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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山东省天牛的种类繁多，不少是危害林木、果树的重要害虫，需要防

治。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祁诚进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天牛科的分类区系和

天牛优势种害虫的生物学、发生消长规律、综合防治研究工作，造诣较深，

他积多年的研究成果、经验和有关资料，编著了《山东天牛志》一书。

该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在总论中，阐述了天牛类害虫的危害特点和

经济意义、天牛的防治、在山东的分布特点和区系划分、天牛各发育阶段的

形态特征。在各论中，详细地描述了5个亚科及重要属的形态特征，特别是

描述了优势种类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及发生规律、寄主和分布，并附有

分属、分种检索表。该书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重要的应用价值，不仅丰富了

山东省天牛的分类资源，也为研究和实施天牛类害虫的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

依据，是一本优秀的科技专著，是森保和植保教学、科研、推广工作者的一

本好的参考用书。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牟吉元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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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牛科昆虫多数种类以幼虫蛀食木本植物的干茎、枝条或根部，是林

业、果树、园林的重要害虫。少数种类危害牧草、瓜类、麻类、玉米、棉花

等草本植物，也是农业害虫。有的种类还可危害木器、竹器、药材、房屋檩

条及干木材，已发展成为建筑、家具和仓贮害虫。天牛种类繁多、生活隐

蔽、防治困难，要想有效地控制其危害，首先要准确地鉴别种类，根据其生

物学特性和发生规律有的放矢地进行防治。山东对天牛科昆虫的研究，多局

限于个别种类的具体防治，分类等基础研究较少，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为此，在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鼓励和支持下，利用森林病虫普查和

著者多年采集的标本，编写《山东天牛志》一书。

本书记述了省内天牛5亚科78属123种(亚种)，基本包含了山东境内

的天牛种类；对各亚科和属征进行了简单的记述；给出了亚科、属及种的检

索表；对成虫和部分常见种的幼虫的形态进行了描述；总结了危害严重、发

生面积大的虫种的危害、发生规律；提供插图19幅，彩图8版。为了方便

读者使用，本书对成虫和幼虫鉴定时常用的形态特征分别加以介绍。天牛种

类的中文名称比较杂乱、使用不便。根据蒋书楠教授的意见，天牛科昆虫的

中文名称有必要按分类系统命名，这样还可明确其分类位置，避免重复或混

淆，科学性较强，使用方便。本书的中名均按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三十五册天

牛科(三)的中文命名原则，以求一致。分布地点均以地(市)为单位给

出，全省普遍分布的虫种不一一列出。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同行和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帮助。标本经西南

农业大学蒋书楠教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蒲富基研究员鉴定和确认；山

东农业大学植保系、山东林校、江苏省林科所惠借部分标本；山东省林科所

刘憨工程师帮助整理标本和打印文稿；山东省林木保护站李继佩高级工程师

帮助拍摄全部彩色照片；山东绿化编辑部刘云春高级美术师绘制黑白插图；

并承山东昆虫学会理事长、山东农业大学牟吉元教授审阅文稿、作序。在此

一并致以谢意。

著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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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危害特点和经济意义

天牛科(CERAMBYCIDAE)昆虫大多数种类以木本植物为寄主，于幼虫期在侧

枝、树干内取食危害。生活期较长的种类如桑粒肩天牛、云斑白条天牛等，更可以从主

干一直向下蛀食到主根，使受害木生长衰弱、风折直至死亡。有的种类则危害花卉、药

材，如中华锯花天牛危害牡丹、黄带兰天牛危害玫瑰、咖啡脊虎天牛危害金银花等。有

的种类以草本植物为寄主，如麻竖毛天牛危害棉花、麻类和蓟，苜蓿多节天牛危害苜蓿

等。生活在土壤中的天牛则直接取食寄主的根部，如曲牙土天牛等。还有的种类除危害

衰弱木、濒死木外，还可危害干木材、房屋的檩条、家具等木制品，如家茸天牛等。

天牛成虫的危害主要是有些种类的成虫在羽化后需补充营养而取食嫩树皮、嫩枝

条、叶片等，以促进生殖器官的成熟、交配和产卵，一般不会造成大的危害。但对取食

量大的种类，当种群数量很大时，也会对局部地区林木的正常生长造成较大的影响。如

桑粒肩天牛对桑树、构树、柘树的取食量大时，可危害至死。大量的产卵刻槽也能影响

树木的正常生长。如光肩星天牛在l一2年生杨树上的刻槽达4一15个时，材积生长量

减少15．08％；刻槽达16。33个时，材积生长量减少17．53％。

成虫的产卵方式因种类而异。多数种类为单粒散产，在产卵前先把树皮咬出圆形

(如云斑白条天牛)、“U”字形(如桑粒肩天牛)或其他形状的刻槽后，再将卵产于刻

槽内；有的种类不咬产卵刻槽而直接将卵产于树干、枝条的树皮缝隙中(如葡萄脊虎天

牛)；土栖种类的天牛如大牙土天牛则直接将卵产于土中。

幼虫孵化后一般先在树皮下取食韧皮部和形成层，2—3龄后向内蛀食进入边材

(如双条杉天牛、小灰长角天牛等)或深入至心材(如锈色粒肩天牛、桃红颈天牛等)。

幼虫老熟后则在蛀道中筑蛹室并在其中化蛹。

天牛生活史的长短因种类而异。在山东省1年l代的有青杨楔天牛、合欢双条天牛

等；l～2年l代的有桑脊虎天牛等；2年1代的有锈色粒肩天牛等；2—3年l代的有

刺角天牛、桑粒肩天牛等；3年1代有中华锯花天牛等；3—4年1代的有云斑白条天牛

等。生活史的长短主要取决于该虫的生物学特性，但外部条件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家茸

天牛危害衰弱木时为1年l代，但在木制家具中和房屋檩条中曾发现2—3年后才羽化

出成虫。

天牛的越冬虫态以幼虫为主，有少数种类如双条杉天牛、小灰长角天牛等以成虫越

冬。也有的种类如云斑白条天牛以成虫和幼虫两种虫态越冬。

山东省天牛的危害自60年代以来逐步加重。如在菏泽地区黄河故道种植的大官杨

片林受青杨楔天牛的危害，虫株率达80％以上，受灾面积达2 000hm2。自7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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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发展农田林网和平原绿化时大量引进和种植杨树，由于树种单一和定植后的管理

措施不力，致使光肩星天牛逐渐蔓延成灾。在兖州，严重地段的虫株率达100％，杨树

焦梢、断头率达49．9％，全县700余万株杨树不得不全部改建，绿化成果全都毁于天

牛之口。到80年代随着毛白杨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桑粒肩天牛又蔓延成灾。在冠县

的农田林网，虫株率达20％，严重地段达90％，全县2 100万株毛白杨的生长和生存

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到90年代，随着气候逐步转暖，原仅在山东省枣庄市零星发生的

锈色粒肩天牛危害日趋严重，并逐步向北转移，致使临沂、菏泽、济宁等地(市)的国

槐受害率达80％以上，严重地威胁着城镇的园林绿化。

二、天牛的防治

天牛生活周期较长，多生活在树木枝干内等隐蔽的环境中，主动迁移扩散的能力较

差，繁殖能力较小，但有较完善的保护后代机制，加之自然界对其控制能力较弱，因此

其种群的自然死亡率较低，一旦在某个栖息环境定居成功，就能充分地利用周围的食物

资源，使其种群数量得到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对天牛类害虫进行综合治理，其技

术要求则明显不同于食叶害虫。

对天牛的综合治理，首先应以森林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在充分了解林区、果园天牛

的种类、分布和主要虫种的种群消长规律的前提下，全面考虑天牛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

地位及其与生态平衡的关系，以用调节生态系统中的组分的方法，促使整个系统有利于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不利于天牛种群的增长为主，辅以必要的人为防治措施，从而有

效地控制其数量与危害。具体的防治措施有： 、

1．营林措施

加强林区、果园的经营管理，改善生态环境，消除病、弱株和虫源木．创造有利于

林木生长和有益生物生长，繁殖条件。大面积造林时应有计划地营造混交林，选择抗虫

树种和品系，使树种、林种、林分类型多样化。

2．检疫措施

天牛幼虫终生营钻蛀性生活，不能离开寄主自由迁移，成虫一般飞翔能力弱，很少

远距离飞行，其分布往往有比较明显的区域性。所以，检疫对防止天牛传播、扩散更显

重要。对出入境内的苗木、原木应进行认真检疫，以防止新的天牛种类在非疫区蔓延成

灾。

3．物理机械防治措施

在成虫羽化期人工捕杀成虫，对有趋光性的种类还可用黑光灯进行诱杀。四旁、行

道树可树干涂白防止成虫产卵。在成虫产卵期可锤击产卵刻槽以杀死卵粒及初孵幼虫。

4．化学防治措施

注意科学用药、局部和隐蔽施药，以利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和保护天敌。在成虫

发生期喷洒化学农药直接杀死成虫、卵及初孵幼虫。对已蛀人木质部的幼虫，可将农药

注入虫孔内或使用磷化铝毒签插入虫孔内均可有效地杀死幼虫。

5．生物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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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牛的生活周期长、种群自然增长率较低，幼虫长期生活在蛀道内，栖息环境较为

稳定。因此，寄生性昆虫和病原微生物抑制其种群数量增长的效果更为稳定、有效。山

东省常见的天敌昆虫有花绒坚甲、管氏肿腿蜂、桑天牛长尾啮小蜂等，病原微生物有白

僵菌、镰刀菌，病原线虫有泰山l号线虫等。捕食性天敌主要是鸟类，特别是啄木鸟。

对天牛有相当显著的抑制作用。山东省常见的种类有斑啄木鸟、星啄木鸟和绿啄木鸟。

60年代，山东省林科所张仲信在平邑县浚河林场66．6hm2加杨林中采用人工巢木成功

地招引2对斑啄木鸟定居，虫口密度由0．8头／株下降到O．08头／株。除虫效果达

90％，有效地控制了招引林区内光肩星天牛的危害。

分布特点和区系的划分

1．基本情况

山东位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东径114050’～1220507、北纬34030 7。38015’，东

西宽700km，南北长430km，土地总面积15．3万km2。山东处于暖温带季风区。气候

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l一14℃。年降水量为500．900mm。全省

地势开阔、平坦，境内无崇山峻岭。西部和北部为平坦的黄河冲积平原，东部和南部为

低山丘陵，最高峰泰山海拔l 524m，超过千米的山峰有龟蒙顶(1 150m)、崂山

(1 133m)、鲁山(1 108m)、沂山(1 03lm)、太平顶(1 027m)、望海楼(1 001m)。

2．区系的划分

根据《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马世骏1959)。《中国自然地理》(中国自然地理

编委会1979)的划分，山东属于古北界东北亚界华北区的黄淮平原省和黄土高原、山

地省。根据山东省林业区划，全省共分为渤海平原农田防护林盐碱地改良林区：鲁西平

原农田防护林、经济林区；鲁中南低山丘陵水源林、经济林区；鲁东丘陵水源用材林、

经济林区等四个林区。根据山东昆虫的分布特点，参照山东昆虫种类区系调查的有关成

果，我们将山东昆虫划分为胶东丘陵、准平原区；鲁中南低山、丘陵区和鲁北、鲁西黄

河冲积平原区三个分布区域。

3．各区自然概况

(1)胶东丘陵、准平原区：包括胶莱河及沭河以东的沿海地区。行政区划属烟台、

青岛、日照四市和潍坊市东南部。南北濒海，除崂山超过千米外，较高山峰有昆嵛山

(992m)、艾山(814m)、牙山(805m)，东部多为海拔400m以下的丘陵，西部为胶莱

平原。土地总面积405万hm2。森林植被属夏绿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代表树

种有日本赤松和栓皮标、麻栎、槲树、白桦、蒙古椴、楸树等夏绿半湿润阔叶树。灌木

有荆条、胡枝子、鼠李、黄栌等。北亚热带的树种如忍冬、乌桕、杜仲、茶树、竹类在

小气候适宜的地方也可正常生长。
‘

(2)鲁中南低山、丘陵区：包括黄河以南、运河以东、沭河以西的内陆地区。行

政区划属枣庄、临沂、泰安、淄博、济南等市和潍坊南部、济宁西南部。境内超过千米

的山峰有6座，耸立于中、北部，向四周逐级降为500～600m的石灰岩低山，边缘为

海拔300m左右的山麓丘陵，土地面积557万hm2。森林植被属夏绿半湿润落叶阔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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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针叶树以油松为主，低山阳坡则有侧柏、桧柏。阔叶树以榆、槐、椿、山桃等落叶

阔叶树为主，村落四旁多为杨柳科树木。常见灌木有酸枣、鼠李、荆条等。

(3)鲁北、鲁西黄河冲积平原区：包括运河以西、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区。行政区

划属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等地(市)和济宁西部、潍坊北部沿海地区。该区

土层深厚、地势低乎，平均海拔高度在50m以下，土地面积为560万hm2。这里原始

生长的旱生落叶阔叶林早已被破坏殆尽，现存的森林植被主要为结合道路、河流、农田

绿化种植的各种行道树、防护林和片林。阔叶树以杨、柳、榆、槐、泡桐白蜡、枣树为

主要栽培树种，针叶树为人工栽培的散生柏树。常见灌木有酸枣、紫穗槐，沙地有枸

杞、柽柳。

4．山东天牛的区系调查

(1)研究概况：山东天牛科昆虫的种类调查工作虽有较长的历史，但多局限于济

南、青岛、泰安、曲阜等城市和风景区，这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有关书刊、杂志中，见表

l o

裹l 山东天牛科昆虫种类记述的有关文献

发表年份 作 者 文献名称 记载种数 山东记载种数 所占比例(％)

1937 胡经甫 中国昆虫名录 693 7 1．Ol

195l 李风荪 中国经济昆虫学 83 ll 13．25

195l 嘉理思 中国的天牛 1796 24 1．34

1959 陈世骧等 中国经济昆虫志天牛科(一) 153 29 18．95

1980 蒲富基 中国经济昆虫志天牛科(二) 178 10 6．18

1980 刘世儒等 天牛类蛀干害虫初步调查 45 45 l∞

198l 杨秀元 中国森林昆虫名录 296 35 11．82

1985 蒋书捕等 中国经济昆虫志天牛科(三) 212 2 0．94

1986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中国农业昆虫 90 24 26．67

1992 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中国果树病虫志(第二版) 167 23 13．77

1992 中国林科院 中国森林昆虫(第二版) 58 23 39．66

1994 张世权 华北天牛及其防治 122 48 39．34

1980—1982年，根据林业部的统一布署，山东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森林病虫普

查，由于历时长，范围广，调查人员的专业素质较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天牛标本经

蒋书楠、蒲富基等有关专家的鉴定和确认，通过笔者整理，发表于山东林业科技(1984

年、98种)和山东林木昆虫志(1993年、87种，非林木害虫被剔除)。本志在上述工

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近十几年采集的标本，和借阅山东农业大学植保系、江苏省林科

所和山东林校等兄弟单位的馆藏标本，共收录天牛123种(亚种)。

(2)地理分布：山东属古北界东北亚界华北区，天牛的地理成分以古北界种类为

主。该区典型的天牛种类如红绿亚天牛、麻竖毛天牛、云杉大墨天牛、松脊花天牛、小

灰长角天牛、芫天牛等均有分布。在88种分布资料较全的天牛中，古北界种类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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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占“％；东洋界种类有19种，占2l％。

山东南北宽度仅有400余km，气候条件差异不显著，境内山峰不高且互不相连，形不

成有效的地理屏障。天牛幼虫终生营钻蛀性生活，不能离开寄主植物自由迁移。而成虫

飞翔能力较弱，很少远距离飞行。因此，其分布多与其寄主植物的分布情况大致相同。在

植物种类较丰富的胶东和鲁中南，天牛种类均在70种以上，占全省总数的60％左右。而

植物种类较贫乏的鲁西北平原，天牛种类仅22种，不足全省总数的20％，见表2。

表2山东天牛种类分布分区统计表

S芝巡 胶东丘陵、准平原区 鲁中南低山丘陵区 鲁北、鲁西黄河冲积平原区

锯天牛亚科 3 5 l

幽天牛亚科 3 2 0

花天牛亚科 7 2 l

天牛亚科 28 29 10

沟胫天牛亚科 37 34 lO

合计／％ 78／63．93 72／59．02 22／18．33

各亚科种类数量及比例见表3。

表3山东天牛各亚科属、种组成统计表

亚科 锯天牛亚科 幽天牛亚科 花天牛亚科 天牛亚科 沟胫天牛亚科 合计

属数／％ 5／6．4l 4／5．13 5／6．4l 30138．46 34／43．59 78

种数／％ 6／4．84 5／4．03 9／7．26 46／37．10 57／46．77 123

山东省现有林地以人工林、次生林为主。林种、树种单一，经营管理较粗放，未能

形成较好的生态环境，致使有的虫种如光肩星天牛、青杨楔天牛、二斑黑绒天牛常猖獗

成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自80年代以来，山东省气候明显转暖，东洋界种类有所增加。据蒋书楠先生1985

年统计，山东东洋界种类的比例约占16％，到90年代末则增加到2l％，增加了5个百

分点。有的种类在山东找到了适宜的寄主和生态条件后则迅速繁衍成灾。如锈色粒肩天

牛在山东原无记载，80年代初仅在山东南端的枣庄市偶有零星发生，近10余年来以国

槐为主要寄主向北逐步蔓延。在枣庄、临沂、菏泽、济宁、泰安等地市，常造成当地国

槐行道树、四旁树的成片死亡，成为园林绿化的重要蛀干害虫。桑粒肩天牛原为山东的

次要害虫，未形成大的灾害。自从各地大面积推广栽植毛白杨后，在蚕桑区桑粒肩天牛

成虫有了补充营养的适宜寄主，种群数量得以迅速增加，并有向在山东原很少危害的欧

美杨上转移的倾向。

综上所述，山东天牛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组成成分以古北界的种类为主，夹杂部分东洋界的种类。随着气候、生态条件的

变化，东洋界虫种有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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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种类分布受气候、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较小，主要受树种分布的制约。可以看

出．随着树木种类分布自东南向西北递减，天牛的种类则明显减少。

③部分种类的种群数量大，往往在大面积或局部地区猖獗成灾。

④在全省广泛分布的种类较多，共16种，占天牛总数的13％。分两种情况：一类

是食性杂、寄主范围较广的种类，如家茸天牛、刺槐绿虎天牛等。另一类虽食性较单

一．但其寄主植物的分布较广的种类，如光肩星天牛、桑粒肩天牛、青杨楔天牛等。

四、形态特征

1．成虫

体长圆筒形。触角细长，着生在触角基瘤上，ll一12节，长于或短于体长。复眼

大，内侧呈肾形凹入，环绕触角基部。前胸背板常具发音器。鞘翅一般坚硬，多长达腹

端部，表面光亮或被绒毛、花斑，端缘圆形、平切或凹切。各足胫节常具2端刺。跗节

为隐5节，第4节很小，嵌入第3节背面的小窝内，不能活动。爪强大、简单、少数具

附齿。分类上常用的特征有：

(1)虫体的方向：在对天牛成虫进行鉴

定时，首先要明确虫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现

以一幅天牛成虫的背面图来说明：设定前胸背

板基部中间、小盾片前面为虫体的基点，用垂

直相交于基点的两条直线来说明体躯方向的4左

。个基本概念：

①前、后：基点上纵线箭头指向头部的为

前方，指向鞘翅末端的为后方。头部以唇基为

最前，头顶为最后。

②纵、横：凡与纵线平行的都称为纵或

长，与横线平行的都称为横或阔。

③内、外：凡比较靠近纵线的部位称为

内，比较远离纵线的部位称为外。
后

右

④基、端：凡与基点较为接近的称为基， 圈1天牛体躯方向圈

与基点较为远离的称为端(图1)。因此前胸1·触角柄节；2·侧刺突；3·小盾片；4·雎爷；5·

背板的前缘是端部，后缘是基部。而鞘翅正好胫节；6·跗节5
7·外端角；8·缝角。

相反。靠近前胸为基部、背离前胸为端部。制作天牛标本时，将触角折向后方，覆盖在

成虫体背上，对触角均以这种位置来描述其内、外、上(背)、下(腹)。
’

(2)体躯大小：天牛成虫体躯大小差异很大，从几毫米至几十毫米相差几倍至十

几倍。多数文献中所提及的大小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根据山东天牛的具体情况把体

长在15mm以下的定为小型，16。30mm定为中型，3lmm以上定为大型。有的种类成

虫体躯大小差异很大，如家茸天牛，体长小的不超过10mm，大的在20mm以上，在本

<志》中把它归为中、小型种类。鉴定天牛标本时，除需测量体长、体宽外还要测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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