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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湘东区思茅松毛虫发生与防治

黄雪辉，吴欣，李涛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林业局森防站，江西伴乡 33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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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湘东区位于江西的西大门，东靠安源、

芦溪，南邻莲花、湖南攸县，西接湖南醋陵，南北

长约 43 公里，东西宽约 27.5 公里，总面积 86200

hm2，交通便利，区、乡（镇）公路四通八达， 320、

319 国道、吕金高速贯穿东西。现有有林地 58666.7

hm2，松树林 2592.7 h时，其中马尾松 868.7 hm2, 

湿地松 1723.4 hm2，主要分布在湘东镇等 6 个乡镇

街和五峰林场等 3 个国有林场。为更好的防治我区

的思茅松毛虫，我们在五峰林场的麻山分场进行长

期的监测和防治，现将思茅松毛虫的发生原因及防

治方法总结如下：

1 思茅松毛虫危害状和形态特征

1.1 危害状

取食松针，严重被害的松林，远看呈红褐色，

似火烧状。

1.2 形态特征

成虫z 雄峨体长 22-41 rrun，翅展 53～78 rrun，棕

褐色至深褐色，前翅基至外缘平行排列 4 条黑褐色

波状纹，亚外缘线由 8 个近圆形的黄色斑组成，中

室白斑明显，自斑至基角之间有 l 肾形大而明显黄

斑。雌峨体长 25-46 unn，翅展 68～121 rrun，体色较

雄峨浅，黄褐色，近翅基处无黄斑，中室臼斑明显，

4 条波状纹也较明显。

卵：近圆形，咖啡色，卵壳上具有 3 条黄色环

状花纹，中间纹两侧各有 l 咖啡色小圆点，点外为

白色环。

幼虫：幼龄幼虫与月尾松毛虫极相似。 1 龄幼

虫体长 S-6mm，前胸两侧具两》｜〈长毛，其长度超过

体长之半，头〈前胸背呈桶黄色，中、后胸背面为
黑色，中间为黄白色，背线黄白色，亚背线由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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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黑色斑纹所组成，气门线及气门上线黄白色。

2-5 龄斑纹及体色更为清晰。 6 龄以前除体长逐龄

增外，体色无多大变化，从 6龄开始各节背面两侧

开始出现黄白毛丝， 7 龄时背两侧毒毛丛增长，井

在黑色斑纹处出现氏的黑色民毛丛，背中线由黑色

和深桶黄色的倒三角形斑纹组成，全体黑色增多，

至老熟时全身呈黑红色，中后胸背的毒毛显著增长。

蜗z 长椭圆形，初为淡绿色，后变栗褐色，体

长 32～36 rrun，雌蜗比雄蜗长且粗，外被灰白色茧壳。

1.3 生活习性

生活史该虫在湘东一年发生 2 代，以幼虫越冬，

3 月初越冬幼虫开始活动取食， 5 月下旬结蓝化蝠，

6 月中旬羽化产卵，第 l 代幼虫 6 月下旬到 7 月为

害，幼虫发盲时间短，取食快，食量大。 8 月上中

旬第 1 代幼虫结茧化蝠，幼虫善爬行，在灌木杂草

丛中结茧， 8 月中下旬成虫羽化产卵，卵产于针叶

上，幼虫初期群集为害，以夜间取食为主。 6 令后

食叶量大增。成虫多夜间活动，有趋光性，第 2 代

幼虫 9～l l 月为害。

2 发生原因

2.1 树种单一

由于历史原因，我区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造

林时没有考虑树种的多样性，造林树种单一，片面

的追求种植收入高的树种，纯林所占比重大，森林

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加之气候异常，为林木病虫害

的大量发生提供了条件。

2.2 天敌少，气温高

近儿年来气候比较异常， ，气温高和l松毛虫的天
敌少也是造成我区思茅松毛虫发生的主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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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形恶劣，防治困难大

松树的生命力很强，它的种子不管落在什么土

地上，都能顽强地生长，为了消灭比较贫婿的荒山，

往往会在地形恶劣的地方选择种植松树，坡度比较

大，地形恶劣这也给思茅松毛虫发生的监测和防附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4 恶性采脂，湘东区思茅松毛虫发生严重的松

林，都被恶性采脂，造成树势衰弱，抗性下降。

3 防治方法

3.1 营林技术措施

推广封山育林，改造人工纯松林，合理打枝，

针阔混交，保持郁闭。

3.2 生物防治，保护利用天敌

可用 0.5 亿～l 亿抱子／ml 苏云金杆菌液， l～2

亿T包子／ml 的白僵菌水剂，或 5 亿于包子／ml 的超低容

量的自僵菌油剂、乳剂、水剂啧雾。

3.3 黑光灯诱杀成虫

最关键的是要做好测报工作，只有准确预报其

成虫期，才能在思茅松毛虫的产卵前将其诱杀。根

据近儿年的观察，湘东区思茅松毛虫的成虫期在 5

月底到 6月上旬、8 月中旬。一般重度发生可以 3.3-4

hm2 安放一盏黑光灯，效果显著。

3.4 化学防治

思茅松毛虫越冬前后抗药性最弱，是化学防治

的最好时间。可以用 25%灭幼服 3 号粉剂 65-80

g/667 旷喷粉；用 1.2%苦参碱乳油 80～120g/667 旷

啧洒，后者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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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防治意识不强

有些林农对林业有害生物的严重性认识不够，

有的林农认为林木小，没有经济效益，防不防无所

谓：有的林农认为森防工作只是政府或林业部门的

事，发生病虫害政府去防治，与自己无关。这样就

导致病虫害大面积发生。

2.2 监测预报工作基础薄弱

有的乡镇测报员业务素质和业务水平偏低，不

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等到

发现时为时己晚，耽误了防治的最好时机。

2.3 检疫工作不到位

一是产地检疫跟不上，检疫人员少：二是调运

检疫操作难度大，控制危险性病虫害传播不力。

2.4 纯林多，抗病虫能力差

赣县有林地面积为 22.20 万 hm2，其中马尾松

纯林面积为 12.67 万 hm2，占 57%。由于不科学的

造林方式，形成了林种、树种结构的不合理，使林

分的生态效能低，抗病虫能力差。

2.5 防治经费短缺

各地没有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解决防泊经费，发

生林业有害生物时不能及时有效的开展防治。

3 主要对策措施

3.1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要通过网络、报纸、广播电视、宣传车等各种

形式宣传国家森防检疫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森

林法”和“两个条例”，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森防意

识。

3.2 建立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要推进监测网络建设，加强乡、村测报队伍建

设，确保监测触角延伸到山头地块，要加强预警信

息发布，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及时提供信息指导。

3.3 加强检疫工作

一是加强产地检疫，充分发挥兼职检疫员（村

级护林员〉的作用，积极开展种苗产地检疫，严禁

带病苗木出圃：二是要联合森林公安开展检疫执法

专项行动，加大对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力度。

3.4 加强营林措施

对林地实施有计划的林相改造，调整树种结构，

加强抚育管理和｜封山育林，尽快提高森林的生态效

益，增强抗病能力。

3.5 加大防治资金投入

在贯彻“谁经营，谁防治”原则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防泊主体和｜投资主体，由地方财政、集体和

个人多层次、多渠道筹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林业有

害生物防泊中，为防控林业有窑生物灾害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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