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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林木病、虫、鼠害，是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营林水

平，加速实现我国林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随着植树造林事业迅速发展，林木

病，虫、鼠害防治任务也必将日益繁重。

甘肃幅员辽阔，地跨我国黄土高原，内蒙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自然条件复杂，

林木病虫种类繁多。为了系统地积累林木病虫害防治的技术经验及基础资料，为林业生

产、科学研究和教学服务，解决森林保护工作中关于识别种类、预测预报、开展防治、植物

检疫等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特根据我省林木病虫害发生和防治的进展情况，搜集有关科

研成果和调查资料，并吸收兄弟省的先进经验，编写了《甘肃林木病虫图志》第一集。内容

包括林木病害、叶部害虫、枝干害虫、种实害虫、苗木害虫和林木害鼠等六个部分。分别介

绍了甘肃主要林木病、虫、鼠害85种(其中病害1 6种，害虫65种、害鼠4种)。每种均

有彩图，大多数按实物标本绘制；为便于准确地识别种类，在各虫图旁附有原大标线，对彩

图不易表现的病原菌特征等，增制了黑白线条图。每种病虫鼠害的文字叙述包括中文名

称、拉丁学名、分类地位、分布、寄主、为害情况(症状)、形态特征(病原)、生活习性(发病规

律)、防治方法等项，图文对应便于查阅应用。本书可供广大林业职工、森林保护干部，科

技人员及有关院校师生应用和参考。．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较多，为负责起见，决定将编写入姓名书写于各有关文稿之后。

凡经编绘组合并编写或修改较多的稿件，均在其后加署“编绘组”，以示负责。本书图稿全

部由刘启雄同志绘制。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萧刚柔、杨秀元．西南农业

大学蒋书楠，北京林业大学张执中、杨旺等教授专家的热情帮助，审定学名和有关图稿，在

此一并致谢。．’ ，

由于我们的业务水平有限，实践经验不足，书中的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绘组

1986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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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苗立枯病

分布及为害松苗立枯病又叫松苗猝倒病，在国内分布极广．甘肃的平凉、华亭、庄浪、漳县、武都，

康县，岷县、舟曲、靖远、镇原及张掖、武威地区，正宁林业总场，关山林业总场等地常有发生。松苗立枯

病是针叶树苗期最严重的病害，以松、杉类受害最重，常造成整个苗床幼苗死亡或成块缺苗现象。有些

阔叶树幼苗也能受害． ．

症状由于为害时期不同，可分为四个类型。

(1

(2

(3

而死亡

种芽腐烂：未出土的种子和嫩芽受害而腐烂，地面表现缺苗。

茎叶腐烂：幼苗出土遇阴雨天气，或在苗木街集情况Fi其嫩叶和茎部感病，粘结萎蔫腐烂。

幼苗猝倒：幼苗出土两个月内，苗茎木质化前，病菌自根颈侵入，使茎基部呈水渍状腐烂倒伏

“) 苗木立枯：幼苗茎部已木质化(两个月以上的苗木)，幼根受侵，根都腐烂，苗木直立枯死。

病原立枯病的病原菌各．地不同，主要是真菌中的丝核菌Rhizoctonia Solani Kuhn．镰刀菌

Fusarium SPP．等引起。

丝核菌属于半知菌类，无孢菌群．病菌不产生孢子，主要以菌丝和菌核形态出现。菌丝分隔，可交

织成疏松的菌核。

镰刀菌属于半筋菌类，丛梗孢目，座瘤孢科．菌丝多隔无色，产生大型多隔镰刀状的分生孢子和小

型单细胞的分生孢子。不良环境下菌丝和分生孢子能形成厚垣孢子．

发病规律病害主要发生在一年生以下的幼苗上．这几类病原菌具有较强的腐生能力，能在土壤

中的植物残体上腐生．分别以厚垣孢子，菌核渡过不良环境，一旦遇到适宜的寄主和环境便侵染为害。

这几类病菌可单独或同时侵害苗木。 ·

育苗前作物是蔬菜、瓜类，玉米，洋芋等，土壤中病原菌多，病害易流行。

种子质量差，雨天整地或播种，苗床不平，施氮肥过多，苗木生长不良，播种太早或太迟，均易发生松

苗立枯病。

幼苗出土后2～3个月内，如长期阴雨连绵，圃地积水土壤水分过大，幼苗生长不良，亦容易发生立

枯病．
。

防治方法

(1)选择地势平缓，排水良好、疏松肥沃的沙壤地育苗；在松苗立枯病严重发生地区，应合理轮换

茬口；用新垦山地育苗，土中病菌少。

(2)细致整地，施足底肥，选种催芽，适时播种，苗齐苗壮，能增强抗病力．

(3) 土壤消毒。播种前用2～3％的硫酸亚铁水溶液喷洒土壤，每亩用药液250公斤；播种时在苗

床上或播种沟内撒药土：将敌克松(每亩1～1．5公斤)或l：l的五氯硝基苯、代森锌合剂(每亩2，5～3

公斤)，与30～40倍细土混合均匀后施用． ，

(4) 幼苗出土后，要经常注意检查，发病前可每隔7～10天喷一次等量式波尔多液(0．5公斤硫酸

铜、O．5公斤生石灰和50公斤水)进行预防。一旦发现病害要立即采取灭菌措施：每隔10天左右喷1次

70％敌克松500～800倍液；65％代森锌、50％福美双，50％克菌丹钧o～500倍液；50％退菌特1，000倍

液：l～3％硫酸驱铁液，以淋湿苗床土壤表层为度。硫酸亚铁对苗木有药害，施药半小时后要用清水喷

苗，洗去叶子上的药液。连续喷2～3次可抑制病害的发展蔓延。

(刘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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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器常数个相连，排成一列。锈孢子器成熟后顶端开裂，散出黄色粉末状锈孢子。最后病

叶枯黄脱落。
’

‘

病原此病由担子菌纲，锈菌目，栅锈科，鞘锈属的Coleosporium campanulae(Pers．)

Lev．菌侵染所致，在甘肃陇南地区较为普遍。国内引起该病的病原还有鞘锈属的

Coleosporium solidaginis(Sehw．)Thum．，C．phellodendrf Kom．、C．saussureae Thum．等

十几种菌。

发病规律此病菌(C．campanulae)以锈孢子器在针叶上越冬。4月锈孢子器成熟后
散出锈孢子。传播到转主寄主叶上，萌发侵人为害，5～6月出现夏孢子堆，反复侵染，随

后形成冬孢子堆，冬孢子成熟萌发产生担孢子，再传播到松树针叶上入侵为害。

幼树较大树受害重；树冠下部较树冠上、中部发病重；温暖地区发病早，高寒地区发病

晚。
“

’

防治方法 ·

(1) 造林注意营造距离l公里以上的带状或块状混交林。铲除转主寄主，破坏其侵

染循环，减轻为害。

(2) 发病严重的幼苗、小树，早春或秋季喷硫黄粉或1％的波尔多液、0．3～O．5波美

度的石灰硫黄合剂均有效。尤以1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每亩10t)克稀释1，000倍喷雾

和敌锈钠200倍液喷雾效果最好。 ’

——4——

(徐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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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落针病

分布及为害松落针病为害各种松树，松属树木几乎都染此病。甘肃陇南地区以油

松、华山松发病最霞，其次为黑松。从幼树到大树皆可得病，以幼、中龄树受害最重。病菌

主要为害2年生针叶，轻则大部脱落影响生长，重则全部脱落，若连年发生可使树木死

亡。此病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甘肃的靖远、兰州、连城、马衔山林区、平凉、子午岭林区、

武都、康县、宕昌、文县．舟县、洮河林区．太子山总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症状初期症状因树种不同而稍有差异。在油松上初期看不到明显病斑，针叶颜色

由暗绿变为黄绿．以后呈赤褐色而脱落。病叶落下后变为灰褐色或灰黄色。夏秋或次年

春，先在病落叶或树冠下部尚保持绿色的未脱落病叶上出现纤细黑色横线，将针叶分割为

若干段，在二横线间生黑色长椭圆形小点，长约0．2～0．3毫米，此乃分生孢子器，此后产

生较大突起的黑色船形小点，长约1～1．5毫米。具油漆光泽，中央有一条纵裂缝，即为病

菌的子囊盘，黑色子囊盘是识别此病的主要特征。

病原松落针病由松针散斑壳菌(Lophodermium pinastri Chev．)侵染所致。该菌属

于子囊菌纲，柔膜菌目，星裂菌科。子囊盘为船形，有黑色子座，子座顶部露出于寄主表

面，吸水后纵裂放出子囊和子囊孢子。子囊棍棒状，有柄。子囊孢子线形，每一子囊内多

为8个子囊孢子。分生孢子圆柱形，单胞，无色。

发病规律病菌以菌丝体或子囊盘在病落叶上越冬。翌年春天形成子囊盘，4～5月

子囊盘陆续成熟，并吸水开裂放出子囊孢子，随风传播，落于针叶上萌发，自气孔侵入，经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始出现明显的症状。病菌分生孢子萌芽力较差，在病害蔓延上不起

作用，无再侵染发生。但由于子囊孢子放射时间长，达三个月左右，故该病自春季至夏季

都可能有新的侵染发生。

子囊孢子飞散期间，多雨、潮湿，有利其散放、萌发和侵染，发病重；林地干旱，土壤瘠

薄，林相破坏严重，管理不良的林分发病重；松属纯林发病率高于针阔混交林。
●

’

防治方法

(1) 营造针阔混交林，加强抚育管理，促进林木健壮生长，增强抗病力。

(2) 对小面积人工林、零星单株及苗圃等，每年4月中旬前在子囊孢子散放前：清除

病叶，以减少侵染来源。

(3) 4～6月，在孢子成熟飞散期，用1％的波尔多液，波美0．3～O．5度石硫合剂或

70％可湿性菲美铁l，000 1，600倍液，70％可湿性什来特400～800倍液，65％可湿性

代森锌500倍液，每隔15天一次，连喷2～3次，效果较好。

——6·

(徐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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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枯枝病

分布及为害松类枯枝病是一种很早就闻名于世界的幼林病害，也叫烂皮病、垂枝病、软枝病．枯梢病。国内分布

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河北等省；甘肃境内分布于连城、正宁，湘乐林业总场、舟曲林区。主要为害红松．赤

镫，黑松、油松和云南松等树种．据1982年子午岭林区中湾林场观察，20年生左右油松林，发病率达60％以J：，有成

片死亡现象． -

症状本病发生在2～10年生的枝．干皮上。在小枝、侧枝或干j二发病时，与健康者相比无显著变化。如在病部

以上有松针时，松针变黄绿至灰绿色，逐渐变褐至红褐色。当针叶变红褐色时，可以明显看到受病枝干由于失水而收
●

●

缩起皱的病状。病部若发生在侧枝基部的皮部，侧枝就向下弯曲．如小枝基郝发病时，小枝就千枯显示丰^穆状。丰 ．

’

干部发病时，开始流脂，病皮逐渐干缩下陷，流脂加剧。发病枝十皮部渐尘细裂纹，由其中生出黄褐色舾鸷f 7”体。子

实体一至数个成簇，逐渐变大，色加深，成熟后呈带柄的盘状叫于囊盘，或呈杯状，雨后张开变大，干后收缩变黑。

瘸原 本病由子囊菌纲，柔膜菌目的铁锈薄盘菌(Cenangium人rruginosum Fr．exFr．)引起。异名为、，_

Cenangium口6缸胁var．japonica Henn．子囊盘只在当年的病枝上形成，初生、。表皮下，表皮破裂后大部分伸到表匝

上。初为黄褐色，后变黑褐色或黑色，无柄，盘径2N 3毫米，成熟时可超过5毫米。了实层耐上淡黄至淡黄褐色，雨后
。

张开变大，边缘向外卷曲，干后收缩皱曲．子囊棍棒状，无色，80～120×lO～14微米，一般为80～100×10～12微米，

其中8个子囊孢子排成不整齐的单行，极少有双行．子囊孢子无色至淡色，单胞，椭圆形，大小为8～12．5×6—8微

米，一般为10～12×6～7微米。侧丝无色，丝状，顶端稍膨大，长。100～120微米。在培养基上产生性孢子，无色，短

杆状，单胞，2．5～5．5×1．5～2．5微米．

子囊孢子萌发温度为15～2812，以25℃为最适；萌发所需pH值为3．6～5．6；萌发需100％空气湿度。菌筵生长
●

温度为lO～25℃。以15～20℃为最适；pH值为2．6～6．8，以4～5为最适。

本菌为森林习展菌，在常态下是腐生菌，对树木无害。但对栽植过密或因其它原因使生长衰弱的松树，则有侵染
：

性，引起枯枝和烂皮． ．

‘

●

发病规律枝干头年被侵染后，菌丝在皮内过冬，第二年春l～3月出现针叶枯萎症状，3月至4月上，中旬左右

由皮下生出子囊盘，5月下旬至6月下旬才开始成熟，病枝上子囊盘全部成熟约在6月以后．子囊孢子成熟后必须在

降雨后才大量放散孢子，约在7月中旬至8月中旬．子囊孢子放散时间约3个月左右．孢子靠风力分散传播到寄丰

枝皮和干皮上，在水湿条件下萌发，由伤几侵入皮中，过冬后再显病状． ．

本病菌只在松树受旱．涝、冻、虫伤长势不旺的条件下，先在伤I：1或死皮上生活一段时期，获得弱寄生能力后方可

侵害活组织，成为病原菌．本病为传染病，只是在各地发病由于诱因不同Ill『已。如果造林密度过大，幼树下枝由1二见

不到阳光而渐干枯，这种枯枝就易生此菌，加速下枝死亡，起到修枝作用，但枯枝上病菌常侵染活组织，引起腐烂病

状．．在活组织受虫害或有伤I=1时，本病侵染活组织引起烂皮，芽枯和枯梢病状．天然更新幼树如果在云、冷杉以及其

它树种之下受压时，幼树的活枝就常被烂皮病菌侵染，发生枯枝现象．有时全株死亡． ’．

防治方法．

(1)加强抚育，合理整枝。清除枯立木和病树．当幼林郁闭后，要及时间伐透光，增强树势．

(2)适地适树。防止冻害．
●

(3) 防治松大蚜，松干介壳虫等虫害．
。

(4) 如条件允许，幼林可喷1：l：100波尔多液，或用波美2度石硫合剂喷干预防，兼治虫害．

(5) 发现树干烂皮病斑时，可用刀割破病皮，再刷松焦油或50％蒽油乳膏1：5乳剂，或O．2％升汞柴油液，但不

可能根治．
’’

●

(马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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