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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杜仲有害生物调查及主要种类危害特点

贾玉珍１，２，陈林武１，杨远亮１，杨双昱１

（１．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２．森林和湿地恢复与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调查了四川省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Ｏｌｉｖｅｒ有害生物种类及发生情况，发现有害生物１４
种，其中病害３种、有害植物两种、有害昆虫９种。重度发生的有害生物有杜仲梦尼夜蛾 ＯｒｔｈｏｓｉａｓｏｎｇｉＣｈｅｎｅｔ
Ｚｈａｎｇ、中度发生的有害生物为杜仲角斑病Ｍｙｃｏｓｐａｅｒｅｌｌａｓｐ．，其它有害生物发生程度均为轻度。本研究对杜仲梦尼
夜蛾、杜仲角斑病的危害做了简要描述，首次发现有害植物葛藤和苔藓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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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Ｏｌｉｖｅｒ具有极高的开发
利用价值，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１］，其产业发

展是以杜仲胶的产业化带动杜仲功能食品、饮品和

其他产品的全面开发。四川省是杜仲的天然分布区

和主要栽培区之一［２］，如旺苍县、万源县等地因杜

仲资源储量丰富、品质高而全国闻名，目前四川杜仲

栽培区以规模化种植为主，种植方式简单，树种单

一，极易引起有害生物流行暴发成灾，是杜仲产业发

展的潜在威胁。

目前针对四川省杜仲栽培区有害生物种类的系

统调查还未见报道，通常杜仲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

力，但近年杜仲栽培区新的有害生物种类不断出现，

一些次要有害生物上升成为主要危害，甚至出现爆

发性食叶害虫［３］。因此为摸清四川省杜仲有害生

物种类与危害分布情况，结合２０１６１月—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四川省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作，开展了杜仲有害

生物专项调查，目的是明确危害杜仲的主要有害生

物种类，并分析其发生危害规律，填补本区域内杜仲

林业有害生物研究的空白，为后续杜仲产业健康发

展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和范围
根据２０１４年四川省各县森林资源分布数据库，

提取优势树种为杜仲的林地小班，本次调查区域共

涉及５５个杜仲分布市（县、区）。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１月—１２月，每３０天调查 １次以上区域的杜仲林
（小班面积大于 ６６６７ｍ２）、四旁散生杜仲和苗圃
等。

１．２　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踏查和标准地调查，踏查前有目的地

访问或咨询当地林业技术员、查阅当地森防部门的

有害生物发生档案，了解有害生物的种类、分布和发

生情况。对发生危害严重或之前未有记录的种类需

设立标准地详细调查其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等，本次

踏查涉及５５个县，共设立标准地１１个，其中虫害标
准地８个，病害标准地３个。

在标准地内每株树分东、西、南、北４个方位的
上、中、下３个层次，先环绕杜仲树一周，检查在树冠
上活动性较大的害虫，然后再仔细检查树上活动的

害虫，记录树上的害虫种类、危害部位与危害程度

等；调查病害时，观察病害的有无及发生情况，并根

据病害发生程度进行病害分级。具体参照《林业有

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ＬＹ／Ｔ１６８１—２００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杜仲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分布
本次调查四川杜仲分布区域共计 １３个市

（州），５５个县（区），其中有害生物常发区有成都
市、广元市、德阳市、绵阳市和遂宁市等 ５个市
（州），危害严重的标准地主要分布在旺苍县、蒲江

县、大邑县等县（区）。有害生物偶发区有内江市、

资阳市等８个市（州）。
２．２　杜仲主要有害生物种类

通过四川省杜仲种植区的系统调查，危害杜仲

的有害生物种类较少，总体危害程度较轻，对有害生

物汇总并分类鉴定，调查共发现虫害 ９种、病害 ３
种、有害植物两种。

杜仲栽培区虫害以食叶害虫为主，有６种，以杜
仲梦尼夜蛾危害最重；根部害虫有３种；部分食叶害
虫也危害嫩枝梢，如木虱、蚱蝉等（见表１）。

杜仲栽培区病害有３种，主要以叶部病害为主，
有两种；枝梢危害有１种。其中以杜仲角斑病危害
程度为中等，其它病害危害程度较轻（见表２）。

表１ 四川省杜仲虫害种类、危害及分布

Ｔａｂ．１ 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ｎ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害虫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ｉｎｓｅｃｔｐｅｓｔ

危害部位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发生时间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发生区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危害程度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杜仲梦尼夜蛾ＯｒｔｈｏｓｉａｓｏｎｇｉＣｈｅｎｅｔＺｈａｎｇ 叶部、果实 ４月－９月 蒲江县、大邑县、旺苍县、安县、绵竹县等 重

黄刺蛾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Ｗａｌｋｅｒ） 叶部 ７月－８月 各杜仲栽培区 轻

舞毒蛾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ｄｉｓｐａｒ 叶部 ３月－６月 蒲江县 轻

绿尾大蚕蛾ＡｃｔｉａｓｓｅｌｅｎｅｎｉｎｇｐｏａｎａＦｅｌｄｅｒ 叶部 ６月－９月 蒲江县 轻

蚱蝉 Ｃｒｙｐｔｏｔｙｍｐａｎａａｔｒａｔａ 根部、枝梢 ６月－９月 蒲江、旺苍县 轻

四川大黑鳃金龟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ｈａｎｇ 根部 ４月－９月 乐至县 轻

绿鳞象甲Ｈｙｐｏｍｅｃｅｓ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叶部 ６月－７月 乐至县、 轻

木虱Ｃａｌｏｐｈｙａｓｐ． 叶部、枝梢 ５月－８月 蒲江县、乐至县 轻

蝼蛄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 根部 ４月－５月 乐至县 轻

表２ 四川省杜仲病害种类、危害及分布

Ｔａｂ．２ 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ｎ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病害名称
Ｄｉｓｅａｓｅ

病原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危害特点
Ｄａ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发生区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危害程度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

杜仲角斑病
无性世代尾 孢菌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
ｓｐ．）；有性世代球腔菌属（Ｍｙｃｏ
ｓｐａｅｒｅｌｌａｓｐ．）

危害叶片
蒲江县、仪陇县、青川县、旺苍
县、绵竹等

中

杜仲叶枯病 壳针孢属 Ｓｅｐｔｏｒｉａｓｐ． 一般和角斑病混合发生，危害叶
片

零星分布各杜仲栽培区 轻

杜仲枝枯病
大茎点菌属 Ｍａｃｒｏｐｈｏｍａｓｐ．
茎点菌属 Ｐｈｏｍａｓｐ 危害侧枝，尤其新发侧枝 蒲江县、绵竹等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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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仲栽培区有害植物中有攀岩植物１种，寄生
植物１种，整体危害程度为轻度（见表３）。其中葛
藤攀岩杜仲树体，影响杜仲的光合作用。苔藓类常

发生在地面、枝干、叶片，削弱植株的光合作用，致使

树体生长不良，引起树势衰退。

表３ 四川省杜仲有害植物种类、危害及分布

Ｔａｂ．３ 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ｒｍｆｕｌ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有害植物
Ｈａｒｍｆｕｌｐｌａｎｔｓ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ｎａｍｅ

危害特点
Ｄａ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发生区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危害程度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

葛藤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Ｏｈｗｉ 危害树体 蒲江县、旺苍县、 轻

苔藓类 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 危害树体 蒲江县 轻

２．３　主要有害生物危害特点及防治建议
２．３．１　食叶害虫－杜仲梦尼夜蛾

通过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对四川省杜仲栽培区系统
调查，以食叶害虫杜仲梦尼夜蛾危害最严重，主要分

布于大邑县、蒲江县、安县、旺苍县等地，危害严重区

域为大邑县和蒲江县等地。

通过调查可知，杜仲梦尼夜蛾以蛹外被薄丝囊

在土表层越冬，翌年４月中旬开始羽化成虫。杜仲
梦尼夜蛾幼虫从５月—９月都有发现，世代重叠严
重。卵初产时青色，后变为浅青灰色，近孵化时变为

黑色。初孵幼虫为青绿色，活泼喜动，具吐丝习性，

并群集取食杜仲嫩叶肉。幼虫期杜仲梦尼夜蛾食量

大，并且３龄以后幼虫具有“上下树”的习性［４］。

防治杜仲梦尼夜蛾应在冬、春季节清园翻土，消

灭越冬蛹，清除杂草，可有效降低虫口密度，通过施

肥、除草等日常管理，强壮树势，提高抗病虫能力；其

它食叶害虫如银杏大蚕蛾、黄刺蛾等可结合杜仲梦

尼夜蛾进行同时防治，尽量采用如印楝素、苦参碱等

生物农药；同时注意药剂的轮换使用，降低抗药性，

提高防治效率；保护天敌资源。

２．３．２　叶部病害－杜仲角斑病
通过四川省杜仲栽培区系统调查，以叶部病害

杜仲角斑病发生区域较广，整体危害为中等，主要分

布旺苍县、蒲江县、青川县、仪陇县和绵竹县等地。

杜仲角斑病在６月—８月都有发生，多分布在
叶片中间，呈不规则暗褐色多角形斑块，叶背病斑颜

色较淡。病斑上长灰黑色霉状物，即病菌的分生孢

子梗和分子孢子。到秋后，有的病斑上长有病菌的

有性孢子，呈散生颗粒状物。最后叶片变黑脱

落［５］。

杜仲叶部病害主要包括杜仲角斑病（褐斑病）

和叶枯病，这两种病害有时会同时发生，不容易分

辨。调查中发现，种植密度合理、管理水平高的杜仲

林可以有效的控制病害发生。有病害发生的杜仲林

要在发病初期，及时摘除病叶，挖坑深埋。避免病叶

随风飘扬，到处传播。冬季结合清洁田园，清扫枯枝

落叶，集中处理，用土封盖严密，使其发酵腐熟，既减

少了病害的污染，又可以积肥。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全省范围内调查统计，四川省杜仲虫害种

类为９种，以食叶害虫为主，病害３种，以叶部病害
为主，有害植物两种，以藤本植物葛藤为主。

杜仲在四川主要分布在川东和川北等地，部分

调查区域杜仲都是以四旁为主，零星分布，其有害生

物危害明显轻于规模种植区域。通过调查可知，杜

仲林内的主要有害生物种类以杜仲梦尼夜蛾、杜仲

角斑病危害为主，其它有害生物种类零星分布。因

此，主要以防治食叶害虫杜仲梦尼夜蛾为主。该害

虫发生量大、危害周期长、扩散蔓延快，且幼虫食性

单一。当杜仲栽培面积过大，由于食物资源的丰厚

和分布过于集中，极易引起这类昆虫种群的大爆

发［６］。因此，在规模种植区域内可通过调整种植模

式、密度、加强管理等方式来调控虫口基数。

杜仲散生四旁树上有害生物种类和周围树种有

很大相关性，多为杂食性害虫，种类较多，但零星分

布，尚未造成危害，如黄刺蛾、绿尾大蚕蛾等。四旁

杜仲管理粗放，经济效益不明显，农民重视程度很

低。

杜仲苗圃主要以地下害虫为主，如四川大黑鳃

金龟、蝼蛄等，危害幼苗根部。苗圃地可采取４月—
８月灯光诱杀成虫，苗床或根部撒施毒土等方式防
治。

本研究立足于四川省杜仲分布现状，首次对杜

仲有害生物种类进行系统调查，仅着重阐述杜仲有

害生物发生种类、发生时间及分布等方面问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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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需要重点防治的有害生物种类。今后研究中

应对具体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进一步的调查，为有

害生物防治奠定基础，为规模化杜仲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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