e d a t io n r a t e o f w o o d p e e k e r

t o t he la r v a e o f P a ra n th re n 。 t a ba n ifo
r m i:

,

Cla n ia v a ri e

邵 ta
,

A n
oP loP h o ra g la br t’P e n n is a n d

月户ri o n a g e o
a ri w a s 1 4

.

6 %一 7 5
.

7 %
,

6 4
.

7写
,

3 1
.

3 % ~ 3 5
.

6 %
,

3 7
.

3%
,
t o t he p u p a e o f

C n id o e a n 之Pa fl a v e s e e n s a n d Ce
r u ra m e n c ia n a 5 0

.

0 %一 8 0
.

6 % a n d 7 0
.

0 %一 9 5
.

5 %
,
t o th e

e g g a n d o o the e a o f Ly m a n tr ia d isP a r a n d m a n t id s 3 3
.

3 % a n d 5 6
.

1 % ~ 6 8
.

8 % r e s p e e tiv e ly
.

So m e n ym Ph s e o u ld s t ill e m e r g e fr o m th e o o t h e e a
.

K e y w o r d s w o o d p e ek e r
,

p o p la r p la n ta t io n
,

p e s t
,

Pr e d a t io n

G a o R u ito n g
,

A s s o e ; a te P r o fe s s o r (T h e R e s e a r eh In s t it u t e o f fo r e s t P r o te e t io n
,

CA F 压 ijin g 10 0 0 9 1 ) ; L u

Y o n g n o n g
,

I
一

iu C hu a n y in (F o
r e s t B u r e a u o f Y in a n C o u n ry

,

Sh a n d o n g P r o v in e e )
.

“

大丰糜鹿对环境的适应
、

利用
、

栖息地变化

趋势及管理研究
”

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糜鹿经过数百年的圈养和小种群时期
,

再引 回到原产地江苏省大丰县
,

能否适应那里的环境条件是该课

题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由中国林科院森林保护研究所
、

大丰糜鹿保护 区
、

大丰县多种经营管理局
、

盐城市兽医

站和江苏省农林厅林业技术指导站部分科技人员完成的这一部级重点课题成果
,

于 1 9 9 4 年 4 月 28 日在北京

通过了林业部科学技术司主持的专家鉴定
.

鉴定认为
“

⋯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研究成果直接用于种群和

栖息地管理
,

在同类研究中处于 国际先进水平
。 ”

主要成果有四方面
:

(l) 繁殖成绩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
,

种群年

均增长率 23
.

5 %
,

每头育龄母鹿年均产仔 0
.

794 头
,

仔鹿成活率 96
.

47 %
,

成体
、

亚成体年保存率为 98
.

2 % ;

(2 )确保大丰糜鹿完成了风土再驯化
,

研究证明糜鹿已适应了大丰的环境条件
,

鹿群生命活动的季节性节律已

适应调整到位
,

糜鹿适应原产地光周期的遗传基础仍然存在
; (3) 首次对半自然环境下糜鹿的食性

、

发情和产

仔行为及集群行为等进行了多项综合研究
,

为糜鹿种群的科学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
(4 )制定了

“

大丰糜鹿保

护 区长期管理方案
” ,

提出了保护糜鹿遗传多样性的具体措施和建立自然种群的具体步骤
。

方案对发挥保护

区的保护
、

科研教育
、

开发利用等功能作用都有具体可行的设计
。

(梁崇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