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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幼脲Ⅲ号防治马尾松毛虫效果及其松林昆虫多样性变化研究 

王 明旭 

(湖南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痤站 长沙 410007) 

王 问学 张子平 

(中南林学院 株洲 412006) 目南省宁乡县林业局 宁乡 41 0600) 

摘 要 雨省宁乡县是3代类型的马尾秘毛里常宄区．1993年6月第 1代应用25％再幼腮Ⅲ号进行防洁 防治 

后 l2 通过对灭曲腮(I)、灭幼脲 +溴氰苇酯(II)、溴氰菊玮(Ⅲ)和对照(CK)4种 类型的松 林内昆里 多样性 调查 

表明，軎处理区内谨本层物种数和个体数均高于村冠层，未施药对照区袖和教高于其蓖 3种赴理 区，溟氰苇玮葩药 

区绚种数堆低；但各处理区树冠层和灌太层巨土多样性指赫无显著差异，灌木岳昆虫物种多蛘性有待于进 一步主 

富；经过 l2代的持续控制后各赴理区昆虫多样陆木罩 巳基丰得到恢复 

关键词 灭劫朦 马尾松毛虫 持续控制 昆旦多襻跬 

Effect of controlling pitie~terpillm"(Dendrolimas punctatus Walker)by using Dimilin and in．sect diversity tn pine for· 

est W,~3qG Ming-Xu tForest Pe*t and Disease Cmntrol and Quarantine Station of Hunan Province．Changsha 410007)， 

WANG Wen-Xue(Central—N'mth Forestry College Zhuzhou 412006)，z fANG Zi Ping(gureml of Forestry，Ningxiang 

(~unty Hunan Province，Ningxiang 410600)， EA，2002．10(1j：82～84 

Abstract The damage of pine caterpillar(Dendrolimus p*owtatus W alker)has been controlled after using Dimilin in 

June，1993 in pest disaster area of Ningxiang County，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investigation in four types of tFe,R~- 

n~ent district including Dimilin，Dimilin + Decis，Decis，and CK show that inseot number of species and indM duals in 

shrub layer are higher than those iaⅡ r西t after 12 generatioas The nutrther o(species in c。mml district higher 

than Ih剐 of f)ther three districts and it is thc】OXvcst in Decis district But the insect diversily of shrub layer and t ree crest 

layer has n0 conspicuous difference among all treatment districts and the insect diversity of shrub should be enriched fur— 

thermore 

Key words Dimllin，Dendrolimus punctatus Walker，Sustainable control，Insect diversity 

灭幼脲Ⅲ号是 20世纪 70年代中期我国开发的 1种具有特异 的仿生农药，它主要通过抑制害虫体内 

的几丁质合成酶而对害虫发生作用，从 80年代始在辽宁、黑龙江省等地大面积应用于油松毛虫(Dendroli— 

m“ tabulaeformis)防治，表现出不污染环境、对天敌安全并具有较长期的后效作用等特点⋯，因此在生产中 

被作为防治马尾松毛虫(Dendrolimus punctatus walker)主要农药之一，但灭幼脲Ⅲ号对马尾松毛虫的持续 

控制效果在生产实践中尚无很好的实例，灭幼脲防治马尾松毛虫后松林昆虫群落多样性的变化动态也一直 

为人们所关注，奠建初等研究了灭幼脲Ⅲ号对马尾松林昆虫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J．但仅限于防治后当代和第 

2代松林昆虫多样性变化的研究。为此，在湖南省宁乡县马尾松毛虫发生常灾区研究用灭幼脲 Ⅲ号防治马 

尾松毛虫的持续控制效果，并对灭幼脲Ⅲ号持续控制 l2代无虫灾的松林和溴氰菊酯防治后松林内昆虫多样 

性变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为科学制定马尾松毛虫综合治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l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位于湖南省宁乡县丘陵地带的双凫铺、偕乐桥和花明楼，海拔为 200～300m，为马尾松毛虫常 

灾区，1年 3代，平均每隔3～4年大面积暴发成灾 1次，区内马尾松为纯幼林 ，郁闭度 0．6～0 9，防治时有虫 

株率为20％～90％，虫口密度平均98条／株，虽多者数百条，虫龄2～3龄。供试药剂为惠阳中迅化工有限公 

司提供 的 25％灭幼脲 Ⅲ号胶悬剂和法 国罗索优福克天津公司供应的 2．5％溴氰菊酯。1993年 6月 21～26 

*湖 南省推广应用灭劫脲 防治马尾橙毛虫项 Et部分研究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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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第 1代幼虫时按常规超低容量飞播喷雾防治，每架次防治面积为 133hm ，设 4类处理区即灭幼脲11I号 

250 5g／hm：(I)、灭幼脲Ⅲ号 250．5g／h +溴氰菊酯 15g／hm (1I)、溴氰菊酯 45g／hm"~(1I])和未喷药对照 

(CK)．每个处理区依林地情况飞2～3架次。在双凫铺 、大成桥防区选择 3块灭幼脲Ⅲ号样地．调查灭幼脲 

防治技果，于防治后的96h、18d和 52d调查5～10样株松毛虫幼虫数。在施药后第 4年(1997年8月)对 4 

个处理医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每处理区确定5～10个样地，主要调查树冠层和灌木层，树冠调查在每样地 

面积为0 067hm ，取 30株，每株取 3个枝条，用捕虫网套取枝条并用力振荡使之落入网中．然后统计整块样 

地昆虫种类和数量。灌木层调查为每样地选取4个点，每个样点用捕虫网来回扫地面灌木层 l()次，共计 40 

网．然后统计每块样地昆虫种类和数量。将昆虫种类和数量按Shant~nWim-~er指数公式计算多样性(H)： 
S 

H=一∑ InPi 

式中，Pz为第i个种个体数的百分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灭幼脲Ⅲ号防治马尾松毛虫效果 

25％灭幼脲Ⅲ胶悬剂防治第 l代马尾松毛虫 2～3龄幼虫 96h死亡率仅为 16 7％，l8d后死亡率为 

70．8％，52d后当松毛虫进入结茧蛹期时其活茧数仅 19个，总死亡率为 96．9％，而对照为5 1％，虫口减退 

率为 94．7％【见表 1)。研究结果表明，灭幼脲防治松毛虫短时间内击倒效果低，幼虫死亡高峰期出现在 14d 

后 从松毛虫发育进程来看，施药 96h后防治区和对照区松毛虫处于同一虫龄期 2～3龄．18d后出现明显 

分化，防治区内活虫数有 77 6％处于 2～3龄 ，仅有 22．4％的虫进入 4～5龄期 ．而对照区 100％进八 4～5龄 

期，说明灭幼脲对马尾松毛虫的发育有强烈抑制作用，虽施药 18d后仍有一定数量的活虫，但大多数处于 

2～3龄，其取食不足第 1代松毛虫 1个世代的2 8％，故对松树生长量的影响较小： 

衰 1 灭幼脲 Ⅲ号防治马尾松毛虫的药效试验结果(1993年) 

Tab 1 Chemicat comrol effect On pinc oaterpittar by dimitin applicatkm in 1993 

哀 中 N】表币 昆虫 数 量 ．IA 表 币 昆 虫 年 瓣 

2．2 灭幼脲Ⅲ号持续控制马尾松毛虫后对松林昆虫多样性的髟响 

灭幼脲Ⅲ号持续控制马尾松毛虫后对松林昆虫多样性的影响一是表现在林分中不同层次昆虫多样性的 

变化，I处理区树冠层与灌木层物种数和个体数分别为 l5．63、22．88和 47．75、56 50；lI处理区分别为 

16 0、22 8O和 43．60、56 8O；Ⅲ处理区分别为 14 40、21．00和 23 60 77 80；对照分 别为 l9 83、2O 17和 

41．33、49 l7。表明各处理区灌木层的昆虫物种数和个体数均比树冠层高，其主要原因是灌木丛地被物多， 

植物种类复杂，昆虫种群相对复杂，而树冠层为单一松林结构，其昆虫种群相对简单。但对照区物种指数高 

于其他 3类，且以施用溴氰菊酯的最低，说明施药区昆虫多样性受到影响，其中溴氰菊酯比灭幼脲Ⅲ号对昆 

虫多样性的影响明显。施用溴氰菊酯处理区树冠层昆虫个体数显著低于灌木层，这可能是施药时药剂主要 

作用于树冠层，对该层昆虫杀伤力大，导致其个体数指数显著低于灌木层。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各处理厦树 

冠层与灌木丛的昆虫多样性无显著差异，说明灌木层昆虫多样性尚有待于进一步丰富 二是表现在不同施 

药区内昆虫多样性的变化，各处理区间方差分析表明(见表 2)，F值 =0．54<F(0 05)=2 99，各处理区昆 

虫多样性指数差异未达显著水平，说明处理区施用灭幼脲 Ⅲ号防治后，至 12代时昆虫多样性已基本恢复到 

对照区水平．但施溴氰菊醋处理区昆虫多样眭指数(为 2 92)仍最低，说明其对松林昆虫多样性影响最大；对 

照区平均昆虫多样性指数为3 13，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调查前夜一场雷雨冲刷及翌 日低温影响了昆虫外出活 

动，因而造成多样性指数偏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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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处理区昆虫多样性指数比较【A+B J 

l'ab 2 ('omp~rison ol insect diwrsky index in different treatment district(A+B) 

A 树 砬 屠 ，B为 蔼 术 层 

3 小结与讨论 

灭幼脲Ⅲ号作为 1种仿生农药主要是抑制昆虫体壁几丁质的台成 j，从而杀死害虫和阻碍害虫的生长 

发育，这种独特的杀虫作用方式，使其对环境和害虫天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对防治马尾松毛虫有重要作用， 

且与其他纯生物制剂相比对环境条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其他生物制剂对环境要求较严如球孢白僵菌 

(Beauweria bassiana)只能用于湿度较高的环境，质型多角体病毒(CPV)在高温条件下其增殖会受到影响，苏 

云金芽胞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在<20℃温度时可能会影响其防治效果 ．而灭幼脲 『I『号在这些条件 

下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便于运输、贮存和使用，同时灭幼脲Ⅲ号与这些生物制剂混合使用有显著的增效作 

用，适宜应用于大面积防治森林害虫 从理论上分析应用灭幼脲Ⅲ号处理区防治马尾松毛虫后松林内昆虫 

多样性水平应高于溴氰菊酯处理区，但实际2种农药防治马尾松毛虫后对昆虫多样性的影响持续时问不长， 

经过较长时间松林内昆虫多样性恢复到一定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防治区松林经过多年的封山育林郁闭度 

较高，地被物较多，松林内昆虫多样性水平恢复较快，而马尾松毛虫本身为 1种生态性害虫，受松林自控作用 

影响较大。但本调查中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并不很高．这可能与当地以前常用化学农药有关 故马尾松毛虫 

治理中更应充分发挥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控作用，以有利于保护或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不断促进和培养 

环境资源，科学地选择和使用农药，并力求少用或不用化学农药，尽可能避免杀伤昆虫天敌和污染环境，从而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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