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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河流廊道效应!以新疆巴楚县

夏河林区胡杨林分布区作为研究区域!研究胡杨春尺蠖的传播规律!在前期采用多时相#中等分辨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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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春尺蠖的空间

分布体现出明显的河流廊道效应!距河流越远!虫害发生率越低!河流是其重要的传播途径$林业部门要注重对胡杨

春尺蠖发生的重点区域进行精准防治!使春尺蠖发生的热点区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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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耐旱耐涝%是自然界稀有的树种之一&

#

'

(

塔里木盆地的西南缘巴楚县夏河林区是新疆少数几

个胡杨林分布的集中区域之一&

!%

'

%天然胡杨林面积

达
$;?c#"

H

>0

!

%夏河两岸丛生胡杨(近年来%胡杨

林病虫害较为严重%其中尤以春尺蠖虫害最为严

重&

H

'

(春尺蠖属鳞翅目%尺蛾科%是一种食叶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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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贾翔#叶尔羌河流域胡杨春尺蠖虫害分布的河流廊道效应分析

是胡杨林的重要害虫(春尺蠖于
#&-$

年
%

月首次

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胡杨林中发现%此后迅速蔓延%现

已遍布研究区所在的塔里木河胡杨林中&

-

'

(由于夏

河林区胡杨林面积大)分布范围广)难以深入)虫害

传播速度快%目前只能采用飞防%但飞防无法进行精

准防控%防治率偏低%效果也不甚理想(春尺蠖严重

威胁着胡杨林的生存和人工绿洲的生态安全&

'

'

(如

何高效精准定位虫害发生区域并掌握虫害传播规

律%成为虫害防治中一道迫在眉睫的难题(

目前针对春尺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环境)

空间分布及防治措施等方面&

?

'

%娄国强等&

$

'研究证

实新疆和田地区
!""#

年
b!""%

年胡杨春尺蠖种群

呈聚集分布且动态变化(余昊等&

&

'分析并模拟了春

尺蠖的成虫)卵块和
#

龄幼虫的种群分布状况(白

彬等&

#"

'分析了
!""%

年
b!""'

年塔里木河流域春尺

蠖的空间分布规律并掌握了其与土壤)降水量)最低

温度等地理生境要素之间的关系(黄铁成&

##

'通过

R]+VGW+SV

数据构建了时间序列曲线并最终确

定虫害发生区域(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春尺蠖

的防治上%如用药的多少和用药之后达到的效果预

测和检验&

#!#H

'

(

胡杨春尺蠖幼虫一般通过吐丝进行迁移%迁移

的范围大小与吐丝时风力的大小息息相关%在其吐

丝过程中若有人)牲畜)车辆等外物介入%也会随

着这些媒介进行迁移%这在野外调查中得到了证

实(在野外调查中也发现胡杨春尺蠖的空间分布

呈现明显的廊道效应%即春尺蠖发生区域随着距离

河流的远近%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距离河流越

近%虫害发生率越高%反之%虫害发生率越低(

关于廊道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扩展&

#-

'

)景

观格局&

#'

'

)轨道交通&

#?

'等方面(

N67

8

O4132

等&

#$

'

运用多源遥感数据研究发现赣州区的城市扩展有明

显的廊道效应$周华荣等&

#&

'研究发现林地)湿地景

观一般都集中分布于沿河两岸
#"X0

缓冲带%且距河

越近斑块密度越大%最大斑块指数也越大$

I7_413A0

等&

!"

'利用空间分析统计方法来分析亚的斯亚贝巴

轻轨的空间可通达性)用户人口和覆盖范围%轻轨的

廊道效应比较明显%识别服务区域中的具有重叠范

围的站点%可为站点选址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提高轻

轨的使用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有关虫害分布的廊

道效应现象尚未见公开报道(

本文基于上述发现%借助
!""#

年
b!"#'

年的
R]/

+VG#%*#W+SV

数据确定胡杨春尺蠖的发生区域%

分析不同宽度的河流廊道内春尺蠖发生面积和发生

率%验证春尺蠖在分布空间上具有廊道效应%为有关

部门对春尺蠖进行针对性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作为巴楚绿洲生态的重要屏障%夏河林区内分

布着茂密的原始胡杨(该区域内河流较多%有叶尔

羌河)提孜那甫河)突来买买提河和克孜河%但多为

季节性河流%最终与和田河汇合后注入塔里木河(

选择远离居民点%位于胡杨林深处的非飞防区域作为

研究区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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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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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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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0

!

(

图
!

!

研究区胡杨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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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01

C

野外调研数据#结合实地情况%利用典型抽样

方法%选取
#-

个固定样地!图
#

"%样地规格
#""0c

#""0

%每个样地选取
!"

株胡杨!涵盖多个郁闭度"%

于每年
!b-

月到各样地进行详细调查%主要记录单

位枝)株各虫龄尺蠖数量等指标(

R]+#%*#

植被指数#选用
!""#

)

!""'

)

!"##

和

!"#'

年
R]+#%*#

的.

!-"0#'/_1

9

W+SV

/波段%

制作
W+SV

时间序列曲线发现特征点并提取春尺蠖

虫害信息(覆盖研究区的
R]+#%*#

影像有
!

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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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号为
%!&'"&

和
%!&'"(

!每年
!)

期!共计
$!

期

#*&

幅"

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

供的
#+!(

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包括行政界

限$省市县地标$主要河流$公路铁路等矢量要素

数据"

软件使用#

,-./(0&1/23*04

批量处理

562#)7#

影像!

89:;/<#"0(

处理矢量数据"

!"#

!

分析方法

!0#0!

!

562/<#)7#-2./

数据的预处理

综合实地调查虫情数据和黄铁成%

##

&的研究成

果后发现!研究区胡杨春尺蠖发生于每年的
)=(

月!

)

月下旬至
&

月中下旬为春尺蠖幼虫期!在此期

间幼虫大量啃食胡杨幼芽和幼叶!致使
-2./

骤减"

因此将
!""#

$

!""4

$

!"##

和
!"#4

年作为研究年份!

借助
562/<#)7#

影像!分析
-2./

曲线特征点!诊

断并分离春尺蠖虫害信息!从而提取夏河林区胡杨

春尺蠖分布区域"

借鉴黄铁成%

##

&的处理方法!利用
,-./1/23

对
562#)7#

影像进行波段提取$数据镶嵌$投

影变换$图像裁剪$波段融合等批量处理!采用
<>

;

滤波方法%

!"

&分析并重构上述得到的时间序列

曲线!使其能够更好地体现
-2./

的整体趋势!

从而得到研究区
&

年
$!

期的
-2./

时间序列曲

线'图
!

("

图
#

!

胡杨
$%&'

时间序列曲线

()

*

"#

!

$%&'+),-.

/

-0+12,0213-45!"

#

$%$&'$

#

()*+,-*

春尺蠖的幼虫暴食期处于第
?

期到第
$

期之

间!这段时间内遭受虫害的胡杨林
-2./

值降低"

因此仅对
&

年的第
?

期和第
$

期数据进行波段运算

'第
$

期
=

第
?

期(!最终得到
!"#$

差!该值范围为

%

=#

!

#

&"运用
89:;/<#"0(

的重分类功能!将

!"#$

差为%

=#

!

"

(的区域即春尺蠖虫害发生区域

分为
&

个等级#

#

级代表极重度虫害发生区域!

!"#$

差为%

="0#)4?

!

="0"#)?

()

!

级代表重度

虫害发生区域!

!"#$

差 为%

="0"#)?

!

="0""*!

()

)

级代表中度虫害发生区域!

!"#$

差为%

="0""*!

!

="0""&!

()

&

级代表轻度虫害发生区域!

!"#$

差为

%

="0""&!

!

"

()

(

级代表无虫害发生区域!

!"#$

差

为%

"

!

#

&"最终得到
!""#

年
=!"#4

年虫害各等级

的空间分布'图
)

("

采取混淆矩阵%

!!

&方法!用
!"#4

年现地调查实

际采集的
#(

个固定样地中的
)""

株样木春尺蠖数

据与虫害各等级空间分布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平均

精度达
$(@

!证明了上述结果和提取方法的适

用性"

!0#0#

!

胡杨林春尺蠖的廊道效应验证

廊道效应是指距河流主干道远近胡杨春尺蠖发

生率的变化规律!即大体上是距河道越远!虫害发生

越少"

基于河流廊道宽度的研究!分析不同宽度的河

流廊道内胡杨春尺蠖的发生情况!通过不同宽度的

河流廊道内的胡杨春尺蠖发生面积!得到各廊道内

河流春尺蠖的发生率!从而证明春尺蠖在空间分布

上具备廊道效应"而对研究区春尺蠖的研究正好可

以反映出春尺蠖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河流廊道效应!

结合实地调查数据对其进行验证"

#

(研究区主要河流缓冲区构建

根据研究区河流范围和影像数据特点!采用缓

冲带分析方法!距河道两侧各
"0(AB

'共计
#AB

(

划分一个缓冲带!共划分
?

个缓冲带!具体为
#

$

!

$

)

$

&

$

(

$

#"

和
!"AB

的缓冲带'图
&

("

!

(胡杨春尺蠖发生情况随距河道远近的变化

89:;/<#"0(

的廊道分析工具主要是计算两个

输入累计成本栅格的累计成本总和!运用该工具!对

每年各缓冲带的胡杨春尺蠖虫害发生情况进行分

析!计算每年胡杨春尺蠖虫害的发生率'表
!

("

)

(廊道效应验证的固定样地设置

在设置样地时!主要考虑其通达性和距河流的

远近!离河流不能太远或太近!充分考虑每条河流和

各个郁闭度的胡杨"研究区主要有
&

条河流!在
#(

个固定样地共
)""

株样木!每株样木的东南西北方

向各选取
#

个标准枝!样枝长
(":B

!细数每个标准

枝的幼虫数量!将各方向标准枝上幼虫数量的均值

作为样木的幼虫数量!并做记录"

林业调查部门于
!""#

年
=!"#4

年每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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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针对固定样地进行调查%同时作者所在课题组于

!"#!

年
b!"#'

年的每年
%bH

月赴样地进行实地调

查%重点调查幼虫数量%最后得到近
-

年每株样木的

幼虫数量!表
%

"(

图
6

!

研究区
5NN!

年#

5NN9

年#

5N!!

年#

5N!9

年胡杨春尺蠖虫害各等级空间分布

;-

<

%6

!

&4*/

?

'3-')

?

'33*,2@A0

#

&/*).1,/.2)+,+.'(@2%&

#

'"'()'

#

*+,-./,A,@.5NN!

$

5NN9

$

5N!!'215N!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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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叶尔羌河流域河流廊道区域

;-

<

%7

!

O@B'3-@2.'

?

@A34*,-J*,B@,,-1@,-234*

P',E'21"',

C

',-J*,('/-2

5

!

结果与分析

5%!

!

胡杨春尺蠖的空间格局

近
#'

年来研究区胡杨春尺蠖的发生范围在逐

步扩大%且扩大较为明显!图
%

"(

!""#

年%春尺蠖发生区域相对较为分散%在叶

尔羌河流域分布相对多一点(在极重度区域附近零

散分布有重度和中度发生区域(轻度发生区域大部

分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地区%整体来说无虫害的面

积比例占据非常大%虫害发生程度较低(

!!

!""'

年%春尺蠖发生区域分布在叶尔羌河流域

两岸%在叶尔羌河和提孜那甫河中间分布的也相对

集中%在突来买买提河和克孜河附近也有极重度虫

害的发生%但相对叶尔羌河附近的极重度区域来说

较为分散%面积相对较小(重度发生区域有两个集

中分布区%即叶尔羌河的中部和突来买买提河的下

游%中度发生区占次年重度区域面积的
$-e

(中度

发生区域出现在突来买买提河和叶尔羌河%主要靠

近重度区域%分布也较为集中(轻度区域主要分布

在提孜那甫河附近和研究区的中部(无虫害发生的

区域占一半以上(

!"##

年%春尺蠖发生区域主要出现在克孜河)

叶尔羌河与提孜那甫河%分布较为集中%分布面积增

加(重度发生区域分布在
G%"&

省道附近%在叶尔羌

河流域将极重度区域包围在中间%在研究区的中部

地区也有一片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域(中度发生区域

主要分布在重度区域的周围%分布于研究区的各处%

中间夹杂着轻度区域(

!"#'

年%春尺蠖极重度发生区域主要分布在中

部地区%一部分在叶尔羌河和突来买买提河中间%另

一部分在克孜河和
G%"&

省道之间(重度发生区域

也集中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地区%中度发生区域分

布在极重度和重度区域的周围%分布范围较广且分

散%面积较大(轻度发生区域分布的范围更为分散%

基本无大面积的集中分布区域(

近
#'

年来胡杨春尺蠖的发生面积逐年增加%且

增加趋势较为明显!表
#

"(其中#极重度)重度)中

度)轻度发生区占比分别提高了
H;&$

)

##;%'

)

#&;-!

)

!H;'!

百分点%无虫害区占比则下降了
-&;H$

百分点(

表
!

!

5NN!

年
Q5N!9

年夏河林区胡杨春尺蠖不同虫害等级结构表

&'()*!

!

"-AA*,*23

<

,'1*/@A

?

*/3-2/*B3@BB0,,*2B*-234*R-'4*A@,*/3,*

<

-@2A,@.5NN!3@5N!9

虫害等级

CA:53APA3

!""#

面积,
>0

!

IMA1

百分比,
e

CAM<A751

8

A

!""'

面积,
>0

!

IMA1

百分比,
e

CAM<A751

8

A

!"##

面积,
>0

!

IMA1

百分比,
e

CAM<A751

8

A

!"#'

面积,
>0

!

IMA1

百分比,
e

CAM<A751

8

A

极重度虫害

.U5MA0A3

9

:APAMA

L

A:5

?-;-" ";"$ #'"';!- #;?& %##!;-" %;H' H--";"" -;"'

重度虫害
GAPAMA

L

A:5 H"';!- ";H- '%!-;"" ?;"H $&!-;"" &;&% #"'#!;-" ##;$#

中度虫害
R6_AM15A

L

A:5 &"';!- #;"# &!$?;-" #";%H #-H'!;-" #?;!# #$HH%;?- !";-%

轻度虫害
R23_

L

A:5 #'#!;-" #;$" #%H$?;-" #-;"# #&$%?;-" !!;"$ !!$%?;-" !-;H!

无虫害
W6

L

A:5 $'$H%;!- &';'' -&#%?;-" '-;$! H!-"';!- H?;%# %%H"";"" %?;#$

合计
N6513 $&$H%;?- #"";"" $&$H%;?- #"";"" $&$H%;?- #"";"" $&$H%;?- #"";""

5%5

!

胡杨林春尺蠖发生的廊道效应

5;5;!

!

廊道效应胡杨距河道远近的分布变化

提取每个缓冲带内的胡杨林分布!图
H

"%发现

离河道!

"

%

#

')!

#

%

!

')!

!

%

%

')!

%

%

H

')!

H

%

-

')!

-

%

#"

')

!

#"

%

!"

'

X0

的胡杨林面积分别为
#-?$#

)

#!H'!

)

#"#""

)

$!HH

)

-&-"

)

#?#&H

)

#'H#%>0

!

%合计占研究区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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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林总面积的
&';#?e

%能够覆盖大部分的胡杨林区

域%在研究廊道效应时具有代表性(整体表现出距离

河流越远%胡杨林的分布面积越小%郁闭度越低(

5;5;5

!

廊道效应虫害距河道远近变化验证

运用河流缓冲区分析方法%对虫害发生区域进

行叠加分析后发现%

!""#

年
b!"#'

年距离河流
#

X0

内的胡杨春尺蠖发生率最高%均高于当年虫害发

生的平均水平%且距河流越远虫害发生率越低%这种

现象较为明显!表
!

"(因此研究区胡杨春尺蠖虫害

发生情况具有明显的廊道效应(

表
5

!

胡杨春尺蠖发生情况随河道距离的变化

&'()*5

!

#BB0,,*2B*J',-'3-@2@A0

#

&/*).1,/.2)+,+.'(@2%&

#

'"'()'

#

*+,-./,I-3434*1-/3'2B*A,@.34*,-J*,

虫害等级

CA:53APA3

!""#

虫害面积,
>0

!

IMA16T

L

A:5

6<<4MMA7<A

虫害率,
e

V7<2_A7<A

M15A

!""'

虫害面积,
>0

!

IMA16T

L

A:5

6<<4MMA7<A

虫害率,
e

V7<2_A7<A

M15A

!"##

虫害面积,
>0

!

IMA16T

L

A:5

6<<4MMA7<A

虫害率,
e

V7<2_A7<A

M15A

!"#'

虫害面积,
>0

!

IMA16T

L

A:5

6<<4MMA7<A

虫害率,
e

V7<2_A7<A

M15A

&

"

%

#

'

#"&%;?- ';&% H""';!- !-;%& '!?-;"" %&;?' $?%?;-" --;%?

!

#

%

!

'

?#!;-" -;?! %#"";"" !H;$? H&%#;!- %&;-? '$$?;-" --;!?

!

!

%

%

'

%$?;-" %;$H !H"';!- !%;$! %&-";"" %&;## --%#;!- -H;?'

!

%

%

H

'

!#$;?- !;'- #&-";"" !%;'- %!"";"" %$;$! HH-";"" -%;&$

!

H

%

-

'

#-';!- !;'% #%$#;!- !%;!# !%"';!- %$;?' %!"";"" -%;?$

!

-

%

#"

'

&$?;-" -;?H !$'!;-" #';'- 'H$?;-" %?;?% $?%?;-" -";$!

!

#"

%

!"

'

?#!;-" H;%H !-?-;"" #-;'& -?"";"" %H;?% $##!;-" H&;H%

合计
N6513 H!'$;?- H;&' #$!$#;!- !#;!! %!$-";"" %$;#% H-'-';!- -%;""

5;5;6

!

廊道效应固定样地验证

通过表
%

可以发现%各样地的春尺蠖数量与该

样地距离河流的距离呈现负相关关系%距离河流越

远%样地的春尺蠖数量越低%整体上体现了春尺蠖虫

害发生情况具有廊道效应(

为了更加精确地验证廊道效应%将
%""

株样木

的春尺蠖数量!表
%

"与该样木离所处河流的距离进

行拟合!图
-

"%拟合度达到
";$#-$

%拟合效果较好%

春尺蠖数量与该样木离河流的距离具有负相关关

系%基本呈现距离河流越远虫害发生率越低的趋势%

实地调查数据反映了春尺蠖虫害发生率具有明显的

廊道效应(

结合图
H

和表
%

发现%在平行河流的方向%在同

一平行面下%春尺蠖数量变化较小%即春尺蠖的发生

情况相对一致$在与河流垂直的方向%春尺蠖的数量

随着距河流距离增大呈现下降的趋势%即春尺蠖数

量与离河流距离成负相关%离河越远%春尺蠖数量越

少(

H

个样地的数据全部符合廊道效应的表现(

表
6

!

样地样木的胡杨春尺蠖发生情况

&'()*6

!

#BB0,,*2B*@A0

#

&/*).1,/.2)+,+.'(@2%&

#

'"'()'

#

*+,-./,-2/'.

?

)*

?

)@3/

样木

编号

G10

L

3A

76;

春尺蠖数量,头
W40@AM:6T4

,

')0(*@#)*$(&#&*.3

叶尔羌河
)1MX175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H

G25AH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提孜那甫河
N2=271T4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突来买买提河
N4M2015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H

G25A#H

克孜河
(M45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 %! ? % ! #& % ! % ! ! H % ! - !

! %# ' % H #& " H % ! ! " H % H !

% !$ ' % " #? " " % # H " - ! H #

H %! ? % H #& # H % ! " ' " H - !

- %# ' % % #& ! % % ! % " - ! H !

' !H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H %

$ !# H ! " #% # " H " - # " % % "

& !H - ! H #- H H " # " ! - " - #

#" !% - ! - #H " - H " % ! " " ! "

## !" H ! " #! " " " ! H # " ! " !

#! #& H ! " #! " " ! # " % H % ' #

#% #? % ! " #" " " H % " " " " ! %

#H #- % # % & % % " " " " " " H "

-

-?#

-



!"#&

续表
6

!

&'()*6

%

D@23-20*1

&

样木

编号

G10

L

3A

76;

春尺蠖数量,头
W40@AM:6T4

,

')0(*@#)*$(&#&*.3

叶尔羌河
)1MX175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H

G25AH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提孜那甫河
N2=271T4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突来买买提河
N4M2015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样地
#H

G25A#H

克孜河
(M45M2PAM

样地
#

G25A#

样地
&

G25A&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H ? # H " " " H " " ! "

#$ #% % " " $ % " " H " " " " % H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H " ! " ! "

合计

N6513

H!' $? H" %H !-& !" %H HH !H %" %" %& !- '# !H

图
8

!

样地样木的胡杨春尺蠖数量与距河流距离散点图

;-

<

%8

!

GB'33*,

?

)@3@A34*20.(*,@A0

#

&/*).1,/.2)+,+.'(

'2134*1-/3'2B*/A,@.34*/'.

?

)*1I@@13@34*,-J*,

6

!

结论与讨论

胡杨对于稳定干旱荒漠河流地带的生态平衡%

防风固沙%调节绿洲气候和形成肥沃的森林土壤%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受到人为过度开发

因素的影响%大量胡杨林消失%加之气候和生态环境

的变化%导致现有的胡杨林大范围衰败%病虫害广泛

蔓延%尤以胡杨春尺蠖发生最为严重(因此%科学监

测虫害的发生状况%深入了解其传播规律%对于及时

高效的治理和预防病虫害意义重大(

#

"

!""#

年
b!"#'

年胡杨春尺蠖分布有一个显

著的特点%即虫害分布基本都是低一等级的发生区

域包围着高一等级发生区域(即极重度区域周围大

多分布着重度区域%重度区域周围分布着中度区域%

以此类推(在夏河林区%胡杨春尺蠖的蔓延方向是

从虫害发生区域向周围蔓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虫

害扩散源的症状逐渐加重(目前%春尺蠖对夏河林

区胡杨林的危害越来越大%虫害发生率超过
-"e

%

形势非常严峻%所以必须对其进行飞防%针对每年的

极重度胡杨春尺蠖发生区域开展专项治理(

!

"研究区的胡杨林主要分布在距河道
"

&

-X0

范围%缓冲带面积的变化正好体现出距河道远近与

胡杨分布的相关关系%主要由于越远离河流%胡杨获

得的水分供给越少%胡杨的生长环境越差%故而距离

河流越远%胡杨面积越小%反之%距离河流越近%胡杨

的分布面积越大%且越集中(邱琳&

!%

'借助
F\/#

)

1̀7_:15$

和
OK#I

,

Q

数据研究发现塔里木河中

游的胡杨林主要沿河道分布%邻近沿河道处植被覆

盖度相对较高%远离河道处植被覆盖度较低(本文

的研究结论与其一致(

%

"廊道按起源分为人工廊道和自然廊道&

!H

'

(

本研究中的廊道为自然廊道中的河流廊道(河流廊

道体现在随着距离河流的远近%胡杨林春尺蠖发生

区域出现有规律的变化(因距离河流越远%胡杨面

积越小%在验证胡杨春尺蠖发生情况是否具有廊道

效应时%不能仅仅依靠廊道分析得出的虫害分布面

积来推算是否具有廊道效应(因此本文提出胡杨春

尺蠖虫害率%即利用每个缓冲区虫害胡杨面积与该

区胡杨总面积之比%来衡量这个缓冲区内胡杨春尺

蠖的发生情况%进而验证其是否具备廊道效应%以有

效避免因胡杨林分布具备廊道效应的影响(

在河流附近区域分布的胡杨春尺蠖虫害等级相

对较高%随着与河流距离增加%虫害等级逐渐降低%

且越是河流的交叉处%春尺蠖分布越集中(这体现

了胡杨林春尺蠖在扩散蔓延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河

流廊道效应(实地调查数据证实%胡杨春尺蠖数量

与其离河流的距离具有负相关关系%但其关系并非

呈现线性关系%拟合发现指数函数较为合适%拟合度

较高%可能是受到河流和样地样木的差异以及道路)

农田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野外调查中%发现春尺

蠖蛹可随流水转移%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将蛹进行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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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贾翔#叶尔羌河流域胡杨春尺蠖虫害分布的河流廊道效应分析

水试验%长时间灌水后%并未发现蛹死亡%且在第二

年可正常羽化%表明蛹不怕水%且可随水流转移(春

尺蠖的传播途径不仅限于河流%同时还包括风)人)

牲畜)车辆等多种方式%因此深入探究其空间分布的

驱动因子和传播途径以便提出针对性防治措施也成

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H

"

!""#

年
b!"#'

年%胡杨春尺蠖发生率逐年

上升%如果不进行防治%其发生面积还会进一步增

加%且发生程度会更加严重(在进行春尺蠖防治时%

要注重对当年极重度虫害发生区域进行防治%可以

减轻第二年虫害的发生情况%同时可适当对虫害发

生的严重区域进行精准防治%使严重区域减少(

目前关于胡杨林分布区
W+SV

的研究主要使用

R]+VG#%*#

数据%该数据获取简便且易处理%但存

在分辨率较低的缺点(虽然研究区属于干旱荒漠地

带%相对于其他区域受到云等其他因素的干扰小%但

是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一定的误差(在后续研究过程

中%应结合野外调查数据%进一步提高数据的精确

度%力争做到精准监测精准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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