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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厚壁叶蜂对乌鲁木齐市柳树的危害
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阿衣巴提托列吾１ꎬ２ꎬ 马德英１∗ꎬ 庞晓燕１ꎬ 阿地力沙塔尔３

１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ꎬ农林有害生物监测与安全防控重点实验室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ꎻ
２乌鲁木齐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ꎻ

３新疆农业大学林学与园艺学院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

摘要: 【背景】柳厚壁叶蜂是一种严重为害柳树的害虫ꎬ会造成叶片提早枯黄、脱落ꎬ虫瘿成串ꎬ叶片扭曲变形ꎬ严重影响柳

树的生长发育和园林景观效果ꎮ 【方法】通过体视显微镜观察了柳厚壁叶蜂雌雄成虫、卵、幼虫、蛹及虫瘿的形态特征ꎬ并调

查了乌鲁木齐市不同区域各种柳树上柳厚壁叶蜂的危害率及空间分布特征ꎮ 【结果】垂柳和龙爪柳受害最严重ꎬ受害株率

达到 １００％ꎻ其次是旱柳ꎬ受害株率 ５２.６３％ꎻ该蜂对白柳及馒头柳没有危害ꎮ 柳树冠不同方向和上、中、下不同部位受害率

无显著性差异ꎮ 每片叶通常有 １~ ３ 个虫瘿ꎬ串珠状分布ꎬ每个虫瘿中有 １ 头幼虫ꎬ幼虫在枝条上的分布格局为聚集分布ꎮ
不同区域垂柳受害率调查表明ꎬ新疆农业大学柳树枝条受害率最高ꎬ达 ８.６５％ꎻ其次是新疆大学洪湖ꎬ枝条受害率为 ５.１９％ꎻ
然后依次是儿童公园、西公园、植物园、水上乐园、红山公园、水磨沟公园ꎮ 【结论与意义】本研究为柳厚壁叶蜂的预防控制

提供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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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厚壁叶蜂 Ｐｏｎｔａｎｉａ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ｎｉｉ Ｃａｍｅｒｏｎꎬ又
名柳瘿叶蜂ꎬ属膜翅目叶蜂科ꎬ在多种柳树上普遍

发生ꎬ尤其是垂柳上发生严重ꎮ 该害虫不仅潜食叶

片ꎬ还形成虫瘿ꎬ导致受害叶片提前变黄脱落ꎬ严重

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刘利君ꎬ２０１１)ꎮ 其在新疆的分

布最早记载于 １９９３ 年伊犁地区(张百仁等ꎬ１９９７)ꎬ
被称为龙爪柳瘿叶蜂ꎮ 而乌鲁木齐市于 ２００７ 年

(新疆医科大学)首次发现该虫ꎬ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新疆

大学校园内也发现其危害ꎬ２０１１ 年在新疆农业大学

造成危害ꎮ 据调查ꎬ除伊犁地区外ꎬ柳厚壁叶蜂目

前已经广泛分布于乌鲁木齐市、昌吉市、五家渠、石
河子、奎屯、克拉玛依、塔城、阿勒泰、塔什库尔干县

等地ꎮ 但有关新疆柳树上柳厚壁叶蜂空间分布的

研究资料极少(赵从举和雷加强ꎬ２００２)ꎮ 因此ꎬ笔
者拟调查柳厚壁叶蜂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发生现

状ꎬ以及对不同柳树的危害和空间分布特征ꎬ为该

害虫的科学防治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概况

乌鲁木齐位于新疆中部ꎬ地处天山北麓、准噶

尔盆地南缘ꎬ地理座标:东经 ８６°３７′３３″~ ８８°５８′２４″ꎬ
北纬 ４２°４５′３２″ ~ ４４°０８′００″ꎮ 总面积 １４２１６.３ ｋｍ２ꎬ
海拔 ７２２~９３５ ｍꎮ 乌鲁木齐深处大陆腹地ꎬ属于中

温带大陆干旱气候区(李琴ꎬ２００６)ꎬ气候特点:温差

大ꎬ寒暑变化剧烈ꎻ降水少ꎬ且随高度垂直递增ꎻ冬
季寒冷漫长ꎬ四季分配不均ꎬ冬季有逆温层出现ꎬ市
区平均气温 ８.１ ℃ꎬ年降水量 ３４２.９ ｍｍꎮ 年日照时

数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 ｈꎬ无霜期 １５０~１９０ ｄꎬ市区全年以西

北风向为主ꎮ 本文选取乌鲁木齐市 ８ 个地点(表
１)进行调查ꎬ并用 ＧＰＳ 进行定位ꎮ

表 １　 乌鲁木齐市 ８ 个调查地点的地理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Ｕｒｕｍｑｉ Ｃｉｔｙ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新疆农业大学(简称新农大)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３°４８′２２ Ｎ ０８７°３４′０７ Ｅ ８５５

西公园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ｋ ４３°４７′３７ Ｎ ０８７°３６′００ Ｅ ８６６
新疆大学(简称新大)洪湖
Ｈｏｎｇｈｕ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３°４５′４８ Ｎ ０８７°３６′５４ Ｅ ９２６

水上乐园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４３°４５′２１ Ｎ ０８７°３６′２８ Ｅ ９３５
儿童公园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ａｒｋ ４３°４９′５１ Ｎ ０８７°３４′３５ Ｅ ７９８
红山公园 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 ４３°４８′２０ Ｎ ０８７°３６′０６ Ｅ ８５３
水磨沟公园 Ｓｈｕｉｍｏｇｏｕ Ｐａｒｋ ４３°４８′５８ Ｎ ０８７°３９′２０ Ｅ ７９６
植物园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４３°５３′１４ Ｎ ０８７°３２′５６ Ｅ ７２２

１.２　 材料

选取不同地点、不同品种柳树上寄生的柳厚壁

叶蜂作为研究对象ꎬ观察其形态特征 (张锋等ꎬ
２００６)ꎮ 调查该害虫对乌鲁木齐市不同环境中柳树

的危害情况ꎮ 被调查的柳树种类主要有垂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Ｌ.、馒头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Ｋｏｉｄｚ. Ｌ. ｍａｔ￣
ｓｕｄａｎａ ｆ.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 Ｒｅｈｄ.、白柳 Ｓａｌｉｘ ａｌｂａ Ｌ.、龙
爪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Ｋｏｉｄｚ. Ｌ.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ｆ. ｔｏｒｔｕｏｓａ
(Ｖｉｌｍ.) Ｒｅｈｄ.和旱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Ｋｏｉｄｚ.ꎮ

１.３　 柳树受害程度调查方法

自 ４ 月初到 １０ 月底ꎬ每个调查区内选取面积

为 ３０~ ４０ ｍ２ 样地ꎬ对角线 ５ 点取样ꎬ每株树分东、
西、南、北、中 ５ 个方位的上、中、下 ３ 个层次ꎬ将整

个树冠分成 １５ 个样本单位ꎮ 每个样本单位调查 ５
根 ５０ ｃｍ 长枝条ꎬ分别统计叶片总数、虫瘿叶片数

及每张叶片虫瘿数ꎮ 统计各区域的柳树种类ꎬ记录

不同种柳树受害株率ꎮ

１.４　 分布型的测定

采用聚集指数法测定空间分布型ꎬ其主要指

标:(１)扩散系数(Ｃ)ꎻ(２)丛生指标( Ｉ)ꎻ(３)Ｃａｓｓｉｅ

指标(ＣＡ)ꎻ(４)聚集性指标(Ｘ∗ / －Ｘ)ꎬ其中 Ｘ∗为平

均拥挤度ꎬ－Ｘ为平均密度ꎮ

Ｔａｙｌｏｒ 指数 ｂ、Ｔａｙｌｏｒ 分析 Ｓ２ 与－Ｘ的关系:Ｓ２ ＝

ａ －Ｘｂ或 ｌｏｇＳ２ ＝ ｌｏｇａ＋ｂｌｏｇ －Ｘꎮ 式中ꎬａ 表示抽样因素ꎬ

ｂ 为聚集特征指数ꎮ

Ｉｗａｏ Ｘ∗￣－Ｘ回归分析法:Ｘ∗和平均密度－Ｘ的回

归方程 Ｘ∗ ＝α＋β －Ｘꎬ截距 α 和回归系数 β 揭示种群

分布特征ꎬα 说明基本成分按大小分布的平均拥挤

度ꎬβ 说明基本成分的空间分布型(丁岩钦ꎬ１９９４)ꎮ

１.５　 数据处理

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ꎬ采用 Ｄｕ￣
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测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柳厚壁叶蜂的形态特征

雌虫:体长 ６~７ ｍｍꎬ翅展 １５~１６ ｍｍꎮ 单眼深

红色ꎬ体呈橙黄色ꎮ 触角丝状ꎬ黄褐色ꎬ９ 节ꎬ基部 ２
节粗短ꎬ近圆球形ꎬ其余各节呈竹节状ꎬ且端部较基

部粗(图 １Ａ)ꎮ 唇基橙黄色ꎬ前缘中央有一浅凹裂ꎮ
上唇橙黄色ꎬ前缘为弧形ꎮ 中胸背板中叶有 ２ 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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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黑褐色纵带延伸至头部ꎬ侧叶中部各有棱形黑

褐色斑纹一个ꎬ两侧叶下方即小盾片的上方有 ２ 个

明显相对的三角形黑褐色斑ꎮ 前胸背板中部、中胸

小盾片后缘、侧片、后盾片附器、后胸背板(包括胸

前盾片和端背片)均为黑褐色ꎬ其余为橙黄色ꎮ 腹

部背板除侧缘及第七腹节后缘和第八九节背板为

橙黄色外ꎬ其余为黑色ꎮ 后胸盾片中央有一个未骨

化的灰白色“凸”字区ꎮ 产卵器锯鞘黑褐色ꎬ上密生

刚毛ꎬ具 ２０~ ２６ 个“锯齿”ꎬ每齿又有许多小齿ꎬ与
右锯齿相对的另一棱上生有一列锥形刺ꎮ 翅膜质

透明ꎬ翅脉褐色ꎬ翅面具微毛ꎬ痣脉端部下方闭室近

圆形ꎮ 后翅臀叶发达ꎬ折叠于臀前区下面ꎮ 足橙黄

色ꎬ但胫节端部及附节为褐色ꎮ 胫节端部具 ２ 根

刺ꎬ附节 ５ 节ꎬ１~４ 亚节端部各有一淡黄色柱状凸ꎮ
爪具 ２ 个齿ꎬ端齿较大ꎮ

图 １　 柳厚壁叶蜂不同虫态及其危害状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Ｐ.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ｎｉ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ｎ ｗｉｌｌｏｗｓ

Ａ:成虫ꎻＢ:幼虫ꎻＣ:蛹ꎻＤ:虫瘿纵切及幼虫ꎻＥ:叶部虫瘿ꎮ
Ａ: Ａｄｕｌｔꎻ Ｂ: Ｌａｒｖａꎻ Ｃ: Ｐｕｐａꎻ Ｄ: Ａ ｌａｒｖａ ｉｎ ａｎ ｉｎｓｅｃｔ ｇａｌｌ ｃｕｔ ｌｅｎｇｔｈｓｗｉｓｅꎻ 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ｇａｌｌｓ ｏｎ ｗｉｌｌｏｗ ｌｅａｖｅｓ.

　 　 雄虫:体长约有 ５ ~ ６ ｍｍꎬ翅展为 １３ ~ １４ ｍｍꎬ
虫体背部全为黑色ꎬ臀板中央向后延伸呈舌状凸ꎮ
触角比雌虫长ꎮ 生殖刺凸呈夹状ꎬ端部黑褐色ꎮ 其

余特征同雌虫ꎮ
卵:白色透明ꎬ略呈肾形ꎮ 长 ０.４ ~ ０.５ ｍｍꎬ宽

０.２ ｍｍꎮ 近孵化时略变大ꎬ呈长圆形ꎬ乳白色ꎬ半透

明ꎬ可见幼虫红色眼点ꎮ
幼虫:头灰褐色或黑褐色ꎬ初孵幼虫体光滑ꎬ白

色透明ꎮ 腹部各节明显突起ꎮ 头部较大ꎬ腹部较

小ꎬ体似锤状ꎮ ２ 龄后各节粗细一致ꎬ腹末圆锥状ꎮ
老熟幼虫体长 ９ ~ １３ ｍｍꎬ宽 ２ ~ ２.５ ｍｍꎻ头较腹部

小ꎬ黄褐色ꎬ两侧各有一较突出的红褐色单眼ꎬ基部

有黑褐色环带围绕ꎻ体黄白色ꎬ披白色稀疏细毛ꎬ气
门呈虎状突起ꎮ 胸足 ３ 对ꎬ末节为锥状ꎬ端部黑褐色

且弯曲(低龄)或呈钩状(老龄)ꎮ 腹足 ８ 对ꎬ退化呈

乳头状ꎬ着生于第二至第七腹节ꎬ有臀足(图 １Ｂ)ꎮ

蛹:蛹外披褐色丝茧ꎮ 茧长圆形ꎬ长 ７ ~ ９ ｍｍꎬ
宽 ３~４ ｍｍꎮ 蛹体淡黄绿色ꎬ近羽化时体背各节为黑

褐色ꎮ 复眼黑褐色ꎮ 蛹体长 ６ ~ ８ ｍｍꎬ宽 ２ ~ ３ ｍｍꎮ
柳厚壁叶蜂的蛹为裸蛹(图 １Ｃ)ꎮ

虫瘿:每个叶片通常有 １ ~ ３ 个虫瘿ꎬ串珠状分

布ꎬ每个虫瘿中有 １ 头幼虫ꎮ 低龄幼虫乳白色ꎬ头
部黑色(图 １Ｄ、Ｅ)ꎮ １０ 月中下旬开始ꎬ老熟幼虫随

落叶落地ꎬ或咬破虫瘿随风落入土中做茧越冬ꎮ

２.２　 不同种柳树的受害株率

柳厚壁叶蜂对不同树种的危害差异显著ꎮ 其

中ꎬ龙爪柳和垂柳受柳厚壁叶蜂的危害最严重ꎬ受
害株率几乎达到 １００％ꎻ其次是旱柳ꎬ受害株率为

５２.６３％ꎻ白柳及馒头柳未受到柳厚壁叶蜂的危害ꎮ
该结果与前人有关研究结论(黄银宝等ꎬ１９８８ꎻ 徐

公天等ꎬ１９９９ꎻ 赵艺学等ꎬ２００７)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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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调查点垂柳枝条的受害率

由图 ２ 可见ꎬ柳厚壁叶蜂对不同调查生境垂柳

的危害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其中ꎬ新疆农业大学垂柳

枝条的受害率最高ꎬ达 ８.６５％ꎻ其次是新疆大学洪

湖ꎬ枝条受害率为 ５.１９％ꎻ然后是儿童公园>西公园

>植物园>水上乐园>红山公园>水磨沟公园ꎮ

图 ２　 不同调查点垂柳枝条的受害率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ｎ Ｓ.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ｔｗｉｇｓ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数据为平均值ꎬ垂直线表示标准误ꎮ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应用 ＡＮＯＶＡ / ＬＳＤ (ＳＰＳＳ)分析差异达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ꎮ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ꎬ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ＯＶＡ / ＬＳ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２.４　 柳厚壁叶蜂虫瘿在垂柳上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除了水磨沟公园外ꎬ其他各

地的 Ｃ 值均大于 １ꎬＩ 值和 ＣＡ 值均大于 ０ꎬ Ｘ∗ / －Ｘ值

均大于 １ꎬ这些区域柳厚壁叶蜂幼虫在垂柳枝条上

为聚集分布ꎮ 而水磨沟公园的 Ｃ 值小于 １ꎬＩ 值小

于 ０ꎬＣＡ 值小于 ０ꎬＸ∗ / －Ｘ值小于 １ꎬ柳厚壁叶蜂幼虫

在该区域垂柳枝条上为均匀分布(谢德志ꎬ２００９ꎻ
张锋等ꎬ２００６)ꎮ

表 ２　 柳厚壁叶蜂幼虫在不同区域垂柳枝条上的聚集度指标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ｎｉｉ ｏｎ Ｓ.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ｔｗｉ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枝条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ｗｉｇｓ

平均密度
Ｍｅａ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Ｘ)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２)

扩散系数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

丛生指标
Ｃｌｕｍｐ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 Ｉ)

负二项参数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Ｋ)

Ｃａｓｓｉｅ 指标
Ｃａｓｓｉ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Ａ)

平均拥挤度
Ｍｅａｎ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Ｘ∗)

聚集性指标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Ｘ∗ / －Ｘ)

Ⅰ ７５ ５.０５３ａ １０.１５９ａ ２.０１０ １.０１０ ５.００１ ０.２００ ６.０６４ａ １.２００
Ⅱ ７５ １.５３３ｃ ２.４４１ｃ １.５９２ ０.５９２ ２.５８９ ０.３８６ ２.１２６ｃ １.３８６
Ⅲ ７５ ２.７３３ｂ ８.３０６ｂ ３.０３９ ２.０３９ １.３４１ ０.７４６ ４.７７２ｂ １.７４６
Ⅳ ７５ １.３８７ｃ ２.０２４ｃ １.４６０ ０.４６０ ３.０１６ ０.３３２ １.８４６ｃ １.３３２
Ⅴ ７５ １.５７３ｃ ２.４３７ｃ １.５４９ ０.５４９ ２.８６６ ０.３４９ ２.１２２ｃ １.３４９
Ⅵ ７５ １.２４０ｃ １.４５５ｃ １.１７３ ０.１７３ ７.１４７ ０.１４０ １.４１３ｃ １.１４０
Ⅶ ７５ １.１４７ｃ ０.６４０ｃ ０.５５８ －０.４４２ －２.５９７ －０.３８５ ０.７０５ｃ ０.６１５
Ⅷ ７５ １.４５３ｃ ２.５７５ｃ １.７７２ ０.７７２ １.８８２ ０.５３１ ２.２２５ｃ １.５３１

　 　 Ⅰ.新农大ꎻⅡ.西公园ꎻⅢ.新大洪湖ꎻⅣ.水上乐园ꎻⅤ.儿童公园ꎻⅥ.红山公园ꎻⅦ.水磨沟公园ꎻⅧ.植物园ꎮ 同列数据后附不同小写字母
表示应用 ＡＮＯＶＡ / ＬＳＤ (ＳＰＳＳ)分析差异达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ꎮ

Ⅰ.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Ⅱ.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ｋꎻ Ⅲ.Ｈｏｎｇｈｕ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ꎻ Ⅳ.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ꎻ Ⅴ.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ａｒｋꎻ Ⅵ.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ꎻ Ⅶ.Ｓｈｕｉｍｏｇｏｕ Ｐａｒｋꎻ Ⅷ.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ＯＶＡ / ＬＳＤ ｏｎ ｄａｔａ.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调查区域内垂柳树冠上、中、
下不同部位枝条受害率无显著性差异ꎮ 东、南、西、

北、中 ５ 个方向枝条的受害率不同ꎬ但方差分析表

明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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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虫瘿在垂柳上的垂直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ｌｌｓ ｏｎ Ｓ.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ｔｗｉｇｓ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平均受害叶片数(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上 Ｕｐｐｅｒ 中 Ｍｉｄｄｌｅ 下 Ｌｏｗｅｒ

受害叶片平均虫瘿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ａｌｌｓ ｐｅｒ ｌｅａｆ

上 Ｕｐｐｅｒ 中 Ｍｉｄｄｌｅ 下 Ｌｏｗｅｒ

树冠受害率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ｒｏｗｎ (％)

上 Ｕｐｐｅｒ 中 Ｍｉｄｄｌｅ 下 Ｌｏｗｅｒ

新农大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９ ５８ ６１ ５ ４ ６ ９.５６ａ ６.９２ａ ９.４６ａ
西公园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ｋ ４７ ４５ ４６ ２ １ ２ ３.６０ａ ２.４７ａ ２.９７ａ
新大洪湖 Ｈｏｎｇｈｕ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７ ４７ ４９ ２ ２ ３ ４.７０ａ ４.８３ａ ６.０５ａ
水上乐园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ｋ ４６ ４７ ５０ １ １ ２ ２.８３ａ ２.６６ａ ２.９６ａ
儿童公园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ａｒｋ ５３ ４４ ４５ １ ２ ２ ２.６９ａ ３.６５ａ ３.８５ａ
红山公园 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ａｒｋ ５２ ５３ ５５ ２ １ １ ３.２５ａ １.７１ａ ２.４０ａ
水磨沟公园 Ｓｈｕｉｍｏｇｏｕ Ｐａｒｋ ５４ ５１ ５０ １ １ １ １.６７ａ ２.２１ａ ３.１６ａ
植物园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４８ ４７ ４８ ２ １ １ ３.０８ａ ３.１８ａ ２.５７ａ

　 　 同列数据后附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应用 ＡＮＯＶＡ / ＬＳＤ (ＳＰＳＳ)分析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ꎮ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０.０５)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ＯＶＡ / ＬＳＤ ｏｎ ｄａｔａ.

图 ３　 不同调查点垂柳 ５ 个方向枝条的受害率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ｗｉｇｓ ｏｎ Ｓ.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ａｔ ｆ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柳厚壁叶蜂在乌鲁木齐市已经

发生 ５~７ 年ꎬ垂柳和龙爪柳受害最严重ꎬ受害株率

达 １００％ꎻ其次是旱柳ꎬ受害株率为 ５２.６３％ꎻ白柳及

馒头柳未受到柳厚壁叶蜂的危害ꎮ 在 ８ 个调查地

点中ꎬ新疆农业大学受害最严重ꎬ枝条受害率达

８.６５％ꎻ其 次 是 新 疆 大 学 洪 湖ꎬ 枝 条 受 害 率 为

５.１９％ꎻ然后依次是儿童公园、西公园、植物园、水上

乐园、红山公园、水磨沟公园ꎮ 柳厚壁叶蜂侵入垂

柳的主要时段是羽化产卵阶段ꎬ在这一时段ꎬ无风

晴朗的天气其比较活跃ꎬ阴雨大风天则活动能力较

弱(黄银宝等ꎬ１９８８ꎻ 张锋等ꎬ２００６)ꎮ 此外ꎬ建筑物

多、高大、集中是校园环境的重要特点ꎬ是否因为其

可以为柳厚壁叶蜂遮风避雨ꎬ提供更好的侵入环

境ꎬ从而加重了其对柳树的危害值得探讨ꎮ

　 　 本研究表明ꎬ柳厚壁叶蜂在枝条上的分布格局

多为聚集分布ꎮ 调查区域内垂柳树冠上、中、下不

同部位受害率无显著性差异ꎮ 张峰等(２００６)研究

表明ꎬ柳厚壁叶蜂幼虫在柳树的枝条和叶片 ２ 个空

间阶元都属于聚集分布ꎬ分布的基本成分是个体

群ꎬ其聚集性随密度的增大而增强ꎮ 在枝条上聚集

是由柳厚壁叶蜂成虫集中产卵的习性与枝条上叶

片空间位点共同影响所致ꎮ 水磨沟公园柳厚壁叶

蜂幼虫分布格局在枝条空间阶元为均匀分布ꎬ这可

能与该区域虫害发生危害轻、虫口密度低有关ꎮ
柳厚壁叶蜂以老熟幼虫在树基下入土结茧越

冬ꎬ极易通过大树移植进行扩散、传播ꎮ 因此ꎬ在苗

木移植时应当对柳厚壁叶蜂等有害生物进行调查ꎬ
不应在害虫发生区调运苗木ꎻ同时ꎬ在移栽时应当

进行药剂灌根等基本处理ꎬ预防一些在土壤中越冬

病虫害的扩散、传播和暴发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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