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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腮扁叶蜂监测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丹巴腮扁叶蜂监测技术规程        

项 目 编 号：       DB63JH-199-2022                  

制、修订类型：         制定                      

主要起草单位：海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海东市

乐都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协作单位：     海东市乐都区药草台林场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起草时间：     2022 年 8 月---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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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2 年 3 月 25 日，由海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海

东市乐都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申请地方标准的立项，

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海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2〕119

号)，批准《丹巴腮扁叶蜂监测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制定(项

目编号 DB63JH-199-2022)。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海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海东市乐都区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协作单位：海东市乐都区药草台林场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吴延瑾 女 主任/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天然

林保护服务中心

规范制定的总负

责，负责整体工作

计划和安排

张四康 女 林业助理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林业

和草原站（海东市乐

都区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编制说

明的编写及编写

中具体问题的解

决

于红妍 女 高级草原师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

海服务保障中心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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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良 男

场长/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药草

台林场

负责规范内容的

监测、

丹巴腮扁叶蜂本

地区分布情况的

调查

胥彦 女

副主任/林业工程

师

海东市乐都区园林

绿化服务中心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卢成保 男 草原师 青海省林业碳汇服

务中心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齐培风 女 高级工程师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北山林场

丹巴腮扁叶蜂其

他地区分布情况

的调查

白灵娜 女 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园林

绿化服务中心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何淑琴 女 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海东市森林资源

的调阅

梁洪梅 女 副主任/林业工程

师

海东市乐都区天然

林保护服务中心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荣艳芳 女 林业助理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林业

和草原站（海东市乐

都区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许彩梅 女 林业助理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林业

和草原站（海东市乐

都区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内容的

监测、

相关资料的查阅

王克良 男 站长/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林业

和草原站（海东市乐

都区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内容的

监测、

规范起草工作中

有关专业问题的

鉴定

王占财 男 副站长/林业助理

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林业

和草原站（海东市乐

都区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

负责规范内容的

监测、

规范起草工作中

有关专业问题的

鉴定

陈岳 男 技术员 海东市乐都区湟水

林场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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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莲梅 女 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林业

和草原站（海东市乐

都区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

规范起草工作中

有关专业问题的

鉴定

隆玉山 男 林业助理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天然

林保护服务中心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云占财 男 林业助理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上北

山林场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童秀英 女 林业工程师 海东市乐都区上北

山林场

负责规范的补充

编写及相关资料

的查阅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丹巴腮扁叶蜂幼虫危害青海云杉。青海云杉是我省绝对

优势树种，其面积、蓄积占全省 70%以上，由青海云杉组成

建群种的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在西北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有重要意

义和经济价值。丹巴腮扁叶蜂在青海祁连山区分布于大通县、

湟中区、乐都区、互助县等地，危害严重。该虫害在青海省

海东市乐都区两年发生一代，成虫和卵发生于 5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初孵幼虫 6月下旬出现，相继在 7月上旬至 7月下

旬，初孵幼虫出卵壳后爬到孵化处小枝上啃食针叶基部叶肉，

少数针叶从基部食断，边食边排粪便于体后，2 龄幼虫开始

在针叶间吐丝连缀成网，在网内或附近取食，食剩针叶及粪

便粘在网上逐渐形成虫巢。老熟虫下树入土并土栖 21个月，

入土深度依枯枝落叶、土壤坚实度分别 3～25cm不等。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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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规律是林缘及郁闭度小的林分受害重；偏阳坡地段比

阴坡和偏阴坡受害重，坡下比坡上受害重，山顶林木很少受

害，幼龄树木比中龄以上树木受害严重，中龄树木树冠中下

部及幼龄树木中上部树冠受害严重，海拔低处比高处受害重，

避风处受害重。该虫潜伏期长，危害期短，但危害严重，且

受气候条件影响不大而不易控制，潜在危害性大。在祁连山

区青海云杉被丹巴腮扁叶蜂危害后，受害林分林相残败，林

下中幼林针叶几乎被食殆尽，失去生长能力，林木处于濒死

状态；成灾受害的云杉林地，针叶被取食殆尽，枝条上挂满

虫巢，犹如火烧，植株衰枯死亡；邻近重害林地的中、幼林

单株上，出现枯黄的虫害枝。严重影响青海云杉的生长和生

态效益的发挥。该虫自 1989 年以来，在我省发生面积逐年

扩大，发生趋势呈上升扩散状态，该虫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

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性，在祁连山林区大面积严重发生并扩

散蔓延可能性很大。因此加强对该虫的自然分布区做更细致

的调查，对其可能的分布区进行严密监测，密切注意其发生

分布动态，以防止在祁连山区的扩散蔓延和大面积严重暴发。

丹巴腮边叶蜂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发生危害历史较短，尚有

许多内容有待作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提高监测技术是有害

生物防控的关键。该虫在我区发生以后，区森防站多年来一

直通过在特定的林分和重点的防控区域实时监测调查，已掌

握该虫的分布与危害、生活史和发生规律、虫情监测调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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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方法和手段，为此制定青海省丹巴腮扁叶蜂监测技术规

程，可以及时、准确、快速地获取丹巴腮扁叶蜂的发生动态、

分布情况和扩散情况，以便及时、科学地进行防治，确保祁

连山水源涵养林的生态安全。

三、主要起草过程

综合性叙述。如资料收集、调研、试验论证、拟稿、征

求意见、预审、整理送审等内容。

1.预研阶段

2022年 3月，由海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海东市乐

都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向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提出本

标准的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草案和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

目申报书。同时开始查阅文献，收集国家和行业的标准、规

范和专著，联络合作单位和具体起草成员。

2.立项阶段

2022 年 7 月 20 日，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

《关于印发 2022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青市监函〔2022〕119 号)，批准《丹巴腮扁叶蜂监测技术

规程》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编号 DB63JH-199-2022)，由海

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海东市乐都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

疫站）承担起草工作。

3.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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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按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地方标准制修订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成立标准起草工

作组，开始工作组讨论稿和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

2022 年 4 月至 9 月根据收集的资料修改和完善预研阶

段的标准草案，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初稿。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标准编制组根据青海省质量和标

准研究院反馈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调整与修

改，同时编制单位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形成了标准文本

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初稿。

2022年 11月至 12月，标准编制组将修改后的标准文本

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初稿再次发至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

究院进行格式规范，根据其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征求意见稿和

编制说明，最终形成了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稿编

制说明。

2023年 1月，标准编制组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终稿、工

作组讨论稿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稿申报表提交青海省质量

和标准研究院。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本标是丹巴腮扁叶蜂监测技术规程，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没有矛盾和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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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从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5月进行休眠期越冬代调查。

2022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持续调查丹巴腮扁叶蜂虫态及发生

规律并进行资料和数据统计调查。调查期间根据调查结果初

步确定了丹巴腮扁叶蜂调查标准指标。

根据当地各虫态的平均死亡率，可通过有效虫口基数预

测法，预测下一世代的发生量见公式（1）。

P=P0[e×f/(f+m)]×（ 1-D） ]....................

（1）

式中：

P——下一代发生量；

P0——当代虫口基数；

e——雌虫平均产卵量；

f——雌虫数；

m——雄虫数；

（1-D）——生存率。

生存率的计算方法见式（2）。

1-D=（1-a)（1-b)（1-c)（1-d)................（2）

式中：a、b、c 和 d 分别代表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

虫羽化期的平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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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起草后海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海东市乐都

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共征求了 3家单位的意见，其中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海东市

平安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森林

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等单位都提出了宝贵意见。10 月 20 日，

省林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进行了线上预审。预审逐条探

讨，具体讨论详见预审意见汇总表。起草单位根据预审会提

出的意见进行了全面修改。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提供丹巴腮扁叶蜂分布与危害、虫情监测调查，

是监测青海云杉丹巴腮扁叶蜂基础性标准。标准实施后，对

青海云杉丹巴腮扁叶蜂监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议标准编

制组组织标准宣贯，并提供技术咨询。

《丹巴腮扁叶蜂监测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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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海东市乐都区林业和草原站（海东市乐都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6.虫情调查

6.1踏查
将隔年开展一次建议改成每年开展一次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

（白永芳）

采纳

2
6.虫情调查

6.2.2调查方法
设置标准地和标准株合理

海东市平安区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赵文斌）
采纳

3 附录 A 丹巴腮扁叶蜂各虫期的形态特征图不清晰，建议重新更换。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森

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严

积有）

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