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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间和部位注药防治杨干象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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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用钻口注药的方法对５ａ生的杨树进行了杨干象防治，通过不同时间和不同部位给树干施药；试验
结果显示：日平均气温在７８℃～２１４℃条件下防治三个不同注药部位的防治效果分别为８５％、８７％和８４％；日平
均气温在１２６℃～２５８℃条件下防治三个不同注药部位的防治效果分别为４９％、５１％和５２％。通过多重比较得
出：不同注药时间防治效果差异显著，不同注药部位防治效果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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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干象（Ｃｒｙ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ｌａｐａｔｈｉＬ．），又名杨干
隐喙象，杨干象是危害３ａ～６ａ生杨树主要蛀干害
虫之一，随着杨树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杨干象对树木

的危害日趋严重［１］。受到杨干象侵害的杨树，在风

力的作用下容易发生树干折断，同时也会给杨树带

来次生灾害，凡是被杨干象蛀食的杨树都会不同程

度发生溃疡病和烂皮病，使树木停止生长，严重的情

况下会导致树木死亡［２］。杨干象的防治方法有很

多，主要有喷干法、环扎法、点涂法、毒签法、钻孔法

等，防治杨干象时应根据树木的年龄选择不同的防

治方法；１ａ～２ａ生的杨树应选择喷干法、点涂法，３
ａ～６ａ生的杨树应选择钻口法进行防治。李国
伟［３］认为２％高效氯氰菊酯杀死率９５０９％，建议钻
取３个注药口，便于杀虫剂在随树干中扩散至整个
树干，提高防治效率。陈俭［４］采用多种农药打孔注

药防治，其中氧化乐果杀死率为９０９％；认为是４ａ
～６ａ生２ｍ以上的杨树钻孔注药防治杨干象是唯
一的方法。金大勇［５］采用的是环扎法和注孔法，使

用相同的氧化乐果农药不同防治方法但防治效果不

同，钻孔法杨干象死亡率为１００％，环扎法杨干象死



亡率为９０４８％，说明钻孔注药是防治杨干象的好
方法。本研究在借鉴以上论文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不

同防治时间和部位进行试验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辽宁省黑山县机械化林场地处辽西走廊的东

部，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处东经 １２１°４９′～
１２２°３６′，北纬４１°２９′～４２°０８′。年平均气温８℃，年
平均降水量５８６ｍｍ，无霜期１６ｄ左右。土壤类型
为沙壤土，有机质含量０２％ ～１８％，全钾２１％，
全磷０１％～０４％，地下水位４ｍ～５ｍ，土壤肥力
适中，ｐＨ值７０～８５之间［６］，适合杨树生长。

１．２　试验林选择
试验材料选自于黑山县机械化林场营造的５ａ

生的辽宁杨幼树，株行距４ｍ×６ｍ，树高８ｍ～１０
ｍ，胸径１０ｃｍ～１４ｃｍ。
１．３　试验药剂与器材

药品：４０％氧化乐果乳油———河北神华药业有
限公司、４５％毒死蜱乳油———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
有限公司、２５％高氯氟氰菊酯微乳剂———美丰农化
有限公司、水。比例为１∶１∶０５∶１０。

器材：背负式打孔注药机和定量注射器

１．４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１个因素两个处理两次重复的试验设

计，１个因素指４０％氧化乐果、２％高氯氟氰菊酯、
５０％久效磷乳油、水混合物；注药量为胸径１．０ｍＬ
·ｃｍ－１，两个处理分别代表不同注药时间和不同注
药部位。注药时间分别是２０１８年４月８日、４月１８
日和４月２８日进行，注药部位即距树干基部３０ｃｍ、
５０ｃｍ和８０ｃｍ；每个处理为６０株，每个处理周围未
施药的树木为对照，试验时记录试验地的气温值。

１．５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注药前和注药后１０ｄ调查不同处理

及对照活立木中的活虫口数量。

２　结果与分析

防治效果计算公式：虫口减退率（％）＝（注药
前活虫数－药后活虫数）／（注药前活虫数）×１００％

防治效果（％）＝（药剂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对

照区虫口减退率）／（１－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１００％

４月８日防治杨干象注药前调查虫口数为０，注
药后１０ｄ调查对照和试验虫口数都有明显增加，根
据计算公式无法算出防治效果，所以４月８日防治
效果无法计算。

杨干象在辽宁地区的生活史及习性是１ａ发生
１代，以卵或幼虫在树干上寄居越冬，第２年４月中
旬越冬的幼虫开始活动，卵也相继孵化。５月中、下
旬向上钻入木质部做成蛹室，６月中旬蛹开始羽化，
７月末羽化结束变成成虫。成虫开始到嫩枝或叶片
上吸取营养。辽宁地区的４月份的天气随着时间推
移气温日益升高，三个不同的注药时间代表着三种

气温值；防治效果的分析用具体的注药时间进行试

验结果比较。

通过对５ａ生的杨树用钻口注药方法不同时间
不同钻口部位对杨干象进行了注药防治。从表１防
治效果来看：４月８号气温在 －１℃ ～１５℃，注药时
调查虫口数为０，根据公式无法计算防治效果。说
明４月８号的气候条件不能促使杨干象幼虫活动，
此时不是试验当地杨干象防治时期。从表２防治效
果来看：４月１８号气温在８℃～１８℃，注药时有杨干
象虫口发生，虫口数不是很多，这时是杨干象虫卵刚

刚产生，其防治效果 Ｔ１为 ８５％、Ｔ２为 ８７％、Ｔ３为
８４％。说明４月１８日是试验当地杨干象最佳防治
时期。从表３防治效果来看：４月２８号气温在８℃
～２５℃，注药时树干上杨干象虫口数明显增多，其防
治效果Ｔ１为４９％、Ｔ２为５１％、Ｔ３为５２％。说明４月
２８日气候条件已经能够促使杨干象幼虫频繁活动，
这个时间防治已经过了最佳防治时期。

从表４防治效果多重比较上来看：通过不同时
间相同部位即：（Ｘ１：Ｘ２）和（Ｘ３：Ｘ４）和（Ｘ５：Ｘ６）比较
得出差异明显。通过相同时间不同部位即：（Ｘ１：

表１ 杨干象防治效果

日平均气温（５．３℃～１７．６℃）

注药部位
虫口数变化

４月８日 ４月１８日
防治效果
（％）

３０ｃｍ ０ ６５ －
５０ｃｍ ０ ６０ －
８０ｃｍ ０ ５８ －
ｃｋ ０ １８７ －
ｃｋ ０ １６９ －
ｃｋ ０ ２０２ －

注：防治效果为两次重复的平均值，ｘ代表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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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杨干象防治效果

日平均气温（７．８°～２１．４°）

注药部位
虫口数变化

４月１８日 ４月２８日
防治效果
（％）

３０ｃｍ ２１０ ６０ Ｘ１＝８５
５０ｃｍ １８２ ６１ Ｘ３＝８７
８０ｃｍ ２１８ ４２ Ｘ５＝８４
ｃｋ １８２ １４１ ＤＸ１＝２２
ｃｋ ２２１ １７９ ＤＸ２＝１９
ｃｋ １９９ １５８ ＤＸ３＝２０

注：防治效果为两次重复的平均值，ｘ代表试验防治效果

表３ 杨干象防治效果

日平均气温（１２．６°～２５．８°）

注药部位
虫口数变化

４月２８日 ５月８日
防治效果
（％）

３０ｃｍ ２８０ １４０ Ｘ２＝４９
５０ｃｍ ２４１ １２１ Ｘ４＝５１
８０ｃｍ ２８２ １６２ Ｘ６＝５２
ｃｋ ３０１ ２６２ ＤＸ１＝１３
ｃｋ ２６２ ２２３ ＤＸ２＝１５
ｃｋ ２６０ １９８ ＤＸ３＝２３

注：防治效果为两次重复的平均值，ｘ代表试验防治效果

表４ 防治效果多重比较

防治效果
防治率均值±标
准误差（％）

显著水平

ａ＝０．０５ ａ＝０．０１
Ｘ１ ８５±０．６４ ｂ ＡＢ
Ｘ２ ４９±１．４９ ｃｄ Ｃ
Ｘ３ ８７±２．９６ ａｂ Ａ
Ｘ４ ５１±０．５７ ｄ Ｃ
Ｘ５ ８４±１．２５ ｂ ＡＢ
Ｘ６ ５２±１．２４ ｄ Ｃ

注：ｘ代表防治效果

Ｘ３：Ｘ５）和（Ｘ２：Ｘ４：Ｘ６）比较得出差异不明显。从而
得出结论为：４月１８日防治效果明显好于４月２８

日；说明防治杨干象的发生应着重抓住防治时间。

３　结论

本试验采用的是不同的注药时间和注药部位对

５ａ生的杨树钻孔防治杨干象，此方法主要针对的是
３ａ生以上胸径在５ｃｍ以上的树木。从试验结果来
看不同的注药部位防治效果差异不显著，不同的注

药时间防治效果差异显著。杨干象发生与气温有

关，随着气温的升高杨干象幼虫开始逐渐滋生，杨干

象的防治效果与注药部位区别不大，一般钻孔距地

面４０ｃｍ左右，与地面成４５°角为宜。所以，建议广
大林业部门防治杨干象时应根据当地气候而选择最

佳防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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