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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材小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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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东南亚地区为害松属植物的重要害虫%为掌握该虫在中国南方的

发生情况及其共生真菌种类%本文通过检视标本馆标本和野外调查%并对采集的标本携带的真菌进行分类培养%利

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对获得的真菌种类进行鉴定$本文提供了松树材小蠹的鉴别特征%记录了其在中国南方的发

生情况&地理分布&寄主等%同时分离出共生真菌
(

种%并确定其储菌囊中的优势真菌+++

C(

))

(&.&(U=%('H,,

$松

树材小蠹对寄主植物的危害极有可能引起或加速其他病害发生%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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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蠹是重要的林业害虫"多数小蠹通过钻蛀树皮

组织直接破坏植物营养和水分的传导导致植物死亡"

部分取食树皮的小蠹进化为利用真菌"协同为害树木

的攻击模式(

$

)

#例如脐腹小蠹
!3#.

:

%*1135&7

:

'&Q,

的

伴生菌
G

"

5,#1%#0(*.0,

和
G>/#7#4*.0,

%红脂大小

蠹
E&/$'#3%#/*17(.&/1

与其伴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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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切梢小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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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其伴生菌
K'#10(//,(

:

*//(/&/1,1

等(

+!

)

"这类小

蠹虽然利用真菌"但仍主要取食树皮韧皮部组织"部

分小蠹仅以其种植在虫道内的真菌为食"即食菌小

蠹#有些食菌小蠹的主要共生真菌是植物病原菌"

通过小蠹的传播直接导致寄主植物死亡"例如小圆

胸小蠹
F*Q(..(3&(

)

#'/,3(%*1

的共生菌
B*1(',*0

(0?'#1,*1

%红湾鳄梨材小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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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食菌小蠹"为害

松属植物"但国内对其研究甚少"小蠹分类专著1中

国经济昆虫志2*第二十九册 鞘翅目 小蠹科+

(

/

)以及

最近出版的1中国小蠹科分类纲要2

(

&

)均无该种记

录"仅有少数外文文献对其在中国的分布做了简单

介绍"针对其共生真菌的种类鉴定报道也很

有限(

$,

)

#

松属植物
8,/*1J

TT

%

因其耐干旱耐瘠薄等特点

成为我国南方重要造林树种"其中马尾松
8>0(11#4

/,(/(

占我国南方人工林面积的
#,'

!

!,'

(

$$

)成为

南方丘陵地区群落演替的先锋树种(

$+

)以及重要的

森林景观树种(

$#

)

#

+,$!

年
.+,$/

年作者在对南方

松树病虫害进行调查时发现"南方多省市的马尾松

遭到小蠹为害"经鉴定确认为松树材小蠹#虽然我

国曾在云南和台湾发现过松树材小蠹(

$!

)

"但尚无相

关描述和发生记录#本文在全面调查松树材小蠹的

基础上"对松树材小蠹在我国的分布和寄主情况进

行核对和更新"并对其共生真菌进行了分离培养和

种类鉴定"一方面深入了解松树材小蠹的为害特征"

弥补研究上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松树林的管

理以及松树材小蠹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检视标本

检视存放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

物馆%拱北海关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森林昆虫实验

室的标本"显微镜下观察松树材小蠹形态特征并进

行鉴定"记录并整理样本采集信息#

!%4

!

样本采集

+,$!

年
.+,$/

年在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

南%贵州%云南和安徽的松树林进行小蠹害虫的调

查"抽查上述各地的主要松树林区"在树林中观察到

小蠹的为害状后对其进行采集"记录并统计松树材

小蠹发生情况和发生数量"将采集到的小蠹样本连

同虫道一起装入采集袋内"后期于实验室进行鉴定

以及后续真菌分离培养#

!%9

!

共生真菌

!%9%!

!

共生真菌的分离培养

菌种分离采用马铃薯葡萄糖琼脂*

2Q3

+培养

基#材小蠹属的储菌囊位于头部口器后方(

$-$"

)

"因

此需将鉴定后的松树材小蠹头部切下"将切下的头

部浸泡并粉碎于
-,,

(

K

的
2Z1

溶液中"将
2Z1

溶

液稀释
$,

倍和
$,,

倍#将稀释的溶液涂抹在
2Q3

平板培养基上#平板置于恒温
+-e

培养箱内黑暗

条件下培养#定时观察"对分离到的真菌进行纯

化(

$(

)

"每例样本分离得到的所有菌株都以每种形态

至少一个纯化进行保存#

!%9%4

!

真菌鉴定

采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对所有分离获得的真菌

种类进行鉴定#用手术刀从纯化菌株培养基上刮取

-,D

A

分离纯化的菌丝"采用
4HQ HW>7CU>S6S

3D

T

FX

F:JJO82R4 5:>

提取
Q63

"并用引物

LF1$G

!

-kSRFFPPFR3FFF3P3PP33PF33S#k

和
LF1!

!

-kSFRRFRRPRFF3FFP3F3FPRS#k

扩

增
LF1

序列#

K4V4

!

-kS3RRRPRFP33RFF3S

3PRS#k

和
K4-

!

-kS3RRRPRFP33RFF33PRS#k

扩增
+/1Q63

序列#

2R4

反应体系为
+-

(

K

!模

板
$

(

K

"

278D:W-(

R

FX

*

HW-(

R

FX\87J:<I+%,

'

FC5C4CZ:<LIU%

+

$+%-

(

K

"引物各
$

(

K

"蒸馏水

&%-

(

K

#扩增程序为!

&-e!D:I

'

&!e#,J

"

--e

!,J

"

(+e$+,J

"循环
#!

次'

(+e-D:I

#对
2R4

扩

增产物的测序由金唯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8I8;:]

LIU%

+完成#将测得的
LF1

和
+/1

序列在
P8IZCId

进

行比对"对获得的同源序列进行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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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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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地位和鉴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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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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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鞘翅目象甲科
RO7UO@:<I:)C8

小蠹亚科
1U<@

B

>:IC8

材

小蠹族
[

B

@8?<7:I:

材小蠹属
M

:

.&?#'*1

"异名有
M

:

.&4

?#'*1

"

,/,3#.(H

AA

87J$&#,

%

M

:

.&?#'*1$&%&3%*11U*8)@

$&(-

%

M

:

.&?#'*1

"

,/,7#'*1Z7<;I8$&/,

(

$/$&

)

#

&

/!$

&



!"

卷第
#

期 李猷等!松树材小蠹
M

:

.&?#'*1

)

&1%,7*1H:U**<==

*

1U<@

B

>:IC8

!

[

B

@8?<7:I:

+在中国南方的发生及其共生真菌研究

4%!%4

!

鉴别特征

雌虫体棕红色至黑色*图
$C

+"足及触角棕黄

色"前胸背板和头部颜色略浅#体长
#%(

!

#%&DD

#

被毛淡黄色至金黄色"细长%稀疏"近均匀分布"额部

绒毛略密集#

头部额面扁平"表面微网状"额面无中隆线'复

眼肾形"凹刻位于前缘近顶端
$

$

#

处'触角鞭节近圆

形"触角基部位于复眼凹刻的下缘#

前胸背板长大于宽"长宽比约为
$%+

'背面观前

胸背板前缘圆凸"背板前
$

$

+

为瘤区"后
$

$

+

为刻点

区'侧面观背板距前缘
$

$

+

处凸起为最高点"并向前

缘呈弧形强烈下倾"后
$

$

+

平直'在背板前缘无凸起

瘤凸'瘤区底面密网状"刻点区细小刻点"近乎平滑#

小盾片表面光亮"近正三角形"末端钝圆#

鞘翅长度约为前胸背板长度的
$%"

倍"为两翅

合宽的
$%(

倍'背面观鞘翅两侧缘呈直线延伸"平

行"在近翅末端
$

$

-

处开始收缩'侧面观鞘翅前
#

$

!

水平向后延伸*图
$?

+"后
$

$

!

向下倾斜形成斜面

*翅坡+"无明显的斜面起点'刻点沟不明显凹陷"刻

点较大呈圆形"边缘清晰*图
$U

+'斜面下侧缘边较

短'第
$

!

#

沟间部有
-

!

"

个微小齿突"上下排成

纵列#

足扁宽"前足腿节约为胫节宽的
$%-

倍"前足胫

节侧缘近端部生有
+

个小齿"前缘有
-

个小齿#

腹板色浅光亮"略凸起"

$

!

!

腹板后缘及两侧

具稀疏微小刻点"第
-

腹板近半圆形#

雄虫较雌虫略小"体色浅"无后翅"前胸背板前

缘中部有一个角状凸起*图
+

+#

4%!%9

!

与近似种的区别

松树材小蠹体长大于多数材小蠹"寄主范围较

窄*见
+%+%+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具有近似生态位

为害松树的只有阔面方胸小蠹
F*Q(..(3&(7(.,$*1

一种#此外在检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

博物馆馆藏标本时"作者发现部分松树材小蠹标本

被鉴定为长亮方胸小蠹
F>

"

'(&7,*1

*异名!长亮材

小蠹
M>

"

'(&7,*1

+#同时由于阔面方胸小蠹和坡面

方胸小蠹
F>,/%&'

L

&3%*1

形态相似"所以本文以这

!

种小蠹编写的检索表如下!

$

!

前胸背板前缘较宽平"背面观呈正方形
+

""

前胸背板前缘明显弧形"背面观不呈正方形

#

"""""""""""""""""""

+

!

鞘翅上刻点行
+

在翅坡末端处有瘤凸"鞘翅坡面

较为平缓 坡面方胸小蠹
""""""""""

鞘翅上刻点行
+

在翅坡末端处无瘤凸"鞘翅坡面

较陡 阔面方胸小蠹
""""""""""""

#

!

体长大于
#%-DD

"前胸背板红棕色"鞘翅颜色较

深 松树材小蠹
""""""""""""""

体长小于
#%#DD

"前胸背板与鞘翅一样为深红

色 长亮方胸小蠹*中国暂无分布+

""""""

阔面方胸小蠹和坡面方胸小蠹完全成熟个体体

黑色"体型较松树材小蠹更粗壮"前胸背板前缘较宽

平"背面观呈正方形"而松树材小蠹前胸背板颜色

为红棕色#

图
!

!

松树材小蠹雌虫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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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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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8#'*1

)

&1%,7*1

!

图
4

!

松树材小蠹雄成虫

"#

$

%4

!

V01&-.>

0

5&8#'*1

)

&1%,7*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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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与寄主

4%4%!

!

分布

松树材小蠹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除我国外

已有记载的国家有!日本%泰国%越南和缅甸(

$!

"

+,

)

#

在中国"之前已有记载发生的省份有台湾和云

南(

$!

)

#通过
+,$!

年
.+,$/

年的野外调查"在福建

*福州%泉州+%广东*深圳+%贵州*贵阳+和云南*普

洱+的松树林发现松树材小蠹#另外通过检视标本

馆馆藏标本"发现松树材小蠹在福建*邵武%南靖%将

乐+"湖南*江华%绥宁+"江苏*南京+"贵州"云南*峨

山%思茅%勐腊%勐阿%小勐养%邱北+"广西*南宁+"广

东*珠海+都有分布#

4%4%4

!

寄主

松树材小蠹寄主范围较窄"只为害松属植物"

而多数材小蠹则寄主广泛(

$!

)

#松树材小蠹的寄主

有!思茅松
8,/*1D&1,

:

(

%南亚松
8>.(%%&',

%马尾松

8>0(11#/,(/(

%云南松
8>

:

*//(/&/1,1

*新寄主+和黄

山松
8>%(,Q(/&/1,1

*新寄主+#

4%9

!

发生与为害

目前还没有发现松树材小蠹暴发为害"其主要为

害病树%弱树及树干有伤口的树"尤其喜好为害削树

皮割完松脂的马尾松主干伤口#在贵州省贵阳市森

林公园的调查中发现"刚割取松脂的马尾松主干受害

率超过
&,'

"受害的树干胸径从
+,UD

到
!-UD

不等"

蛀孔直径约为
$%"DD

"蛀孔周围一圈木质部组织变

为黑色"虫道与树的枝干垂直"虫道周围的植物组织变

为黑色#在福建省福州市鼓山和旗山的调查中还发现

松树材小蠹出现在松材线虫
@*'1(

"

5&.&/35*1H

:

.#

"

5,4

.*1

为害的马尾松主干上"同时也在防治松材线虫的松

墨天牛
J#/#35(0*1(.%&'/(%*1

诱捕器陷阱中出现#

4%C

!

共生真菌

通过野外采集调查"获得来自福建省福州市松树

材小蠹活虫样本
#

份和贵州省贵阳市的样本
+

份"对

样本储菌囊真菌分离纯化获得真菌
(

种*表
$

+#只

有
C(

))

(&.&(U=%('H,,

同时出现在所有地点的样本

中且菌落形成单位*

U=O

+较高"判断为松树材小蠹储

菌囊真菌的优势种#

表
!

!

松树材小蠹储菌囊真菌出现频数及各真菌菌落形成单位

<0=1&!

!

"3&

B

(&)'#&20)*'-1-)

,

G.-3/#)

$

()#+-.+6&.()

$

##2-10+&*.3-/>

0

5&8#'*1

)

&1%,7*1

真菌

GOI

A

OJ

贵州省贵阳市*样本数
g+

+

PO:

B

CI

A

"

PO:]*<O

*

9g+

+

检出样本数

RODO@C>:98=78

c

O8IU

B

真菌菌落形成单位$
U=O

R<@<I

B

S=<7D:I

A

OI:>

福建省福州市*样本数
g#

+

GO]*<O

"

GO

^

:CI

*

9g#

+

检出样本数

RODO@C>:98=78

c

O8IU

B

真菌菌落形成单位$
U=O

R<@<I

B

S=<7D:I

A

OI:>

20?'#1,#=

:

0(

"

.(%

:"

#$,1 $ #,,, ,

B.(7#$#/

)

.(7*1 , $ $

<&

"

%#

+

'(

"

5,*0J

T

% , +

!

!,,

!

+,,,

G

"

5,#1%#0(1(

"

#/,#$#'*0 $ (,,, ,

C(

))

(&.&(U=%('H,, + +,,,

!

/,,, # $/,,

!

(,,,

C>1*?

)

*13( $ $",,,

!

+-,,, ,

!('#3.($,*01%',3%*0 $ $!,,, ,

9

!

讨论

为害松树的食菌小蠹*

CD?7<J:C?88>@8

+的相关

研究较少(

$,

)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食菌小蠹的

发生比树皮小蠹更为隐蔽"食菌小蠹直接钻蛀到木

质部中"采集时必须剖开树干木质部"采集难度大'

另一方面是因为专一选择松树的食菌小蠹种类较

少#大多数材小蠹的寄主广泛"目前已记录的仅为

害松树的材小蠹除了松树材小蠹还有分布于北美的

毛列材小蠹
M

:

.&?#'*1

"

*?&13&/1

(

$/

)

#

材小蠹族因为独特的单倍二倍性*

*C

T

@<):

T

S

@<:)

+及其与真菌的共生关系(

$"

)

"近些年成为研究新

热点"尤其是在陆续报道其共生的真菌随小蠹入侵

到新环境引起新植物寄主大量死亡的情况后更是引

起了大量关注(

+$++

)

#食菌小蠹的为害与其共生真菌

的发生密不可分"因此对食菌小蠹的研究往往需要

虫和菌同时进行#材小蠹属
M

:

.&?#'*1

是食菌小蠹

的典型代表"其幼虫和成虫完全以上一代雌性成虫

种植在虫道中的共生真菌为食#

C(

))

(&.&(

已经被

证实是多数材小蠹主要的共生真菌种类之一(

"(

"

$,

)

"

我们调查也发现
C(

))

(&.&(U=%('H,,

在两个地点采

集的小蠹储菌囊中都大量存在"可基本确认该种为

松树材小蠹的共生真菌优势种"但是由于样本的死

亡等原因导致本研究未能利用其他采集点的样品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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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李猷等!松树材小蠹
!

"

#$%&'()

*

$)+,-()$%&''())

"

*&(+

,

-%./0

!

1

,

+02(3%.%

#在中国南方的发生及其共生真菌研究

行研究$研究样本量存在偏少的问题$下一步需继续

采集不同地点的样品以确认$并同时就真菌对植物

的致病力进行研究%

多数材小蠹发生在衰落木和濒死木上$少数蛀

食腐烂木&

45

$

46

$

747#

'

%少数情况下
./

**

/$#$/

可以引

起植物枯萎加快小蠹的为害$但本研究中通过对在

马尾松上松树材小蠹的发生情况进行观察$暂未发

现松树材小蠹及其共生真菌直接造成寄主植物死

亡$也未发现松树材小蠹和松材线虫存在直接关系$

但松树材小蠹的为害极有可能引起或加速其他病害

在寄主植物上发生$这些都需要后续研究加以考证

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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