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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林业技术措施、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等方面对桉树白蚁的综合防治技术进行了阐述，论述

了各种防治措施的优劣和可行性，提出以选择造林地、整地方式，调整造林定植期，加强抚育管理等

林业技术措施为基础，综合运用定植前诱杀白蚁，定植时使用药剂保护幼树，定植后药剂毒杀白蚁

和保护天敌等措施，达到有效控制桉树白蚁危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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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是危害桉树的主要害虫之一。近年来，随着

桉树人工栽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白蚁危害亦呈越来越

严重的趋势，对桉树这一速生丰产林的发展构成了严

重的威胁。为此，!PP% 年以来我们对白蚁危害进行了

研究，发现危害桉树的白蚁种类为家白蚁 !"#$"$%&’%(
)"&’"(*+,( (51<2O1、大头家白蚁 ! - .&*+/0( Q1 78 .623@、
黑翅土白蚁 1/"+$"$%&’%( )"&’"(*+,( (51<2O1、黄翅大白

蚁 2*3&"$%&’%( 4*&+%50 Q1@58、海南大白蚁2 - 6*0+*+%+(0(
Q1 78 >13@、黄胸散白蚁 7%$03,80$%&’%( (#%&*$,(（R;9M7）、

黑胸 散 白 蚁 7 - 360+%+(0( (3FB7<、歪 白 蚁 !*#&0$%&’%(
+0$"4%0（(51<2O1）、闽华歪白蚁 90+"3*#&0$%&’%( ),:0*+%+(0(
>13@ 78 S6 和 大 近 歪 白 蚁 ;%&03*#&0$%&’%( $%$&*#608,(

（(19H7=8<1）等 !’ 种，其中黑翅土白蚁为桉树白蚁的优

势种，同时制定出了相应的桉树白蚁控制技术措施及

其配套技术［! T &］。现综述如下。

! 林业技术措施

!"! 造林地选择 杉木及阔叶杂木林地土层深厚

肥沃，适于桉树生长。但这往往是白蚁优越的栖息

场所，白蚁密度大。在这类迹地上造林，白蚁危害严

重。据 调 查，在 杉 木 迹 地 营 造 桉 树 的 蚁 害 率 达

U’V T %’V，而马尾松迹地上的桉树蚁害率 仅 为

!’V T "’V。此外，造林地背风向阳，也有利于白蚁

的孳生。因此，应尽量避免在杉木迹地、背风温暖等

区域营造桉树林。若在上述区域造林，则应加强化

学防治，清除蚁源。

!"# 选择无病虫壮苗 无病虫壮苗是预防蚁害的

主要措施之一。这样的苗木栽植后，不仅生长旺盛，

而且可以增强对白蚁的抗、耐害能力，避开造林后

" T #个月内白蚁危害的关键期。

!"$ 整地方式 炼山、全垦型整地，将林地原有的

林木、树桩、杂草清除干净，土栖白蚁为了得到食物

会就近危害幼树，造成植株死亡。相反，带状或块状

整地保留了部分植被，可使白蚁获得食物，相对减轻

对幼树的取食压力。因此，桉树造林不宜炼山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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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整地，应提倡带状或块状整地。

!"# 调整造林定植期 造林应避开白蚁地表取食

盛期，三明市选在 ! 月份或更早时间造林为宜，可以

避开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的白蚁取食高峰。同时，

应选择雨季造林，因为在雨季白蚁对桉树的危害有

所减轻，而且苗木也较易成活。

!"$ 营造混交林 规划设计时尽量避免营造纯林。

这是因为单一纯林地面杂草灌木较少，白蚁会因缺乏

食料，转而危害桉树林。营造混交林，并适当保持部

分林地中的多种植被，可减少白蚁对活立木的危害。

!"% 抚育管理 从起苗、培植、直到成林，都要精心

细致。抚育管理中尽可能避免损伤树干、苗根，以免

引起林木生长衰弱，进而引起真菌寄生，白蚁取食，

导致蚁害加剧。

!"& 采伐运输 采伐时伐桩要尽量低，若是择伐则

要避免损伤存留木树干。采伐后的原木必须及时运

出林外，并加以处理。采伐剩余物要及时清除处理，

同时腐朽木、枯立木也要一并清除干净，以免成为白

蚁饵木。

’ 生物防治

’"! 保护天敌 白蚁的天敌有蜘蛛、蚂蚁、蜻蜓以

及多种禽类、兽类（如穿山甲、针鼹等）。$%%& 年永

安贡川在近山脚处桉树林内有一贡鸡山地圈养基

地，该片桉树蚁害率仅为 #’()，而相邻桉树蚁害率

达到 (!’()。许多食虫的鸟类，一些爬行动物，某

些两栖动物和蝙蝠等在白蚁离巢群飞的季节能大量

捕食白蚁的有翅成虫和其他品级的白蚁。因而，保

护青蛙、蟾蜍、益鸟、蝙蝠、燕子、穿山甲等动物对消

灭白蚁的繁殖成虫和降低虫口密度，抑制白蚁新群

体的建立和危害具有积极的意义。

’"’ 昆虫病原微生物 国内外大量利用微生物防

治白蚁的试验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筛选出的

病 原 微 生 物 中 毒 力 较 高 的 有 黄 曲 霉 !"#$%&’(()"
*(+,)"、白僵菌 -$+),$%’+ .+""’+/+、绿僵菌 0$1+%%2’3’)4
+/’"5#(’+$ 等（*+,-./+.，$%%0）。根据笔者采用白僵菌

与绿 僵 菌 对 黑 翅 土 白 蚁 的 室 内 毒 力 测 定 结 果 可

知［0］，白蚁感染后 $# 1，僵死率可高达 $22)；林间防

治效 果 不 理 想，白 僵 菌 处 理 的 白 蚁 死 亡 率 仅 达

!(’$)，而绿僵菌却未表现出防效。所以，应用白僵

菌和绿僵菌防治桉树白蚁，尚需进一步的探索。

’"( 线虫 线虫作为一种防治白蚁的生物杀虫剂

目前已在世界上多家公司生产（34+5.6，$%%!）。广东

昆虫研究所利用新线虫属 6$5+#($71+4+ 线虫防治黑

翅土白蚁，死亡率可达 72) 8 $22)［$］。笔者采用

斯氏线虫属线虫 81$’/$%/$4+ 7+%#57+#"+$ 防治黑翅土

白蚁［&］，室内 & 1 死亡率达 %!)；林间投放线虫 $# 1
后，防治效果为 &!)。因此，线虫防治桉树白蚁，是

极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新途径。

( 化学防治

从 # 9 对 !2 余种药剂的筛选结果［!，"，7 8 $2］中得

知，粉剂类福美双、杀虫双等药剂或其混配剂均可替

代灭蚁灵，水剂类毒死蜱、锐劲特、安绿宝、溴氰菊

酯、辛硫·灭扫利等药剂或其混配剂均可取代氯丹。

当林地蚁害严重，不采取化学防治难以压低虫口，或

由于某种原因必须采用化学防治时，应及时利用化

学药剂迅速控制蚁害。

("! 预防措施

("!"! 清除造林地蚁源和孳生条件 !诱杀坑诱

杀：在造林前于荒山、坟山、采伐迹地、次生林地清除

杂木荒草和整地的同时，每 4:( 设 $#2 8 !22 个诱集

坑，坑内堆置劈开的松柴横竖放好，淋些淘米水或红

糖水，在白蚁活动季节的 $2 8 $# 1，轻揭坑顶，发现

白蚁在坑内取食松柴时，用喷粉枪对准蚁体轻轻喷

福美双、杀虫双或叶青双粉剂，可控制土栖白蚁发

生。!毒饵诱杀：种植桉树的林地大部分属纯垦林，

在开恳前，原荒山草地上的白蚁多年经营的取食蚁

路纵横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投放白蚁诱杀包容易很

快被取食。因此，大部分山地宜在整地前 $ 个月投

施。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在整地后再投放的山地，因

整地时必然破坏白蚁所筑蚁道，所以要待白蚁重新

建筑蚁道后，一般为整地后 $# 1，再投放白蚁诱杀

包。不论在整地前或整地后投施诱杀包，白蚁取食

药饵至传播中毒都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都应在投放

药饵 $ 个月后造林，以确保其防治效果。

("!"’ 药液灌袋或蘸根 利用营养袋造林的桉树

苗，可在栽种前用 2’#) 8 $)毒死蜱浇灌营养袋，

稍晾干后上山造林。裸根苗造林的桉树苗，可用

2’$) 8 2’#)毒死蜱乳剂加黄泥适量，拌匀后，将树

苗蘸根，晾干后栽种，效果较好，如在药剂中加适量

磷肥，促进幼树生长，预防效果更好。

("!"( 已栽植桉树的保护 已栽种桉树可根据植

株大小，用"( 8 # ;: 钢针在树的周围一定距离打三

角形的 ! 个洞，深达树根部，以 2’$) 8 2’#)的毒死

蜱乳剂灌入。也可在树四周开一浅沟，灌上药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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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形成毒土包围圈，幼树每株用量 !"" #$，可有

效控制蚁害。

!"# 灭治白蚁措施

!"#"$ 药剂薰杀 在造林后发现白蚁严重危害

时，可根据地形特征，挖探沟找出蚁道、主蚁道，将毒

死蜱或溴氰菊酯、锐劲特等药剂与柴油混配后用喷

烟机将烟雾迅速压进蚁巢，使白蚁中毒而死。

!"#"# 毒饵诱杀 灭治桉树林白蚁，若对每株树

木逐株处理，较费时费力，最好的方法是诱杀。在树

表和地面的白 蚁 活 动 处，投 放 %& 灭 蚁 灵 诱 饵 剂

（’ ( )包）。在林地内地面上挖 *! +# , *! +# , ! +# 小

坑，将诱饵剂放在堆集的枯枝杂草中间、覆土盖严，

引诱白蚁取食，诱杀效果可达 -"&以上，可以在蚁

害严重的林地内大面积应用。投药以白蚁活动频繁

的春、秋季为宜（平均气温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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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僵菌对鞭角华扁叶蜂幼虫侵入途径及致病性的研究

肖育贵，郭亨孝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8*""-*）

摘要：用金龟子绿僵菌 5 个品系对鞭角华扁叶蜂幼虫做感染试验，筛选出 . 个有较高致病性的菌株

（."8"9:，."!!9:），并通过室内和林间试验，揭示了其侵入途径、致病性。分生孢子萌发通过刺入幼

虫表皮细胞侵入体内。用 ."8"9: 分生孢子粉（8 亿孢子 ) (）按 8" ;( ) <#. 剂量在林内喷 % 龄幼虫，

58 <幼虫开始死亡，*." < 死亡率 -.20&。

关键词：绿僵菌；鞭角华扁叶蜂；侵入途径；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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