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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地区香樟人工林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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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樟是我国珍贵树种之一 ,也是闽东地区园林绿化重要树种。 通过对香樟常见病虫害不同的特
征和症状的研究， 并针对当前防治技术的应用现状， 提出相关的综合防治措施， 有效地遏制病虫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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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是闽东地区的乡土树种， 栽培历史悠久。
在培育过程中， 香樟遭受病虫害的情况十分常
见， 随着大面积栽植， 常见病虫害有发展的趋
势， 成为香樟发展的潜在威胁， 严重影响林业可
持续发展。 福鼎市现有香樟栽植面积 566.7�hm2，
四旁、 散生， 皆有零星分布， 尤其在沿海乡镇分
布较广［1�］。 随着珍贵用材树种造林的逐步推进，
苗木“造林大苗化、 树种乡土化、 品种多样化、 季
节色相化”新“四化”要求的不断落实， 大大推动
了珍贵树种苗木产业的发展。 笔者对福建省福鼎
市香樟人工林的常见病虫害及其综合防治技术进
行了总结， 以期为植保工作者提高防治效果提供
参考。
1���香樟常见病虫害种类及其为害
1.1 樟蚕

樟蚕又名枫蚕、 天蚕， 属鳞翅目大蚕蛾科。
成虫体长约 32�mm， 翅膀长度约 100�mm。 身体和
翅膀呈灰褐色， 前翅基部呈暗褐色， 前后翅膀上
分别有 1 环纹， 为其外形主要特征。 卵呈椭圆形，
乳白色， 大小为 2�mm， 有黑褐色绒毛覆盖在卵块
的表面。 幼虫初孵时为黑色， 渐变为头部绿色，
胸腹部黄绿色， 体长 85～100�mm， 以食樟树叶为
生， 在幼虫数量较多、 啃食严重的情况下， 严重
危害樟树的生长。 蛹呈纺锤形， 黑褐色， 长度为
27～34�mm， 黑褐色厚茧将其包裹。

樟蚕 1�a�1 代， 3 月上旬开始至 4 月中旬为羽
化盛期。 成虫羽化不久可进行交配产卵。 卵多产

于枝干上， 卵粒排列整齐呈单层， 大量的卵粒形
成卵块。 卵粒表面有不易察觉的黑色绒毛。 樟蚕
的幼虫危害期为 3 月中旬至 7 月。 对樟树叶进行
集中取食的多为 1～3 龄幼虫， 分散危害的多为 4
龄幼虫。 对叶片杀伤力最大的为 5 龄以上的幼虫，
可以将叶片啃食殆尽。 成虫具有很强的趋光性。
1.2 樟萤叶甲

是樟树的主要食叶害虫， 食性单一， 危害期长
达 8 个月以上。 成虫体长 6.0～7.5�mm， 宽 2.5～3.5�
mm。 体长椭圆形， 黑褐色， 无光泽， 背面密布浅灰
色绒毛。 卵为淡黄色， 扁圆形， 直径 1.0～1.2�mm。
幼虫体扁平， 长楔形， 腹部未端具一对钳状的尾突。
蛹为淡黄色， 长 5～6�mm， 宽 2.5～3.5�mm， 体上具
有规则的刚毛， 前胸背板有 6 个突出的黑刺。 近羽
化时， 复眼黑色， 鞘翅暗灰色。

在福建 1�a 发生 2 代， 以老熟幼虫在土室越
冬， 翌年 3 月初越冬幼虫化蛹， 4 月上旬成虫大量
出现， 上树取食嫩叶。 4 月下旬成虫开始交配产
卵， 5 月上、 中旬孵出幼虫。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
老熟幼虫随枯叶落地， 入土室越夏约 60�d， 至 8
月下旬化蛹， 蛹期 10～14�d。 第 1 代成虫于 9 月
底至 10 月上旬开始交配产卵， 卵 7～10�d 即孵化
为幼虫， 继续为害。 老熟幼虫于 11 月底至 12 月
上旬又随枯叶落地， 入土室越冬［2�］。 以成虫和幼
虫啃食叶片上表皮及叶肉， 仅残留叶脉及下表皮，
使被害叶枯萎； 亦能啃食嫩枝表皮引起枯梢， 造
成树势衰弱而枯死。

［4］ 刘晓华. 玫瑰的用途及繁殖方法［J］. 现代农业， 1999
（10）： 35.

［5］ 徐常胜. 永登苦水玫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甘肃农业科技， 2002（10）：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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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樟巢螟
樟巢螟又名樟叶瘤丛螟， 属鳞翅目， 螟蛾科。

成虫翅膀长度约为 28�mm， 翅膀内横线呈斑纹状，
外横线呈淡色圆形斑纹。 其卵的形状为椭圆形，
稍显扁平， 呈乳白渐变浅红色， 大小约为 0.8�mm。
蛹呈棕色， 典型特征为腹末有 8 根臀棘； 茧呈扁
平状、 椭圆形， 状似似西瓜籽， 长约 15�mm， 白
色、 薄丝状， 常有泥土粘附于茧上。 樟巢螟主要
的巢穴是由幼虫吐丝缀叶结成。 对叶与嫩梢的取
食是在巢内进行， 其虫苞呈鸟巢状挂于树上， 在
严重为害的情况下， 不仅会将樟叶食尽， 挂在树
上的虫苞还会影响樟树生长及观赏价值。

樟巢螟 1�a�2 代， 如若气候适宜， 可发生 3
代， 主要有越冬代、 第 1 代幼虫、 第 2 代幼虫。
老熟幼虫结薄茧后藏于浅土层中越冬为越冬代。
春季化蛹， 5 月成虫出现， 交尾后在香樟叶背边缘
呈鱼鳞状重叠排列产卵。 第 1 代幼虫出现在 6 月
初， 群集生活。 低龄幼虫先将两片香樟叶缀起，
躲在其中危害叶片， 以后随着虫龄的增大， 缀叶
逐渐增多， 形成虫巢［3�］。 第 2 代幼虫出现于 8 月。
樟巢螟有世代重叠现象， 繁衍与生存能力较强，
6～10 月虫巢内有不同龄期幼虫的危害， 一般在
10 月份老熟幼虫下树结薄茧后在浅土层中越冬。
如此循环往复。
1.4 白粉病

白粉病多发生在幼苗上， 在气温高、 湿度大、
苗木过密、 通气不良的条件下易发生。 发病时，
嫩叶背面主脉附近出现灰褐色斑点， 以后蔓延整
个叶背， 并出现一层白粉， 严重的嫩枝和干部上
也有白粉， 苗木受灾后枯黄卷叶而死亡。
1.5 黑斑病

香樟树种子发芽出土后长出 1～4 片叶时最容
易发生黑斑病， 从苗尖向根部变成黑褐色而死亡。
2���综合防治措施
2.1 预测预报

结合香樟主要病虫害特征以及对这些特征的
发生发展趋势的预测， 从根源上进行防治， 是综
合防治措施的基础。 预测时长一般为中短期， 相
较于长期而言， 可以有效避免突生变故， 防效显
著。 预测范围为近年来害虫发生的情况以及主要
发生种类、 范围分布、 危害等级以及发展形势，
并以此为前提， 建立预测预报体系， 对主要害虫
种类进行监测。 对野外各虫态分布规律及天敌活
动情况进行实时的动态观察， 根据观察所得进行

病虫害发生态势的预测， 并利用各种传播手段进
行预告。
2.2 苗木检疫

对香樟树苗进行检疫能够有效控制病虫害的
传入与蔓延。 在检疫工作中要严格依据植物检疫
法规进行， 在对香樟树苗进行调进与调出时需要
经过检疫认证并颁发检疫证， 严格把守出入关卡。
防止病虫害的传入。 另外， 要将良种苗木集中起
来， 建立良种苗木繁育基地， 在基地中避免使用
外来苗木， 防止外来病虫害的侵入。
2.3 营林技术
2.3.1����营造混交林 依据土地的性质进行树木种
植， 一般营造混交林和苗圃地实行轮作制。 纯林
具有树种单一， 植被稀少， 天敌少的特点， 病虫
害为害发生率较高， 一旦发生， 程度严重。 而混
交林具有生物种类多， 天敌多的特点， 对病虫害
起到天然的抑制作用， 因此， 营造混交林和苗圃
地轮作对预防香樟林木、 苗木病虫害防治具有重
要意义。
2.3.2����科学种植 苗木栽植时须按照开大穴、 栽
优苗、 施适肥、 放大株行距的措施， 采用“三埋二
踩一提苗”［4�］的造林技术要领， 浇足定根水。
2.3.3����选用良种壮苗 选用推广香樟一、 二级良
种壮苗培育营林或移栽苗， 实现起苗时根系完好，
土球完整， 并进行及时的科学种植和抚育管理［5�］。
2.3.4����抚育管理促生长 对衰弱苗、 感病苗进行
及时清除， 减少病虫源。 通过科学合理的灌溉、
施肥、 松土、 培土等抚育管理， 促进林木生长，
提高苗木、 林木、 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
2.4 其他措施

虫害防治具体措施一是诱杀。 依据大部分食
叶害虫集中性的特点进行人工捕杀， 根据樟巢螟
等成虫的喜光性及其他趋性进行诱杀。 二是撒药
松土。 樟萤叶甲老熟幼虫入土夏蛰时， 在林地上
撒药松土既能直接破坏土室， 使害虫中毒死亡，
又能降低土室湿度， 不利于老熟幼虫化蛹。 三是
冬季松土。 针对越冬害虫进行松土翻耕， 将害虫
从林地或圃地中翻出， 使其露出地面冻死。 四是
生物防治。 可以在林区设置鸟巢， 利用鸟食虫的
特性进行病虫害的防治， 可对香樟树喷洒仿生物
制剂和生物制剂， 如阿维菌素、 灭幼脲、 BT 喷雾
等， 选择害虫为害初期（5月中旬至8月下旬）用药，
对食叶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 但是可能会使桑蚕
中毒， 使用需谨慎。 针对香樟常见的病害， 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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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区是传统的农业区， 境内地势平坦， 土
壤肥沃， 农田渠系配套比较完善， 灌溉便利［1�］。
全区现有人口 102.1 万人［2�］， 耕地 9.73 万 hm2， 有
效灌溉面积 9.17 万 hm2。 玉米是凉州区内种植的
主要粮食作物之一［3�-�5�］， 常年种植面积在 3.33 万
hm2 左右， 绝大部分地区适宜玉米生产。 近年来，
凉州区开展了玉米耐密品种的筛选和密植高产栽
培技术试验， 总结出了玉米全膜双垄宽窄行高产
高密栽培技术， 为玉米密植高产栽培及机械粒收
技术提供了参考。 2014�—2015 年累计推广 2.22 万
hm2， 平均产量达 14�250�kg/hm2， 较传统栽培增产
1�500～2�250�kg/hm2； 同时可使玉米籽粒含水量降
低 3～4 百分点， 提高了玉米的品质， 为进一步提
高全区玉米的生产水平， 实现单产、 总产快速增
长提供了技术保障。
1���品种选择

选择耐密性好、 穗位低、 抗倒伏能力强的中
晚熟高产优质品种先玉 335、 M751、 DK519、
M753、 DK517、 农华 101 等。 要求种子芽率高、
芽势强、 纯度高、 杂质少。 发芽率不能低于 95%，

纯度不低于 98%， 以保证密度合理， 出苗整齐，
一播全苗， 无大小苗现象。
2���地块选择

选择土层深厚， 结构良好， 土壤疏松通气，
耕层有机质高， 渗水保水性好的地块。 前茬以豆
类、 麦类、 瓜类为宜， 避免重茬。
3���整地施肥

前茬收获后及时灭茬深耕、 晒垡蓄水， 深秋
或冬前灌足冬水。 早春覆膜前顶凌耙耱， 做到地
面平整， 土壤细、 绵、 无坷垃， 无前作根茬， 为
覆膜创造良好的条件。 同时结合耕翻土壤施优质
农家肥 75� 000� kg/hm2、 N� 126～165� kg/hm2、 P2O5�
180～225�kg/hm2、 K2O�120～150�kg/hm2。
4���土壤处理

地下害虫危害严重的地块， 在覆膜时用 50%
辛硫磷乳油 7.5�kg/hm2 加细沙土 450�kg 制成毒土撒
施。 玉米丝黑穗病严重的地块可选用立克锈按说
明配合毒土施用。 杂草危害严重的地块在覆膜前
用 42%玉无草悬浮剂 1�950�mL/hm2 对水 450�kg，
或 50%乙草胺乳油 1.5�kg/hm2 对水 225�kg 均匀喷

摘要： 从品种选择、 地块选择、 整地施肥、 土壤处理、 起垄覆膜、 适时播种、 合理密植、 田间管理，
病虫害防治， 机械收粒、 适时晚收等方面总结了凉州区玉米全膜双垄沟灌高产栽培技术。

关键词： 玉米； 全膜双垄沟灌； 栽培； 凉州区
中图分类号： S513��������文献标志码码： B���������文章编号： 1001-1463（2016）07-0093-02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6.07.033

凉州区玉米全膜双垄沟灌高产栽培技术
丁德芳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甘肃 武威 733000）

防治白粉病应先做好苗圃环境卫生， 适当疏苗，
发现少数病株时立即拔除烧毁。 发生时用波美
0.3～0.5 度的石硫合剂或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剂 800 倍液， 每 10�d 喷 1 次， 连续 3～4 次。 播种
时做好种子、 土壤及覆盖物等消毒工作， 在发病
时， 先拔除烧毁病苗， 并用 0.5%的过锰酸钾溶液
或福尔马林喷雾 2～3次， 即可防治黑斑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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