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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渡户树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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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重要的林木蛀干害虫#报道了新渡户树蜂在甘肃省有分

布$通过木段饲养试验获得标本并记录数据#研究新渡户树蜂的形态特征%羽化规律%雌雄对比等

生物学特征$结果表明#新渡户树蜂雌虫虫体明显大于雄虫&在甘肃哈思山的羽化期为
?

月上旬至

#"

月上旬&羽化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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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数量在树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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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最多$通过对其形态及

发生规律的研究#为新渡户树蜂的形态鉴定%监测和综合防治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甘肃&新渡户树蜂&鉴定&生物学特性&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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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户树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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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膜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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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种重要的林木钻蛀性害虫+

#

,

(新渡户树蜂在我国河

北-北京-陕西-江苏-云南等地区有分布!寄主植物

有油松"

*"&+,'-)+."

/

(#0",

#-华山松"

*1-#0-&?

@""

#-落叶松"

7-#"%

4

0$."&""

#等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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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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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户树蜂发育周期较长!从卵发育到幼虫

再经过化蛹!最终羽化为成虫!需要经历
#

"

%/

或

者更长的时间+

%

,

(新渡户树蜂产卵部位不集中!当

雌虫在寄主树干产卵后!产卵点会出现流脂点和流

胶现象!羽化孔正圆形+

&

,

(

哈思山位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部偏西!年

均气温
)V

!所分布的大面积天然油松纯林在甘肃

省中部干旱地区十分罕见(哈思山的植被对周边地

区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等方

面都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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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思山的环境条件适合树蜂昆虫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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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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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曾在哈思山的云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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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内

发现蓝黑树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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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哈思山分布着大面积

的油松纯林!纯林生态系统具有生态结构简单!对病

虫害的自然控制力不强!以及生物多样性低-生产力

低下-地力衰退等生态问题+

A

,

!据此推测树蜂昆虫在

当地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因此!对新渡户树蜂

的为害规律和生物学特性开展详细调查研究!有助

于该地区新渡户树蜂的综合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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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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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地概况

哈思山位于靖远县北部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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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基岩中低山

地!是北部祁连山系皱褶断陷东延隆起形成的!海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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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森林环境的影响!林区小气候

相对温凉湿润!年平均气温
)

"

AV

!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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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集中在
AT?

月(本区域森林植被

按垂直带谱分布$

!#""C

以下为半旱生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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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油松为主!零星分布有白桦-山杨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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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为油松纯林和小面积的云杉纯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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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亚高山草甸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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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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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虫源

根据树蜂为害状!在林区内采伐
$

株树高
)>"

C

左右的油松衰弱木!并用
#

"

$

的数字编号(将每

株油松截为长约
A"EC

的木段!检查木段中是否有

活的树蜂幼虫!以此判断是否适合进行木段饲养试

验(将不同编号的油松木段放在单独的木段饲养笼

内!置于通风荫蔽处(每天检查
#

次木段饲养笼!收

集并统计羽化出的树蜂性别和个数(羽化期结束

后!检查所有木段内是否还有活的树蜂幼虫(

!"$

!

新渡户树蜂的形态鉴定

将收集到的树蜂制作成干制标本!具体拍摄方

法以及拍摄设备!参照牛耕耘+

?

,的方法!用
Z6;E/

M!"'8G

体视显微镜观察记录其形态特征!参照国

内外树蜂昆虫传统形态学文献进行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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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指标

树蜂羽化期内!记录木段饲养笼内树蜂羽化的

日期-性别及个数*树蜂羽化期结束后!测量地上高

度
"

"

')"EC

内所有树蜂羽化孔的直径及羽化孔数

量*测量每头树蜂的头壳宽-前胸背板宽-前翅长-体

长"中单眼到腹部末端的长度!雌虫包括角突#和产

卵器长"雌虫#(

!"&

!

数据分析

利用
M;E-+7+13BQE60!"#)

计算平均数-标准

差及制作图表(利用
FOFF!!>"

在单因素方差分

析
">"'

水平下!进行
S,.E/.

检验(

!

!

结果与分析

#"!

!

形态鉴定结果

根据传统形态分类学方法!可以确定木段饲养

笼内羽化出的昆虫为膜翅目树蜂科树蜂属新渡户树

蜂"

!1&"'()$"

#"图
#

#!形态特征描述如下(

雌虫$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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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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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蓝黑色!具金属光

泽!腹部微暗红色*触角!口须!各足均黑色!但胫节

末端-各跗节末端-爪红褐色*翅基半部无色透明!端

半部褐色!翅痣深褐色(头顶刻点间间隙较小!刻点

细密-几乎相连*颊刻点细密!颊基部刻点少(前胸

背板刻点粗密!中胸盾片刻点细密(后足跗节第
!

节跗垫长度为跗节长度
">$

倍!侧面观后足跗节第

!

节长为高的
!>"

"

!>'

倍*前翅
%G

室缺失(腹部

背板第
#

节具少量刻点*第
?

背板中凹基部宽约等

于纵长的
&

%

'

!约为背板中凹的最大宽度的
%

%

&

!纵

长稍小于角突的长度*角突背观较短!两侧边缘内

凹!中轴纵长小于第
?

腹节和第
#"

腹节连接处的宽

度*产卵管鞘 长为体长的
">'

"

">''

!为前翅的

">''

"

">)'

倍*产卵管鞘前端和后端之比为
">?'

"

#>"$

*产卵管刻点大!刻点长度和宽度近等长!刻点

长度约为节间长度
#

%

!

!刻点宽度约为产卵管直径

的
#

%

!

*产卵管鞘前端和后端几乎等长(

雄虫$体长
#!

"

!ACC

(触角全黑色或基部数

节微褐色*头部!胸部蓝黑色*腹部基部两节蓝黑色!

其他节橙黄色*前足-中足股节-胫节和跗节黄色*后

足股节黄色!胫节黑色(头顶刻点粗密*翅黄色透

明!翅脉黄色(

识别特征$雌虫各足均黑色*翅颜色深!翅端部

褐色*产卵管刻点大!刻点长度约为节间长度
#

%

!

"基部至中部#*后足跗节第
!

节跗垫长度为跗节长

度
">$

倍"图
!

#(雄虫腹部红褐色!腹部末端不为

黑色*后足胫节黑色!胫节基部约
#

%

#!

红褐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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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户树蜂成虫羽化规律

!>!>#

!

新渡户树蜂成虫羽化节律
!

从图
%

可以看

出!甘肃靖远哈思山油松纯林内的新渡户树蜂羽化

期为
?

月上旬至
#"

月上旬!为期
!)=

(

$

个木段饲

养笼内共羽化新渡户树蜂
#!'&

头!其中雌虫
#))

头!雄虫
#"$$

头!雌雄性比约为
#[A

(平均每株供

试油松的新渡户树蜂羽化量为
#'A

"

\?&

#"

2]$

#

头!其中雌虫羽化量为
!"

"

\#&

#头!雄虫羽化量为

#%)

"

\$"

#头(雌虫羽化高峰期为
?

月
!!

日!羽化

量为
&

"

\!

#头!雄虫羽化高峰期为
?

月
#$

日!羽化

量为
!#

"

\#"

#头(由图
%

可知!新渡户树蜂雄虫的

羽化高峰期早于雌虫(

?'#

第
&

期 卢钟宝 等$甘肃哈思山天然油松林新渡户树蜂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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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孔在不同高度上直径的变化
!

在
)

株

供试油松树干
"

"

')"EC

高度处!共统计得到新渡

户树蜂羽化孔
#!?%

个(新渡户树蜂羽化孔直径

#>&'

"

&>AACC

"

C]#%A'

!平均值
\

标准差
]

"

!>)"\">)?

#

CC

#(在树干不同高度区间!新渡户

树蜂羽化孔的直径大小差异显著"

8]&>!!

!

=1]A

!

*

#

">"#

#"图
&

#(

图
B

!

新渡户树蜂雌成虫和雄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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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

新渡户树蜂产卵管和后足第二跗节垫

8;

I

>!

!

R<;

L

+7;3+-

"

.6/-C;==06

#

/.=C63/3/-7+C6-6!+116C/06+1!1&"'()$"

图
D

!

新渡户树蜂成虫的羽化数量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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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字母表示在单因素方差分析!

S,.E/.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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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

图
'

同(

图
E

!

新渡户树蜂羽化孔在树干不同高度范围的直径

8;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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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636-+16C6-

I

6.E64+06+1!1&"'()$"/=,037

;.=;116-6.346;

I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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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化孔在不同高度上数量的变化
!

在树干

"

"

')"EC

高度处!新渡户树蜂羽化孔的数量在
!#"

"

!$"EC

高度处最多!频数为
!#>'$_

(在树干不

同高度内的新渡户树蜂羽化孔的数量差异显著

"

8]%>')

!

=1]A

!

*

#

">"#

#"图
'

#(

图
F

!

新渡户树蜂羽化孔在树干不同高度范围的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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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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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渡户树蜂虫体大小

从表
#

可以看出!新渡户树蜂雌虫的虫体大小

"头壳宽-前胸背板宽-前翅长-体长#指标"平均值-

最大-最小值#都比雄虫的大(

%

!

结论与讨论

新渡户树蜂首次发现于甘肃省的哈思山!寄主

植物为油松!易为害林区内的衰弱木*通过木段饲养

")#

西北林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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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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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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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户树蜂成虫的虫体大小

P/D06#

!

H+=

9

7;̀6+1!1&"'()$"/=,037

性别 样本数
变化范围%

CC

!!

均值
\

标准差%

CC

头壳宽 前胸背板宽 前翅长 体长 产卵器长

雌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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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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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A\!>!)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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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

##>"?

?>""\#>!&

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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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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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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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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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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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明确了新渡户树蜂羽化期为
?

月上旬至
#"

月

上旬!雄虫羽化高峰期为
?

月中旬!雌虫羽化高峰期

为
?

月下旬!这与之前报道的新渡户树蜂产卵盛期

?

月中下旬至
#"

月上旬基本吻合+

&

,

(

新渡户树蜂产卵后!产卵点会出现淡黄色的流

脂点和流胶现象*新渡户树蜂羽化孔呈正圆形!大小

约为
#>&'

"

&>AACC

(通过统计供试油松上新渡

户树蜂羽化孔的数量表明!该树蜂羽化孔在地上高

度
!#"

"

!$"EC

处分布最多*因此这一高度区间既

可以作为人为监测该树蜂为害情况的观测高度!也

可以为日后悬挂诱捕器的高度提供参考*但该树蜂

羽化孔直径在树干不同高度区间表现出的显著差

异!可能与营养物质在油松树干中的分布或与其习

性有关+

#!

,

(

在影响树蜂属昆虫世代长短的环境因子中!最

重要的就是温度因子+

#%(#&

,

!因为气候条件可以影响

树蜂昆虫的交配产卵行为+

#'(#)

,

(在木段饲养试验结

束后!仍从供试木段中劈出活的树蜂幼虫!结合哈思

山的气候资料!可以推断甘肃靖远哈思山的气候条

件是新渡户树蜂在当地种群数量增加的限制因素之

一!因而推断该地的新渡户树蜂世代周期可能为

!

"

%/

一代(

目前防治树蜂的策略主要是严格执行森林检疫

方面的相关措施!以及通过清理林区内衰弱木!提高

林区健康水平!减少树蜂昆虫定殖几率+

#A

,

(当树蜂

昆虫在当地定殖后!主要是利用其天敌昆虫!如寄生

线虫和寄生蜂防治+

#$(#?

,

(哈思山天然油松纯林分布

区的人为干扰较小!建议通过伐除林区内的衰弱木

或病死木来减少新渡户树蜂在当地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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