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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尺蛾幼虫空间分布格局及抽样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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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油茶尺蛾(Biston marginata Shiraki)已成为广东省中山市阔叶混交林的重要害虫。通过 

对油茶尺蛾幼虫在林间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抽样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7种抽样调查方法均可用于油茶尺蛾 

幼虫虫口密度的调查，其中z字形法为最佳的抽样方法。坡位、坡向、树种和树冠方位对幼虫的分布有显著 

影响。上坡的幼虫密度显著高于中坡和下坡；南坡的幼虫密度显著高于其它坡向。油茶尺蛾幼虫在林间的 

分布符合负二项分布，空间分布属聚集分布，个体间相互吸引，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以1wao回归模型 

为基础，确定了最佳的抽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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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ston marginata Shiraki was all important pest of broad--leaved and broad·-leaved mixed forests 

in Zhongsha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The distribution—model and sample methods were re- 

seach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ven kinds of sample methods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larvae population 

density，and the Z—shaped method was found to be the best．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larva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position of the mountain，or different kinds of trees，or different position，of a tree crown． 

The larvae population density on the top or on the southern slope of the mountain were largest among different posi- 

tion of the mountain．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larvae in the plantation were conformed to negative binomial distri— 

bution．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arvae exhibited an aggregation pattern．Their 1wao regression equation showed that 

the lalva on the trees was mutual attraction．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asic ingredients was the individual group． 

The sampling quantity model of the larvae was presented on the base of the 1wao S m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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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尺蛾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 ，2004年开始严重危害广东省中山市的阔叶混交林和荷木( Schima super一 

)防火林带，危害荷木等l0多种林木 。关于该虫的生物学特性和防治方法已有报导 ，但作为对防 

治决策具较大影响的幼虫在林问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抽样方法鲜有报导。笔者于2007年3月下旬，通过调查 

： 基金／项 目：广东省中山市财政资助的中山市林业科研与推广自立项目。 

通讯作者 ：李奕震，E-mail：yizhen@sc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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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尺蛾幼虫在中山市荷木防火林带中的分布情况，同时采用不同抽样方法进行调查比较，掌握了该虫在林 

分中和单株树上的分布情况、最适的抽样方法和抽样数模型，为掌握油茶尺蛾发生情况提供了科学的调查方 

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树冠不同方位虫口密度的调查 

在荷木防火林带设一块面积为 0．024 hm 的标准地，选取 60株荷木作样树，按树冠上、下层和东、西、 

南、北方向共8个方位，各选取样树一级侧枝 1枝作样枝，调查虫口密度。 

1．2 不同坡位和坡向虫口密度的调查 

在同一座山的南坡上、中、下坡 3个坡位和同一座山中坡的东西南北 4个方向各选取荷木防火林带中的 

荷木 30株作样树，虫口密度调查方法同1．1。 

1．3 不同调查方法的比较 

在荷木防火林带中，设3块标准地，每块标准地面积约0．024 hm ，调查60株树的虫口密度，调查方法同 

1．1。采用五点法、单对角线法、双对角线法、“z”字形法、平行线法、棋盘法和随机法在上述 3块标准地内各 

抽25株样树，将这 7种抽样方法得到的幼虫数量统计值与标准地全查值作比较，进一步明确最佳的抽样方 

法。 

1．4 空间分布型的测定 

在有该虫发生的荷木防火林带中，设置 13块标准地，每块标准地面积约 0．024 hm。，每块地随机抽取 30 

株树，虫口密度调查方法同1．1。运用聚集度指标法和回归模型法对幼虫的空问分布型进行测定 J。 

2 结果与分析 

2．1 树冠不同方位虫口密度的差异 

对防火林带荷木树冠不同方位虫口密度进行差异性分析(表 1)。由表 1可知，树冠不同方位的虫口密 

度差异显著。树冠下层的虫口密度较上层的高，不同方向的虫口密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东、北、南、西。 

表 1 树冠不同方位虫口密度的差异 

注：具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在 0．05水平差异不显著(LSD法)。 

2．2 不同坡向虫口密度的差异 

对同一座山的东、西、南、北 4个不同坡向荷木上幼虫数量进行差异性分析(见表2)。 

表 2 不同坡向虫口密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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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南坡的平均虫口密度最高，达 l 13．50±19．22头／株，显著高于东坡，但与北坡和西坡的平 

均虫口密度没有显著性差异。东坡的平均虫口密度最低，为43．77±9．77头／株，显著低于其他3个坡向。 

2．3 不同坡位虫口密度的差异 

对同一座山的上、中、下3个不同坡位荷木上幼虫数量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不 同坡位虫口密度的差异 

由表3可知，上坡的平均虫口密度最高，达237．71±39．62头／株，显著高于中坡和下坡，中坡和下坡虫 

口密度差异不显著。 

2．4 不同调查方法的比较 

表4结果显示，7种抽样方法与全查法相比，P值均大于0．05，表明7种抽样方法与全查之间无显著差 

异。其中z字形法的虫VI密度与全查的最接近，其平均偏差率最低，为0．36％；而单对角线法的平均偏差率 

最高，达到了 17．08％。可见7种抽样方法在调查油茶尺蛾幼虫时都适用，但以z字形法所得数据与全查的 

最接近。因此可以把 z字形法作为抽样方法的首选。 

表4 7种抽样方法与全查结果的比较 

注：平均偏差率：I3个标准地抽样虫口密度 一3个标准地全查虫口密度I／3个标准地全查虫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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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幼虫的分布 

2．5．1 聚集度指标法 根据聚集度指标公式计算得到油茶尺蛾幼虫空间分布参数，见表5。 

表5 油茶尺蛾幼虫空间分布参数 

表5中的Ca>0、A>2，根据判断标准 J，油茶尺蛾幼虫在林间分布表现为聚集分布，个体的聚集是由该 

虫幼虫的聚集行为所致，或是由于该虫本身的聚集行为与不同植株或同植株不同枝之间抽梢不一致而共同 

引起(该虫幼虫喜欢取食嫩叶)。 

2．5．2 回归模型法 根据表5中数据可拟合得下面模型： 

(1)m 一m回归分析法(1wao)：m =22．658 26+1．556 21 m R=0．957 6 

(2)Taylor幂法则：S =1．045 73 m “ R=0．943 7 

由于 =1．556 21和6=1．424 45均大于 1，所以两种回归模型都表明油茶尺蛾幼虫属聚集分布。由 
= 22．658 26>0可知，个体问相互吸引，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 

为了进一步分析种群聚集原因，将种群聚集均数 A与种群均数 m进行拟合得如下方程： 

A=一4．375 5+0．807 3 m R=0．987 0(F=414．182，P=0．000 1) 

幼虫聚集均数 入随着其虫口密度的升高而增大。当A=一4．375 5+0．807 3 m，A<2，即虫口密度 m< 

7．897 3头／株时，其聚集可能是由于环境作用所致；当A>／2，即虫口密度等于或超过7．897 3头／株，则其聚 

集除与环境因素有关外，也与幼虫的聚集行为有关，即是说，平均每株 7．897 3头幼虫是聚集机制发生变化 

的临界值。 

2．5．3 确定最适抽样数 按1wao的m 一m回归式确定理论抽样数公式如下：N=tZ／D ×[(n+1)／m+6 
— 1]，式中口=22．658 26、6=1．556 21； 取 1；D为误差；m为虫口密度。不同虫口密度的抽样数见表 6。 

表 6 油茶尺蛾不同虫口密度下的最佳抽样数 单位：株 

3 结论与讨论 

3．1 树冠不同方位的虫口密度差异显著。树冠下层的虫口密度较上层的高，不同方向的虫口密度从大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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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东、北、南、西。 

3．2 不同坡位和坡向对幼虫分布有明显的影响。上坡的虫口密度显著高于中坡和下坡；南坡、北坡和西坡 

的虫口密度显著高于东坡。 

3．3 油茶尺蛾幼虫在林间的分布符合负二项分布，空间分布属聚集分布，个体问相互吸引，分布的基本成分 

为个体群，由于环境与个体聚集行为，幼虫聚集均数(A)也是随着密度的升高而增大。 

3．4 7种抽样方法在荷木防火林带调查油茶尺蛾幼虫时都适用，其中z字形法为最佳的抽样方法。 

3．5 幼虫虫口密度的调查取样方法很多，对森林食叶害虫数量的抽样估计通常使用棋盘式、平行线式、z字 

式、对角线式(单对角或双对角)、五点式和随机等取样方法，前 5种均可视为系统抽样法。平行线式、z字式 

取样法适用于聚集分布型昆虫，而调查随机分布型的昆虫种群时宜采用五点式或对角线式取样，而棋盘式取 

样则既适用于随机分布又适用于聚集分布。油茶尺蛾幼虫的空问分布型属于聚集分布，按照上述方法，取样 

方法可采用 z字式与平行线式，亦可采用棋盘式，但通过与全查法的虫口密度相比，z字式是最适合的抽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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