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1999-06-10

基金项目: IT TO“橡胶木加工利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项目( PD3/ 96 Rev2( I)的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 邢嘉琪( 1963-) ,女,北京人,副研究员.

　　文章编号: 1001-1498( 2001) 02-0230-06

危害橡胶木的真菌和昆虫

邢嘉琪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北京　100091)

关键词: 橡胶木; 真菌; 昆虫

中图分类号: S718. 81　　　　文献标识码: A

橡胶树[ H evea brasil iensis ( H. B. K) M uell-Arg . ] 是一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树种, 全

世界 99%的天然橡胶是由它生产出来的[ 1]。橡胶树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丛林,

Wickham1876年首次将它引入远东地区, 随着引种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世界许多热带

地区都有它的分布。橡胶树的经济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基本保障了世界天然橡胶的市场供应,而

且由于橡胶木自身具有颜色纹理美观、易于加工、供应充足且价格相对低廉等特点,近 20多年

来,橡胶木加工业发展迅速。国外新近研究选育出的橡胶树品系具有良好的第二特性,适于木

材生产和加工,它们的更新期有些从过去的 25～35 a 缩短到 15～20 a,在重视环保问题的今

天,橡胶木的利用越来越受到青睐。

我国自 50 年代初期开始大面积种植橡胶树, 植胶区位于 18°09′～25°00′N, 97°39′～

118°00′E的广大区域, 西起云南省西部瑞丽南端,东到福建省南安沿海均有橡胶树分布,而以

海南岛、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最为集中〔2〕。根据全国农垦总局的统计截止至 1996年,仅农垦系统

橡胶树种植面积就约达 591 800 hm
2, 居世界第 4位。我国的橡胶木加工技术的研究可以追溯

到 70年代中期,经过 20多年的发展,目前的橡胶木加工利用水平已达到一定的程度,但与国

外先进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橡胶木加工业的发展,根据 IT TO“橡

胶木加工利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项目的要求, 作者就我国海南省和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橡胶

木生物危害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和总结。橡胶木属散孔阔叶材, 它的心、边材区别不明

显,可以认为它仅有边材[ 3, 4] , 所以极不耐腐, 它的耐腐性能甚至不及竹材 [ 5]和油棕 ( Elaeis

guineensis Jack. ) [ 6] ,橡胶木被砍伐后需要及时进行防腐处理和干燥。危害橡胶木的生物主要

有真菌和昆虫,现分述如下。

1　危害橡胶木的真菌

危害橡胶木的真菌可分为变色菌、霉菌、木腐菌 3大类,常见的危害橡胶木的真菌如表 1。

1. 1　变色菌及霉菌

像许多浅色阔叶材一样,橡胶木由于其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缺乏对生物因子具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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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酚化物,因此易遭真菌及昆虫的侵害。危害橡胶木的变色菌和霉菌主要是引起新鲜和半干燥

橡胶木原木或板材变色,虽然它们对木材强度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变色,尤其是蓝变菌引起

的变色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是不可低估的。

可可球二孢( Botry odip lod ia theobromae Pat . )是引起橡胶木较深部位变色的一种变色菌,

它的菌丝粗壮, 显微镜下呈咖啡色, 主要分布于富含淀粉和其它营养成分的边材薄壁组织中,

纤维及导管腔内也有发现。可可球二孢对湿度的要求不很严格,研究表明当木材含水率介于

24%～96%之间时,它都可以生长,超过这一范围,橡胶木蓝变的发生将会受到抑制[ 7]。可可球

二孢对橡胶木的侵害在雨季时最为严重,它的孢子最初在失去树皮保护的原木或板材切面着

生,随着其生长,菌丝很快深入木材内部,环境条件适宜时,新鲜裸露的橡胶木原木或板材几天

内就会全部被侵染,被可可球二孢侵染的木材呈蓝灰到蓝黑色,顺纹理分布, 不能以刨切的方

式除去,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

未干燥的橡胶木板材或未油漆的橡胶木家具,在通风条件不好或遇连续阴雨天时,很易长

霉,常见霉菌见表 1。霉菌引起的橡胶木变色只发生在木材表面, 可以是近似绿色、桃红、黄色

或黑色,很容易被刨切掉,对木材本身品质的影响不大,通常不认为是缺陷。

除变色菌和霉菌外,另外一种橡胶木变色是由木材细胞内部所含成分变化,即某些酚化物

的氧化造成的,这种深褐或红褐色变色一般发生在木材表面, 可以采用刨切的方式除去。

表 1　常见的危害橡胶木的真菌

类　别 真　菌　名　称 被　害　状

变色菌

Botryodip lod ia theobromae Pat . 危害新鲜原木,未干燥或半干燥板材, 使木

材变色, 变色发生在较深部位,呈蓝灰到蓝

黑色

霉　菌

A sp erg il lus nig er v. T iegh em

Fusarium spp.

P enicil lium spp.

Sp haeronaema sp.

T richoder ma spp.

Curvularia sp p.

Gl ioclad ium sp.

危害未干燥或半干燥板材或原木,使木材

变色,变色发生在木材表面,呈黄色、黑色

等, 可以刨切方式除去, 不为缺陷; C urvu-

lar ia spp.可造成一定程度的蓝变

木腐菌

Ganoder ma spp.

P olyp orus spp.

Pycnop or us sanguineus ( L. ex Fr. ) Mur r.

S chiz op hy llum commune Fr .

S ter eum spp.

Chaetomium spp .

危害原木、半干燥板材或处于连续高湿环

境下的木材,使木材组织外形、物理机械性

质改变

1. 2　木腐菌

危害橡胶木的木腐菌,以木材重量损失大小评价, 一般软腐菌对橡胶木的危害大于白腐

菌,白腐菌大于褐腐菌。例如, 有报道指出软腐菌球毛壳( Chaetomium globosum Kunze ex Fr . )

所造成的橡胶木重量损失大于白腐菌血红蜜孔菌 [ Pycnop orus sanguineus ( L . ex Fr . )

M urr . ] , 而后者又大于引起褐腐的瘤盖干酪菌 [ Ty romyces palustri s ( Berk. et Curr . )

231第 2期　　　　　　　　　　邢嘉琪:危害橡胶木的真菌和昆虫　　　　　　　　　　　　　　　　　　　　



Murr . ]
[ 8]
。在马来西亚和我国的海南、西双版纳两地,裂褶菌( S chiz op hy l lum commune Fr. )是

橡胶木原木和新鲜锯材上最为常见的一种木腐菌,砍伐下来的橡胶木几周之内都可以发现它

的存在,橡胶木砍伐后需及时进行处理以避免它的危害。

不同于上述蓝变菌和霉菌, 木腐菌由于其自身生理代谢过程造成了木材组织细胞壁的木

质素或纤维素的分解, 所以它对橡胶木的侵害不仅表现在木材组织外形的改变, 而且其物理、

机械性质也相应发生变化, 木材松软易碎。

目前在国外,橡胶木被砍伐后,通常 1周内完成对它的防腐及干燥处理, 防腐处理普遍采

用硼酸硼砂混合物真空加压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处理的橡胶木基本能够满足其用作家具制造

的需要。由于处理及时,加之以家具作为其最终产品,所以对橡胶木进行的防腐处理主要是针

对蓝变菌、霉菌和昆虫,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考虑对木腐菌的防预 [ 9]。橡胶木极少被用作室外

木制结构,如门窗等的制造。如果以橡胶木制作门窗等, 由于室外腐朽和虫害的情况都比较严

重,则必须采用 CCA( copper-chromium-arsenic preservat ive)真空加压方式处理。

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相比, 我国常见的危害橡胶木的真菌在系统分类上与之大致相

同,但是由于地域气候的因素,海南的橡胶木真菌危害情况比较严重。海南属热带季风性气候,

常年高温多雨, 加之每年从太平洋生成的若干次台风造成大量倒伏的橡胶木难于及时处理的

因素,海南的橡胶木蓝变及霉菌危害情况都比较严重,特别是在连续阴雨天的梅雨季节。为了

防止或控制橡胶木蓝变或霉变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大多数橡胶木加工厂都采用五氯酚钠

( NaPCP)对橡胶木进行处理。五氯酚钠是一种高度致癌的化工产品,对人蓄环境都有很大的

危害,国外许多国家已禁止使用。根据马来西亚等国的经验, 如果在橡胶木生产和处理技术上

加强管理, 做到砍伐后及时运输、及时处理、及时干燥、及时加工,那么五氯酚钠是完全可以不

必应用的。

2　危害橡胶木的昆虫

危害橡胶木的昆虫有多种(见附表:危害橡胶木的昆虫名录) , 其中蠹虫类害虫是最为重要

的。在与地面接触时, 白蚁对橡胶木的危害也相当严重。除蠹虫、白蚁外, 天牛等鞘翅目

( Coleopter a)的其它种类的昆虫也对橡胶木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危害对象主要是放置较长

时间的橡胶木原木,它们中有些以腐朽的原木为食, 而有些则只是以其为栖息地。

危害橡胶木的蠹虫在系统分类上主要分属鞘翅目的 4个科,它们是小蠹科( Scolyt idae)、

长小蠹科( Platypodidae)、粉蠹科( Lyctidae)和长蠹科( Bostry chidae) , 前两科昆虫又称食菌小

蠹,主要危害新鲜原木和锯材,粉蠹科和长蠹科害虫主要危害干燥的橡胶木板材和橡胶木加工

产品。由于食菌小蠹以其蛀道内共生的真菌为食,食菌小蠹的蛀孔及蛀道四壁呈黑褐色,有时

蛀道内可以发现共生真菌充满其内。食菌小蠹的蛀孔直径约为 1 mm 或 3 mm,在食菌小蠹的

蛀孔周围时常可以发现新鲜的呈纤维状的蛀屑,实地调查时可借此发现它的危害。不同于食菌

小蠹,另外一类被称作树皮小蠹的小蠹科昆虫可以直接取食木质材料。

危害橡胶木的长蠹科和粉蠹科昆虫对木材的侵害特别严重,这是因为这种侵害往往开始

时不易被发现, 它们的成虫最初将卵产在木材裂缝或微孔内,卵孵化成幼虫后,幼虫即在木材

内部,特别是富含淀粉和其它营养物质的边材部分蛀道取食, 当人们肉眼看到留在木材表面的

成虫羽化孔时,木材内部往往已被破坏至相当程度, 蛀道成网状,并且充满着粉末状蛀屑。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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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不同, 粉蠹科和长蠹科橡胶木害虫从卵发育至成虫的时间可以是 3～12

个月不等。

同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 在我国的海南省、云南西双版纳两地, 双钩异翅长蠹( H eter o-

bost ry chus aequali s Water house)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长蠹科橡胶木害虫, 该虫赤褐色, 圆柱形,

体长6～10 mm。双钩异翅长蠹在海南 1 a 完成 2～3代,每年的 3月下旬至4月下旬, 6月下旬

至 7月上旬以及 10月上中旬间为其大量羽化期 [ 10] ,此期间特别要做好橡胶木的防虫保护工

作以防范它的侵害。双钩异翅长蠹的羽化孔一般为圆形,直径 1～4 mm ,羽化孔的周围常常有

堆积如小山的粉末状蛀屑。

此次调查中发现, 经过多年的防虫治理,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橡胶木虫害情况不如七八十

年代时严重,但相对而言,海南特别是其南部地区橡胶木虫害情况较西双版纳地区的严重, 虽

然两地间在害虫种类的系统分类上并无大的差异,这可能与两地不尽相同的气候条件有关,在

海南全年都可以发现双钩异翅长蠹的存在。调查中还发现,虽然两地几乎所有的橡胶木加工厂

对砍伐后的橡胶木都采用国产硼砂+ 硼酸+ 五氯酚钠真空加压的方式进行防腐处理,但如果

处理不当仍然会有虫害的发生, 这时主要为杯长小蠹( P latypus caliculus Chapuis) , 这是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除名录所示昆虫外,此次调查还发现了一些危害橡胶木的鞘翅目其它类别的昆虫,它们是

平行长角象( Eucorynus cr assicornis Fabricius)、蓝绿象( Hypomeces squamosus Fabricius)、离

眼长角象(M erar ius sp. )、翘角锹甲( N igidius himalavae Graver y)、甘薯叶甲( Colasp osoma

dauricum aur ip enne Motschulsky )、暗蓝菌虫( Cerop ria subocellata Cast )、赤拟谷盗( Tr iboli-

um castaneum Herbst )、拟谷盗( Tr ibolium sp. )、土潜( Gonocephalum sp. )、两点褐金龟子

( L ep idiota stigma Fabricius)以及 A cicnemis sp.。其中 A cicnemis sp. 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有关专家鉴定为我国属的新记录。

附表:危害橡胶木的昆虫名录[11]

小蠹科( Scolytidae)

　A rixy leborus gr anif er

　A rixy leborus gr anulif er

　A rixy leborus minor

　A rixy leborus rug osip es

　A rixy leborus sutural is

　Cocc otryp es ad v ena

　Cocc otryp es carp op hagus

　Cocc otryp es long ior

　Cocc otryp es rh iz op horae

　Cocc otryp es variabil is

　Cocc otryp es vulgari s

　Cryp halomorp hus sp.

　Cryp halus d ilutus

　Cryp halus sp.

　Eccop topt erus sp inosus

　Eu lep iop s glaber
　Hypocryp halus p er minimus

　Hypocryp halus sp.

　Hypothenemus erud itus Wes tw ood 咖啡豆褐小蠹

　Hypothenemus erythrinae

　Hypothenemus hamp ei

　Hypothenemus obscurus (Fabricius) 苹枝褐小蠹

　Hypothenemus setosus

　Hypothenemus sundaensis

　Hypothenemus sp . 1

　Hypothenemus sp . 2

　Hypothenemus sp . 3

　Hypothenemus sp . 4

　P hloeosinus sp.

　S coly top latyp us p ar vus

　S tr ep tocranu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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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X ylebor us af f ini s Eich h. 橡胶材小蠹

　Xyleborus andrew esi Bland ford 尖尾材小蠹

　Xyleborus ap ertus

　Xyleborus aqui lus Blan dford * 狭面材小蠹

　Xyleborus armip ennis S chedl* 茸毛材小蠹

　Xyleborus cil iatof ormis

　Xyleborus cy lind ri cus

　Xyleborus exiguus

　Xyleborus f orni catus Eichh off * 茶材小蠹

　Xyleborus f unereus

　Xyleborus haberkorni

　Xyleborus nox iu Sampson*

　Xyleborus pe rf orans Wollas ton 对粒材小蠹

　Xyleborus pe rp ar vus

　Xyleborus pi ceus

　Xyleborus pometianus

　Xyleborus pumilus

　Xyleborus recid ens

　Xyleborus simil is Ferrari * 四粒材小蠹

　Xyleborus sp.

　Xyleborus tung gal i

　Xylosand rus comp actus Eich hoff 楝枝小蠹

　Xylosand rus cr assiu sculus

　Xylosand rus morig erus Blandford 印茄材小蠹

长小蠹科( Platypodidae)

　Crossotarsus ex ter nedentatus Fairm aire 外齿长小蠹

　Crossotarsus sp* . 纵孔长小蠹

　Diacavus sp.

　Diapus p usi ll imus Chapuis 东方细小长小蠹

　Diapus qu inquesp inatus

　Platyp us biuncus

　Platyp us calamus Blandford* 铲尾长小蠹

　Platyp us cal iculus Chapuis * 杯长小蠹

　Platyp us cup ulatus Chapuis * 小杯长小蠹

　Platyp us insul indicus

　Platyp us l ew isi Blandfor d* 刘氏长小蠹

　Platyp us p aral lelus

　Platyp us p seudocup ulatus

　Platyp us secretus S ampson* 角面长小蠹

　Platyp us shoreanus

　Platyp us sol id us Sched l* 锥长小蠹

　Platyp us squamu latu s

　P latyp us tr ansf ormis

　P latyp us w estw ood i

长蠹科( Bostrychidae)
　Dinoder us bif ov eolatus Vol l. * 双孔穴长蠹

　Dinoder us minutus ( Fabriciu s) * 竹蠹

　H eterobostry chus aequal is Waterhouse* 双钩异翅长蠹

　S inoxy lon anale L esn e* 双棘长蠹

　S inoxy lon conig erum Gest * 具粒棘长蠹

　S inoxy lon j ap onicum Lesne* 日本棘长蠹

　Xy lop socus cap ucinus ( Fabricius) * 姬长蠹

　Xy lothrip s f lav ip es ( Ill iger) * 锥长蠹

　Xy lothrip s sp. * 艳长蠹

粉蠹科( Lyctidae)

　Ly ctoxy lon d entatum

　Ly ctus af ri canus Lesne* 非洲粉蠹

　Ly ctus brunneu s Stephen s* 褐粉蠹

　Ly ctus di sced ens

　Minthea reti culata

　Minthea rug icol li s Walker * 鳞毛粉蠹

筒蠹科( Lymexylidae)

　A trac toce rus sp. * 短翅长腹筒蠹

鼻白蚁科( Rhinotermitidae)

　Cop tot ermes cochlearus Xia et He 匙颏乳白蚁

　Cop tot ermes curv ig nathu s Holmgren 曲颚乳白蚁

　Cop tot ermes f or mosanus Sh irak i家白蚁

　Cop tot ermes obliquus Xia et He* 斜孔乳白蚁

木白蚁科( Kalotermitidae)

　Cryp tot ermes spp. * 铲头白蚁

　N eotermes brachynotus Xu et Han* 扁胸新白蚁

白蚁科( Termitidae)

　Macr oter mes barney i Light * 黄翅大白蚁

　Macr oter mes long icep s Li et Ping* 长头大白蚁

　Mic rocer ot ermes r emotus Ping et Xu * 天涯锯白蚁

　Odontot ermes c onig nathus Xia et Fan* 锥颚土白蚁

　Odontot ermes hainanensis Ligh t * 海南土白蚁

　Odontot ermes sel lathorax Xia et Fan* 鞍胸土白蚁

天牛科( Cerambycidae)

　Megopi s ( A eg osoma sinica) sinica ( Wh ite) 大棕天牛

　P terolop hia sp . 橡胶坡翅天牛

　S tr omatium long icorne Newman* 家天牛

　Sylot renchus sp. 橡胶虎天牛

　Xy st roce ra g lobsa Oliv. * 桑条合欢天牛

　　注:“* ”表示此次调查时发现有此种害虫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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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gi and Insects Which Attack Rubberwood

X IN G J ia-qi

( Researeh In st itute of Wood Indus t ry, CAF, Beijin g　100091, Chin a)

Abstract: T he bio logical char acter ist ics of the insects and fung i w hich seriously at tack rub-

berw ood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r ubberw ood biodeteriorat ion in China w ere described. T he

fungi at taching rubberw ood consist mainly of blue-stain fungi, moulds and ro tt ing fungi.

The insects include beet le bor ers, termites and some other Coleopteran species, such as

longicorns and snout beetles etc. , the to tal insect species ar e near to one hundred. T he stain

fungi, moulds and beet les should be paid more at tent ion to in rubberw ood preservat ion.

Key words : rubberw ood; fungus; ins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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