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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曲柳窄吉丁（8789:;2 :$< Q4989，6!=）!*-+)./ 0)$&+01&&+/ 2$+-($+-1 是木犀科（R;8:D8:8）$属 2-$3+&./ 植物树木的毁灭性蛀

干害虫，目前发现其主要危害欧$亚属 ."Q#8>C 2-$3+&./ 欧$组（.8D%?4> 2-$3+&./）和象蜡树组（.8D%?4> 41)+’51/）的一些树木种

类，如美国白蜡 2-$3+&./ $(1-+"$&$、洋白蜡 2 C 01&&/6)7$&+"$ 7$- /.8+&#1*1--+($、绒毛白蜡 2 C 71).#+&$、黑白蜡 2 C &+*-$ 和水曲柳2 C
($&5/9.-+"$ 等。与早期文献上的记载不同，很少发现花曲柳窄吉丁对苦枥木亚属 ."Q#8>C :-&./ 白蜡树组（.8D%?4> :-&$/#1-）的

白蜡树 2 C "9+&1&/+/ E4SQ 和花曲柳 2 C -96&"9’096))$ 造成危害。不同寄主白蜡树对花曲柳窄吉丁的敏感性不同，洋白蜡、绒毛

白蜡等北美白蜡树种受其危害重于亚洲的水曲柳。这可能是由于长期的适应进化，分布在亚洲地区的$属寄主树木发展了

对花曲柳窄吉丁的抗虫性。中国部分地区发生的花曲柳窄吉丁灾害应该归属于引进的北美白蜡树种对本地害虫敏感所致。

在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台湾、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市和自治区，都曾发现花曲柳窄吉丁的危害或分布。白

蜡属树木广泛分布于我国除了青藏地区和海南省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大面积引种北美白蜡树种的北方和西北地区，以及

近年来种植发展水曲柳的东北地区都是花曲柳窄吉丁这种毁灭性蛀干害虫的潜在发生地。花曲柳窄吉丁在我国部分地区为

检疫性林业害虫，做好检疫是杜绝其扩散蔓延的首要方法。我国局部地区出现花曲柳窄吉丁灾害说明，北美白蜡树种在我国

的适应性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科学的全面的风险评估，在我国生态建设中应重视利用我国本地的白蜡树种。在花曲柳窄吉

丁灾害的治理中，可采用营造混交林以降低蔓延的速度和发挥自然控制能力，加强肥水管理以增强树木的抗虫能力，清除被

害木消灭虫源，以及幼虫期树干注射、成虫期喷洒化学农药等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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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曲柳窄吉丁 ,-)*.(& /.#$*/0$$*& F*%"4*%"(，是木

犀科（G1(*’(*(）$属 !)#1*$(& 树木的毁灭性蛀干害

虫。幼虫蛀入树干，在韧皮部与木质部间取食，形成

“H”形虫道，由于虫道横向弯曲切断了输导组织，在

虫口密度低的情况下，有虫道的地方树皮死亡，当虫

口密度高时，虫道布满树干，造成整株树木死亡（侯

陶谦，IJKL；于诚铭，IJJM）。该虫已列入国家林业局

发布的《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为 MNNO 年北京

市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花曲柳窄吉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的

地方性林业害虫，由于一直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严重

危害，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关文献很少，

研究也不深入。MNNM 年北美也发现该害虫，并对当

地的白蜡树造成了严重危害，引起了当地政府和森

林保护部门的高度关注，随之开展研究（?**’B 02
#. 7，MNNM）。调查结果表明，目前花曲柳窄吉丁在我

国局部地区的危害也比较严重（P%2 02 #. 7，MNNQ；高

瑞桐等，MNNR；赵同海等，MNNR；魏霞等，MNNR）。

) 花曲柳窄吉丁的分类地位和异名

花曲柳窄吉丁 ,-)*.(& /.#$*/0$$*& F*%"4*%"（ 3:!(
1#’*1%3:：56%&*），又名白蜡窄吉丁、$小吉丁和花曲

柳瘦小吉丁，英文称作 C4("*1+ 8)6 D#"("，简称 C8D，

属鞘翅目（5#1(#!3("*）吉丁科（D2!"()3%+(*）窄体吉丁

虫亚科（8."%1%&*(）窄吉丁属 ,-)*.(&。其拉丁学名有

Q 个 异 名，分 别 是 , 7 "#)+3/3.* G9(&9(".("（ 3:!(
1#’*1%3:：56%&*），, 7 "#)+3/3.* (."* S2"#)*;*（ 3:!(
1#’*1%3:： T*!*&）和 , 7 40)02)*(& G9(&9(".(" （ 3:!(
1#’*1%3:：@*%;*&，56%&*）（T(+&(B，IJJR；?**’B 02 #. 7，

MNNM）。

* 木犀科"属植物分类及在我国的栽

培概况

$属植物约有 LN 余种，大部分分布在北半球的

暖温带和亚热带区域，分为两个亚属 U 个组（表 I）

（P%&.(1)6(%4，IJMN；韦直，IJJM）。该属植物广泛分布

于我国除了青藏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其中我国本

土树种 MU 种。水曲柳 ! 7 "#$%&’()*+# V2!"7是古老

的残遗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但多为零星

散生。水曲柳材质坚韧，纹理美观，是东北、华北地

区的珍贵用材树种，同时对于研究第三纪植物区系

及第四纪冰川期气候具有科学意义；由于数量日趋

减少，目前大树已不多见，属渐危种，已列入我国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现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

和内蒙古等地区已开始大面积引种栽培。中国白蜡

! 7 +’*$0$&*& V#<97 主要分布于华北和南方地区，广

为栽培用以放养白蜡虫 5)*+0)(& /0.# 生产重要工业

原料白蜡，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

值；分 布 于 华 北 和 东 北 地 区 的 花 曲 柳 ! 7
)’6$+’3/’6..# ?*&’(，材质也很优良，是制作各种工具

和家具的重要原料，也是园林绿化和行道树的常用

树种。

$属国外种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及台

湾都有引种，其中以美国白蜡 ! 7 #"0)*+#$# P%&&7、
洋白 蜡 ! 7 /0$$&6.7#$*+# 0*")67 $*" 7 &(8*$20-0))*"#

（W*61）F("&7和绒毛白蜡 ! 7 70.(2*$# @#"" 7栽培的范

围最为广泛，尤其是绒毛白蜡，由于其抗水湿，耐盐

碱性能优良，已成为天津市的市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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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属树木的分类系统

"#$%& ! ’%#(()*+),#-).* .+ !"#$%&’( /0
亚属 !"#$%&’ 组 !%()*+& 种 !,%(*%- 分布 .*-)/*#")*+&
苦枥木亚属 !"#$%&’ !"#$% 苦枥木组 !%() ’ !"#$% 花白蜡 & ’ ’"#$% 0*&&’ 地中海 1%2*)%//3&%3& 3/%3，非洲 45/*(3，亚洲 4-*3

秦岭$ & ’ ()*+)#) 0*&$%6-7’ 喜马拉雅 8*9363:3-，中国 ;7*&3
白蜡树组 !%() ’ !"#)%,-" 白蜡树 & ’ ./+#-#%+% <+=#’ 中国 ;7*&3，日本 >3,3&，韩国 ?+/%3，越南

@*%)&39
花曲柳 & ’ "/0#./’(/011) 83&(% 中国 ;7*&3，朝鲜 ?+/%3，俄罗斯 <"--3

欧$亚属 !"#$%&’ &")*+#$% 欧$组 !%() ’ &")*+#$% 欧$ & ’ -*.-1%+’" 0*&&’ 欧洲 A"/+,%
水曲柳 & ’ 2)#3%/$"+.) <",/ ’ 中国 ;7*&3，日本 >3,3&，韩国 ?+/%3，俄罗斯东部

地区 A3-) <"--*3
黑白蜡 & ’ #+4") 13/-7’ 美国 B!4，加拿大 ;3&323
尖果$ & ’ ’*0.)"() C*662’ 南欧 !+")7 A"/+,%，伊朗 D/3&，土耳其 E"/F%:
蓝白蜡 & ’ 5$)3")#4$1),) 北美 G+/)7 49%/*(3

象蜡树组 !%() ’ 6-1+’3-% 美国白蜡 & ’ )2-"+.)#) 0*&&’ 美国 B!4，加拿大 ;3&323
洋白蜡 & ’ (-##%017)#+.) 13/-7’ H3/ ’ 美国 B!4，加拿大 ;3&323
%$8+#,-4-""+2)（@376）I%/&’
绒毛白蜡 & ’ 7-1$,+#) E+// ’ 美国 B!4，墨西哥 1%=*(+
俄勒冈白蜡 & ’ 1),+9’1+) J%&)7’ 北美 G+/)7 49%/*(3
长绿白蜡 & ’ $/3-+ 北美 G+/)7 49%/*(3

椒叶$组 :-., ’ 椒叶$ & ’ *)#,/’*01’+3-% 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亚洲（阿富

!(*323&)7"- （K’ .+&）.;’ 汗至中国）G+/)7 45/*(3（46$%/*3，1+/+((+）)+
4-*3（45$73&*-)3& )+ ;7*&3）

湖北$ & ’ /$8-+-#%+% !’ L’ 中国 ;7*&3
!%() ’ ;+(-,)1)- & ’ 3+(-,)1) 8++F’ A) 4/&’ 美国 B!4
!%() ’ <)$.+91’")- & ’ 4"-44++ 4’ K/3: 美国 B!4，墨西哥 1%=*(+

& ’ "$9-%.-#% 0*&$%6-7’ 墨西哥 1%=*(+

1 花曲柳窄吉丁的寄主范围

12! 寄主植物记载

中国文献记载花曲柳窄吉丁可危害水曲柳、中

国白蜡和花曲柳等分布在亚洲的白蜡树种（侯陶谦，

MNOP；于诚铭，MNNQ）。在日本和韩国的文献上，花曲

柳窄吉丁的寄主植物除白蜡树外，还记载有核桃属

=$41)#%，枫杨属 <-,"’.)"0) 和榆属 >12$% 的一些树种

（833(F -, )1 ’，QRRQ）。

由于对花曲柳窄吉丁缺乏较好的研究，研究文

献较少，这些记载有可能存在失误。因为钻蛀性昆

虫成虫所附着的植物种类常常与其幼虫能够危害的

真正寄主不一致，昆虫分类学家在采集昆虫标本时

经常发生“寄主植物”记录错误的情况（8%/9- -,
)1 ’，QRRS3）。

123 寄主范围调查

对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省与天津市等

花曲柳窄吉丁分布和危害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花

曲柳窄吉丁危害的寄主植物有水曲柳、洋白蜡和绒

毛白蜡，未发现资料上记载的中国白蜡和花曲柳（表

Q）。在北美，花曲柳窄吉丁危害的寄主植物树种包

括美国白蜡、洋白蜡、蓝白蜡和黑白蜡，及其各自的

栽培品种（8%/9- -, )1 ’，QRRS3）。

121 花曲柳窄吉丁侵染不同树种的研究

研究表明，花曲柳窄吉丁对北美地区的胡桃科

（>"$63&23(%3%）和榆科（B693(%3%）以及木犀科其它属

的树木种类不能造成侵染危害。实验条件下，花曲

柳窄吉丁成虫对胡桃科和榆科树木的树叶几乎不取

食，对木犀科其它属树木的树叶可少量取食（833(F
-, )1 ’，QRRS；833(F 3&2 T%)/*(%，QRRS）。雌成虫会在

美国榆 > ’ )2-"+.)#)、黑核桃 = ’ #+4")、粗皮山核桃

?)"0) ’7),)、美洲朴 ?-1,+% ’..+3-#,)1+% 0’ 和日本丁香

:0"+#4) "-,+.$1),) 等替代树种上产卵，林间也会发生

误产现象，但只有少数初孵幼虫可以蛀食，蛀道小而

且不规则，幼虫发育极不正常（1(;"66+"$7 -, )1 ’，
QRRU；4$*"- -, )1 ’，QRRS）。林间调查也表明，女贞属

@+4$%,"$2 和丁香属 :0"+#4) 等灌木树种都不是花曲

柳窄吉丁的适宜寄主，即使生长在离受害白蜡树非

常近的范围内，也没有发现其被感染危害的迹象

（8%/9- -, )1 ’，QRR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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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花曲柳窄吉丁在我国部分地区寄主范围和危害程度调查

"#$%& ! ’()*&+ ,- .,/0 )#12& #13 3#4#2& 3&2)&& ,- !"#$%&’ ()#*+,+%$ 5$&1$&)2&) 61 7#)06#% )&26,1/ ,- 8.61#

地区 !"#$% 危害树种 &’#()#% $**$(+#,
危害程度

-$.$/# ,#/"##
黑龙江省 0#)123/4)$3/ 5"26)3(# 哈尔滨市 0$#"7)3 8)*9 水曲柳 ! : "#$%&’()*+# ;<’" : = =

尚志市 &>$3/?>) 8)*9 水曲柳 ! : "#$%&’()*+# ;<’" : =
吉林省 @)1)3 5"26)3(# 长春市 8>$3/(><3 8)*9 水曲柳、! : "#$%&’()*+# ;<’" : = =

洋白蜡 ! : ,-$$&./0#$*+# A$"%>: 6$" : = = =
&(1*$2-3-))*"#（B$>1）C#"3:

吉林市 @)31)3 8)*9 水曲柳 ! : "#$%&’()*+# ;<’" : =
蛟河市 @)$2># 8)*9 水曲柳 ! : "#$%&’()*+# ;<’" : =

辽宁省 D)$23)3/ 5"26)3(# 本溪市 E#3F) 8)*9 水曲柳 ! : "#$%&’()*+# ;<’" : = = =
河北省 0#7#) 5"26)3(# 唐山市 G$3/%>$3 8)*9 绒毛白蜡 ! : 0-/(2*$# G2"" = = =
天津市 G)$34)3 8)*9 洋白蜡 ! : ,-$$&./0#$*+# A$"%>: 6$" : = = =

&(1*$2-3-))*"#（B$>1）C#"3:
绒毛白蜡 ! : 0-/(2*$# G2"" = = =

注：= 为轻度危害；= = 为中度危害；= = = 为严重危害。

H2*#%：= 12I ,$.$/#；= = .),,1# ,$.$/#；= = = %#6#"# ,$.$/#:

9 不同白蜡寄主树种对花曲柳窄吉丁

的敏感性和受害特点

不同的白蜡树种对花曲柳窄吉丁的敏感性，或

者花曲柳窄吉丁侵染后的易损害性不同。洋白蜡和

黑白蜡是花曲柳窄吉丁最喜欢取食的树种，危害最

严重，美国白蜡次之，蓝白蜡最差。生长在相同的区

域，在忍受相似的侵染压力下，洋白蜡比美国白蜡树

势衰弱快得多（0#".% -2 #/ :，JKKL$，JKKL7；!/)<% -2
#/ :，JKKL）。作者进行的调查结果（表 J）也显示，花

曲柳窄吉丁对水曲柳、洋白蜡和绒毛白蜡的危害程

度不同，并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水曲柳受到危害是

在树势衰弱的情况下才严重起来，如衰弱木或新栽

植的幼树；而洋白蜡和绒毛白蜡等从北美引进的白

蜡树种，即使健康树也很容易受到严重的危害。

文献上记载中国白蜡和花曲柳是花曲柳窄吉丁

的敏感寄主，但在调查中作者没有发现白蜡树和花

曲柳受其危害的现象。从表 M 可知，白蜡树和花曲

柳属于苦枥木亚属的白蜡树组，分布在亚洲地区；洋

白蜡、绒毛白蜡等花曲柳窄吉丁嗜食的树种属于欧

$亚属的象蜡树组，分布在北美地区；水曲柳属于欧

$亚属的欧$组，分布在亚洲和俄罗斯东部地区。

不同种类的白蜡树表现出对花曲柳窄吉丁不同的易

感性，可能与其分布地区和遗传分类上的不同有关。

由于长期的协同进化作用，本地树种对分布在

本地的昆虫会发展形成较强的抗性，彼此处于一种

平衡的状态。如北美的桦树铜吉丁 4 : #$5*(&，当地

的桦树（E#*<1$(#$#）对其有较强的适应性，而欧洲和

亚洲 的 外 来 桦 树 种 类 对 其 则 极 为 敏 感（0#".% -2

#/ :，JKKL$，JKKL7）。亚洲地区的白蜡类树种对花曲

柳窄吉丁具有较强的抗虫适应性，也可能是由于同

样的原因。

美国俄亥俄、莱特和密歇根等州立大学的研究

人员正在进行不同来源的白蜡树种对花曲柳窄吉丁

抗性差异的比较研究，其中北美种有美国白蜡、洋白

蜡、蓝白蜡、黑白蜡和俄勒冈白蜡，欧洲种有欧洲白

蜡的栽培种金沙漠（! : -5+-/&*6)‘!<"#$N21)$’）、花白

蜡和尖果$，亚洲种有水曲柳和中国白蜡，还包括一

个美洲黑白蜡与水曲柳的杂交种，初步结果显示，生

长在亚洲地区的水曲柳对花曲柳窄吉丁的抗性强于

北美和欧洲的白蜡树种（0#".% -2 #/ :，JKKL7）。

: 外来树种与我国花曲柳窄吉丁灾害

的发生

自 JK 世纪初，我国各地从北美引种美国白蜡、

洋白蜡和绒毛白蜡等北美白蜡树种试种，并进行了

广泛的推广栽培（潘志刚和游应天，MOOL）。引种外

来树种必须考虑病虫害，P27#1 和 G$17#"*（MOQL）认为

一个外来树种在不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下，容易引

起病虫害，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外来树种在原产地

已有的病虫害，由于长期适应和生态条件相对平衡

的结果，这些病虫害在当地对该树危害并不严重，

但传播到引种区域后，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在适合

的条件下能大量繁衍，构成严重危害；二是外来树种

在引种到新区后，对引入区的病虫害敏感而遭危害；

三是外来的病虫害感染新引入的外来树种。

上世纪 RK 年代以来，我国大量发展的洋白蜡受

到花曲柳窄吉丁的严重危害，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SOTL 期 赵同海等：花曲柳窄吉丁的寄主植物范围、危害和防治对策



东北林学院试验林场，从美国引进的洋白蜡试验林

因花曲柳窄吉丁猖獗危害而全部伐除；同期辽宁省

沈阳市也因花曲柳窄吉丁防治困难而将大批的洋白

蜡行道树全部砍伐（刘义果，!"##；潘志刚和游应

天，!""$；魏霞等，%&&$）。洋白蜡在我国的栽培减少

之后，花曲柳窄吉丁在美国白蜡和绒毛白蜡上的危

害便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潘志刚和游应天，!""$）。

天津市自 !"’% 年发现花曲柳窄吉丁危害市树绒毛

白蜡，其后危害日益严重，苗圃内树苗成片死亡，行

道树亦大量枯死，全市受害面积近 ! 万 ()%，被迫砍

伐树木上万株（张良玉等，!""*；刘海青等，!""#；孙

铁环等，%&&$）。

目前花曲柳窄吉丁在我国东北（黑龙江、吉林和

辽宁省）和华北部分地区（河北、山东、天津和内蒙古

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有不同

程度的发生和危害，但其危害的树木主要是从美国

引进的洋白蜡和绒毛白蜡，如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

东张庄，%& 年生白蜡树行道树被害率 !&&+，死树

,&+，官港森林公园白蜡树被害率 %&+ - ’&+；河北

省丰南县白蜡公路树危害率在 %&+以上，一株树干

上解剖出幼虫达 %,. 头（高瑞桐等，%&&$；赵同海等，

%&&$）。

由此看来，在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花曲柳窄吉

丁灾害应该归属于上述第二类情况，是由于引进的

北美白蜡树种对我国已有的花曲柳窄吉丁害虫敏感

造成的。

! 花曲柳窄吉丁在我国的扩散风险与

防治对策

!"# 扩散风险分析

近年来，各地都在进行以植树造林为主要内容

的生态建设，引进的北美白蜡树种由于其良好的栽

培性状在广大的西北和华北地区普遍受到重视（潘

志刚和游应天，!""$），如北京市近年来大量种植的

行道树均为绒毛白蜡。水曲柳的人工种植在东北地

区也得到了大量的发展，如沈阳市在全市范围重点

发展水曲柳，在新建设的森林公园中也种植了大面

积的水曲柳纯林。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花曲柳窄吉丁的适宜发生

地，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天津、四川、台

湾、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都曾发现花曲柳窄

吉丁的分布或危害（/01203，!""$；魏霞等，%&&$）。

由于花曲柳窄吉丁的自主扩散能力较弱，其灾害呈

现点片发生的特点，且在我国部分地区还未发现其

分布，被列为当地的危险性林业害虫检疫对象。花

曲柳窄吉丁对引进的北美白蜡树种敏感，对开阔林

地种植的健康状况不良的水曲柳也会造成严重危

害。随着经济、交通的发展和贸易活动的频繁进行，

花曲柳窄吉丁有进一步传播并发生严重危害的可

能，如 %&&, 年 !& 月作者在辽宁省本溪市发现 , 年

前新种植的水曲柳公路树发生严重虫害，及 %&&$ 年

秋在沈阳市个别地区发现所种植的水曲柳苗木携带

虫源并严重为害的现象。所以，我国广大的北美白

蜡树种引种栽培地区和水曲柳人工发展地区都是花

曲柳窄吉丁这种毁灭性害虫的潜在发生地。

!"$ 防治对策

! 重视我国本地白蜡树种的抗虫作用

基于长远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引进

外来树木必须进行规范性的引种试验和科学的全面

风险评估。引进北美白蜡树种的栽培现状表明，它

们在我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确实具有良好

的生长适应性，表现出良好的栽培性状。但是，我国

局部地区出现的一系列虫灾说明，这些北美白蜡树

种在我国的适应性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科学研

究。

以获取环境效益为主的生态建设，需要的是物

种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以及群落的稳定性，乡土树种

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我国本地

有丰富的白蜡树种，它们对花曲柳窄吉丁具有良好

的适应性，在我国生态建设中应对其给以足够的重

视。

" 严格进行植物检疫，杜绝人为传播

花曲柳窄吉丁主要通过受感染的树苗、原木、带

皮木等作远距离传播，必须加强调运检疫，严格禁止

疫区的白蜡树苗或带虫木材调出疫区，防止灾害的

扩散蔓延。

# 加强栽培和防治管理

营造混交林，不仅可以创造一个有隔离条件的

环境，可降低扩散速度 * - # 倍，还可以创造适宜于

天敌昆虫和病原微生物种群繁殖发展的生态环境条

件，保护啄木鸟等益鸟，充分发挥害虫的自然控制能

力。

加强肥水管理，以增强树势，增强抗虫能力。被

害严重的林分，树冠大部死亡已无利用价值，由于虫

口数量很大，还是扩散蔓延的虫源地，应全部砍伐更

新；被害轻微的林分，清除被害木，消灭虫源。

花曲柳窄吉丁幼虫在树干内取食为害，成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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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钻出树干取食补充营养，然后交尾产卵，因此，

在成虫出孔前采用内吸性杀虫剂灌根、根部深埋和

树干基部注射等方法防治幼虫，成虫出现后树冠喷

洒高效低毒杀虫剂防治成虫均具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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