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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蒙古栎林害虫危险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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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 目 前 国 内 应 用 的 评 估 方 法 ，将 吉 林 省 柞 树 的 ’ 种 主 要 害 虫 进 行 危 险 性 评 估 。 结 果 认 为 ，栗 山

天 牛 对 蒙 古 栎 危 害 最 重 ，应 列 为 吉 林 省 森 林 危 险 性 害 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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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的柞树!!"#$%"& ,--*&以蒙古栎!!"#$%"& ’#()*+,%-&为主要树种，集中分布于中东部 山 区 ，面

积约 ".$ 万 /01。其中，延边州约占总面积的 )"2，吉林市占 "%2左右。绝大多数蒙古栎林分布于斜

坡、缓坡和平坦台地上，在延边州的低山局部深谷地也有次生蒙古栎林分布。自 1$ 世纪 %$ 年代起，我

省蒙古栎林屡受害虫危害，包括柞叶被食尽或树干严重被蛀。为正确指导柞树害虫的防治，准确评估

不同害虫对柞树的危害，笔者对曾在我省严重发生的害虫进行危险性评估。

! 柞树害虫种类

根据我省柞树发生害虫的普遍性、危害的严重性、造成 的 经 济 损 失 以 及 目 前 研 究 现 状 ，提 出 危 害

!险 &性害虫名单，其确定指标主要是：受害株率 .$2以上，一年内发生面积 "$$ /01 以 上 ；林 木 受 害 率

达 ’.2以上；枝或干受害率 ""2以上。据此统计共有 ’ 种!表 "&。

" 危险#害$性评估

以上 ’ 种害虫，前 . 种均属蛾类，以幼虫危害柞叶。 由 于 幼 虫 生 活 或 取 食 阶 段 体 表 外 露 ，故 受 环

境条件影响较大，其种群数量波动剧烈，防治也较为容易。栗山天牛由于 幼 虫 、蛹 均 在 树 干 内 隐 蔽 生

活，防治相当困难。小齿短肛棒!由于体大，行动较慢，整个取食阶段均在树冠中活动，故防治也较为

容易。

现以目前国内外应用的百分法，依照害虫危害程度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传入适应性、传播方式、

发生发展趋势和防治程度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每种害虫的危害性。按上述 . 个项目，每项目赋 1$ 分，

再按 . 个项目实际可能达到的程度取不同分数，求得综合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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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吉林省蒙古栎主要害虫

害虫名称 发生年份 发生地点

花布灯蛾!.-’/0*+*’- ,(0#$,*$-0-& "5%1 集安、东辽、磐石

栎毒蛾!12’-(0$,- ’-03"$& "5%’、"55) 敦化、安图

舞毒蛾!12’-(0$,- 4,&/-& "5%" 敦化、安图

黄褐天幕毛虫!5-+-%*&*’- (#"&0$,- 0#&0-%#-& "5%%、"55’ 敦化、安图

银杏大蚕蛾!6,%02*/+*%- 7-/*(,%-& "5%$ 东辽

栗山天牛!5-&&,%"& $-44#,& "554 年以来 集安、辉南、蛟河、舒兰

"#$%&’!8-%"+"’ ’,("0,4#(0-0"’& 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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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程度和经济损失分析：主要考虑害虫造成柞树危害或死亡程度。等级为大部分林木死亡；部

分林木死亡；极少数林木死亡或林木不死，但材积质量等级下降或不能用 ，当 年 和 次 年 材 积 生 长 受 影

响和林木长势衰退；当年材积生长受影响和林木长势衰退。

传入可能性分析：害虫传播主要是自身迁飞传播或随人 为 活 动 传 播 、木 材 调 运 传 播 、苗 木 调 运 传

播、种实传播和其他传播。

传入适生性分析：根据柞树害虫现有分布地的生态条件和未分布地的生态条件的相似性和害虫

的生物学特性来考虑。

发生发展趋势分析：主要是害虫演替规律和害虫生物学特性及发生规律所决定的。

防治难易程度分析：主要取决于害虫危害类型、发生特点、生物学特性和抗药性等。

@ 种主要害虫危险性评估见表 A。

$ 柞树主要害虫发生情况

从表 A 可知，栗山天牛在危险性评估中综合分数最高，因此应重视该虫。栗山天牛属东洋、古北区

共生种。BCDE 年周明牂在《北平博物杂志》第 BF 卷中 有 东 北 及 江 苏 和 浙 江 的 分 布 记 录 。G H1 I7&22+**
JBCEBK著《中国天牛》一书中也有在我省分布的明确记载。历史记载，无论南方或北方，个别地方 种 群

密度相当高。在 AF 世纪 LF 年代初期，于永吉采到标本，以 后 在 蛟 河 、辉 南 和 吉 林 市 等 地 也 采 到 过 标

本。栗山天牛对柞树造成大规模危害始于 CF 年代初期，辽宁省宽甸县 BCCA 年发现危害，BCCD 年全县

调查，危害总面积 B1B 万 34A，占柞树总面积的 M1AN。BCCO 年调查，危害总面积上升至 E1ML 万 34A，占

柞树总面积 AL1CN。 吉 林 省 于 BCCD 年 首 先 在 集 安 市 采 伐 柞 木 中 发 现 该 虫 危 害 ，BCCL 年 至 BCC@ 年 调

查，该虫发生面积 B1M 万 34A，其中严重成灾面积 A FFF 34A。BCC@ 年后，栗山天牛又在我省的辉南县、

梅河口市、东丰县、蛟河市、舒兰市和磐石市相继发生危害，至 AFFM 年，全省总发生面积约 A 万 34A。

该虫 D 年完成 B 个世代，以幼虫在柞树干内钻蛀危害，重者树干千疮百孔，树木干枯死亡，极易风

折。由于该虫调查和防治困难，发生蔓延又难于直观看到，其危害极为严重。因此，建议将此虫列为吉

林省森林危险性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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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柞树主要害虫危险性评估

害虫名称 危害程度与经济损失 传入可能性 传入适生性 发生发展趋势 防治难易度 综合分数

花布灯蛾 BF BE AF BE BE @E
栎毒蛾 BF AF AF BE BE OF
舞毒蛾 BF AF AF AF BE OE
黄褐天幕毛虫 BF AF AF BE BE OF
银杏大蚕蛾 BF AF AF BE BE OF
栗山天牛 BE BE AF AF AF CF
小齿短肛棒! E BF BE BF BF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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