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城县杨树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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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蒙城县杨树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情况进行了综述, 分析了综合防治的效益 , 指出了防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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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杨树纯林面

积的不断扩大, 蒙城县杨树病虫害发生比较普遍, 危害较为

严重。全县杨树每年因食叶害虫危害, 造成经济损失约680

万元; 因桑天牛危害, 损失约380 万元 ; 因草履蚧危害 , 损失

约80 万元 ; 因溃疡病危害, 损失约30 万元。每年杨树由于杨

树病害、食叶害虫、蛀干害虫、枝梢害虫危害, 经济损失约

1 170 万元, 给林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

1  蒙城县林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 蒙城县林业生产发展较快 , 目前 , 各类林木总量

7 500 万株, 活立木蓄积量180 万 m3 , 全县林木覆盖率17 .9 % 。

全县林业用地3 .13 万hm2 , 有林地面积2 .89 万hm2 , 中幼林

约占76 .8 % , 杨树2 .14 万hm2 , 占有林地的74 .1 % , 中幼林

1 .86 万hm2 , 占杨树面积的86 .85 % , 其中4 年生以下的1 .28

万hm2 ,5 ～10 年生的0 .58 万hm2 ,11 年生以上的0 .28 万hm2 。

全县主要有4 个杨树品种, 其中“中林46”1 .07 万hm2 ,“69 、72

杨”4 733 hm2 ,“南抗杨”2 733 hm2 ,“107 杨”1 867 hm2 , 其他杨树

品种1 333 hm2 。在杨树分布上, 公路林带、河道沟渠、农田林

网、成片造林、村片林杨树面积分别为 4 653、7 813、1 967 、

4 433 、2 533 hm2 。

2  杨树病虫害发生情况

全县杨树病虫害主要有4 类, 杨树病害———溃疡病; 食

叶害虫———杨扇舟蛾、杨小舟蛾、杨黄卷叶螟; 蛀干害虫———

桑天牛; 枝梢害虫———草履蚧。近年来, 随着杨树纯林面积

的不断扩大, 杨树病虫害也呈加重发生趋势。2002 年全县共

发生杨树病虫害2 907 hm2 , 轻、中、重发生面积分别为1 425 、

925、557 hm2 , 发生率10 .3 % ; 成灾面积247 hm2 , 成灾率8 .75‰。

2003 年全县共发生杨树病虫害3 467 hm2 , 轻、中、重发生面积

分别为1 751、944、772 hm2 , 发生率12 .3 % ; 成灾面积287 hm2 ,

成灾率10 .1 ‰。

3  综合防治措施

3 .1  把好监测、检疫关  全县每乡镇( 林场) 设立杨树固定

测报样地1 个, 每样地年调查5 ～7 次, 设立临时样地5 个, 年

调查3～5 次。及时发布杨树主要病虫害预报、通报或警报。

绘制出杨树主要病虫害监测网点分布图和发生趋势图。

加强检疫检查, 在全县范围开展产地检疫 , 组织专兼职

检疫人员逐户、逐块进行检疫, 并填写产地检疫登记表, 合格

的苗木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对调出苗木, 凭《产地检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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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证》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对外地调入苗木, 要严格进行

复检, 严禁用带有危险性病虫的苗木进行造林、运输和使用。

3 .2 杨树食叶害虫防治技术

3 .2 .1 灯光诱杀成虫。在片林和带状防护林内, 利用杨树

食叶害虫的趋光性, 在成虫羽化期, 结合农业害虫的防治, 于

18 :00～24 :00 在林缘适当地点悬挂黑光灯诱杀成虫, 在道路

林带内1 km 挂设1 个诱虫灯箱; 在林网内每纵横交叉点上挂

设1 个诱虫灯箱( 约6 .67 hm2 农田林网设1 个) , 并集中处理

诱虫箱中的成虫。灯光诱杀害虫是蒙城县2004 年试验推广

的防治杨树食叶害虫的主要方法之一。

3 .2 .2 人工防治。害虫越冬期是应用人工措施防治的有利

时机。措施: 人工收集地下落叶或翻耕土壤 , 以减少越冬蛹

的基数; 根据大多数食叶害虫初龄幼虫群集虫苞的特点, 组

织人力摘除虫苞和卵块 , 可杀死大量幼虫; 也可以利用幼虫

受惊后吐丝下垂的习性, 通过震动树干捕杀下落的幼虫。

3 .2 .3 Bt 等生物农药防治。重点抓1、2 代幼虫防治, 在幼虫

初龄阶段使用BT 生物农药, 叶面均匀喷雾,2 年生以下杨树

采用背负式喷雾器喷雾,3 年生以上杨树使用担架式机动喷

雾机喷雾。

3 .3 杨树天牛防治技术

3 .3 .1  营林措施。①清理虫害木。对危害严重、无防治价

值的衰弱木及成过熟木及时清理, 减少虫源。②截干更新。

对天牛集中于树干中上部危害的中幼龄林, 冬春季( 11 月～

翌年3 月) 将树干部1 .3 m 以上截去。③营造多树种配置的

混交林。规划造林时, 要规划营造多树种搭配的混交林。免

疫、抗性树种( 目的树种) 和诱饵树种按一定比例混交。其

中, 抗性树种即目标树种 , 一般是当地适生、群众容易接受的

树种, 约占45 % ～50 % ; 免疫树种即天牛基本不危害的树种

( 如臭椿、楝树、槐树等) 约占45 % ～50 % ; 诱饵树种为天牛喜

食的树种( 如柳树、桑树类等) 约占1 % ～2 % , 诱集天牛 , 以便

集中消灭。④加强施肥、灌溉、中耕、间伐等抚育管理, 促进

林木生长, 增强树势, 提高林木抗性。

3 .3 .2 生物防治。在发现有啄木鸟栖息的林分, 创造适合

啄木鸟生存栖息的环境。在片林及防护林带内, 每300 ～500

m 挂1 个鸟巢, 鸟巢用50～80 c m 长的柳树段中间掏空做成 ,

挂在树上招引啄木鸟。

3 .3 .3  人工防治。6 ～8 月份为天牛成虫期 , 在此期间组织

群众捕杀天牛成虫, 刮除卵块 , 或人工挤压虫卵, 剪除卵枝。

3 .3 .4 化学防治。①对4 年生以下幼树采取插毒签的防治

办法, 在有新鲜粪便的虫孔插毒签, 以熏杀幼虫。②对5 年

生以上, 喷雾防治困难的杨树 , 在成虫羽化高峰期前1 周左

右( 约7 月初) , 可采用树干打孔注射渗透性极强的内吸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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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成虫 , 方法是 : 在树干离地面30 c m 处打深达木质部的沿

主干各方位均匀的下斜孔, 用药量一般0 .3 ～0 .9 ml/ c m。

3 .4 草履蚧防治技术

3 .4 .1 缠透明胶带环。2 月初 , 若虫开始孵化时, 缠透明胶

带( 宽度15 ～20 c m) , 利用胶带表面光滑不利于若虫爬行, 背

面发粘可以粘住若虫的特点, 从而阻止若虫上树危害。在未

缠胶带前, 在树干80 c m 高处, 先用土、麦糠与水和成的泥巴 ,

把树干裂缝抹平 , 再用透明胶带缠2 圈即可( 使泥环处于胶

带环的中间) 。同时每天及时组织人工消灭环下若虫。

3 .4 .2 物理防治。2 月中下旬天气干燥时, 把林中枯叶、枯

草集中于林下烧掉 , 可有效地消灭若虫。

3 .4 .3 喷药防治。对树体与地面若虫, 可用触杀性能好的

菊酯类农药700 ～1 000 倍液喷雾 , 以毒杀若虫( 在3 月底以

前,1 龄若虫期用900～1000 倍液, 进入4 月份, 若虫进入2 龄

后, 喷施700 ～800 倍液) 。要集中在1 龄期消灭若虫。

3 .4 .4 人工消灭成虫。5 月下旬, 利用成虫交尾后下树产卵

的特性 , 组织人工集中消灭地面与树体成虫。

3 .4 .5 翻土杀卵。夏季和冬季, 采取翻土晒卵、冻卵和打杀

卵剂以杀死虫卵, 减少虫卵基数。

3 .5  杨树溃疡病防治技术 一是培育健壮苗木。严禁使用

带病接穗或插穗育苗, 在苗期注重病害的预防 , 及时喷施病

害防治剂 , 培育健壮苗木。二是病苗的处理。拔除死苗, 病

苗截干让其重新萌发。三是造林时选用抗病品种, 不栽易感

病品种。四是科学造林。按照杨树栽植技术规程, 严把设

计、挖穴、栽植关, 提高杨树的栽植质量。五是加强杨树的水

肥管理。控制水肥的施用, 满足树木生长的需要, 增强树势 ,

提高林木的抗病能力。

4  效益分析

4 .1 生态效益 通过杨树病虫害防治, 减少害虫种群数量 ,

有效降低病虫危害, 保护林木正常生长 , 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

生态平衡, 充分发挥农田防护林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作用, 减

少农作物的受害损失, 增强水源涵养林对河流防护作用, 减

少流域内的水土流失。

4 .2 社会效益  开展杨树病虫害防治工作, 提高广大干群

对林木病虫害防治的认识, 调动群众防虫治虫积极性, 增强

林农自觉防治林木病虫害的意识。转变林木病虫害防治观

念和机制, 提高林业的社会效益, 有力地促进林业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发挥 , 进一步调动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4 .3 经济效益  在杨树病虫害防治工作中, 采取合理有效

的防治措施, 降低防治成本, 每年可节约防治资金70 多万

元; 按期完成防治任务, 达到防治要求 , 减少林木蓄积损失约

3 万 m3 , 按170 元/ m3 计算, 少损失约510 万元; 使600 hm2 杨

树材质得到提高, 减少损失约140 万元; 仅此3 项可挽回林业

经济损失约720 万元。

5  问题与对策

5 .1 问题

5 .1 .1  预防工作仍需加强。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物

流、人流量不断加大, 森林植物及其制品调进、调出量也不断

增加, 这就给病虫害的传播蔓延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的病虫

传入后 , 由于没有天敌的制约, 发生危害往往较为严重。为

了杜绝病虫害的传进、传出, 我们要加大检疫力度, 而实际

上, 由于受检疫设备、技术手段、交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 很

难做到100 % 的检疫率, 如 :1995 年, 白杨林场发生的草履蚧

危害, 就是由于该场从河南省引进果树苗木带来的。

5 .1 .2 测报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监测技术手段滞后。为了

全面掌握病虫情, 必须切实抓好病虫的长、中、短期测报。但

由于测报设备落后, 不能满足当前测报工作的需要, 再加上

测报技术手段落后, 以至影响测报的准确率。

5 .1 .3  有效的生物防治措施有待进一步摸索。由于环境保

护的需要, 传统的单纯依靠化学防治的手段, 已不能满足综

合防治工作的需要, 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摸索生物防治和

仿生制剂防治的方法, 以减少农药残留对人和牲畜的危害 ,

及对环境的污染。

5 .1 .4  农田林网病虫害防治较为困难。全县农田林网树种

单一、林相整齐, 病虫害发生也较重 , 但由于交通不便, 机动

车辆很难进入, 给树体高大的林木病虫害防治带来了困难。

5 .2 对策

5 .2 .1 强化领导 , 实行防治责任制度。为了进一步搞好蒙

城县杨树病虫害防治工作, 杨树病虫害防治领导小组要充分

发挥在综合防治中的组织、实施、监督作用, 使各项措施得以

全面落实。针对杨树病虫害防治工作 , 年内要召开1 ～2 次

专门会议, 安排部署防治工作, 并形成会议纪要; 还要召开1

～2 次由各乡镇一把手参加的森防现场会, 具体安排杨树病

虫害防治工作; 防治文件要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下发, 以提

高乡镇对病虫害防治的重视程度; 对除治不力的乡镇, 由县

林业主管部门下发《林木病虫害限期除治通知书》, 要求其限

期除治; 对达不到防治要求, 完不成防治任务的乡镇 , 要追究

乡镇主要责任人的责任。进一步完善“杨树病虫害测报制

度”、“杨树病虫害检疫制度”、“杨树病虫害防治制度”; 更好

地发挥杨树病虫害测报网络、检疫网络、防治网络优势。杨

树病虫害防治技术攻关小组要加强领导, 积极做好新技术、

新方法的研究、试验和推广。对杨树病虫害防治, 要层层明

确任务和责任, 把防治责任落实到各级政府主要领导者的肩

上, 做到领导责任到位, 目标任务到位, 政策措施到位, 检查

奖惩到位, 确保病虫害防治计划顺利执行。

5 .2 .2 深入开展承包防治。在2003 年的杨树病虫害防治

中, 蒙城县成功地开展了承包防治, 即由林木经营单位或个

体经营者出资, 以县森防站和乡镇林业站为主体的有偿技术

承包防治。这样以来, 一方面为经营者解决防治技术困难 ,

达到了病虫害的防治效果; 另一方面发挥了业务部门的技术

优势, 壮大了技术服务部门的经济实力。在组织各地开展群

防群治的同时, 要继续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偿技术承包防

治, 实行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 对病虫害重点发生区

域要以专业承包防治为主, 建立防治示范区, 发挥样板作用 ,

以辐射和带动面上防治工作的开展, 提高防治作业质量。

5 .2 .3 开展宣传与技术培训。利用会议、广播、电视、培训

班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杨树病虫害的危害情况和开展工程

治理的重要意义, 提高各级领导和群众对杨树病虫害防治工

作的认识, 增强紧迫感和防治意识。为把杨树病虫害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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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NO3
- - N 在土壤中的含量变化

0 .185 % 。可见, 淹水条件下土壤中仍能大量发生硝化作用 ,

使土壤 NH4
+- N 转变成NO3

- - N, 进而造成氮肥的巨大损失。

3  小结

( 1) 氮( NO3
- - N、NH4

+- N) 在开始前18 d 内流失量非常

大, 尤其是NO3
- - N, 流失量的递减变化趋势十分明显。植稻

与不植稻相比, 氮的流失均以 NO3
- - N 为主 , 但种植水稻更能

促进 NO3
- - N 的流失。从 NO3

- - N 在土壤的垂直分布来看 ,

种植水稻的各层土壤大于不种水稻 , 可见种植水稻促进了

NH4
+- N 向NO3

- - N 的转化, 致使在土层中累积, 从而导致氮

素损失量增加。

( 2) 从 NH4
+- N 的渗漏流失及在土壤中的垂直分布来看,

种植水稻渗漏量小于不种水稻, 在土层的垂直分布也呈现出

同样趋势, 这与 NO3
- - N 的规律正好相反。

( 3) 该试验在59 d 的时间内NO3
- - N 有55 .2 % 的样次超

过污染标准( NO3
- - N10 mg/ L) [ 7] , 因此水田大量施用氮肥对

地下水可能存在较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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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好, 每年组织1 次由林业站技术人员、大户林农参加的

业务技术培训, 集中学习杨树主要病虫害测报、检疫、防治

的新知识 ; 为使广大林农掌握杨树主要病虫害的生活习性、

发生危害特点及防治技术要点 , 林业技术人员要亲自下到

田间地头向林农面对面地宣传杨树病虫害的危害和进行防

治全程技术指导; 业务部门要编写杨树病虫害最有效、最可

行的防治技术要点 , 下发到林农手中 , 使群众手中有张林木

治虫明白纸。通过以上多种形式普及杨树病虫害防治技

术, 使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技术干部、基层技术人员掌握虫

情监测、调查、检疫、防治技术及管理方法 , 提高工作效率和

科技水平。

5 .2 .4  搞好作业设计 , 规范病虫害防治工作。为了规范杨

树病虫害防治工作, 更好地完成项目各项指标 , 在措施上,

以科技为依托, 以无公害防治为原则, 力求做到高效率、低

成本、无污染; 在档案管理上, 对工作计划、实施方案、统计

表格、总结报告等进行分类整理归档, 做到统计系统化、保

存电脑化、传输网络化 ; 在防治上, 做到防治前有作业设计,

防治后有效果自查总结, 每年集中做好4 类杨树病虫害防

治作业设计, 每项防治作业实施结束后, 要及时进行防治效

果自查, 并写出自查总结。

5 .2 .5 科技支撑。近期, 国家林业局明确提出了森林病虫

害防治工作要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

针, 要大胆推广应用无公害防治技术 , 实现由以化学防治为

主向生物防治为主转变 , 实现这个转变必须依赖于新技术

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为此 , 我们除认真接受省、市业务部门

的指导外 , 争取得到安徽农业大学森林利用学院、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等有关科研院所专家的技术支持, 在物理措施、生

物措施防治杨树病虫害上有所突破。一是在杨树害虫成虫

羽化期 , 结合农作物害虫的防治和养殖业的发展( 养鱼、养

家禽) , 悬挂黑光灯诱杀成虫 , 这样既可有效地降低林木害

虫的虫口数, 又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 二是调查食叶害虫天

敌, 以保护和引进天敌 , 提高生物防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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