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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条杉是白柏类和侧柏类主要的植物类型， 而双条杉天牛

是其主要的蛀干性昆虫。其在房山区是一种常见的病害，分布广

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柏属植物的生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而侧柏和桧柏是山区和丘陵地区主要的造林植物， 其生长受到

了很大的制约。为了加强有效控制双条杉天牛的危害，采取固定

标准地、田间随机调查，室内、室外观察相结合方式，详细研究双

条杉天牛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技术。 双条杉天牛在北京房山地区

1

年发生

1

代。 药剂防治适期为成虫高峰期，

43%

噻虫啉微囊悬

浮剂、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

苦参碱可溶性液剂、

10%

吡虫

啉可湿性粉剂稀释液喷雾，均可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在双条杉

成虫的诱集效果方面，引诱剂的表现要比诱木好。在加强检疫基

础上，建议辅助人工防治、营林措施、药剂防治、生物防治等综合

防治措施对其防控。

双条杉天牛是一种钻蛀性害虫，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陕

西，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山东、山西、东北、北京、安徽，贵州、

四川、福建、广东、广西、朝鲜、日本。危害侧柏、桧柏、罗汉松等树

木的衰弱木、枯立木和新砍伐的树木。幼虫会蚕食树木的树皮以

及树干，切断水分和养分的输送，使其黄化，导致树木的状况迅

速恶化，甚至在风雪天气中出现倒折的情况，使整个或整棵大树

迅速枯萎。幼虫蛀入树枝、干皮层、边缘木材等处，蛀蚀木材的表

面，形成凹凸不平的凹槽，使木材的皮下积存着大量的木屑和粪

便，从而影响了木材的传导能力，使其在初期难以察觉，难以控

制。 北京西山地区多见于

70-80

年代，危害株数

23%

，每年死亡

约

3300

棵，对香山、卧佛寺、八大处、颐和园等地的古柏造成一

定的危害，而且对观赏性也有一定的影响。 近些年来，华东、华

北、 西北地区的危害日益突出， 特别是虚弱的松柏更是危害较

大。 柏类是房山区重要的绿化植物， 其占地面积约

23.1000

公

顷，占全省森林覆盖率

29.5%

，是该区重要的绿化植物。 由于其

危险性较大，难以被察觉，而且对某些松柏特别是古柏木构成了

较大的威胁。为了进一步控制其危害，必须了解其生物学发生规

律，有效控制双条杉天牛的危害，达到科学防控的目的。

成虫：体长

9~15 mm

，宽

2.9~5.5 mm

。 体型扁，黑褐色。 前部

呈弓形，体表有浅黄色的绒毛，背面

5

个平滑的小肉瘤，前端

2

个，背面

3

个，呈梅花形状。头上有细小点刻，雄性的触须比身体

长度稍短，雌性触角长度是身体长度的一半。鞘翅部有

2

条棕色

或骆驼纹的横向条纹，前端和尾部的条纹颜色较淡，前端宽度大

约是身体长度的三分之一，尾部呈圆形。腹部的尖端在翅鞘的外

面略有突出。

卵：椭圆形，长约

2 mm

。 白色。

幼虫：幼虫处于初生阶段为淡红色，成熟幼虫体长可达

22

mm

，前胸宽

4mm

，乳白色。 头部黄褐色。 前胸背板上有

1

个“小”

字形凹陷及

4

块黄褐色斑纹。

蛹：可见触角自胸背延伸到腹部位置，整体呈淡黄色，末端

达中足腿节中部。

一、材料与试验方法

1

、试验地概况

生产实验在城关镇洪寺村卧虎山。 侧柏面积

15hm

2

， 树龄

10-30

年生，树高

3-5m

，与黄栌、元宝枫等混交。 双条杉天牛发

生较重，致使部分侧柏树木死亡，有虫株约达

11.2%

。 该地区为

浅山区，海拔

220m

，土层

0.3-0.8m

。

2

、双条杉天牛的主要生物学特性和行为特征调查

试验以侧柏为主要树种，其生长时间为

10

年，一共

2

株，准

备前将其分别锯短

3m

，之后使用纱网套住，分别放入成虫

4

对，

纱网面积为

4m×3m×3m。为了实现对照，试验人员需要在附近对

其他天牛成虫的活动规律以及对侧柏的伤

害情况进行勘察，与纱网内定期观察情况进

行对比。

3

、双条杉成虫诱集试验

引诱装置包括诱捕器和植物诱饵。该诱

饵采用伞状撞击式诱饵。该引诱药罐是一个

直径约

2cm

、容量

250ml

的塑料瓶子。 新鲜

的柏树切下

10-15cm

左右的段放在诱捕装

置上。 在林源附近设置捕鼠机，离林地

10~

房山双条杉天牛的生物学特性及有效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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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

，或

20 m

以上的林地中央，陷阱间隔

40~50 m

，底层离地

50~100 cm

。 并安排专门的人员进行监督和检验，每

3

天进行一

次诱饵诱杀昆虫的试验，并对当天的风力、雨量、温度等天气状

况进行统计。 视具体条件，适时进行引水和松材片的替换。

4

、化学防治试验

①

供试药剂及药剂配制。选用的药剂有

3%

噻虫啉微囊悬浮

剂，配制

2000

倍稀释药液。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配制

1500

倍稀释药液。

1%

苦参碱可溶性液剂， 配制

1500

倍稀释药液。

20%

除虫脲悬浮剂，配制

5000

倍稀释药液。

10%

吡虫啉可湿性

粉剂，配制

1000

倍稀释药液。 并设清水对照（

CK

）。

②

试药方法。每次的治疗均采用同一侧柏树的叶片。使用前

使用清水进行喷洒，以便控制喷洒的液体数量。 在喷洒过程中，

根据试验的要求， 将受试品的叶片和叶片分别放置在室外的树

木上进行喷洒。喷洒时，要将喷洒在叶片表面的水分薄膜完全遮

住，而不会形成一滴滴的雨水；喷洒完药剂后，将树枝放在户外

晒干，然后拿到室内的盒形饲养笼里，用清水作对比。 插上树枝

后，马上进行幼虫移植，将采到的两条杉成虫进行完全的混合，

各治疗组的状态（大小和活性）尽量相同，每次

30

只。 每隔一段

时间，进行一次死亡的检查。 对喷药后

7

天内，对每一天都对其

分别进行药力测定，并对其进行分析。其虫口减退率的计算公式

为：虫口减退率

=

（喷药前幼虫数量-喷药后幼虫数量） ／喷药前幼

虫数量×100%。

二、结果与分析

1

、双条杉天牛生物学特性

①

生活史。 双条杉天牛

1

年发生

1

代，以成虫在被害枝、干

内越冬。翌年

3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成虫出现。

3

月中旬至

4

月上

旬为盛期。

3

月中旬开始产卵，

4

月中下旬幼虫孵化，

5

月中下旬

至

6

月中旬陆续蛀入木质部，

9

月

-10

月幼虫在木质部中化蛹，

羽化为成虫进入越冬阶段（表

1

）。

②

生活习性。 成虫在木管处的幼虫蛹中越冬，

3

月上旬则为

成虫。 成虫在爬行后无需再进行养分的

补充。 在阳光充足的天气活跃，飞行的

性能更好。 最适合的温度是

14-22℃，低

于

10℃时停止。 一般于

14~22

点左右进

行交配及产卵， 其他时期则在树皮缝

隙、树洞、伤疤及干燥的土壤中活动，不

容易被察觉。 雌、雄成虫均能进行多个

配种，且有在交配时产卵的习惯。 在新

修枝、新砍下的树干、木柱、被压木、衰

弱木上都能产卵。 成虫在交尾后

3

天之

内可产卵， 卵多产于

2m 以下的树皮缝

中， 少数则产于根颈部的树皮缝中，平

均产卵量

40~60 粒，卵期

10~20d。 初孵

幼虫会蚕食木栓枯皮层，

5~10d 后蛀入

木栓枯皮层，蛀道穿过韧皮部而造成粒状流脂。天牛的蚕食过程

会对树皮的韧皮以及边材部分造成影响，形成内部蛀空虫道，虫

道中有大量的木材碎片和粪便， 最大可以达到

20cm

，

1.5cm

，深

度

0.4cm

。 为害部位多在树干

2m 以下，少数为害根部及根茎部，

5

月中旬幼虫从树皮开始向深处蛀食， 这会导致部分生长不佳

的树木出现枯死状态，且进一步影响整株树木，出现树木整株枯

死的情况。幼虫蛀入木质部为害，虫道近圆形，塞满坚实蛀屑，树

木受害后树皮易于剥落。

8

月中、下旬幼虫老熟，在顶端筑椭圆

形蛹室，同时进一步深入蛀蚀，最终会形成深

0.6~2 cm

，长

3~5

cm

的虫道，此时幼虫进入化蛹期。并蛹期

20~25d，9 月开始羽化

成虫。 以成虫越冬。 双条杉天牛成虫不善飞翔，雄虫可做短距离

飞行，雌成虫多在树干上爬行，有假死习性。

2

、双条杉天牛成虫诱集效果

结合

2021

年两条杉天牛诱液和诱材诱捕效果的比较，研究

了不同种类的松材捕杀方法。 用诱液诱导的数量为

759

头、

520

头的天牛成虫， 其中使用树木诱导剂引诱的数量为

68

头、

115

头，该种引诱方法达到了传统引诱方式的

11

倍，

4

倍于诱饵组，

2

年内诱捕

1462

头，控制区

133

亩，显著减少了田间害虫的数

量，并使害虫数量逐年减少。

根据曲线图分析， 双条杉天牛成虫始见期为

3

月

12

日，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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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开始进入成虫羽化高峰期，到

4

月

19

日截止，在高峰期期间，

每日诱集量为

56

头，双条杉天牛成虫羽化期自

3

月初开始，一直可

持续到

5

月中旬左右，羽化高峰期

3

月下旬~4月上旬。

3

、防治试验

选用的药剂

3%

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

油、

1%

苦参碱可溶性液剂、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防治虫口减

退率均可达

100%

。

20%

除虫脲悬浮剂防治效果最差， 防治

6d

后， 虫口减退率仅为

76.7%

（表

2

）。

3%

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

苦参碱可溶性液剂、

10%

吡虫啉

可湿性粉剂对于双条杉天牛成虫具有很好的杀灭效果， 具有很

好的速效性。

4

种药剂药后

1

天都显现出效果。

4.5%

高效氯氰

菊酯乳油 、

1%

苦参碱可溶性液剂比

3%

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速效性更强， 且药后

4

天出现全部死亡

的处理， 比

3%

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早出

现

2

天。

防治试验选在晴朗、无风天气，防治后，并未出现降雨。开展

防治作业时，须特别注意雾滴的雾化程度。

三、结论

1

、双条杉天牛在北京地区

1

年发生

1

代。

3

月中旬至

4

月

上旬为成虫出现盛期。药剂防治适期为成虫高峰期，用

43%

噻虫

啉微囊悬浮剂、

4.5%

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

苦参碱可溶性液剂、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稀释液喷雾，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2

、 利用引诱实验对双条杉天牛虫害发生的时间进行监控，

了解其活动的变化和周期，有利于相关人员把握好控制时期，为

以后的科学测报和控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措施。 利用双条杉天

牛的诱捕实验证明， 该诱饵对双条杉天牛的诱捕能力要好于人

工诱捕，可以作为监控和诱捕，从而减少了田间群体的数量，保

障树木的生长质量。

四、建议

1

、加强检疫加强法规宣传。 对外来种苗一定要按照规定的

调剂、清关、检疫、抽样、审核等步骤进行严格的处理，对于违法

行为进行严肃处置。按照林木种质技术规范取样，对移栽的幼苗

进行取样，进行实地检验。 根据这一种松柏属植物的特性，对苗

干、根茎进行了隔离，如有需要，可以切开土壤进行隔离。禁止将

该年度调来的松柏幼苗用来造林，防止双条杉天牛的传播扩散，

在圃地种植

1~2

年后，确保无虫方可出圃。在苗木生长季节里要

定期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有树木被此虫蛀害的， 一旦发现有此

虫要及时采取措施，以防蔓延。

2

、人工防治。在

3-4

月份的越冬期，可以使用人工方法捕获

成虫。

4

月中旬至

4

月下旬，在初生的幼虫为害部位，用尖刀割

破树皮杀死幼虫，或用木槌拍打树木表面的油脂，杀死初生的幼

虫。对已经造成死亡的幼苗要连根拔起焚烧。对相关人员进行天

牛幼虫出现特点与如何防治等相关知识的教育与培训， 提高相

关人员对天牛出现的敏感度，工作中能够及时发现天牛隐患，采

取具有针对性措施对其进行处理，避免天牛的成长与扩散，降低

天牛对树木健康成长的影响。

3

、营林措施。通过对土壤进行处理、挖掘沟渠、追肥等措施，

可以加快幼苗的生长速度， 提高幼苗的生长能力。 在冬天进行

疏伐， 除虫害木、 衰弱木、 被压木等， 以保证林分密度适宜，

通风和通风， 有利于林木的健康成长， 提高对虫害的免疫力。

夏天的时候， 要把死树和风折树修剪掉， 把根部的分枝去掉，

把树上多余的树枝清理干净。 对树木进行修剪， 降低树木自身

树枝密度， 确保其内部通风， 根据夏季太阳直射角度对树木树

冠进行修理， 保障树木的光合作用， 避免树木受潮。 在地表

1-2m

处， 修剪树枝， 使树木可以通风和透气， 有利于植物的

成长； 并将间伐枝、 叶和杂草一并烧毁或深埋， 以消除害虫的

来源。 对森林中的枯死树木进行及时清除， 可以有效地清除虫

卵，并可降低病原菌的传播。

4

、饵木诱杀。 利用引诱剂进行捕食，可减少森林中虫口基

数，保护环境。 诱饵的摆放方式：在成虫出洞之前，有系统地将

1m

的新鲜木材切成均匀大小的段放置于林边，每层约

60

个，每

层相隔

600m

左右，以固定的方式摆放，直到

5

月初，所有的诱

饵都被剥掉外皮，可以得到更多的天牛幼虫。采用此种技术可以

大幅度减少天牛的数量，且不会对生态造成任何的污染，而且费

用较低，对虫害的可持续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5

、药剂防治。 在成虫时期，对虫密度和郁闭度高的森林，采

用敌敌畏烟药进行熏蒸。 在初期孵化阶段， 使用

50%

的甲氧乐

果乳剂、

20%

益果乳剂、

25%

杀虫脒水剂

100

次；

1

倍的

8%

敌

敌畏，

9

倍于一线油 （或柴油或煤油） 的比例， 喷洒在

3

公尺

深的树木或主要的油脂部位， 非常有效。 以

43%

的噻虫啉微胶

囊悬浮剂，

4.5%

的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1%

苦参碱液剂，

10%

吡虫啉粉。

6

、生物防治。柄腹茧蜂、肿腿蜂、红头茧蜂、白腹茧蜂等害虫

可以对天牛起到良好的防治效果。 采用管氏瘤足蜂作为双条杉

的主要害虫，采用生物技术进行防治。本方法不仅可以降低对生

态的影响，而且可以对双条杉天牛的防治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适合在风景林区大规模的推广。在实际情况下，按受损比和数量

确定养蜂数量。因为肿脚蜂在森林中搜寻寄生物时，会有一定的

损耗，所以通常来说，放蜂的数量要大一点，而病虫和瘤脚蜂的

比例是

1:

（

4~5

）。

7

、周边环境与人员管理。在森林周边设置提醒标志，禁止周

边居民对树木进行肆意破坏， 禁止进入森林滥砍滥伐以及随意

丢弃垃圾，保护森林内部、外部生态环境安全与洁净。 鼓励周边

居民发现天牛情况及时上报， 对提供有效信息的居民进行物质

奖励，让居民参与到天牛防治中，降低相关人员工作量的同时，

有利于将天牛问题消灭于初级阶段。

（作 者 单 位 ：1.102400 北 京 广 阳 绿 化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2.102400 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

1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