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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掌握杏林湖公园主要园林害虫的种类情况。 ［方法］对佳木斯市杏林湖公园发生的园林害虫进行了本底调查，同时对该
公园发生的园林害虫进行了多样性分析。 ［结果］共得到害虫样本 ９６０ 头，隶属于 ６ 目 ２６ 科 ３９ 种。 杏林湖公园 ４ 种不同生境中，灌木环
境中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均最高，草坪最低。 ［结论］该调查结果为制定黑龙江省园林害虫的防治措施提供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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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绿化植物在栽培中常会受到害虫的危害，其中包括

食叶害虫、地下害虫、蛀干害虫等。 为了调查佳木斯市杏林

湖公园园林害虫的资源分布情况，分析不同园林害虫的发生

规律与危害特点，笔者对杏林湖公园的园林害虫进行了资源

本底调查，对杏林湖公园不同生境中的害虫进行定点采样与

监测，分析了园林害虫种类及其种群数量，为黑龙江省园林

害虫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佳木斯市杏林湖公园是佳木斯市区内较

为大型的休闲开放式公园，杏林湖公园东起杏林路、南抵站

前路、西至杏林桥，北临佳木斯大学二学区，占地面积约

１８ ｈｍ２。杏林湖公园始建于 １９７９ 年，原来称为儿童公园，２００４
年 ８ 月更名为杏林湖公园。 在公园内木本植物栽培的种类

包括杏树、糖槭、柳树、杨树、榆树、樟子松、侧柏等，这些树种

形成了优美的园林景观。 杏林湖公园的环境也属于中温带

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在 ３ ～ ４ ℃。 冬长夏短，无霜期

１３０～１４０ ｄ，年均降水量 ５１０～ ５３０ ｍｍ，杏林湖公园内为疏松

的砂质壤土，非常适宜北方不同种类园林绿化植物的种植，
但这些园林植物也会受到多种昆虫的持续危害［１］。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在杏林湖公园选择不同生境，通过对当地

害虫的灯诱、实地观察与采样，前期已经掌握一些园林害虫

的发生时间与生活史的特征，４ 种生境包括乔木、灌木、草坪

和花坛，进行园林害虫的种类和数量统计。 月调查时间为

５—１０ 月，日调查时间为 ０８：００—１７：００，灯诱时间为 １９：００—
２２：００，园林害虫调查所观察和采集的样本可基本反映杏林

湖公园害虫的实际情况。
１．２．２　 昆虫的采集与标本鉴定。 以杏林湖公园为研究样地，
害虫调查和采样的生境和植被包括了行道树、乔灌木、草本

花坛、草坪、绿化区等。 害虫调查采用传统的观察法、网捕

法、陷阱法、黄盘法等，对不同生境中发生的害虫进行观察和

采样，并统计发生数量，参考昆虫文献和专著进行样本鉴

定［２－３］，部分样本保存于实验室。
２　 结果与分析

通过近 ３ 年多的园林害虫资源调查，共采集到昆虫样本

９６０ 个，隶属于 ６ 目 ２６ 科 ３８ 属 ３９ 种，其中食叶类害虫 ２９
种［４－７］，地下害虫 ３ 种，刺吸式害虫 ４ 种［８］，蛀干类害虫 ３
种［９］（表 １）。
　 　 由表 ２ 可知，杏林湖公园发生的园林害虫生物多样性指

数以灌木环境最高，其次为乔木环境，草坪环境最低。 均匀

度指数以灌木环境最高，其次为乔木环境，草坪环境最低。
优势度指数灌木环境最高，草坪环境最低。
３　 园林害虫的防治方法

杏林湖公园是佳木斯市开放式的休闲公园，进行园林害

虫防治时，应充分考虑对游人运动休闲活动的直接影响，适
合采用物理方法和生物防治方法进行害虫的综合防治。 可

采用生态调控方法来有效控制虫害，根据公园内的植物群落

和园林害虫种群结构的差异性制定防治措施，还应加强园林

植物的栽培管理方法，从而降低害虫的实际发生量，有利于

减少有害生物的数量和种群，并提前做好害虫的预测预报工

作，同时及时有效地开展害虫的科学防控，创造优美环保的

公园环境。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２０）：１２９－１３０，１６１ 　 　 　



表 １　 杏林湖公园园林植物害虫种类与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ｅｓｔｓ ｏｆ Ｘｉｎｇｌ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ａｒｋ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不同生境中害虫实际发生数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ｓ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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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叶甲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ａ ｐｏｐｕｌｉ ７２ ８
榆紫叶甲 Ａｍｂｒｏｓｔｏｍａ ｑｕａｄｒｉｉｍｐｒｅｓｓｕｍ ２１ ２６ １
榆黄叶甲 Ｐｙｒｒｈａｌｔａ ｍａｃｕｌｉｃｏｌｌｉｓ ６ ３ ２
柳蓝叶甲 Ｐｌａｇｉｏｄｅｒａ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ａ １ ４ １
中华萝蘑肖叶甲 Ｃｈｒｙｓｏ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２５ ５
二十八星瓢虫 Ｈｅｎｏｓｅｐｉｌａｃｈｎａ ｉｇｉｎｔｉｏｃｔｏ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１ ３２ ３１
光肩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 ３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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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杏林湖公园 ４种生境中发生的园林害虫生态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ｅｓｔ ｏｆ Ｘｉｎｇｌ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ａｒｋ ｉｎ ｆｏｕ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均匀度指数（Ｊ）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优势度指数（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Ⅰ ２８ ４９９ ３．９４１ ０．８１９ ０．７４７
Ⅱ ３０ １９０ ４．０３４ ０．８２２ ０．７５０
Ⅲ １５ １４０ ２．９９１ ０．７６６ ０．６４９
Ⅳ １７ １３１ ３．１５６ ０．７７２ ０．６５８
　 注：Ⅰ．乔木，Ⅱ．灌木，Ⅲ．草坪，Ⅳ．花坛
　 Ｎｏｔｅ：Ⅰ．Ａｒｂｏｒ；Ⅱ．Ｓｈｒｕｂ；Ⅲ．Ｌａｗｎ；Ⅳ．Ｆｌｏｗｅｒ 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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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矿质元素分析可以准确地预测果实品质。 徐慧等［１０］ 研

究认为，“富士”果实 Ｐ 对单果质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果

肉硬度的正直接作用最大，而 Ｎ 的负直接作用最大。 该研究

表明，果实矿质元素 Ｚｎ 含量在不同果园差异较大，含量相差

６ 倍以上，Ｎ、Ｋ 含量相差 ２ 倍以上，其他元素含量差异不大。
有些元素如 Ｎ、Ｃａ、Ｍｎ 对品质的影响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有些则不同［９－１０］。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树的种类不

同、品种之间的元素效应不一致。

表 ４　 苹果梨果实中矿质元素含量与品质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ｐｐｌｅ ｐｅａｒ ｆｒｕｉｔ

品质指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Ｎ Ｐ Ｋ Ｃａ Ｍｇ Ｃｕ Ｆｅ Ｍｎ Ｚｎ

硬度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０．７６２∗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５ ０．２８０ ０．４８８ －０．５１４ ０．４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７
可溶性固形物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ｓ －０．２９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８ －０．１８８ －０．６８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５ ０．１６６
总糖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ｇａｒ －０．３０２ ０．１１０ ０．４７２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４ －０．６５８ ０．００５ －０．１４２ －０．３９１
总酸 Ｔｏｔａｌ ａｃｉｄ ０．３７９ －０．０１１ ０．４０８ －０．６６３ －０．５５３ －０．１８１ ０．０２７ －０．４１７ －０．０８４
糖酸比 Ｓｕｇａｒ ａｃｉｄ ｒａｔｉｏ －０．５４７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３ ０．５７１ ０．４０１ －０．３１８ ０．０３８ ０．２９６ －０．１５７
　 注：∗表示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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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园林田间管理　 在栽培园林植物时，应加强对栽培地的

深翻，合理间植园林植物，按时除草，合理施肥，施用腐熟好

的肥料，减少越冬虫卵。
３．２　 灯光诱杀　 利用园林害虫有趋光性的特点，设置黑光灯

诱杀，该法对鳞翅目害虫有效，也可诱杀非洲蝼蛄、大黑鳃金

龟等成虫。
３．３　 生物防治　 利用天敌昆虫进行害虫防治，捕食性天敌昆

虫包括草蛉、薄翅螳螂、异色瓢虫等，将其放入公园环境中进行

生物防治。 为了使捕食性天敌昆虫更好地防治园林害虫，公园

在释放天敌昆虫时不要施用广谱杀虫剂，以保护天敌昆虫。
采用植物源杀虫提取物对害虫幼虫进行喷洒防治时，应

根据幼虫的虫龄配制不同的浓度和剂量，采用环保的生物农

药对园林害虫进行生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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