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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５月的峨眉山市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查出林业有害生物２０２种，其中虫害１１７
种，病害７９种，有害植物４种，鼠害１种，其它有害生物１种，基本查清了峨眉山市林业有害生物的种类、寄主、分布
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灾减灾和应急救灾等工作提供全面、准确、客观的基础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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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乐山市西部。
北与夹江县相连，西与金口河区和眉山市的洪雅县

接壤，南以大渡河为界，与峨边县接壤，东与乐山市

的市中区、沙湾区隔河相望。地理坐标为北纬２９°
１６′２９″～２９°４３′１１″，东经 １０３°１０′３０″～１０３°３７′１０″。
市政府驻绥山镇，其北距成都１５８ｋｍ，东至乐山市
２７ｋｍ。东西宽约 ２５ｋｍ，南北长 ４６ｋｍ，面积
１１８１６６ｋｍ２。

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是明确地区林业有害生物现

状、产生原因的重要基础，对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１］。峨眉山市以全面普查本市林业

外来有害生物及本土林业有害生物的种类、分布及

危害情况为目标，于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进
行了林业有害生物普查。通过普查，建立林业有害

生物动态监测体系，更新完善林业有害生物数据库，

满足科学防治及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利于维护林

木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２］。

１　普查内容与方法

１．１　普查范围
峨眉山市范围内的主要林木树种，包括公益林

和经济林，观赏和四旁绿化树木以及花卉、苗木等的

生产和经营场所等［５～７］。



１．２　普查对象
可对林木、种苗等林业植物及其产品造成危害

的所有病原微生物、有害昆虫、有害植物及鼠、兔、螨

类等都列入普查范畴。普查对象包括：

（１）国家林业局２０１３年第４号公告公布的《全
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和《全国林业危险性

有害生物名单》，以及国家林业局２０１４年第６号公
告新增列的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椰子织蛾和松树

蜂。

（２）２００３年以来全国有发生、危害记录的 ５０６
种其它林业有害生物种类，２００３年以来从国（境）外
或省级行政区外传入的林业有害生物新纪录种类。

（３）我省确定的林业有害生物补充检疫对象种
类。

（４）我省确定的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及未记录但
造成危害的种类。

１．３　普查方法
本次普查以地面人工调查为主，辅以诱虫灯调

查。基本方法主要分踏查和标准地调查［３］。

１．３．１　外业调查
１．３．１．１　踏查

综合峨眉山市森林资源分布特点和林业有害生

物种类等诸多因素，共设计林业有害生物调查线路

３０条，涵盖全市１７个乡镇，在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盛
期的４月～９月，每间隔２０ｄ进行一次踏查，以森林
资源小班为踏查基本单元，据踏查线路长短和本地

区地形地势现状，原则上在调查线路上每间隔１ｋｍ
布设１个点调查点，在具体的调查中可根据有害生
物有无临时确定调查点。每条踏查路线发现的全部

有害生物填入《踏查记录表》。

１．３．１．２　标准地调查
在踏查的基础上，发现有病虫危害时采集病虫

标本，结合近年来主栽树种以及主要发生危害的林

业有害生物，设立标准地调查。病害标准地每块面

积 ０２ｈｍ２，调查植株 ３０株，根据为害程度的不同
分别统计发生面积［４］。

１．３．１．３　标本采集和影像拍摄
尽量将普查到的所有林业有害生物都进行采集

与制作，同时做好采集记录。虫害力求具备各个虫

态的标本及危害状的生态照片，病害要求具备危害

部位的标本及危害状的生态照片。对现场难以确认

的标本，做好记录，按照标本制作程序进行制作和保

存［３］。

１．３．２　内业整理和资料汇总
把外业调查的记录表、照片等进行整理、归档，

把采集到的标本进行分类、鉴定和保存，在汇总各项

资料的基础上，编制林业有害生物普查报告［８］。

２　普查结果

２０１６年４月 ～２０１７年５月按照实施方案的要
求进行了外业调查，共计调查踏查点５１４个，标准地
７１个，苗圃花圃６个，诱捕点３个。

经内业整理鉴定，发现峨眉山市林业有害生物

共计２０２种，主要的详见表１。其中虫害１１７种，隶
属于半翅目、鳞翅目、鞘翅目、同翅目和直翅目５个
目，尺蛾科、叶甲科、天牛科、灯蛾科、夜蛾科等４５个
科，叶甲属、扁叶甲属、星天牛属、白条天牛属、丽沫

蝉属等１０３个属；病害７９种，隶属于丛梗孢目、煤炱
目、盘菌目、球壳孢目等１８个目，暗丛梗孢科、盘菌
科、球壳孢科等２６个科，叶点霉属、盘多毛孢属、尾
孢属等４０个属；有害植物４种，隶属于管状花目、鼠
李目、中央种子目和荨麻目４个目，旋花科、葡萄科、
落葵科和桑科４个科，菟丝子属、乌蔹莓属、落葵薯
属和草属４个属；鼠害１种，隶属于啮齿目，松鼠
科，丽松鼠属；其它有害生物１种，隶属于真螨目，瘿
螨科，刺瘿螨属。

有害生物涉及寄主植物６７种，涵盖了柳杉、桉
树、桤木、杨树等主要树种，花椒、核桃、枇杷、桃树、

李树、枣树、葡萄等经济类树种以及杜鹃等主要灌木

树种。

采集制作有害生物标本１４７种，４１２件。其中：
植物病害标本共制作５５种１６４件；昆虫标本制作共
有８８种标本，共２３６件；有害植物标本制作共有４
种标本，共１２件。

普查共拍摄显微照片、生物学照片、形态学照

片、为害状照片和工作照等影像资料 ２１００余张。
经过挑选，共提交病害照片 ２７６张，昆虫照片 １６８
张，有害植物照片１６张，鼠害照片１张，其它有害生
物照片１张。

全市未发现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现了１种
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即温室粉虱（温室白粉虱）（Ｔｒｉ
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危险性种类少，有害生物
２０２种中，属国家级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仅有 １０
种，详见表２，占有害生物发生总数的４９５％。

本次峨眉山市普查到的 ２０２种林业有害生物
中，共有２９种属于全国林业其他有害生物普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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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是今后峨眉山市林业部门重点监测的有害生 物范围，详见表３。

表１ 峨眉山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统计

序号 名称 拉丁名 寄主植物 海拔（ｍ） 备注

１ 桉树紫斑病
Ｐｈａｅｏ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ｉＨａｎｓｆ．； 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ｏｒｔａｒｌｅｎｓｉｓＰｅｎｚ．ＥｔＳａｃｃ． 桉树 ３９４～４９３ 经济林

２ 板栗膏药病
Ｓｅｐｔ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ｂｏｇｏｒｉｅｅｎｓｅＰａｔ．；Ｓ．ｔａｎａｋａｅ
（Ｍｉｙａｂｅ）Ｂｏｅｄ．ｅｔＳｔｅｉｎｍ

喜树、胡桃、李树、桤木、麦李、
银杏

５７９～１２２５ 公益林、经济林、行
道树

３ 刚竹小煤炱煤污病
（竹煤污病）

Ｍｅｌｉｏｌａ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ｄｉｓ 慈竹、苦竹 ３８１～２５１９ 公益林、行道树

４ 刚竹黑痣病 Ｐｈｙｌｌａｃｈｏｒａｓｈｉｒａｉａｎａ 刚竹 ２１５７～２４３７ 公益林
５ 核桃褐斑病 Ｍａｒｓｓｏｎｉｎａｊｕｇｌａｎｄｉｓ 胡桃 ５６５～９９３ 经济林

６ 核桃炭疽病
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Ｐｅｎｚ．；Ｇｌｏｅｏｓ
ｐｏｒｉｕｍｒｕｆｏｍａｃｕｌａｎｓ（Ｂｅｒｋ．）Ｔｈｕｍ． 胡桃 ７５７～１７７１ 公益林、经济林

７ 核桃细菌性黑斑病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ｊｕａｌａｎｄｉｓ（ｐｉｅｒｃｅ）Ｄｏｗｓｏｎ 胡桃 ６６４～１４５７ 经济林

８ 李红点病 ＰｏｌｙｓｔｉｇｍａｒｕｂｒｕｍＣｏｅｒｓ 李树 ３９８～６２６ 经济林

９ 柳杉赤枯病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ｓｅｑｕｏｉａｅＥｌｌ．ｅｔＥｖ．（Ｃ．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
ｉａｅＳｈｉｒａｉ） 柳杉 ４９２～２４７７ 公益林、经济林、苗

圃

１０ 山茶煤污病 Ｍｅｌｉｏｌａ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ｅ 茶 ３９６～７１６ 苗圃

１１ 山茶炭疽病
Ｇｌｏｍｅｒｅｌｌａ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ａ（Ｓｔｏｎｅｍ．）Ｓｐａｕｌｄｅｔ
Ｓｃｈｒｅｎｋ 茶 ３７１－８１６ 苗圃

１２ 油茶赤叶斑病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ｉｃｔａｔｈｅｉｃｏｌａＰｅｔｃｈ 茶 ３７９～５１７ 苗圃

１３ 杉木叶枯病 ＬｏｐｈｏｄｅｒｍｉｕｍｕｎｃｉｎａｔｕｍＤａｒｋ． 杉木 ５３７～１７７５ 公益林、经济林

１４ 水杉赤枯病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ｓｅｑｕｏｉａｅＥｌｌ．ｅｔＥｖ．（Ｃ．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
ｉａｅＳｈｉｒａｉ） 水杉 ３８５～１２７４ 经济林

１５ 桃树流胶病 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ｄｏｔｈｉｄｅａ 桃树，李树 ３８７～５０５ 经济林

１６ 桃缩叶病 Ｔａｐｈｒｉｎａｄｅｆｏｒｍａｎｓ（Ｂｅｒｋ）Ｔｕｌ． 桃树，樱桃 ４０１～５２２ 经济林

１７ 喜树角斑病
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ｅＬｉｕｅｔＧｕｏ；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ｅ 喜树 ４１６～２４１３ 公益林、行道树

１８ 银杏赤枯病 ＰｅｓｔａｌｏｔｉａｇｉｎｋｇｏＨｏｒｉ 银杏 ４３５～８８２ 行道树、苗圃

１９ 桂花褐斑病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ｉｃｔａｏｄｍａｎｔｈｉｃｏｌａＴｒｉｎｃｈｉｅｒｉ 桂花 ３７４～５２２ 行道树、苗圃

２０ 蚱蝉（黑蚱蝉） Ｃｒｙｐｔｏｔｙｍｐａｎａａｔｒａｔ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李树、旱柳、水杉 ４３０～７３５ 经济林

２１ 杨叶甲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ａｐｏｐｕｌｉ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杨树，
%

木 ３８４～４９５ 行道树、四旁绿化

２２ 核桃扁叶甲 Ｇａｓｔｒｏｌｉｎ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Ｂａｌｙ 胡桃 ４３１～５８５ 经济林

２３ 竹大象
Ｃｙｒｔｏｔｒａｃｈｅｌｕ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ｉＡｌｏｎｓｏＺａｒａｚａｇａ＆
Ｌｙａｌ 慈竹 ３６９～３９３ 行道树

２４ 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Ｆｏｒｓｔｅｒ） 水麻，李树 ４５８～５１８ 经济林、四旁绿化

２５ 云斑白条天牛 Ｂａｔｏｃｅｒａ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Ｈｏｐｅ 桉树，水麻 ３８４～５２１ 经济林、行道树

２６ 褐袋蛾 ＰａｌｉｒｉｓａｃｅｒｖｉｎａＭｏｏｒｅ 紫麻，八角枫，润楠，天竺桂 ６３１～８８８ 经济林，行道树

２７ 褐边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ｃｏｎｓｏｃｉａ 慈竹，香椿，八角枫，葡萄，桉
树

３７７～５０１ 经济林、行道树

２８ 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ｓｃａｎｄｅｎｓ（Ｌｏｕｒ．）Ｍｅｒｒ． 水麻，桉树，慈竹，天竺桂 ４１７～５２６ 经济林、行道树

２９ 乌蔹莓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Ｇａｇｎｅｐ． 八角枫，川楝 ４１７～５１５ 行道树

３０ 赤腹松鼠 Ｃａｌｌｏｓｃｉｕｒｕｓ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ｕｓ（Ｐａｌｌａｓ） 柳杉 ４８５～１２５０ 公益林、经济林

表２ 峨眉山市调查发现国家级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录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海拔（ｍ）
１ 温室粉虱（温室白粉虱） 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 ４４０
２ 大竹象 Ｃｙｒｔｏｔｒａｃｈｅｌｕｓｌｏｎｇｉｍａｎｕｓ ３６９～３９３
３ 长足大竹象 Ｃｙｒｔｏｔｒａｃｈｅｌｕｓｂｕｑｕｅｔｉ ３６９
４ 云斑白条天牛 Ｂａｔｏｃｅｒａ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 ３８４～５２１
５ 桑天牛 Ａｐｒｉｏｎａｇｅｒｍａｒｉ ５０７
６ 星天牛（柑橘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５８～５１８
７ 吹绵蚧 Ｉｃｅｒｙａｐｕｒｃｈａｓｉ ４５６～７１８
８ 枣疯病 ＭＬＯ ４１８
９ 核桃炭疽病 Ｃｏｌｌｅ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ｇｌｏｅｏｓｐｏｒｉｕｍ ７５７～１７７１
１０ 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５０７

１８４期 孔　剑，等：峨眉山市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分析 　　



表３　峨眉山市调查发现国家其他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对象
名录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海拔（ｍ）
１ 大袋蛾（南大蓑蛾） Ｃｌａｎｉ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Ｓｎｅｌｌｅｎ ３８３
２ 栎黄枯叶蛾 Ｔｒａｂａｌａｖｉｓｈｎｏｕ ５７６～８８８
３ 桃粉大尾蚜 Ｈｙａｌｏｐｔｅｒｕｓｐｒｕｎｉ ４５４
４ 缀叶丛螟 Ｌｏｃａｓｔｒａｍｕｓｃｏｓａｌｉｓ ４２０

５ 吹绵蚧（绵团蚧、棉籽
蚧、白条蚧）

Ｉｃｅｒｙａｐｕｒｃｈａｓｉ ４５６～７１８

６ 丝棉木金星尺蛾 Ｃａｌｏｓｐｉｌｏ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ａ ４６８～５４５
７ 褐边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ｃｏｎｓｏｃｉａ ３７７～５０１

８ 铜绿异丽金龟（铜绿
丽金龟、铜绿金龟子）

Ａｎｏｍａｌ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５１２

９ 杨叶甲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ａｐｏｐｕｌｉ ３８４～４９５

１０ 核桃扁叶甲
Ｇａｓｔｒｏｌｉｎ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ｔｈｏｒａｃ
ｉｃａ ４３１～５８５

１１ 柳蓝圆叶甲（柳蓝叶
甲）

Ｐｌａｇｉｏｄｅｒａ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ａ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ａ ３７６

１２ 桃蛀螟（桃柱螟） Ｃｏｎｏｇｅｔｈｅｓ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６２１
１３ 桃红颈天牛 Ａｒｏｍｉａｂｕｎｇｉｉ ５１５
１４ 云斑白条天牛 Ｂａｔｏｃｅｒａ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 ３８４～５２１

１５ 桤木叶甲（恺木叶甲、
桤木金花虫）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ａａｄａｍｓｉｏｒｎａｔｉ
ｃｏｌｌｉｓ ８７３

１６ 梨锈病（梨赤星病）
Ｇｙｎｍ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ｕｍ ７０３

１７ 核桃细菌性黑斑病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ｊｕａｌａｎｄｉｓ
（ｐｉｅｒｃｅ） ６６４～１４５７

１８ 桉树紫斑病 Ｐｈａｅｏｓｅｐｔｏｒｉａ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ｉ ３９４～４９３
１９ 葡萄白粉病 Ｕｎｃｉｎｕｌａｎｅｃａｔｏｒ ４２９
２０ 葡萄霜霉病 Ｐｌａｓｍｏｐａｒａｖｉｔｉｃｏｌａ ３８６～４３１
２１ 板栗膏药病 Ｓｅｐｔ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ｂｏｇｏｒｉｅｅｎｓｅ ５７９～１２２５
２２ 花椒锈病 Ｃｏｌｅｏｓｐｏｒｉｕｍ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ｉ ５１０
２３ 柳杉赤枯病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ｓｅｑｕｏｉａｅ ４９２～２４７７
２４ 杉木叶枯病 Ｌｏｐｈｏｄｅｒｍｉｕｍｕｎｃｉｎａｔｕｍ ５３７～１７７５
２５ 水杉赤枯病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ｓｅｑｕｏｉａｅ ３８５～１２７４
２６ 松落针病 Ｌｏｐｈｏｄｅｒｍｉｕｍｐｉｎａｓｔｒｉ ３８６
２７ 桃树流胶病 Ｂｏｔｒ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ｄｏｔｈｉｄｅａ ３８７～５０５
２８ 杨树叶枯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ａ ４２０
２９ 赤腹松鼠 Ｃａｌｌｏｓｃｉｕｒｕｓ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ｕｓ ４８５～１２５０

３　分析与对策

寄主植物的分布情况决定了林业有害生物的分

布。本次普查发现，在海拔３００ｍ～１０００ｍ的林业
有害生物主要有桉树紫斑病、核桃褐斑病、李红点

病、山茶炭疽病、桃缩叶病、银杏赤枯病、桂花褐斑

病、核桃扁叶甲、竹大象、云斑白条天牛、草、赤腹

松鼠等，这个海拔段主要是平原地貌，地势平缓，以

种植经果林为主。经果林植被单一，林内卫生条件

差，有害生物发生普遍，尤其在４月 ～９月，应加强
监测，如有发现应及时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加强栽培

管理，以培育无虫苗、无菌苗为重点，配合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防止有害生物大规模的爆发。

海拔在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的林业有害生物主要
有板栗膏药病、核桃炭疽病、核桃细菌性黑斑病、杉

木叶枯病、水杉赤枯病、赤腹松鼠等，这个海拔段属

于东北平原到西南高山的过渡段，林业有害生物主

要集中发生在经济林内，应加强经济林的管理和防

控。

海拔在２０００ｍ～２５００ｍ的林业有害生物主要
有刚竹黑痣病，这个海拔段主要是峨眉山风景区，以

公益林为主。峨眉山景区生物多样性丰富，景区有

害生物防治工作较为细致，有害生物发生普遍较轻，

定期做好监测工作即可。

整体看，竹煤污病、柳杉赤枯病和喜树角斑病在

海拔３００ｍ～２５００ｍ皆有发生，这与柳杉、慈竹、苦
竹和喜树在峨眉山市分布较广有关，应加强这几种

寄主植物的监测和防控，避免有害生物大规模的发

生。

通过本次普查，赤腹松鼠在海拔１２５０ｍ以下
发生较为普遍，主要危害柳杉人工林。柳杉作为峨

眉山市主要的造林树种，栽植面积大，应重点对柳杉

人工林进行监测和防控，采取综合物理防治、营林措

施、生物防治等手段进行鼠害发生的预防［９～１２］。外

来林业有害生物温室粉虱危害范围极小，但是其繁

殖力强，繁殖速度快，应及时防除与隔离，有效控制

温室粉虱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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