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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北京勾天牛风险分析

张　程
（甘肃省定西市林业局，甘肃 定西　７４３０００）

摘　要：北京勾天牛是一种危害刺槐、苹果、海棠等林木的蛀干性害虫。２００８年，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首次发现北
京勾天牛（Ｅｘｏｃｅｎｔｒｕ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该虫在当地一年发生一代，主要危害刺槐枝条，对甘肃省整体造林绿化成果
构成很大威胁。通过对北京勾天牛进行风险分析，其风险值Ｒ＝１７７，在甘肃属于中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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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勾天牛属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
ｂｙｃｉｄａｅ沟胫天牛亚科 Ｌａｍｉｉｎａｅ勾天牛属 Ｅｘｏｃｅｎ
ｔｒｕｓ［１］，是２００８年发现的甘肃省新记录种，主要危害
刺槐Ｒ．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苹果Ｍ．ｐｕｍｉｌａ、海棠Ｍ．ｓｐｅｃ
ｔａｂｉｌｉｓ等林木枝干。该虫在定西市安定区仅危害刺
槐枝条，在苹果、海棠上尚未发现。近年来，为满足

造林绿化工作需要，甘肃省大面积种植刺槐，随着其

种植面积的扩大，北京勾天牛的危害程度亦日益严

重，对甘肃省林业生产和整体造林绿化成果均造成

很大威胁。

１　生物学特性

北京勾天牛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一年发生一

代，以老熟幼虫在被害枝干内越冬。翌年４月中下
旬活动，５月份幼虫老熟，蛀入木质部蛀成“Ｓ”形预
蛹室化蛹。蛹期１１ｄ～１３ｄ，５月中旬成虫羽化。待
羽化时蛹的眼部变为黑色，头、胸背、翅芽部渐变黑

褐色，腹部及离足不停的微动将蛹皮蜕掉，胸背蛹皮

渐破裂，足部先伸出后全蛹皮随翅芽蜕出，此时腹背

黑褐色有明显白色纹，翅鞘渐伸出伏于腹背蛹皮最

后在翅鞘端部蜕出。成虫羽化后在树干蛀道中停

留，待体翅硬化３ｄ～５ｄ后，将堵蛹室的木屑蛀开
爬出，羽化孔约１ｍｍ且圆，刚羽化后静伏。成虫活
动主要以爬行为主，喜啃食枝干表皮，遇惊扰即逃或

有假死性，很少飞翔，静止时３个 ～５个聚集在皮刺
或分叉处。雄成虫温度较高时追逐雌成虫交尾，产

卵期５ｄ～９ｄ。雄虫可多次交尾，寿命比雌虫短。



卵经５ｄ～７ｄ孵化成幼虫，幼虫孵化后沿树皮缝隙
向韧皮部蛀食，当年幼虫体长５ｍｍ～７ｍｍ，到秋季
蛀入木质部，将所蛀的木屑、粪便堵塞于虫道内，不

排出隧道外，虫道纵横交错导致树势衰弱，严重时树

干表皮与木质部分离，致使整株枯死［１～３］。

２　风险评估

２．１　分布和管理
２．１．１　分布情况

国内分布于北京市、辽宁省西部地区、甘肃省定

西市；国外未见有报道。

２．１．２　目前采取的控制措施
目前，北京勾天牛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甘肃甚

至全国尚未对其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在除治方法

上，亦没有对其防治技术进行系统地研究，缺乏有针

对性的除害处理办法。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６年，定西市林
业局借鉴其他天牛防治技术，在北京勾天牛成虫羽

化期，探索采用喷洒绿色威雷，结合抚育修枝、清除

虫害枝条集中烧毁等措施进行防治试验，取得了一

定的防治效果。

２．２　扩散蔓延的可能性
２．２．１　寄主植物及分布

报道和调查显示，北京勾天牛主要危害刺槐、苹

果、海棠等林木。刺槐在甘肃省分布广泛，多集中连

片栽植，由于其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被广泛用于

国土造林绿化。苹果是甘肃省主要经济树种，种植

面积较大。海棠历来为我国人民所喜爱，无论是古

典园林，还是公共绿地都广泛运用海棠进行植物造

景，在甘肃各地多有分布。

２．２．２　在甘肃省的适生性、抗逆性和适应性分析
从寄主分析，北京勾天牛寄主植物在甘肃省均

有分布，且均是主要的造林树种和经济林树种，栽培

面积很大，因此寄主无法成为限制该虫传播的条件。

从分布范围分析，该虫东至辽宁，西至甘肃均有分

布，经度跨度很大，可见其有较强的适应性。另外，

由于苹果种植区多管护精细、树势较强，不易被北京

勾天牛危害，而立地条件差、管理粗放、树势较弱的

刺槐林地则易受危害，说明北京勾天牛的抗逆性一

般，受人为干扰较大。

２．２．３　传播渠道
北京勾天牛由于飞翔能力差，自然传播的能力

并不强；在调运过程中随大树枝条、截干和苗木的人

为传播是其主要传播渠道。

２．３　天敌分布情况及制约能力
北京勾天牛是近年来我国发现的新种，也是甘

肃省新记录种，对其开展的基础研究较为缺乏，天敌

生物种类尚不明确。

２．４　对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影响
２．４．１　在甘肃省的危害情况

据调查，北京勾天牛在安定区发生面积达１１５
ｈｍ２，其中：轻度１００ｈｍ２、中度１５ｈｍ２；通渭县发生
面积４１２ｈｍ２，其中：轻度２６７ｈｍ２、中度１３３ｈｍ２、重
度１２ｈｍ２。在重度发生区，平均被害株率达９０％，
死亡株率为５６％，１ｃｍ粗枝条危害率达８０％。目
前，其发生范围、发生面积及危害程度呈现逐年扩大

和加重的趋势。北京勾天牛的发生严重影响到造林

绿化成效的巩固和提高，有效开展对北京勾天牛防

治工作，已成为当地林业部门重要工作。

２．４．２　潜在的经济影响
刺槐属于重要的速生用材树种，材质重而坚硬，

耐磨抗冲击，耐水湿与腐蚀，是房屋桥梁、建筑、矿

柱、机械车船制造、加工各种工具等的优良材质，其

林业副产品槐花蜜产量也很高。北京勾天牛的危

害，会导致刺槐林出材量减少，材质降低，造成较大

经济损失。苹果在甘肃种植非常广泛，据２０１４年统
计，全省苹果种植面积２９万 ｈｍ２、产量２７０万 ｔ、产
值１２０亿元，苹果种植面积居全国第２位，对增进当
地农民收入和出口创汇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４．３　非经济方面的潜在影响
刺槐有一定的抗旱、抗烟尘、耐盐碱特性，适生

范围广，是适合改良土壤、水土保持、防护林、“四

旁”绿化林的优良树种，可作为行道树、住宅区绿

化、水土保持、荒山造林的先锋树种。然而受到北京

勾天牛危害，树木枝条皮层脱离或死亡，树冠不能扩

大及郁闭，不仅大大影响了造林绿化成果，严重危害

生态环境，也给市容市貌造成很大破坏。另外，由于

防治难度高，往往需要大量、多次施药，污染环境的

同时，也导致苹果等果品农药残留，对人类健康产生

一定影响。

２．５　检疫和铲除的难度
目前，国内外对北京勾天牛的研究较少，基层森

检员对该虫不甚了解。该虫属钻蛀性害虫，具有一

定的隐蔽性，不易检验截获，且在检疫过程中截获的

主要是幼虫，需要培养出成虫，并经过专门培训的技

术人员或专家才能鉴定。因此，检疫北京勾天牛的

难度较大。苗木成林后由于树木高大，受危害部位

多在树干上部表皮之下，喷洒化学药剂作用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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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修枝抚育较为困难，铲除难度很大。

２．６　定量评估
根据上述定性分析，按照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进行分析［４］。北京勾天牛

的各项评判指标赋分见表１。

表１ 北京勾天牛风险评判赋分表

准则层Ｐｉ 指标层Ｐｉｊ 评判指标 赋分

省内分布情况 省内分布情况Ｐ１１
５％≤分布面积占其寄主（包括潜在的寄主）面积的百分率
＜２０％， １．８０

定殖和扩散
的可能性

有害生物被截获的频次Ｐ２１ 寄主植物、产品调运的可能性和携带有害生物的可能性都大 ２．２０
运输过程中有害生物存活率Ｐ２２ 存活率≥４０％ ２．１０
有害生物的适生性Ｐ２３ 繁殖能力强，抗逆性弱 １．５０
传播方式（介体）Ｐ２４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扩散能力一般 １．５０
省内适生范围Ｐ２５ ２５％≤能够适生的地区＜５０％的地区能够适生 １．２５

潜在危险性

潜在经济危害性Ｐ３１ ２０％＞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失≥５％ １．５０
非经济方面的潜在危害性Ｐ３２ 潜在的环境、生态、社会影响中等 １．８０
官方重视程度Ｐ３３ 从未列入以上名单 ０

受害寄主经济
重要性

受害寄主的种类Ｐ４１ ５～９种寄主 １．００
受害寄主的分布面积或产量Ｐ４２ 分布面积中等或产量中等 １．８０
受害寄主的特殊经济价值Ｐ４３ 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都一般 １．８０

危险性管理难度

检疫鉴定的难度Ｐ５１ 当场鉴定的方法可靠性低、费时，由专家才能识别精确到 ３．００
除害处理的难度Ｐ５２ 常规方法的除害效率＜５０％ １．５０
根除的难度Ｐ５３ 效果差，成本高，难度大 ２．８０

　　根据以下有害生物风险性定量分析计算公式，
分别进行各项评判指标（Ｐｉ）和风险Ｒ值的计算：

Ｐ１＝Ｐ１１＝１．８０；

Ｐ２＝
５Ｐ２１×Ｐ２２×Ｐ２３×Ｐ２４×Ｐ槡 ２５＝１６７；

Ｐ３＝０．４×Ｐ３１＋０．４×Ｐ３２＋０．２×Ｐ３３＝１．３２；
Ｐ４＝Ｍａｘ（Ｐ４１，Ｐ４２，Ｐ４３）＝１．８０；
Ｐ５＝（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３）／３＝２．４３。
北京勾天牛在甘肃省的风险性Ｒ值：

Ｒ＝ ５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槡 ５＝１．７７
按照２．５０≤Ｒ＜３００为特别危险，２００≤Ｒ＜

２５０为高度危险，１５０≤Ｒ＜２００为中度危险，０≤
Ｒ＜１５０为低度危险的分级标准，北京勾天牛在甘
肃省属于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

３　风险管理

为保护甘肃省造林绿化工程成果和林业生产安

全，防止北京勾天牛的传播蔓延，建议将其列入甘肃

省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进行管理，并提出

如下风险管理备选方案：

方案１：加强发生区检疫与疫情除治，防止该虫
传播扩散。从发生区调出的刺槐原木、板材、方材、

木制包装物必需经过熏蒸处理。在发生区防治中，

对那些虫口密度大、树龄大、已无挽救价值的树木，

采取伐除更新处理。对于零星发生或被害率不高、

虫口密度不大的地区，采取积极的除治措施，除治方

法可采取喷药、树干涂胶、打孔注药等。

方案２：加强预防，避免风险传入。对于未发生
区，尤其是与发生区毗邻的地区，森防部门应组织专

项调查，并在重要的地段设立虫情监测点，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除治。另外，加强苗圃、木材市场检查，发

现疫情及时处理，把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

４　结论

北京勾天牛是甘肃省新记录种，主要危害刺槐，

寄主面积在定西市乃至全省较大，对甘肃省乃至我

国的大部分刺槐种植区，特别是立地条件较差的造

林绿化区构成一定的威胁。北京勾天牛的适生范围

比较大，一旦传入难以根除，应加强检疫管理，防止

该虫继续扩散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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