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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黄斑星天牛的树种及其机制的研究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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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 8 0一 83 年经室内外调查鉴定表明
,

抗黄斑星天牛的树种有新疆杨PoP ul us
. a lba L

.

e v .

p yr a m id a lis
、

银毛杨p
. o lb a X p

.

: o m o n to s a 、

毛白杨p
.
X : o , n e n to s a Ca rr . 、

北京杨P
.

p ek in e n sis
、

合 作杨p
.

O p e r a 、

银白杨p
. a lb a L

. 、

河北杨p
.

h o p e ie n sis H u e : Ch o w
、

山杨

P
。

d a V ia n a D o d e 、

束{1槐R o b in ia p s o n d o e a e ia L in n 、

榆树V lm t:5 Pu m ila L
. 、

旱柳Sa lix

m a t s u d o n a k o ia z
。

感虫树种有
:

大关杨P一 d a k n a n e n sis
、

箭杆杨P
. u sb ek is ta n ie a k o m

. 。v

A fg h a n ic a
、

欧美杨P
.
X e u r a m e r ie a n e (D o d e) G u in ie r

、

小叶杨P
. siln o n ii C a rr 、

青 杨P
.

a th a ya n a R eh d
.

以及复叶械A e e r n e g u n d o L
. 。

泡桐p a ulo w n ia f a r t u n ei (Se e m
。

) H em s e

和臭椿A ila n th u s altis sim a (M ill)Sw in g le免疫
。

「 .

‘ 抗性机制主要是成虫产卵对寄主有严格的选择性
,

感虫树种可能有某种溶于水和甲

醇中的信息物质
,

引诱成虫产卵
。

抗虫树种的抗生性也有明显表现
,

抗性强弱还与生态

条件有关
。

这为营造抗虫树种混交林提供了依据
。

黄斑星天牛A加 p拍 p hor
o

no bi lis G
.

在严重发生地区
,

于五十年代毁灭了箭杆杨
,

六

十年代毁灭了欧美杨和小叶杨
,

一

七十年代又使大关杨遭 到毁灭 (1t 2
、

3)
。

从 而 提 出了杨树

还能否继续存 在
,

以 及选用何树种造林的问题
。

从防治对策来看
,

黄斑星天牛属于蛀干性

的体积大
,

世代时间长 (两年一代 )
,

寄主选择有限
,

扩散力弱 (最大移动距离为 1 1 9 0公尺)
,

竞争力强 (天敌数量少
,

有坚实的身体和上颗 )
,

对后代照抖好
、

投资大
,

生殖潜力小的

t’k 一对策类害虫
” ,

应采取以 营林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方针(5. 7
、

8)
。

因而研究杨树及 现

有四旁树种对黄 斑星天牛的抗性
,

是选择营林树种
,

进 行综合治理最基本的一环
。

我们于 1 9 8 0一 19 83 年
,

先后 调查了 6 个科 2。余种
,

共计 1 0
,

0 00 多裸树
,

剖干俭查了

5 00 棵
。

同时又在甘肃省天水
、

甘谷及武山县分别建立抗虫鉴定圃
,

搜集当地各种杨树及

四旁树种
,

截成 2 公尺高树段
,

春季栽植在塑 抖窗纱大 棚内
,

使其成活
,

然后在成虫发

生季节
,

均匀接虫鉴定
,

各树种至少重复 3 次
,

观察产卵为害情况
。

结果可按抗感程度

* 本项研究工作
,

得到天水地区休木纳虫害防治站
、

甘谷县及武山县林业局的大力支持
,

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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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的20 种树分为 5 级
:

新疆杨 习g P
u luS 刁垫i互

_

二Y P塑兰些卫i中少
、

银毛杨 卫卫ba 吵
, z

to m e o t。s a
、

刺槐R o b in i、 PS e n d o e a e io L in n
. 、

榆树U lm u s p u m ila L
.

属于高抗级 (H R ) ;

毛白杨翌
, 圣大9里生些三些

-

C a ,
·

r · 、

北京杨p
·

p e k in e n s主S
、

合作杨I兰里2弓犷丝
, 银白杨p :越地 L

· 、

河北杨p
.

ho p e ie n sis H u e t C ho w
. 、

山杨p
.

da V id a n 、 D o d e
、

柳树S a lix m a t su d o n a k o ia z

属抗虫级 (R ) ;
小叶杨p

. sim o n ii Ca r r . 、

青杨p
. e a tha ya n a R eh d

.

属于感虫树种 (S)箭
;

杆杨P
. u sb e k is ta n ie a K o tn

. c V.
.

A fg ha n ie a
、

欧美杨 (加杨)P
. 又 e u r a m e r ic a n a (D o d e )G u in ie r

.

表 1 各树种对黄斑星天牛抗性比较

树 项 野 外 调 查 网 室 鉴 定

利
,

名 目
抗级评定 :成

称 调查株数 { 被害株率 (幼 卵八 00 cfl l “ 卵/ 株

�bC口HH

一l
一l一

OC�匕

一Q�一勺

OCJ任1
月

4箭杆杨

欧美杨

9 4
.

3

8 7
。

1

3
。

9

7
。

5

5sRHR丑HR

,土nUg曰Q心IJ
.

月任吮乃QU工了
黑杨溉

曰 小 叶 杨
杨

「

青 杨
溉 。 l、

1 0 0

5 7
。

7

4 7
.

0 4
。

9 1 6 4
。

7

2 0 0

2 7 5

5 0 8

1 5 0

2 0 0

1 8 0

9
。

5

2 0
。

0

2 4
。

8

4
。

7

0
。

9

2
。

8

1 0 4
。

6

4 1
。

9

9 9
。

0

7
。

5 2
。

6

4
。

6 3
。

9

7 7 2

1 2 5

8 6 0 9

2 8
。

2

3 2
。

7 7
。

7
。

5

J叹八价

杨杨杨杨杨杨杨杨杨疆白白毛北
一

京什关新银毛河银山
.

北合大
白派杨
一
杂交杨

2 1 4

13 0

7 8

9 8 2

8 5

10 3

2 0
。

7

0
。

6

3
。

3

0
。

0 0
。

0

O
。

0 0
.

0

9 3
。

2

1 1 0 ‘3 { R

1 3 3
·

6 } R

一 ⋯ R

一 { R
{

4 4 3
·

6

⋯
H S

5 4
.

4 { R

2 3
。

7
.

H R

9 6
·

4 } R

O
。

O (
V R

。
·

O ⋯ v R

一
{ H S

树槐椿树桐械

t

柳刺榆泡臭复
其它树种

浓 H s一高感; s一感虫 ; R一抗虫; H R一高抗 ; V R一免疫或近免疫
。

柿树也不感染黄斑星天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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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斑星天牛产卵对树种选择的次序 又 (武山
、

19 8 3年 )

、

\

日
梦俘 \ 期

\
_

_

株 \

树 种
‘

\、⋯

欧美杨 (力口杨 )
⋯

5
.

。

大 关 杨 { 16 .8

箭 杆 杨 } 1
.

5

1 4 日 1 5 日 1 8 日 1 9 日 2 0 日

累 计 }
{抗 级

(9月 l日 ) l

5 2
。

5

5 4
。

O

5 2
.

5
:

1 4 6
.

5 一 7 7
.

0
一

3 2
。

3
.

16 9
。

0 . 2 9
。

0

1 9
·

5 一4 4 5
·

6

}
4 4

。

0 一 4 4 3
。

6 r H S

4
。

5 1 9
。

0 1 6 2
。

3 J 2 0
。

0 3 1
。

8 1 8 8
.

8

青 杨 } 1
.

7 8
。

7 1 0
。

5 3 5
.

3 ’ 13
。

0 J 2 4
。

8 1 6 4
.

7

R|HR

R|

骂
北

默川川::
‘

丫从黔黑
车良 白 杨

⋯
。

·

。

一 ⋯
2 一

⋯
9

一 ⋯
3 3 一 } 工。4一

毛

里
杨 ’ 0

.

0
{

‘
.

0 } ‘
.

3

{
9

.

5 ‘ 9
.

3 ⋯ 8
.

3
’

9 9
.

0

新 疆 杨
⋯

0
’

5 } 0
‘

2
⋯

7
’

2

⋯
2

’

8 ’ 2
’

8

⋯
‘O

’

6 “
’

,

: i⋯⋯⋯⋯⋯⋯⋯⋯)
:
}⋯⋯)

⋯

{⋯{
⋯

⋯)
⋯

{⋯⋯)
霆 纂

, ::: ⋯:::⋯:::
⋯::: ⋯:::

}

::: :::

R H

V R

兴在抗虫鉴定圃内
,

何树接 5 对成虫
,

让其自由选择产卵树种
。

每处理重复 4 次
,

逐 日标记并统计

各树种上产卵数
,

16 一17 日因下雨未统计
,

故1S 日实际是 3 天的季计数
,

21 日后省略未列入表中
。

大关杨P
.

X d ak u a n e n sis
、

复叶械A e e r n e g u n d o L
.

属于高度感虫树种 (H S) ;泡桐Pa u lo W
-

n ia fa r tu n e i (S e e m
.

) H e m s e和臭椿A ila n *h u s a lt is sim : (m ill
.

虫不在其上产卵
,

D u b y高感天牛

属免疫 (V R )
。

如按杨树Po p u lu S分类学来看
,

SW in g le黄斑星天牛成

黑杨沁S ek tio n A ig e ir
-

(H S ) ; 青杨派 S e e t
.

T a e a m a h a e a s p a e h
.

感染黄斑星天牛
,

但不 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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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

属感虫级 (S) ; 白杨滴 Se c t
.

le u c o D u bv 比较抗虫
,

有高抗种类
,

总的属于抗虫级

(R )
,

其中白杨亚组Su b se e t
.

A lbid a e D o d。又比山杨亚组 S t, bs e e t
.

id a e D o d e
抗 虫 性 强

些 ; 杂交杨中有抗有感
,

主要看亲本遗传及后代选择
。

欧美杨是欧洲黑杨同美洲黑杨杂

交种
,

属于黑杨洲
.

大关杨是青杨狐同黑杨沁杂交种 (Se ct
.

T o ca m a ho c a X Se c ‘Ai ge iro “)
,

其性状倾向于黑杨
,

因此感虫
;

.

合作杨也是青杨抵 x 黑杨沁
,

但性状偏青杨沁
,

较为抗

虫
;
北京杨是黑杨狐

x
青杨狐杂种

,

性状偏青杨诚
,

也较为抗虫 (详见表 1 )
。

经四年观察与研究
,

黄斑星天牛成虫对树种有严格而准确的选择性(2)
,

不仅从结果

看
,

而且在选择次序上也有先有后
。

首先是选择黑杨瓶或黑杨汉血统的树种
,

其次是青杨

狐树种
,

当在这些树种上产卵接近饱和后
,

再在其它树种上刻槽产 卵 (见表 2 )
。

在选择树种

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直径树段
,

在 4 一 16 厘米的范围内
,

树段越粗产卵越多
,

过粗过细的

树段都不产卵
,

或极少产卵
,

因而在自然界产卵的高度
,

随树干生长而逐年上升
。

泡桐与臭椿在自然界不被黄斑星天牛为害
,

既使用铁纱笼控制成 虫
,

也不在其上刻

槽产卵
,

然而能取食其树叶
,

并用泡桐皮粉及木粉能养活其幼虫
,

且发育正常
。

可见不

被天牛选择
,

并不是内含毒物或营养成分不良
,

而是另外的原因
。

初步分析感 虫树种的

成分表明
,

大关杨含有某种溶于水和甲醇中的信息物质
,

成虫通过嗅觉和味觉器官感受
,

被引诱其上产卵
。

此外
,

树皮的物理性质
,

如粗糙与坚硬程度亦与产卵选择性有关
,

曾发

现在银毛杨上产卵的雌虫
,

有的竟由于拔不 出产卵管而就地死亡 ; 同时在柳树上还观察到

有不少雌虫产卵管的外膜被树皮卡住而留在产卵孔中
。

这些都是抗虫性的表 现 (2. 4. 8)
。

杨树的抗生性也有显露
,

水分与树脂溢泌旺盛的树种或植株
,

卵和幼虫因受浸渍而

淹死 ;树木组织增生快的
,

可使卵或幼虫封闭窒息而死
;用大关杨

、

箭杆杨
、

银白杨
、

银毛杨

柳树等皮粉及木粉饲养表明
,

以抗虫树种饲养 的幼虫成活率为10 一 60 %
,

虫体小
,

重量

轻
,

生长缓慢
,

这很可 能与营养成分有关(4. 9
、

10 )
。

树种对黄斑星天牛的抗性与生态条件也有密切关系
,

海拔 1 7 0 0公尺以上
,

杨树受害

轻
,

这与温度有关(2. 6) ;
树势生长旺盛的被害轻

; 水足肥饱的可增强树的抗虫性
;
成行

成 林的树比零星树受害轻
,

这些可归之为生态抗虫性(4) (其抗性关系列表如下)
。

影响取食 厂

产 卵因素 {

树龄与胸径 )

树皮物理特性
、

抗选择性
树的化学成分

遗传抗性

影响生理了
生存因素

树内营养成分 )

组织增生快 }抗生性

杨树对黄斑
星天牛抗性

树脂溢泌旺盛

水肥条件
) 树势生长

生态抗性
}.

成林成片
海拔高度

从结果看
,

泡桐
、

臭情
、

刺槐
、

柳
、

榆
,

以及白杨孤树种 (如新疆杨
、

银毛杨
、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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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杨
、

毛白杨等)均可用作营林树种
,

那种提出
“

枪毙
”

杨树的主张是欠妥的
,

即是大关杨也

有一定用处
,

除作诱饵树外
,

还可 “
保护过关

” 。

建议彻底清除严重虫害木 以迅速压低虫口
,

扑灭虫源
炭。 ; 更换感 虫树种

,

营造抗虫

树种带状混交林
,

避免树种单一化
。

每树种带长 1 0 0 0公尺 (2)
,

带间栽植百分之五的嗜食树

种
,

以引诱残存虫口
,

便于集中防治
,

减少对抗虫树种的选择压力
,

是有效而可行的基

本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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