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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樟齿喙象是上海地区新发现的危害香樟的蛀干害虫，以幼虫钻蛀香樟主干危害，成虫羽化后爬至树梢啃食

嫩枝补充营养。 为控制其危害，该试验选用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和 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２ 种农药分别以

３ 个配比度配制配比液，于香樟齿喙象成虫补充营养期对受害香樟树进行整株喷雾，以清水喷雾作为对照，比较 ２
种农药的防治效果。 结果表明：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稀释 ９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达到 ６５ ２９％； 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

悬浮剂稀释 ６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为 ６３ ６４％。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稀释１ ５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最差，仅为 ４４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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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樟齿喙象（Ｐａｇｉｏｐｈｌｏｅｕｓ ｔｓｕｓｈｉｍａｎｕｓ）是一种

专性危害香樟的蛀干性害虫，属于象虫科（Ｃｕｒｃｕ⁃
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魔 喙 象 亚 科 （ Ｍｏｌｙｔｉｎａｅ ） 树 皮 象 族

（Ｈｙｌｏｂｉｉｎｉ）齿喙象属，正模与副模的产地均是日本

对马岛，目前仅分布于我国上海、福建，为中国新记

录种［１⁃２］。 香樟齿喙象幼虫主要在香樟树主干韧皮

部蛀食危害，破坏树木输导组织，影响树木正常生

长。 香樟受害后，蛀孔部位树皮呈现出明显暴突开

裂，树皮外分布有细小木屑和排粪的症状。 １ 株香

樟树常可发现十几个蛀孔，蛀孔部位暴突，远观整

个树干布满鼓包，严重影响景观效果。 目前上海市

９ 个郊区生态公益林均有该虫分布，已逐渐成为上

海市香樟树的重要害虫之一。 香樟齿喙象侵害树

木后，幼虫在树干韧皮部横向取食危害，蛀道横向

扩展 １０ ｃｍ 左右，在蛀道尽头化蛹羽化，成虫沿着蛀

道爬出树干，再爬至树冠嫩枝处补充营养，此时是

防治成虫的最佳时期。
由于象甲、天牛等蛀干性害虫仅成虫期在树体

外活动，因此，成虫期是防治的最佳时期。 针对林

木蛀干害虫比较高效的化学药剂剂型为微囊悬浮

剂（ＣＳ）。 微囊悬浮剂是在微胶囊剂的基础上水基

化而制成的一种新剂型，属于控制释放剂型，可以

延长农药持效期［３］。 曹广威等［４］ 利用 ８％氯氰菊酯

微胶囊剂 ４００ 倍液防治青杨天牛，林间防治虫口减

退率达到 ９５ ５％，有效期 ３０ ｄ 以上。 张晖等［５］利用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防治松褐天牛，全年的相对防

效为 ８１ ８％。 査玉平等［６］ 利用 １０％高效氯氟氰微

囊悬浮剂和 ８％氯氰菊酯微囊剂防治云斑天牛，防
治效果显著。 国内外关于香樟齿喙象的防治技术

目前尚无报道。 本研究选取了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

剂和 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２ 种农药，对香

樟齿喙象开展了林间防治试验，以期掌握该 ２ 种农

药对香樟齿喙象的防治效果，为大范围控制其危害

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生态公益

林（３０°５６′６ １５″Ｎ，１２１°１２′３２ ７６″Ｅ）。 该片林地位

于黄浦江上游松江区泖港镇境内，东临竖潦泾，西
至同三国道，北临横潦泾，南至叶新公路。 寄主植

物是 １５ 年生的香樟人工林纯林，试验地周围分布有

广玉兰、杜英、马褂木、青桐、湿地松和日本柳杉等

树种。
１．２　 试验药剂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江西天人生态股份有限

公司），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黑龙江省平

山林业制药厂）。



１．３　 试验工具

６ＨＷＦ⁃２０ 背负式喷雾喷粉机（南通广益机电有

限责任公司），５０ ｍＬ 量筒，２５０ ｍＬ 烧杯。
１．４　 药剂配制及施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香樟齿喙象成虫产卵期，
选择香樟齿喙象危害的林分作为试验地点。 按照

说明书将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稀释配制为 ９００，
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倍液 ３ 个配比度进行喷雾，将 ３％高效

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稀释配制为 ６００，８００，１ ０００ 倍

液 ３ 个配比度进行喷雾，以清水作为对照（ＣＫ）。 以

上共计 ７ 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共选择 ２１ 个

试验区域，每个区域约 ５００ ｍ２，各区域之间距离不

少于 ３０ ｍ。
本防治试验选择香樟齿喙象成虫补充营养期，

通过观察防治后香樟齿喙象成虫能否正常产卵、卵
能否孵化后侵入寄主植物表皮危害，作为防治效果

的衡量标准。 有新的蛀孔并排出新鲜木屑，表明下

１ 代幼虫侵入危害，根据新鲜排粪孔数量的动态变

化判断各防治处理后不同时间的防治效果。 喷药

前，于每片试验区域中随机抽取 ５ 株树作为调查标

准株，调查统计各标准株的虫口密度。 喷药后，每
隔 ７ ｄ 调查 １ 次各标准株，统计新鲜排粪孔数，连续

调查 ８ 周。 每个处理组做 ３ 个重复。 根据以下公式

计算不同处理组的防治效果。 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新复极

差法进行单因素试验差异显著性检验。
防治效果（％）＝

１－ 防治前对照区虫量×防治后处理区虫量
防治前处理区虫量×防治后对照区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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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调查结果

将每组处理不同时间的平均虫口数记入表 １。
从表 １ 可得，每种处理在防治前的平均虫口基数及

防治后的虫口平均数 ８ 周内的数量变化。
表 １　 各处理平均虫口数

虫数时间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９００ 倍液 １ ２００ 倍液 １ ５００ 倍液 ６００ 倍液 ８００ 倍液 １ ０００ 倍液
清水对照

防治前 １１ １４ １６ １４ １１ １１ １４

第 １ 周 １１ １４ １５ １３ １１ １１ １４

第 ２ 周 １０ １３ １７ １４ １０ １１ １６

第 ３ 周 １０ １２ １６ １２ ９ １０ １７

第 ４ 周 ８ １２ １６ １２ ９ １０ １８

第 ５ 周 ８ １２ １５ １０ １０ ９ ２０

第 ６ 周 ７ １２ １５ １０ ８ ８ ２０

第 ７ 周 ７ ９ １４ ８ ８ ９ ２０

第 ８ 周 ６ ９ １４ ８ ７ ８ ２２

２．２　 防治效果

不同处理的防治效果（见表 ２）表明，各处理之

间、各防治周期的防治效果之间差异显著 （ Ｐ ＜
０ ０５）。

表 ２　 ２ 种微囊悬浮剂的防治效果 ％

防效％时间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９００ 倍液 １ ２００ 倍液 １ ５００ 倍液 ６００ 倍液 ８００ 倍液 １ ０００ 倍液

第 １ 周 ０．００ Ａａ ０．００ Ａａ ６．２５ Ａａ ７．１４ Ａａ ０．００ Ａａ ０．００ Ａａ

第 ２ 周 ２０．４５ Ｂｂ １８．７５ Ｂａｂ ７．０３ Ｂａ １２．５０ Ｂａ ２０．４５ Ｂａｂ １２．５０ Ｂａ

第 ３ 周 ２５．１３ Ｂｃ ２９．４１ ＢＣａｂｃ １７．６５ Ｃａ ２９．４１ Ｃｂｃ ３２．６２ Ｃｃ ２５．１３ ＢＣａｂ

第 ４ 周 ４３．４３ Ｃｃ ３３．３３ ＣＤａｂ ２２．２２ Ｃａ ３３．３３ Ｄａｂｃ ３６．３６ ＣＤｂｃ ２９．２９ ＣＤａｂ

第 ５ 周 ４９．０９ Ｄｂ ４０．００ ＤＥａ ３４．３８ Ｄａ ５０．００ Ｅａ ３６．３６ ＣＤＥｂ ４２．７３ ＤＥａ

第 ６ 周 ５５．４５ Ｄｃ ４０．００ Ｅａ ３４．３８ Ｄａ ５０．００ Ｅｂｃ ４９．０９ ＤＥａｂ ４９．０９ Ｅａｂ

第 ７ 周 ５５．４５ Ｄｂ ５５．００ ＥＦａｂ ３８．７５ Ｄａ ６０．００ Ｆｂ ４９．０９ Ｅａｂ ４２．７３ ＤＥａ

第 ８ 周 ６５．２９ Ｅｄ ５９．０９ Ｆｂｃ ４４．３２ Ｅａ ６３．６４ Ｇｃｄ ５９．５０ Ｆｃｄ ５３．７２ Ｅａｂ
　 　 不同大写字母代表 ０ ０５ 水平上不同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小写字母代表 ０ ０５ 水平上不同药剂不同配比度间存在显著差异， 相同字

母表示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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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知，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和 ３％高效

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各稀释倍数对香樟齿喙象均有

防治效果，２ 种农药的防治效果随配比度的升高而增

强。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９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最佳，
达 ６５ ２９％；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６００ 倍液的

防治效果达 ６３ ６４；而防效最差的为 ２％噻虫啉微囊悬

浮剂１ ５００ 倍液，仅为 ４４ ３２％。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３ 个配比度处理的防治效

果呈现随时间延长而增加的趋势，防治效果由高到低

依次为 ９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倍液。 ８ 周后，防治效果最高

的为 ９００ 倍液处理，可达 ６５ ２９％，防治效果最差为

１ ５００ 倍液，仅 ４４ ３２％。 防治后第 １ 周，９００ 倍液和

１ ２００ 倍液无防治效果， １ ５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为

６ ２５％，说明第 １ 周处理组和对照组成虫产的卵还未

孵化；第 ２ 周后，９００ 倍液和１ ２００ 倍液防效明显提升，
此时新卵已孵化，对照区的新蛀孔明显增加，而处理

组由于成虫受药，下 １ 代幼虫数量受到明显抑制。
３％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３ 个配比度处理

的防治效果也呈现随时间延长药效增加的趋势，防
治效果最好的为 ６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为 ６３ ６４％，最
差为１ ０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为 ５３ ７２％。 前 ４ 周，８００
倍液防治效果高于 ６００ 倍液，后 ４ 周 ６００ 倍液防治

效果明显高于 ８００ 倍液，由于成虫受药后，防治效果

体现在下 １ 代幼虫的数量上，所以药效出现时间较

晚，可能也和农药有关系，相对起效较慢。
以上 ２ 种农药，各处理组均对香樟齿喙象有防

治效果，防治第 ８ 周后，最高试验配比度防治效果均

为 ６０％以上，且防治效果接近，所以该 ２ 种农药均可

作为防治香樟齿喙象的生产用药。

３　 讨论

因为香樟齿喙象成虫期较难在树干被发现和捕

获，且该虫具有迁移性，针对成虫的调查难以确保 ８
周内数据具有延续性，所以本次试验选择了通过新鲜

蛀孔数来间接体现防治效果，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 ２
种农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效果。 对于成虫的直接

调查，今后可进一步采取隔虫网隔离等方法对试验进

行不断优化改进。 通过试验，２ 种农药的防治效果均

表现出随着时间的延长，防治效果越来越好，且各处

理组的防治效果基本在防治后第 ２ 周出现，随后逐渐

增大。 香樟齿喙象是近年来上海市香樟树上发现的

一类重要害虫，如今已在上海市各生态林普遍发生危

害，由于该虫蛀干危害，且单株发生量大，对上海市生

态林香樟树造成了重大的威胁，对该虫的防治，鉴于

上海地区对无公害防治要求较高，且由于传统剂型含

有大量的有机溶剂，抗环境、微生物等因素干扰能力

差，持效期短，需多次施用才能达到防治病虫草害的

目的，既不环保又浪费［３］，而利用微囊悬浮剂防治可

大大提高防治效果，延长药效期，同时降低环境污染。
张晖等［５］（２０１３ 年）利用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对松

褐天牛开展防治试验，试验表明 ２％噻虫啉微囊悬浮

剂持效期可以达到 ４９ ｄ，明显延长了防治时间，提高

了防治效果。 本次试验的防治效果也得益于该种剂

型的使用，故该剂型可作为生产实践中防治香樟齿喙

象成虫的主要剂型。
通过试验，２ 种农药均对香樟齿喙象有防治效

果，由于本试验防治对象为成虫，而防治效果的体

现在于下一代幼虫的发生数量，药效的出现需要跨

过 １ 个卵期，所以整体防治效果表现出后期明显高

于前期。 高配比度处理高于低配比度处理，但最终

数据评价表明，２％噻虫啉微囊悬浮剂和 ３％高效氯

氰菊酯微囊悬浮剂对香樟齿喙象成虫防效接近，均
可作为生产上防治该虫的备选药剂。 对于香樟齿

喙象的防治，防治时间的选择比较关键，且成虫和

幼虫在防治药剂的选择上也明显不同；成虫的防治

应选择微囊悬浮剂喷雾，而幼虫的防治应选择水

剂、可溶液剂或乳油进行打孔注药，所以生产上控

制该虫应对其开展多措施的综合防治技术，以期达

到较好的防治效果。 除化学防治措施之外，还应开

展生物防治和必要的抚育措施，如利用肿腿蜂、花
绒寄甲等寄生性天敌对香樟齿喙象幼虫和蛹开展

寄生防治，通过营林措施，确保林间通透透光，避免

营造纯林，降低香樟齿喙象爆发传播的几率，通过

一系列综合措施，有效控制香樟齿喙象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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