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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es of pests in the main growing area of Aquilaria sinensis (Lour.) were investigated. The 
main pests and their harmful effects were preliminarily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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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了沉香主要种植区害虫种类，初步了解了危害沉香的几种主要害虫及其危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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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白木香[Aquilaria sinensis (Lour.) Gilg]属瑞香科(Thymelaeaceae)沉香属(Aquilaria)植物，沉香为白木香

在受到伤害后产生的含有树脂的木材，习惯上把沉香树(白木香)称为“沉香”，别名为土沉香、莞香、牙

香树等[1]。沉香在海南虫害发生严重，种类繁多，为了更好的研究其病虫害发生规律，2016~2018 年笔

者对海南沉香主要种植区屯昌、定安和海口害虫的发生情况进行为期 2 年的调查工作，现总结如下。 

2. 调查材料与方法 

2.1. 调查时间和地点 

调查时间：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 
调查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屯昌县、定安县。 

2.2. 调查材料 

75%酒精、养虫盒、指形管、离心管、枝剪、镊子、剪刀、小毛笔、标本盒、标本瓶、捕虫网、照

相机、标签、记号笔、相机、记录本、放大镜、样本袋、标签纸等。 

2.3. 调查方法 

在 2016 年初初步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随机取样和五点取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屯昌县的枫木大奎村

沉香种植区、定安县的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试验基地和美兰区的龙窝村沉香种植区为定点调查点，面

积为 100 m × 100 m，每个样地选取东南西北中 5 个样方，每个样方随机选 1 株沉香树，每株按照东南西

北中 5 个方向各选 4 片叶片调查其虫害发生情况，通过直接观察法开展调查。并做好记录。 

3. 结果与分析 

对海口市、屯昌县、定安县三市县之间沉香害虫种类进行调查及分析结果显示，沉香的主要害虫有

黄野螟、金龟子、天牛等。其中黄野螟是白木香生长过程中的主要害虫(表 1)。全年均可发生，严重时整

个树呈现光杆状，严重影响白木香的正常生长。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对沉香主要种植区害虫发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沉香的主要害虫有黄野螟、金龟子、天牛

等。 
黄野螟是白木香生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害虫，幼虫主要取食叶、也取食嫩梢、茎秆等，严重时几百头

聚集为害，叶片被取食成网状或整个树呈现“光杆”状，严重影响白木香的正常生长。黄野螟在海南发

生普遍，在海南地区 1 年发生 7~8 代以上，为害严重，4~6 月份该虫危害较重[2]。在屯昌县和定安县 4~5
月份开始繁殖，5~6 月份繁殖盛期，虫口数量迅速增长，危害严重，有虫叶率达到 80%左右，高时可达

99%；到 11 月份以后虫口密度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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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rvey form on aromatics pests 
表 1. 沉香害虫调查表 

调查日期 调查地点 植物名称 害虫名称 调查总叶数 有虫叶数 有虫叶率 

2016.5.10~5.12 屯昌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98 98% 

   金龟子 100 86 86% 

   天牛 5 株 0 0% 

2016.5.15 定安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99 99% 

   金龟子 100 86 86% 

      天牛 5 株 0 0% 

2016.5.18 龙窝村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89 89% 

   金龟子 100 70 70% 

   天牛 5 株 1 20% 

2016.7.28~29 屯昌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48 48% 

   金龟子 100 12 12% 

      天牛 5 株 0 0% 

2016.7.30 定安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35 35% 

   金龟子 100 8 8% 

   天牛 5 株 0 0% 

2016.7.30 龙窝村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29 29% 

   金龟子 100 9 9% 

      天牛 5 株 0 0% 

2016.11.15~16 屯昌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18 18% 

   金龟子 100 0 0% 

   天牛 5 株 2 40% 

2016.11.18 定安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12 12% 

   金龟子 100 0 0% 

      天牛 5 株 3 60% 

2016.11.19 龙窝村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8 8% 

   金龟子 100 0 0% 

   天牛 5 株 3 60% 

2017.5.2~5.4 屯昌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96 96% 

   金龟子 100 53 53% 

      天牛 5 株 1 20% 

2017.11.16 定安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9 9% 

   金龟子 100 0 0% 

   天牛 5 株 2 40% 

2018.3.22 龙窝村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0 0% 

   金龟子 100 0 0% 

      天牛 5 株 0 0% 

2018.3.23 屯昌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0 0% 

   金龟子 100 0 0% 

   天牛 5 株 0 0% 

2018.3.26 定安 白木香 黄野螟 100 0 0% 

   金龟子 100 0 0% 

      天牛 5 株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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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龟子常在沉香抽稍和开花期为害幼芽、嫩梢和花朵。其在 5 月份危害严重，有虫叶率高达 86%；

其次是 7 月份，有虫叶率平均 9.6%。 
天牛幼虫蛀入树木内部树干、树枝、树叶等组织，破坏树木的韧皮部、木质部，对树木造成物理伤

害的同时，阻断树木养分水分运输，最后造成植株死亡[3]。经笔者调查发现其有虫株率 11 月份最高，定

安和龙窝村均达 60%，屯昌达 40%；其次为 5 月份，屯昌和龙窝村均达 20%。 

4.2. 讨论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黄野螟、金龟子和天牛的危害对沉香的生长、树势及结香均造成严重影响，其中

黄野螟危害最为严重，全年均可发生。对黄野螟的防治早期主要集中于药剂防治，包括化学农药和生物

农药，还是以化学农药为主，且防治效果较好[4]。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药剂安全性认识的提高，利用捕

食性天敌和灯光诱杀等防治手段逐渐兴起，防治方法变得多样化，使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根据需要加以选

择使用[5]。 
通过对沉香虫害的调查，明确了害虫种类、危害特点、危害程度及发生规律等。目前对于害虫的生

物学生态学特性、单一药剂防治及室内药剂混配有一定了研究，但对于生物源农药室内混配毒力实验、

田间低毒药剂混配试验及天敌室内繁殖与应用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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