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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松粉蚧( Oracella acuta Fer ris)
[ 1]
于 1988年由美国传入广东省台山市红岭种子园后,

迅速繁殖并向四周扩散,目前此虫已分布到开平、新会、恩平、鹤山、高明等县(市)。湿地松( Pi-

nus ell iott ii Eng elm . )初遭湿地松粉蚧危害时由于种群密度高,危害较为严重, 使春梢缩短、老

叶下垂或脱落、小枝扭曲并伴烟煤病。但从当年7月后,湿地松粉蚧种群密度急剧下降,危害症

状减轻并逐渐恢复生势。1993年作者接受了“营林措施控制湿地松粉蚧的研究”子课题,当年

就做了更新改造,间伐试验及混交林抗虫效应的调查, 1994年调查了与湿地松粉蚧种群密度

有关的一些因子, 现将初步结果整理如下。

1　种群密度与林木抗性

　　( 1)台山市水步管理区面积约 1 hm2 的湿地松幼林, 1992年遭湿地松粉蚧危害(属危害严

重的类型进行过录像) , 1993年 3月调查时见到树冠中下部老松针枯黄或脱落,松梢下垂, 小

枝扭曲变形。随机检查 15个梢,未见到湿地松粉蚧, 8月份观察时也未见到湿地松粉蚧,但生

长势逐渐恢复。1994年 5月对湿地松粉蚧高峰期观察时,该林地危害症状全部消失,生长势恢

复,随机调查 15株 30个梢,每梢平均有虫 4. 5头。

( 2)新会市罗坑作业区,间伐后郁闭度为 0. 4的湿地松林, 1993年 5月正值湿地松粉蚧高

峰期进行调查,每梢有虫 160. 93头, 1994年同期调查每梢降为 37. 05头。

( 3)据两年调查,每年 8月份,湿地松粉蚧危害过的林地,种群密度极低, 据新会罗坑 6个

标准地调查, 每梢平均有虫 0. 04头, 但在市医院后的一片刚遭湿地松粉蚧危害的幼林,新鲜蜡

包中若虫很多。

根据湿地松遭湿地松粉蚧初次危害后虫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及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成灾

后已恢复生长势的林地虫口数量极少而新危害区虫口数量较高,两地又没有发现起控制作用

的天敌,说明湿地松对湿地松粉蚧产生了抗性。另外,湿地松不同单株之间存在着抗性差异,据

1994年 5月虫口数量高峰期在鹤山对 380株湿地松调查, 每株每梢虫口数量低于 100头属抗

性的有 305株,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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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群密度与林分郁闭度

　　将郁闭度为 0. 9的纯林间伐至 0. 6、0. 4

两种郁闭度并设标准地,每块标准地面积为

0. 067 hm
2 ,重复 2次, 在每块标准地内隔行

隔株调查 15株,在每株树冠的中上部取 2个

侧梢, 统计其端部 10 cm 范围的虫数, 经 2 a

调查表明:湿地松林间伐后提高了生长势, 降

低了林间湿度, 改善了湿地松粉蚧的营养条

件和环境条件。因而提高了湿地松粉蚧的种

群密度(见表 1)。

表 1　种群密度与林分郁闭度

调查时间

(年—月—日)
郁闭度 调查梢数 每梢平均虫数(头)

1993- 05- 19

1994- 05- 18

0. 4 60 160. 93

0. 6 60 138. 17

0. 9 60 95. 43

0. 4 60 37. 05

0. 6 60 7. 94

0. 9 60 4. 23

3　种群密度与海拔高度

　　在鹤山市马耳山湿地松分布到海拔 390 m, 该地形不规则,调查按海拔高度进行;鹤山市

圣教石的湿地松分布到海拔 467. 5 m, 该地坡面较规则, 调查按梯度进行, 每向前向上 100 m

调查一个点。两种调查方法均按每点随机取 5株,每株取距顶梢最近的 3个侧梢,每梢取端部

15 cm,统计其上的虫数。两地除最上部因边缘效应未见湿地松粉蚧外,其余各点均有粉蚧分

布,表明目前在湿地松林调查的海拔高度还不是湿地松粉蚧的分布上限,但可以看出海拔较低

的林地,湿地松粉蚧的种群密度较高,从下到上分布不规则,呈跳跃式变化(见表 2、3)。

表 2　湿地松粉蚧梯度调查 ( 1994- 05- 15,鹤山圣教寺)

样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每梢平均虫数(头) 634. 2 548. 1 107. 1 37. 9 258. 9 196. 7 468. 0 481. 1 0. 4 0. 7 8. 4 1. 7 3. 1 0

表 3　种群密度与海拔高度 ( 1994- 05- 14,鹤山马耳山)

海　　拔( m) 90 120 160 190 230 260 320 355 390

每梢平均虫数(头) 467. 4 80. 2 33. 5 6. 5 35. 4 26. 3 151. 4 1. 5 0

4　种群密度与坡向

　　选比较大的山体, 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上各设标准地(面积约 0. 07 hm 2) 3块,调查方法与

海拔高度调查相同。结果表明, 湿地松粉蚧的种群密度南坡高于北坡,东坡与西坡间基本相似

(见表 4)。这差异是与不同坡向之间温湿度等不同有关。
表 4　种群密度与坡向 (鹤山林科所, 1994- 05)

坡　向 调查梢数(条) 总虫数(头) 每梢平均虫数(头)

南　坡 45 8 437 187. 99

北　坡 45 5 128 113. 96

西　坡 45 11 139 247. 53

东　坡 45 10 120 22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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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湿地松粉蚧在林内的分布密度

　　选择面积大、地势平坦的湿地松林, 在林缘隔行调查第一株,每株在树冠中上部取 2条侧

梢,共调查 15株, 统计端部 10 cm 范围内的虫数,在林地中间及林缘与林中间的中心处同法各

调查 15株。结果林缘每梢有虫 48. 13头, 林地中间每梢有虫 181. 23头,靠近林缘的林内每梢

有虫 57. 27头。

6　种群密度与林分结构

　　选湿地松纯林、湿地松与大叶相思( Acacia auriculaef ormis A. Cunn ex Benth)及湿地松

与荷木( S chima sup erba Gardn. et Champ. )混交林地各一块, 在每块中各设面积为 0. 07 hm 2

的标准地 3块,调查方法同种群密度与林分郁闭度同。调查结果: 湿地松粉蚧在纯林中的密度

高于混交林, 尤以混交的 2个树种高度相一致的林分(见表 5) ,这与混交林对湿地松粉蚧起阻

隔作用,恶化粉蚧的营养与生境条件有关。若地被物疏密度、高度等影响到林间小气候的变化,

则对种群密度的变化必然有影响。地被物种类与湿地松粉蚧的种群密度无相关性。

表 5　湿地松粉蚧种群密度与林分结构 ( 1993- 05,鹤山)

林分结构 平均树高( m) 调查梢数(条) 总虫数(头) 平均每梢虫数(头)

湿地松+ 大叶相思

湿地松+ 荷木

湿地松纯林

湿地松= 7. 10

大叶相思= 7. 24

湿地松= 6. 74

荷木= 3. 72

湿地松= 5. 82

90 10 687 118. 74

90 22 296 247. 73

90 25 934 288. 16

7　讨　论

　　( 1)国内外研究表明,植物有完整传递信息的系统,具有整体抗逆的功能。当湿地松遭湿地

松粉蚧危害后产生抗性,使湿地松粉蚧的种群密度下降,其抗性机制及效能与防治策略有关,

需进一步加以研究。另外,危害程度与抗性强度之间似乎有一定的关系, 表现危害越严重,产生

的抗性越强烈。因观测的时间短,这里仅作一个现象提出来加以注意。

( 2)湿地松粉蚧的种群密度与其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分布应有一定的规律,本调查所示规律

性不明显的原因首先是山体从下到上土壤肥力的变化是不均等的,因而湿地松的生势也不一

样,调查中发现山脚下和中部某些地段湿地松生长、营养条件好,因而湿地松粉蚧的种群密度

高;其次是林木抗性的影响,同是圣教石林地, 1994年 5月调查山脚下湿地松粉蚧种群密度最

高, 8月份调查, 山脚下湿地松梢部还是比较壮,但湿地松粉蚧的种群密度不是最高(见表 6) ,

这用抗性解释比较合适。总之,只根据1、2年的调查数据来说明一个新发现的检疫性害虫是困

难的。

表 6　种群密度与海拔高度 ( 1994- 08- 10,鹤山圣教石)

海　拔( m) 60 190 245 290 355 380 400 450 480

每梢平均虫数(头) 6. 7 41. 8 47 8. 1 28. 2 22. 3 22. 8 3.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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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Population Density of Oracella acuta

Gu M aobin 　Chen Peiz hen

　　Abstract　T he trees o f P inus elliottii may have resistance to the insects of Oracella acuta

Ferris and reduce the insect po pulat io n density af ter the t rees are damag ed by the insect . T he

insect populat ion density in the clo sed plantat io n, in the plantation on the slo pe w ith less sun-

light , at the edge of a plantat ion, in high elevat ion plantat ion and mix ed plantat ion is low er

than the po pulat io n density in the open plantat ion, the plantat ion o n the slope w ith m ore sun-

light , in the middle of a plantat ion, in low elev at ion plantat io n and pure plantat ion respect iv e-

ly.

　　Key words　Oracella acuta, po pulat io n density , environmental fac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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