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0卷　第 1期 中 南 林 业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Vol. 30　No. 1

　2010年 1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Jan. 2010　

不同生境油茶林油茶史氏叶蜂的发生与危害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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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比较不同生境油茶林区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危害程度、同一种生境距林边不同距离油茶史氏叶蜂的危

害程度, 分析了油茶史氏叶蜂对油茶春梢发育、夏梢发育、花芽分化率、花芽数目、落果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 油茶史

氏叶蜂对油茶的春梢发育、夏梢发育、花芽分化率、春梢上花芽数目、同期的落果率等有显著危害, 且危害程度和林区

的生态多样性相关;不同生境下,生态多样性越低, 危害越严重; 同一生境下, 距混合林区距离越远,危害程度越重, 说

明保护油茶林区及周边生境的生态多样性, 对防治和控制油茶史氏叶蜂是必要的。另外通过间接证据, 提出了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和伯劳L anius schach 等食虫鸟类是油茶史氏叶蜂幼虫重要捕食性天敌的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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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compared the damage deg r ees of lar vae of D . camellia to camellia fo r est in differ ent habit ats and

different distances to w oodside in the same habitat . The r esults show that the lar vae o f D . camellia ar e significant ly

harmful to the gr ow th of spr ing shoo ts and summer shoots, and w ould reduce the flower bud differ entiation rate , t he

number of flower buds and the fruit dr op r ate. The degr ee o f harmfulness was r elated to eco log ical diver sity of t he

camellia fo r est , in differ ent habit ats, the low er eco lo gica l diver sity of camellia for est , the more serious the deg ree of

harmfulness w as in similar habitat , the far ther t he distance to the mixed for est, the more serious the degr ee of

harmfulness w as in v iew o f these, t he pr ot ection o f fo rest habit ats and the sur r ounding ecolog ical diver sity w as

necessar y to prevent and cont ro l the damage of D . camellia. In addition, some cir cumstantial ev idences show that

some insect-eat ing birds such as Pycnonotus sinensis and L anius schach were predator s of lar vae o f D . camel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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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在政府部门政策支持及企业的带动下,

油茶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油茶人

工林。这些油茶林面积在几十亩到几千亩不等, 一般

都是在原始油茶林区的基础上重新种植或是在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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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始林灌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就形成了

大量单一物种种植的破碎化生境,严重地降低了林区

内的生物多样性, 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1- 2]。

油茶史氏叶蜂 Dasmithius camell ia
[ 3] 属膜翅目

Hymenop tera叶蜂科T enthr edinidae,俗称大青虫、菜

青虫,在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均有分布。油茶史氏叶

蜂对油茶的危害主要以幼虫咀食油茶的春梢叶片,偶

尔也咀食油茶的老叶和春梢嫩枝,严重的时候可以将

整株油茶叶全部吃光
[ 4]
。该蜂于1966年在湖南耒阳

首次发现并引起关注。20世纪70年代,湖南和江西就

有关于该害虫发生状况的文献报道 [ 5- 6] , 但是尚没有

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对油茶的危害程度和生物防治方

法方面的研究报道。据野外观察,江西宜春油茶史氏

叶蜂的生活史及习性和庄瑞林 [ 4]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即: 油茶史氏叶蜂在江西宜春地区 1年1代, 3月

中旬成虫羽化,出土交尾,一般在白天进行,尤其是在

上午10点左右较多,成虫没有趋光性, 也没有明显的

取食现象;一般1个雌虫终身只交尾1次,偶有2次;

交尾后次日即可产卵,多数产于第 3～5片嫩叶的内

表面,卵期为7～10 d; 幼虫期为 14～20 d, 共分5龄,

其中以 4、5 龄幼虫的取食量较大; 当年 4月下旬～5

月上旬陆续入土, 幼虫入土后颜色逐渐变成乳白色且

虫体也略变小;以老熟幼虫或蛹越冬(多数在1～2月

份化蛹) ,蛹期2个月左右。

本文主要研究了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对油茶的危

害状况,比较研究了不同生境下油茶史氏叶蜂的危害

程度、不同样地距邻近次生阔叶林的远近对油茶史氏

叶蜂危害程度的影响, 同时对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的主

要捕食性天敌鸟类进行了初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及样地选择

研究样地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地处江西省

西部,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区内气候四季分明,雨

量充沛,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选择了江西

宜春市青龙高科公司种植的 3个不同生境下的油茶

林区作为本实验样地。鉴于叶蜂类害虫属于偶发性、

零散发生型害虫, 且绝大多数叶蜂1年1代,幼虫危害

期极短,不同地块之间成虫出现、产卵的时间可能有

一定差别, 因此其幼虫数量变化及其变化率可能不

同。本实验选择的3个样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叶蜂危害

且几个样地的叶蜂生活史基本同步。

JXYC-Ⅰ: 江西宜春巫家样地( 114°31′E, 27°47′

N)。茶林占地面积约15 hm
2
,以15～20 a树龄的油茶

为主。土质以第四纪(红)黄壤为主,山上有一定的杂

质。地表密被禾本科 Gr am ineae 杂草、蕨类芒萁

Dicranop ter is linearis、里白科Gleicheniaceae 植物等,

裸土极少。东、南面为丘陵山坡, 密生次生林,树种主

要为马尾松和樟树等。油茶林区周边都有高大常绿乔

木树林, 并有一个面积较大的水库。油茶林无人管理,

处于纯自然状态。

JXYC-Ⅱ: 江西宜春西村阮公亭样地( 114°13′E,

27°44′N)。茶林占地面积约30 hm 2, 全部为树龄15 a左

右的油茶。土质为红壤(第四纪红色粘土) , 土壤疏松且

土丛较厚,基本没有杂质。地表被浅草(有人为除草和

一定的放牧行为) , 裸土较多。油茶林种植在紧邻公路

的丘陵上,周围是村庄和公路, 为人工精耕林。

JXYC-Ⅲ: 江西宜春西村河北样地 ( 114°12′E,

27°45′N)。茶林占地面积约12 hm
2
。土质为煤矿山渣

土为主,土质坚硬富杂碎石;地表裸土较多但均被碎

石。以15～20 a 树龄的油茶为主,树高均在2 m 以上,

有一定的人为管理( 2006年7月出现全面垦复并适度

施肥,杂草杂木不多) ,处于半自然状态。

1. 2　调查时间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于2006 年10月至2008年8月间在以

上3种类型样地的18 个样方上进行。

调查方法: 在同一样地(宜春西村)任意选择 30

株被油茶史氏叶蜂危害的样树(分危害枝条和没有危

害枝条)和30株没有危害的样树,分别在3～4月份统

计油茶春梢上的叶蜂幼虫的虫口数目和标记选择油

茶树(或)其中一些枝条上的初果数目; 5月份统计油

茶春梢被咀食的比例并测量春梢的长度、直径和春梢

上的叶芽数(并将虫咀食的和没有咀食的进行比较) ;

4月中、5月底2次统计出标记树(或)枝条上的成果

数目, 这样可以比较叶蜂幼虫对油茶叶面(尤其是春

梢)的危害而对落果的影响; 7～8月份测量在春梢基

础上所发出的夏梢的长度和直径和夏梢的发生时间

(并将虫咀食的和没有咀食的进行比较) ,同时统计和

比较叶芽转化成当年花芽的比例大小。

对不同生境下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发生程度的调

查主要参照宗世祥 [ 7]在统计沙棘木蠹蛾的幼虫空间

分布的实验方法,即在江西宜春市区周边选择3种不

同生境的油茶林区,每种生境随机选取6个样方( 20

m×100 m) ,每个样方采取棋盘式抽样方法,每个样

方抽取20株样树来具体调查(图1中的叶蜂数目是同

一样方中的20株样树上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的总数) ,

调查分2次进行( 2007年4月12日、4月19日)。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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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对油茶春梢的具体危害程度的统

计方法是:分别在3种不同生境下的林区随机选择有

危害的样树30株来进行野外统计分析。在比较距林

边不同距离的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危害程度时,在宜春

巫家和宜春西村阮公亭2种不同生境下进行野外数

据统计,具体的方法参见Meehan 等
[ 8]
所设计的食虫

鸟因对传粉昆虫的捕食而对座果率产生负面影响的

实验方案,即:以林边(林边多为森林)为起点,分别按

照0、100、200、300、400、500 m 向油茶林区推进,每个

距离段选择一个环带,每个环带上随机选择20 株样

树来统计叶蜂的数目。本实验数据和图形制作采用

SPSS 13. 0和Excel 2003软件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生境下叶蜂幼虫对油茶危害程度的比较

通过对宜春周边3块样地18个样方中360株油

茶植株进行叶蜂幼虫数目的统计(见图1) , 结果表明:

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在不同生境样地上对油茶的危害

程度是不同的。另外,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生境样地

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对油茶的危害程度, 还在上述3个

样地各选择30株有叶蜂危害的样树统计出当年春梢

数目和被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危害的春梢数目,以春梢

为害率(危害春梢/全部春梢)来进一步地比较不同生

境下油茶史氏叶蜂的危害程度(具体见图2)。

由图1可以看出:在几种不同生境下, 油茶史氏叶

蜂在相同数目样树上( 120株)幼虫数目有较大差异;

即: 精细耕作的阮公亭样地> 半自然状态的河北样地

> 纯自然状态的巫家样地。由2次的统计结果可以看

出: 巫家样地也有一定的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危害,但是

相同数目油茶树上幼虫数量相对较少;而且,比较2次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叶蜂危害程度降低的幅度纯自

然状态的巫家样地> 半自然状态的河北样地> 精细耕

作的阮公亭样地。这说明: 自然状态的巫家样地由于林

区及周边环境维持得比较好,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 因

而具有较高的生态修复功能。通过图2可以看出3种不

同生境下油茶史氏叶蜂对油茶春梢的危害程度有明显

差异(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P= 0. 000< 0. 005) : 精

细耕作的阮公亭样地( 47. 3%±10. 2% ) > 半自然状

态的河北样地( 24. 7%±7. 8% ) > 纯自然状态的巫家

样地( 13. 5%±4. 4% )。由此可见,不同生境下的油茶

林区油茶史氏叶蜂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精耕人工林

区叶蜂的危害程度要明显高于半自然和纯自然油茶林

区的危害程度。

图1　几种不同生境油茶史氏叶蜂幼虫数目的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larvae numbers of Dasmithius

camellia in camellia forest in dif ferent

habitats

图2　不同生境下叶蜂对油茶春稍的危害率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damage degrees of Dasmithius

camellia to spring shoots in camellia forest in

dif ferent habitats

2. 2　油茶林距自然林区不同距离样地史氏叶蜂危害

程度的比较

为了初步说明伯劳等食虫鸟对油茶史氏叶蜂的

捕食作用,分别在阮公亭样地(半自然林区)和巫家样

地(纯自然林区)来进行具体统计,数据见图3。

图3　不同距离下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的危害程度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damage degrees of Dasmithius

camellia to camellia forest in diff erent distances

由图3可以看出:在林区边缘, 相同数目( 20株)

的油茶植株上的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的数目较少(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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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为 69头,阮公亭样地为212头) ; 随着距离的增

加,相同数目植株上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的数目逐渐增

加,到距离林边500 m 的时候,样树上油茶史氏叶蜂

幼虫的数目分别为460头和1 251头。由此可见,相同

生境下,随着油茶林区距由高大乔木、灌木和草本植

物等组成的混合林区距离增加, 油茶史氏叶蜂的危害

程度加剧。

2. 3　油茶史氏叶蜂对油茶的具体影响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油茶史氏叶蜂对油茶的

危害, 主要从春梢的发育、夏梢的发育、花芽分化率

(花芽数/叶芽数)、花芽的数目、落果率等方面进行了

更细致的研究,结果见表1。
表 1　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对油茶生长发育的影响

Table 1　Damage degrees of Dasmithius camellia to camellia forest

春梢

长度/ cm 直径/ mm

夏梢

长度/ cm 直径/ mm 萌发时间
花芽数目 花芽分化率/ % 同期落果率/ %

危害组 9. 210±1. 652 2. 617±0. 297 17. 325±1. 684 3. 146±0. 301 6. 50～7. 16 2. 400±0. 479 30. 7±6. 2 50. 4±5. 8

对照组 13. 567±1. 388 3. 120±0. 335 9. 813±1. 619 2. 716±0. 354 5. 25～6. 30 4. 867±0. 905 48. 8±7. 7 22. 3±6. 8

　　从表1可以看出: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对油茶的春

梢、夏梢、花芽数目、花芽分化率、落果率等有明显影

响。受害的春梢长度( 9. 210±1. 652)明显小于对照组

( 13. 567±1. 388) ( P= 0. 000< 0. 005) ; 受害春梢的

直径( 2. 617±0. 297)明显小于对照组 ( 3. 120±

0. 335) ( P = 0. 000< 0. 005) ; 花芽的数目 ( 2. 400±

0. 479)和花芽分化率( 30. 7±6. 2) %明显小于对照组

( P= 0. 000< 0. 005) ;受害组的同期落果率( 50. 4±

5. 8) %明显高于对照组( 22. 3±6. 8) %( P= 0. 000<

0. 005)。但是,由被油茶史氏叶蜂幼虫危害的春梢所

发出的夏梢的长度( 17. 325±1. 684)和直径( 3. 146±

0. 301) 要明显大于对照组的 ( 9. 813±1. 619)和

( 2. 716±0. 354) ( P = 0. 000< 0. 005) ;另外,夏梢的

萌发时间( 6月5日)要迟于对照组的5月25日,但是

受害组夏梢的生长时间要长于对照组,这可能是油茶

对虫害导致叶面损害的一种超越补偿反应
[ 9- 11]

,或

被认为是植物耐虫害性的一种表现[ 12]。

3　讨　论

油茶新梢是指当年在树冠外侧枝条上发出的嫩

枝。根据萌发季节的不同,可以分成春梢、夏梢和秋梢

3种。但是春、夏、秋梢的腋芽不一定都能萌发, 有一

部分是潜伏芽。管理水平低的成年油茶林,多数植株

1年只有在春季抽梢1次, 偶有夏梢, 没有秋梢; 处于

营养生长旺盛的幼年林1年才可以抽梢2～3次。本研

究涉及的样地全部为10年以上的成年林, 基本只有

春梢和少量的夏梢。春梢的生长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年

的花芽分化、翌年的座果数和油茶产量 [ 4]。通过表 1

可以看出: 油茶史氏叶蜂幼虫自 3月底、4 月初孵化

后,直接取食油茶的春梢,影响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同

时影响到油茶夏、秋梢的发育、花芽的数量、花芽分化

率、座果率等。另外,在野外发现:小年的油茶春梢因

为座果少, 春梢长势相对较好, 同时被油茶史氏叶蜂

幼虫危害的程度和频率要高。因为春梢的毁坏直接影

响到当年的花、翌年的果,使得翌年本可以丰产的油

茶植株 (或枝条) 不能很好的开花和座果。正如

Marquis & Whelan [ 13] , Greenber g 等[ 14] , Sanz [ 15]等人

所认为的那样:许多植物的落叶, 最终导致落果都是

由于害虫食叶的影响。

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自然栖息地的碎

片化、结构的退化和破坏等,使得原始生境变成了人

为化的生境 [ 16] , 这样适宜于原来生境上的生物群落

结构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的快速评估

常以昆虫多样性来衡量
[ 17]
。油茶人工林由于物种比

较单一、种植面积的碎片化、人类不合理的垦复、除草

剂和农药的大量使用等因素,使得林区的生物种类及

丰度大大降低,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这种由

于人为林区碎片化使得区内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减

弱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问题, 近10年来已经引起

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

作。其中做得比较多的是对热带雨林的研究 [ 18- 19]。

通过本研究的数据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说明:

首先,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 人工林油茶每 20株植株

上的油茶史氏叶蜂幼虫最高达8 048头,远多于半自

然状态下的3 450头和自然状态下的2 014头。同时,

由图1还可以看出:从以上3个不同生境样地共计18

个样方的先后2次统计中,纯自然林区油茶史氏叶蜂

幼虫的数目降低的幅度要高于半自然林区高于人工

林区;其次,由图2 不同生境下叶蜂对油茶春梢的危

害率比较可以看出:精细耕作的西村阮公亭样地春梢

的危害率> 半自然状态的西村河北样地春梢的危害

率> 纯自然状态的巫家样地春梢的危害率;第三,通

过图 3可以看出:随着油茶林区距由高大乔木,灌木

和草本植物较多的混合林区距离的增加,油茶史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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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的危害程度加剧。所以, 维持油茶林区及周边环境

的生态复杂性对保护油茶林区的生物多样性,提高油

茶林区的生态修复功能,控制和降低油茶史氏叶蜂等

病虫害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油茶的栽培都是选择在坡度比较小的丘陵

地带,周边和(或)中间的山顶多有高大乔木并伴有矮

小灌木的森林且林下有大量的开花植物。这样的环境

对于单一栽培的油茶人工林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给

油茶传粉昆虫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 同时也为鸟类等

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提供良好的栖息地环境,毕

竟像伯劳等食虫鸟多筑巢于庄稼地或菜地边缘区域

的高大乔木上 [ 20]。

鸟类(尤其是白头鹎和伯劳等食虫鸟)通过捕食

可以明显地降低有些食草昆虫的密度[ 14, 21, 22] ,降低食

草昆虫对植物的食草作用。油茶史氏叶蜂幼虫活动能

力差,无毒毛、毒腺等警戒色,比较有利于食虫鸟的捕

食。同时, 在4 月中下旬, 白头鹎和伯劳正处于育雏

期[ 20 , 23] ,需要大量的食物来抚育后代。初步认为白头

鹎和伯劳等食虫鸟对油茶史氏叶蜂幼虫有一定的捕

食作用。主要证据有:第一, 通过在几个样地的野外观

察发现: 4月份白头鹎和伯劳等食虫鸟经常停留在油

茶的外侧春梢枝条上并有捕食的行为,而此时间段油

茶春梢上的叶面虫害主要是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第

二,纯自然林的宜春巫家样地周边及林区中间的高大

乔木较多,鸟类的密度明显高于半自然林区的西村河

北样地、也高于人工林的西村阮公亭样地, 而由图 1

可以看出:巫家样地的虫害最轻, 西村阮公亭的油茶

史氏叶蜂虫害最为严重,同时由图1先后2次的统计

数据来看,鸟类最多的巫家样地变化幅度最大(由于

第2次观察的时间比较早, 很少有油茶史氏叶蜂幼虫

落到油茶树下入土) ,在鸟类密度最小的西村样地变

化幅度最低; 第三,由图3可以得知:无论在宜春西村

阮公亭样地还是在宜春巫家样地,随着距鸟类栖息地

森林的距离加大, 油茶春梢上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的虫

口密度在加大,而一般食虫鸟的活动频率与离巢的距

离成副相关 [ 8] ; 第四,在先后对油茶春梢上油茶史氏

叶蜂幼虫数目统计的过程中还发现:同一个样地上,

绿色叶面油茶春梢上的油茶史氏叶蜂幼虫的变化幅

度要明显小于红色品系叶面的春梢, 绿色油茶叶面对

绿色的油茶史氏叶蜂幼虫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可能

加大了白头鹎和伯劳等食虫鸟对油茶史氏叶蜂幼虫

的捕食难度。

综上所述,油茶史氏叶蜂幼虫是油茶叶面(尤其

是春梢叶面)的一种主要害虫,它通过咀食春梢叶面,

影响到春梢的发育、夏梢的发育、花芽的分化、花芽的

绝对数目、座果的数目、落果率等,进而严重影响油茶

的产量。维持油茶林区及油茶林周边环境的生态复杂

性, 为食虫鸟及其他捕食性天敌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和

食物资源,对于防治和控制油茶林区的虫害是非常重

要的。但是食虫鸟对油茶史氏叶蜂幼虫捕食的直接证

据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同时,还需要对油茶史

氏叶蜂幼虫的其它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做进一

步地研究,为实现将来对油茶史氏叶蜂幼虫虫害的生

物防治提供本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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