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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林业是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存环境的重要产业和社会

公益事业。林业生产周期长，从造林到成林，进而发挥林业

的三大效益，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森林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保护，是林业生产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搞好森林病虫害防治和野生动物保护，对于加快林

业发展步伐，实现增资源、增活力、增效益，更快地绿起

来、活起来、富起来，具有重要作用。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省广大森保工

作者的积极努力，使山东省森保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

大，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展林业做出了突

出贡献。各地普遍加强了预测预报、植物检疫和防治服务三

个网络的建设，·以一站三网为格局的森林病虫害防治体系基

本形成。4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也逐步得到强化，设立了机构，

固定了专职或兼职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了“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和‘‘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

的两个方针。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依法防治森林病虫害，依

法保护野生动物，加强技术指导，从而较好地控制了病虫危

害．野生动物资源也得到了保护。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不仅

壮大了森保事业，培养大批人才，而且为山东省林业建设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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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总结回顾森保事业的发展历程，使全社会进一步了

解森保，支持与关心森保，山东省林木保护站编著了《山东

森林保护志》一书。这本书集中阐述了山东森保工作所走的

道路，介绍了森保工作的成就与经验，反映了森保工作的艰

苦创业历程，讴歌了广大森保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献身森保

的精神，展示了森保事业的发展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

的巨大社会，生态、经济效益，让人们看到了森保事业的光

辉前景。在深化改革、建设高产、高效林业新形势下，这部

书的出版，为后继人了解过去，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开展

森保工作提供借鉴。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林业的工作者，对

《山东森林保护志》．的问世表示祝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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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森林是人类生命的摇篮和文明的起源，森林及其生态环

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发展进步至今，保护森

林和野生动物巳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在新中国成立以

前，山东的森保工作甚为凋零。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山东省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并取得

了很大成就。“不冒烟的森林火灾一得到了控制，野生动物

资源受到了保护。森保工作为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维护生态

良性循环作出了贡献。回顾总结森保工作历程，是全省森保

管理工作者的共同愿望。为庆祝山东省林木保护站建站30周

年，我们编写了《山东森林保护志汾，既作为一份山东省林

木保护站诞辰的礼物，也当作我们回顾过去，激励现在，展

望未来的借鉴，是很有意义的。
’

为了力求史料真实，内容翔实，我们查阅了能够查到的

一切档案和文献资料，召开了当事人的座谈会多次，对不少

入进行了走访。在材料的选择上，对事实回忆有分岐的，以

档案为准，时间较近的史料则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参考有关

人员的回忆，对个别档案材料不实之处作了订正。

本书总结了山东森保工作的经验教训，重点剖析了森林

病虫害预测预报，植物检疫、防治服务和野生动物保护以及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措施和方法，概括介绍了森保科研成果，

对于指导今后全省森保工作，加强森林病虫害防治和野生动

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李东军、宁立新、李洪敬、李继

佩、李占鹏、苏日峰、闽理钦同志做了查找资料等工作．由

于资料、水平所限，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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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森林病虫害防治

第一节 主要森林病虫害

． 建国前胶东地区的地方志中，已记述松毛虫害及其他林

木病虫害多限于局部地区。建国后，随着成片林木的增加，

林木病虫害也相继发生并蔓延成灾。1980,-,-1983年lb东省林

业厅组织了山东省病虫普查办公室，对全省森林病虫种类、

分布，危害程度及天敌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省内26个主要

造林树种有害虫400多种，病害337种。主要危害严重的病虫

害按树种分。松类有赤松毛虫、日本松千蚧、松梢螟、松天

牛、松干枯病等，刺槐有小皱蝽、木撩尺蠖、东方盔蚧、刺槐

夹螟、刺槐谷蛾，溃疡病、紫纹羽病等，侧柏有柏毛虫、柏毒

蛾、红蜘蛛、双条杉天牛、侧柏千枯病，杨树有光肩星天牛、膏

杨枝天牛，透翅蛾、杨扇舟蛾，杨尺蠖、杨树溃疡病、腐烂

病等，毛白杨有桑天牛、白杨透翅蛾、杨树根癌病、毛白杨

锈病、毛白杨破腹病等，柳树有柳毒蛾、蒙古木蠢蛾、柳瘿

蚊、柳小吉丁虫，柳蓝叶甲、煤污病、柳褐斑病等，榆树有．

榆蓝金花虫、榆毒蛾，榆木蠹蛾，榆黄掌舟蛾、榆长翅卷叶

蛾、榆溃疡病等，泡桐有泡桐丛枝病、大袋蛾等，栎类有栗

山天牛、栎掌舟蛾、黄二星舟蛾、舞毒蛾、刺蛾类、蚜类

等，落叶松有落Ⅱ_卜松枯梢病，早期落叶病、落叶松锈病、舞

毒蛾，落叶松球蚜、落叶松卷叶蛾等，枣树有枣尺蠖，枣粘

‘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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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日本龟蜡蚧、枣食心虫，枣疯病，枣锈病等，板栗有栗

瘤蜂、栗实象甲、红蜘蛛、赤腰透翅蛾、千腐病、枝枯病

等，柿树有柿蒂虫、舞毒蛾、柿绵蚧、柿角斑病等，核桃有

核桃细菌性黑斑病、水青蛾、举肢蛾，云斑天牛、舞毒蛾、

刺蛾类等’山楂有山楂红蜘蛛、桃小食心虫、黄刺蛾、白粉

病等I花椒有二斑黑绒天牛、桑蛎蚧、黄风蝶等，国槐有国

槐尺蠖、国槐叶柄小蛾、六星吉丁虫、桑白蚧、国槐枝枯病

等，臭椿有臭椿皮蛾、椿大象甲、‘刺蛾、斑衣蜡蝉、臭椿白

粉病等，紫穗槐有大灰象甲、东方盔蚧、东方金龟子、褐斑

病等，楸树有楸梢螟、楸树根结线虫病，大袋蛾等’法桐有

法桐小蠹虫、法桐根结线虫病，大球坚蚧、中国黑星蚧、梭

枯病，大袋蛾等。． ．

，

危害面积大，且毁灭性强的病虫害有以下十多种t’

一一，松毒虫。 ，

· ．

赤松毛虫是山东省松林的主要害虫，_年发生一代，以’

初龄幼虫在树皮下、石块和杂草内越冬，开春后上树危害，

吃食针叶。针叶被吃光后，则啃食当年生球果和嫩梢。危害

严重时成片山林针叶被吃光，如同火烧，故称“不冒烟的

森林火灾一．赤松毛虫在山东省对松林的危害巳有历史，据

记载，海阳县石剑乡在100年前就有松毛虫危害松林。全乡、

1907公顷松林于1934年和1944年两次被吃光。严重时虫株率

高达i00％．每株有虫100头以上。1880年掖县松毛虫曾大发

生，60％的松林桔死。1922年《文登县志》曾有“叠残于松

狗弦的记载，1922年《招远县志殄还记载了该县“马尾松产

生虫害，危害其巨，稍失捕捉，青松即变枯松。黟描述捕杀

松毛虫情况· “每至捕虫之期，家人妇子，手执剪刀，分赴
I 、

●

．． 2 ’



松林。虽饥渴劳顿而不敢少休，。为山东最忙之农月秒、。莱西j

县记载1936年松毛虫大发生，县境内大部分松林被吃光。

1900年崂山松毛虫大发生， 《‘胶澳志》记载l “德人历年捕

获；，收买并迭由外埠运来多数之益鸟，纵之山野，，助以除虫

之用⋯⋯日德战后，保护废弛，民国四年(1915年)冬气候

温暖异常，翌年之害虫更甚，林木被害者颇多，而赤松尤

烈。(民国)五、六两年日人在官林内所捕害虫计达1．4亿头．

捕获收买费共5700余元．』我接受后，(民国十二年)捕松毛’

虫2600万头，松毛虫茧94万粒⋯⋯顾官林虽除≥民林之虫未

去，不久，仍复蔓延，弦．：， ． ， 。’

在古代，由于受封建迷信思想束缚，视害虫为。天谴"，不

可抗拒。民国以后，依靠山柴度日的群众，开始自发除虫，

但多限于一家一户手工捕捉，或冬季磊石块，绑草把诱杀，。

不能有计划地大面积防治，害虫照样蔓延成灾。故胶东赤松

林有10年左右毁灭一茬的规律。如海阳县1934年大发生一

次，1944年又大发生一次，1953年全县又有60％的松林发生松

毛虫害。往往虫害大发生时，松毛虫和松林几乎同归于尽，等于

到松林天然更新后，残余的害虫，也随之逐渐蔓延，直至林

虫俱毁，周而复始．所以过去胶东松林能长成材者甚少。’，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解放区，民主政府也曾发

动群众除治松毛虫，保护松林。1943年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

关于农场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发动群众采摘松毛虫蛹和卵，捕

捉初孵幼虫，并作松毛虫造肥试验。1948年山东解放区内省

立农业试验所报称· “胶东农场曾研究繁殖松毛虫天敌寄生

蜂防治松毛虫，巳有相当成功F。在胶东解放区每年麦收前

发动群众人工捕捉·次，有的在初冬，早春人工捕杀越冬幼



虫，每年捕杀幼虫量均在几千到几万公斤以上。
。

’

建国后，随着林业生产的发展，松林面积的扩大，松毛

虫盎害也逐渐加大。50年代全省有松林33万多公顷，据1954年

文登、莱阳、胶州、临沂、昌潍五个专区33个县的不完全统

计被松毛虫危害面积达19．2万公顷。1956年统计受松毛虫危

害面积26．sT公顷，约占全省松林面积的80％。1955和1956两

年全省被屹死松林1．46万公顷，不少重灾县，新造林面积远

远赶不上被吃死的多。受松毛虫危害较重的是牟平、栖霞，

日照、文登，虫害一般的有烟台市，威海市‘福山县，蓬

莱县、黄县、掖县、招远，莱阳，莱西，海阳i青岛市、胶

南县、诸城县和五莲县。这个时期的松毛虫巳开始向西部的

安丘、胶县，莒南、莒县，沂水．沂源，沂南，临朐等县蔓

延． 。

·

．

50年代后期，海阳县除治松毛虫工作开展较好，主要抓

春秋两季，春季药杀幼虫，秋季摘茧、采卵和药杀初孵幼

虫。1957年和1958年共防治I．87万公顷，每公顷松林仅有虫

75～150粤<，因而成为山东省第一个无松毛虫害县。

1958年全省受害面积为19万公顷，1959年虽然减少到

13．3万公顷，但仍有被吃光针叶的现象。7月中旬据栖霞，

蓬莱，五莲，日照等11个县市统计，有7．000公顷松林针叶被

吃光，仅蓬莱1个县就吃光2000公顷。

60年代初期松毛虫巳蔓延至山东省所有松林。徂徕山林

场是1956年造的松林，1963年山东省泰安林校毕业学生在实

习中发现松毛虫，随后几年时间即蔓延成灾，喷药后死虫盖住

地面，虫口密度之高可想而知。
+

70年代松毛虫发生较为严重，全省有松林46．7万公顷，

· ● ·



发生松毛虫面积16．7万公顷，一般10年生的松树虫口密度

在20头／株，重的i00头／株至1000头／株．每年吃光针叶

3．4万公顷，吃死0．27"0．33万公顷．‘1978年秋季徂徕山林

。场马场分区660公顷20年生松林被初孵幼虫吃光， 这是历史

上少有的。据1965年统计全省41个县16万公顷松林遭松毛虫

危害，严重的5．2万公顷，虫株率70---,80％，平均虫口密度

40头／株，多则达100头／株以上，虫情较轻的5．3万公顷．

虫株率30N50％，平均虫口在10头／株以下．

80年代初期调查，主要分布在烟台，威海，临沂，潍

坊，泰安、青岛，淄博，济南，济宁、枣庄等市地54个

县，发生面积25．3万公顷，占全省松林面积的6l％，成灾面

积4万公顷，占发生面积的15．5％，防治面积17--．-20万公

顷。1981年泰安地区松毛虫害最重，全区受害面积3．4万公

顷，占全区松林的89％，成灾面积1．9万公顷．占全区松林

面积的51％，严重的虫株率100％，平均每株有虫百头以

上。
‘

二，松干蚧
’

．

松千蚧又名松千蚧壳虫，主要危害赤松和油松，黑松受

害最轻。该虫寄生在松树枝干，由于生活隐蔽，初发生一般

不能引起人们注意，当危害严重时出现枝条弯曲，针叶变

黄，最后整株枯死。该虫子1952年在青岛市崂山首次发现，

于1953年开始进行防治研究，并成立了崂山森林病虫害防治

试验站，当时主要的防治方法是用1605农药和乙硫磷喷杀若

虫，但不能控制其危害蔓延，最后0．53万公顷受害赤松林几

乎全部改建为黑松和落叶松。1958年又在烟台昆嵛山林场的

老铁山发现。1961年原崂山森林病虫害防治试验站收归山东



省林科所领导，并从崂山迁到烟台昆嵛山，主要进行松干蚧、

研究。开始主要用石灰硫磺合剂喷技干，收到一定防治效

果，但防治不彻底。到1975年调查，该虫已蔓延到烟台市，

威海市(包括威海市的4个县区)的15个县(市)，发生面

积达7．9万公暖，因松千蚧和松毛虫危害桔死的松林约4万

公顷，致使大面积松林砍伐更新。其主要的防治方法是，

1971年"-'1972年用氟乙酰胺涂千，后因该药毒性大停止生

·产．改用氧化乐果并兼有杀松毛虫的作用。1984年以来松干

蚧又呈上升趋势，到1986年调查烟台15个县(市、区)全部发

生，受害面积11．3万公顷，因该虫致死松林1．2万公顷，3．3

万公顷濒悔死亡，青岛市的7个农业县、区全部发现松千

蚧，受害面积2万公顷，吃死200公顷，以胶南最重，‘其次

为平度县。据统计全省发生面积14万公顷。
+‘

松千蚧在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发生在山东半岛和辽东

半岛。70年代在浙江杭州和南京中山陵风景区发现并成灾。

据不完全统计，辽、鲁、苏，浙4省因受松干蚧危害伐除的

松林巳达134万公顷。由于该虫的严重危害，引起了人们的

重视，1958年辽宁省林科所进行了防治研究，1973年中国农

林部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了松干蚧座谈会，成立了山东、辽

宁、江苏和浙江4省参加的松干蚧科技协作组。每年召开一

次协作会议，1973年冬在烟台华侨宾馆召开首次会议，并邀

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杨平澜教授参加会议，1981年

2月又成立了由辽，鲁、苏、浙、皖5省和中国林科院等有

关单位参加的科研协作组。多年来对松千蚧的发生规律和防

治方法等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

‘

三，榆蓝金花虫

' 矗 ；
．



”‘’该虫主要危害榆树，‘二年发生2---,3代，受害树木叶片吃

成花叶状。该虫从70年代危害成灾，现已遍及全省。严重的

有虫株率100％，每株有虫达万头以上。菏泽地区定陶县森保

站研究氧化乐果涂环防治，效果在90％以上。为推广这一经

验，‘山东省林业厅于1980年召开了现场会议，林业部林政保

护司通知天津、河北、河南省参加了会议。从此，这种防治

办法在全省使用。菏泽地区从1987年以后基本控制其危害。
’

四、大袋蛾
‘

’ i

大袋蛾又ⅡH大避债蛾、大蓑蛾，是危害泡桐，刺槐、法

桐、自榆等多种林木的杂食性害虫，危害泡桐最严重。80年

代后随着泡桐面积的增加，巳成为山东平原地区虫害防治的

主要对象。1987年聊城地区莘县、菏泽地区的单县、曹县、济宁

市的市中区、鱼台、金乡和临沂地区的苍山县都暴发成灾，’

受害面积共1．2万公顷(桐粮间作面积)，最重的一株树上

有虫千头以上，把泡桐叶吃成网状，林木濒于枯萎。树叶吃

光后，下树食噬棉花等农作物。1987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梁

步庭、代省长姜春云、副省长马忠臣、省府顾问朱奇民等领

导同志看到河南省大袋蛾蔓延成灾的消息后，指示省林业厅

赴聊城和菏泽地区检查，防止虫害蔓延。聊城，济宁和菏泽

市地都紧急动员各县防治。1988年菏泽、济宁和临沂南部虫

害仍很严重。仅菏泽地区大袋蛾发生面积达34万公顷，占桐

粮间作面积的62．5％。 ．

．五、泡桐丛枝病 ·

．

泡桐丛枝病也叫天狗巢病，俗称“凤凰窝剪，是一种病

毒感染的病害，菌木：幼树、大树均可发病。1980年以来，

山东省泡桐数量迅速增加；因检疫不严或基本不检疫，加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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