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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观台森林公园油松松阿扁叶蜂化学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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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危害油松的阿扁叶蜂为试验对象，研究了树干注药防治、叶面喷雾防治及烟雾防治等施

药技术对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不同景区、不同立地条件油松松阿扁叶蜂幼虫防治效果。研究结果

表明，3种施药技术对油松阿扁叶蜂幼虫均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30％敌畏·氧乐注干液剂以1．3

mL／cm树干胸径的注药量，树干注药药后7 d防效为92．71％。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80％敌

敌畏乳油(2：1)1 ooO倍液叶面喷雾时，药后5 d为防效93．69％。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80％

敌敌畏乳油(2：1)与柴油按1：15，采用烟雾机喷烟施药后5 d防效为84．85％。采用树干注药法

和叶面喷雾法对油松针叶保护效果较好，其中在松阿扁叶蜂卵期注药对油松针叶的保护效果最佳，

其针叶损失率仅为9．06％。在森林公园中，针对不同景区、不同立地条件的油松林，可采用不同化

学防治方法防治阿松扁叶蜂，以满足生产实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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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ntrol of Ac口7z￡^DZ了d口夕D盯ic口Zis at Louguantai Forest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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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ield bioassay of three control methods(trunk inj ection．foliar spraying and fog spraying)

were applied to control Ac口咒f^oZyd口p05￡icnZis at different scenic spots in Louguantai Forest Park．Shaanxi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11 of the three control methods could control the larvae of sawfly effec—

tively．The control efficiency reached 92．71％after 7 days by using 30％DDVP+omethoate liquid formu—

lation for trunk iniection at a dose of 1．3 mL for each centimeter trunk diameter． The control efficiency

reached 93．69％after 5 days by using 4．5％Beta—cypermethrin EC+80％DDVP EC(2：1)through foli—

ar spraying after being diluted 1 OOO times． The control efficiency reached 84．85％after 5 days by using

4．5％Beta—cypermethrin EC+80％DDVP EC(2 l 1)through fog spraying after being diluted 16 times

with diesel． Trunk injection and foliar spraying could protect needles effectiVely-especially at the spaw—

ning period with 9．06％of the needles were lost through trunk injection．In order to meet the actual pro—

duction needs．djfferent control methods against A． 夕05ffc口Zfs can be used based on different scenic spots

and site conditions in the forest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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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松阿扁叶蜂(Ac口九纳oZyd口夕os“c口zfs)在

陕西周至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发生严重，对油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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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极大。松阿扁叶蜂1 a发生l代，主要危害油

松、黑松，以幼虫群居于新嫩枝与2 a生枝相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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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丝做巢，咬断针叶拖入巢内取食，常将当年生和2

a生针叶吃光，严重影响树木生长[1剖。每年松阿扁

叶蜂幼虫的发生危害时期，正值森林公园“五一”前

后旅游高峰期，松阿扁叶蜂危害后新梢上都布满虫

网，严重时树冠整体呈现灰色、火烧状，对森林景观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时掉落的虫粪对游客的心理

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对松阿扁叶蜂的危害必须加以

防治。但在害虫防治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与为游客创

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存在一定矛盾，尤其是在一些游

客活动频繁的景点难以用药。

通过向树干内注入药剂的办法，防治病虫害、矫

治缺素症、调节植株或种实生长发育，是一种高选择

性林木施药技术。树干注射施药具有不给生态环境

造成农药污染，有利于保护非标靶生物和施药者人

身安全等特点[卜盯。笔者从2004～2007年针对楼观

台国家森林公园不同景区、不同立地条件的油松林

特点，采用树干注药、叶面喷雾及烟雾防治等方法对

松阿扁叶蜂进行防治试验，探讨了针对森林公园不

同景区、不同立地条件林木害虫的切实可行的化学

防治技术。为森林公园林木害虫的防治工作提供可

借鉴的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供试材料

供试药剂30％敌畏·氧乐注干液剂(杨凌农药

化工有限公司生产)，14％吡虫啉·敌敌畏注干液剂

(吡虫啉与敌敌畏比例为4：lO，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提供)；4．5％吡虫啉注干

液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

提供)；80％敌敌畏乳油(荆州隆丰农药有限公司生

产)；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江苏金凤凰农化有

限公司生产)。

注药器械为自流式树干注药器(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无公害农药研究服务中心提供)，便携式充电手

电钻，3Wz-500L型车载式多功能喷雾机(河南省鹤

壁市燕龙农林药械有限责任公司生产)，6HYB25

背负式弯管烟雾机(江苏省南通市广益有限公司生

产)。

试验地位于楼观台森林公园炼丹峰、盖家坡等

处油松林，林分郁闭度o．7，坡度20～25。，树龄25～

30 a，树干胸径15～25 cm。

1．2试验方法

树干注药防治试验于4月中、下旬松阿扁叶蜂

卵期、幼虫发生初期(70％幼虫处于1～2龄期)进

行。叶面喷雾及烟雾防治试验于4月下旬松阿扁叶

蜂幼虫发生初期进行。

1．2．1 树干注药防治 以30％敌畏·氧乐注于液

剂、14％吡虫啉·敌敌畏注千液剂、4．5％吡虫啉注

干液剂3种药剂处理各设3种浓度，即：0．7，1-O，

1．3 mL／cm树干胸径，加对照共10个处理，每处理

3次重复，随机排列，每处理20株。

采用自流式树干注药技术施药[5]，在树干基部

距地面20 cm处，用便携式充电手电钻斜向下45。角

打孔，孔直径O．45 cm、深3～4 cm。剪开注药器前

端，用针刺穿注药器盲孔，然后将盛有药液的注药器

插入已打好的孔中，等药剂进入树体后回收注药器

并用泥封口。

1．2．2 叶面喷雾防治 以4．5％高效氯氰菊酯乳

油1 500倍液，80％敌敌畏乳油1 000倍液和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80％敌敌畏乳油(2：1)1 000，

1 500，2 ooO倍液，加对照共6个处理，每处理重复3

次，随机排列，每小区面积O．1 hm2。防治时将配制

好的药液，采用机载喷雾机进行叶面喷雾，以枝梢湿

透为度。

1．2．3 烟雾防治 以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和

4．5％高效氯氰菊酯乳油+80％敌敌畏乳油(2：1)

与柴油1：15的比例两种药剂处理，每小区面积O．1

hm2，每处理重复3次。采用6HY辟25背负式弯管

烟雾机进行喷烟防治。

1．2．4 防效调查 施药前在试验小区内随机选择

10株便于观察的试验树，在每棵油松树冠中下部，

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每个方位随机选取一段30

cm新梢，用白色塑料绳标记，逐一统计每个标记枝

上的幼虫活虫数，做为虫口基数。施药后定期调查

统计标记枝条上的虫口数量和顶梢处当年新发的松

针被危害的数量，在松阿扁叶蜂卵期树干注药防治

松阿扁叶蜂幼虫的试验中仅统计顶梢处当年新发的

松针被危害的数量。根据公式计算出虫口减退率和

校正防治效果[g]。

2 结果与分析

2．1树干注药防治效果

从表1可看出，供试的3种注干药剂树干注药

后对松阿扁叶蜂幼虫均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其中

30％敌畏·氧乐注干液剂和14％吡虫啉·敌敌畏

注干液剂防效优于4％吡虫啉注干液剂。差异显著

性分析表明：几种处理中30％敌畏·氧乐注干液剂

以1．3 m“cm树干胸径的注药量防效最明显，药后

7 d校正防效达到92．71％。30％敌畏·氧乐注干

液剂以1．o mL／cm胸径的注药量的防效与14％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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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啉·敌敌畏注干液剂以1．3 mL／cm胸径的注药

量的防效相当，药后10 d校正防效分别达到

84．72％和82．95％。

树干注药后，不同药剂对松阿扁叶蜂幼虫防治

效果快慢的田间表现与药剂进入树体的速度成正相

关。田间试验时，几种药剂中30％敌畏·氧乐注干

液剂树干注药后进入树体速度最快。注药后1 d

时，药剂便基本被树体吸收，其对松阿扁叶蜂幼虫作

用速度也最快。而14％吡虫啉·敌敌畏注干液剂

剂被树体吸收，药后3 d时药剂才完全进入树体中，

其对松阿扁叶蜂幼虫作用速度也较慢。如30％敌

畏·氧乐注干液剂以1．O mL／cm胸径的注药量，注

药后5、7、10 d时对松阿扁叶蜂幼虫的校正防效分

别为74．88％、84．03％和84．72％。药后5 d时便

可有效杀死松阿扁叶蜂幼虫，7 d时药效便达到峰

值。14％吡虫啉·敌敌畏注干液剂以1．3 mL／cm

胸径的注药量，注药后5、7、10 d时对松阿扁叶蜂幼

虫的校正防效分别为49．12％、69．95％和82．95％。

和4％吡虫啉注干液剂药后1 d时，仅有40％的药 药后lO d时药效才达到最大值。

表l树干注药对松阿扁叶蜂幼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Table 1 The∞ntrol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pe8ticides on the larvae of A．声Ds￡icnZ“by trunk injection

注，’mL／中cm表示每厘米树干胸径注药荆量，同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P<O．05水平差异显著，标不同大写字母表示P<O．∞

水平差异显著，下表同．

2．2 叶面喷雾防治效果 果与高效氯氰菊酯单独喷雾1500倍液防治效果相

从表2可看出，供试的3种药剂叶面喷雾后对 当。与树干注药防治技术相比，喷雾法药剂与松阿

松阿扁叶蜂幼虫防效均大于70％，其中高效氯氰菊 扁叶蜂幼虫接触速度快，药剂防效发挥较快。以高

酯+敌敌畏混用(2：1)效果最明显。1 ooo倍液喷 效氯氰菊酯+敌敌畏混用1 ooo倍液喷雾为例，药

雾时，药后3、5 d校正防效可达89．86％、93．69％。 后1 d校正防效便可达到69．44％。可迅速降低虫

高效氯氰菊酯+敌敌畏混用2 ooo倍液喷雾防治效 口密度，减少害虫对油松针叶的危害。

表2叶面喷雾对松阿扁叶蜂幼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Table 2 The control eff．ciency of different pesticide5 on the lanrae of A．pDsff∞船by foliar 5praying

裘3烟雾防治对松阿扁叶蜂幼虫的田间防治效果

Table 3 The control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pe3ticides on the larvae of A．pD5fic口Z缸by fog sp阳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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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烟雾防治效果

从表3可看出，高效氯氰菊酯+敌敌畏混用(2

：1)与高效氯氰菊酯两种药剂与柴油按1。15的稀

释比例，采用烟雾机喷烟施药后对松阿扁叶蜂幼虫

都具有良好的防效，施药药后5 d校正防效分别为

84．85％、79．08％。高效氯氰菊酯+敌敌畏混用防

治效果略高于高效氯氰菊酯单用效果，但两者之间

差异性不显著。

2．4不同防治方法中松阿扁叶蜂幼虫对油松针叶

的危害率

上述3种不同的防治松阿扁叶蜂幼虫方法中，

在幼虫发生期采用叶面喷雾法和树干注药法对油松

针叶的保护效果较好，其针叶损失率分别为15．26％

和18．44％(表4)。从表4还可看出与其它处理组

相比，采用在松阿扁叶蜂卵期注药防治松阿扁叶蜂

幼虫的处理组，对油松针叶的保护效果最佳，其针叶

损失率仅为9．06％。这主要是由于树干注药后药

剂在树体内具有较长的持效期H]，在防治时可在害

虫危害发生前注药，使油松针叶中带有杀虫药剂，当

松阿扁叶蜂幼虫孵化后取食带有药剂的针叶时造成

其迅速中毒死亡，从而有效抑制其对针叶的危害。

表4不同防治方法中叶蜂对油松针叶危害率影响

Table 4 The loss rate of needles∞u5ed by A．户。盯fc口Zb in di“erent control methods

3 小结与讨论

3种防治方法对松阿扁叶蜂幼虫均有良好的防

治效果，综合比较不同防治方法对松阿扁叶蜂幼虫

的防治效果及对油松针叶的保护效果，采用喷雾法、

树干注药法防治效果优于烟雾法防治。

树干注药法由于药剂在树体内具有较长的持效

期，可在害虫危害发生前注药。选择在松阿扁叶蜂

卵期注药对幼虫取得良好防效的同时，可显著减少

松阿扁叶蜂幼虫对针叶的危害。树干注药法对松阿

扁叶蜂幼虫防治效果非常理想，对环境无污染、对游

客无影响，但其防治成本相对较高，适合于森林公园

中游客较为集中的重点旅游景点林木害虫的防治。

喷雾法在公园内道路两边、及较为平坦的油松林地

中使用方便，无论从对松阿扁叶蜂幼虫的防效还是

松针的保护效果均较为理想。烟雾法防治对松针的

保护效果不如喷雾法、树干注药法，但其对松阿扁叶

蜂幼虫的防效也可达84．85％，烟雾法适合于森林公

园中水源不方便的山地油松林害虫的大面积防治。

在提高防效、降低防治成本、减少防治过程中对

旅游景区及游客的影响的前提下，通过综合利用上

述防治技术，对楼观台森林公园中游客较为稠密的

炼丹峰附近油松林采用树干注药法防治，对游客较

少的盖家坡等地道路两旁及地势较平坦的油松林采

用叶面喷雾法防治，对盖家坡等地山坡上的油松林

采用烟雾机喷烟防治等技术。经过几年的努力，大

大降低了松阿扁叶蜂林间虫口密度，有效地控制了

其对油松的危害，为楼观台森林公园创造了良好的

旅游环境。上述防治方法及效果，为森林公园旅游

景点中不同景区、不同立地条件林木害虫的化学防

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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