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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肩网蜻的一种新天敌一异绒瞒
*

赵 玲 梁成杰

(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 院林业研究所 )

摘要 异绒蜻 (Al lot lo m 厉u m sP
.

) 在北京
、

山东临沂地 区每年发生一代
, 以 成

蜻越冬
。

成蜻和若蜻可捕食膜肩 网涛 (H e g es id e用。5 ha br u s D r a k e ) 若 虫
,

对膜肩网

蜷 种群数量有控制作 用
。

异绒端越冬前不产印
,

里年春产卵
,
幼端营寄生生活

。

菜

蚜是室内饲养异绒蜻 的好饲抖
,

可缩短生活 历期
,

有利于 林 间 释 放
。

在杨树幼林

中
,
以若蜻与膜肩网端 1 , 5 0释放

,

膜肩网涛 虫 口 减退率达了6
.

0 1 %
。

人工助迁成蜻
,

在林间亦 易定居
。

关键词 异绒端 , 膜肩 网涛 , J甫食性 天敌

异绒蜻属绒靖亚科 (T ro m bi di in ae )
,

是捕食农业害蜻和蚜虫的 重要天敌之一
,

在害虫

综合治理中倍受重视
。

早在 19 4 4年美国的H
.

C
.

Se ve r in 就指出三角真绒蜿是蝗虫的重要天

敌
。

在我国对绒蜿虽然很早就有所注意
,

但直到 80 年代才有文字报道
,

至今也仅局限在农业

上用于防治蚜虫的研究
。

笔者于 1 9 8 4年在杨树林中发现大量异绒靖上树捕食膜肩网鳍若虫的

现象
。

膜肩网蜷是杨树丰产林中的重要食叶害虫之一〔’1
。

为 探 讨 异 绒蜻的利用
,

于1 9 8 4一

1 9 8 7年进行了研究
。

一
、

形态及生物学特性

异绒蜗在北京
、

LIJ东临沂地区
,

一年发生一 代
。

生活史包括
: 卵。幼 蜻 。若蛹 (第一若

靖)、若瞒。成蛹 (第三若瞒) 一
卜

成瞒
。

活体均为鲜红色
。

成蜻 长椭圆 形
,

长 2
.

5一 3
.

6 m m
,

宽1
.

2一 2
.

o m m
,

全身覆盖密毛
。

须肢 5 节
,

纷节与胫节形成姆爪复合物
。

前足 体 背 有骨

化的头脊
, _

匕有感受器 2 对
。

颖体有宽阔的未愈合的鳌肢
,

在此着生刀片状动趾
,

趾上有齿
。

具 4 对足
,

每足 5 一 6 节
,

足末端有 2 爪
,

爪间有爪垫
。

卵单产堆集成块状
,

每头雌蜻可产 1 一 3 个卵块
。

卵红色
,

光滑
,

球状
,

无包被物
。

卵

期 14 一 28 d
。

幼瞒 3 对足
,

甜节细长
,

孵 出后立即爬行
,

寻找寄主
。

有时一 只 蚜虫被十几

头幼蜻寄生
,

当吸于一个寄主后
,

可转换寄主
。

幼蜻孵化盛期
,

在蚜虫密度大的枝条上
,

因

幼蜿寄生率高
,

呈现红色
。

幼蜻 7 一 10 d 发育完全
。

入土或附在草梗上化蛹
。

第一若端静止

不 动 7 一20 d 脱皮后为若蜻
,

若蜗形态似成蜗
,

但体较小
。

若蟒期长短差异 极 大
,

最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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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最长可达40 d
,

平均30 d 左右
。

膜肩网鳍有群集危害习性
,

常见异绒蟒在杨树 叶 背上

来回捕食其若虫
。

异绒蜗晚间下地或在树皮裂缝和枝叶间栖息
,

白天捕食
。

若端发育完全后入土变成蛹
。 7 月底至 9 月初 由成蛹变为成蟒

。

成蜻捕食能力极强
,

寿

命也很长
。

直至11 月底杨树落叶前还在营捕食生活
。

n 月底下树寻找越冬场所
,

此时成蜿体

肥大
,

色泽深红
。

在土缝中或枯枝落叶层下越冬
,

肢体卷缩成球状
,

静伏不动似死亡状
,

翌

年春出蛰产卵
。

产卵后的成蜻不立即死亡
,

因此 4 月份在林间常见越冬代成瞒捕食蚜虫
,

与

第一代幼瞒捕食蚜虫的现象同时存在
。

二
、

林间异绒蜗和膜肩网蜷的消长

1 9 8 5年在膜肩网蜷发生的杨树幼林中
,

分别选有和无异绒姚存在的林地
,

调查网蜻和异

绒瞒的自然消长情况
。

从 5 月中旬起每 10 d 调查一次
。

结果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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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肩网蜷 皿
.

对 照区膜肩网蜷

图 1 林 间异绒蜻和膜 肩网蜷的消长情况

5 月初异绒蜡若蛹期正是膜肩网蜻的卵期
,

5 月中旬当越冬代膜肩网蛤卵孵化盛期
,

异绒蜻

若靖也陆续孵化相继上树捕食网蜻若虫
。

6 一 7

月为第 1 一 2 代膜肩网椿盛发期
,

由于异绒蜻上

树捕食致使膜肩网蜷的数量减少
。

相反没有异绒

靖的杨树幼林中
,

可以明显看到膜肩网蛤发生量

呈上升趋势
。

到 8 月大量异绒蜻进入蛹期
,

失去

对膜肩网绪的控制作用
。

此时
,

第 3 代膜肩网蛤

数量又回升
。

到 9 月大量成蜻上树捕食这种网蜷

若虫
,

使第 4 代膜肩网鳍虫口密度逐渐减退
,

越冬虫口基数减少
,

从而起到控制网蜷种群增

长的作用
。

比较图 l 中曲线 亚
、

111
,

可见对照区膜肩网蛤种群顺其自然增长
,

一年中各代虫

口密度 比有蜻区明显呈上升趋势
。

根据以上情况可见异绒蜻和膜肩网蜻的消长是相吻合的
,

膜肩网鳝的消长受异绒蜻所制约
,

很有应用价值
。

三
、

异绒瞒的饲养及利用

(一 ) 室内饲养

用菜蚜 ( Bre 时co 叨
, 。 bla ss ica e) 和膜肩网蛤若虫为饲料

,

可在室内饲养繁殖异绒蜻
。

室

内盆栽萝 卜
,

大量繁殖菜蚜
,

当异绒蜻幼蜻孵出
,

用毛笔将其移接到有菜蚜的萝 卜叶上
,

接

种量以蚜
:
蜻比为 2 : 1 为宜

,

幼蜻不需转移寄主就能完成其发育
。

幼瞒开始化蛹时在花盆内

放些干草梗或洁净的小树枝
,

大多数幼蜻可粘在枝
、

梗上作薄茧化蛹
。

逐日检出蛹茧
,

每50

头放在一个 12 c m 培养皿中
,

底层铺湿土
,

将蛹平放于湿土层上
,

再稍加一些土盖住
,

盖上

培养皿盖
,

置于室内
。

经常查看
,

发现培养皿中有若蜿出现时
,

即将其 全 部 转 移到直径 10

c m
、

高 15 c m 的玻璃饲养缸中饲养
,

每缸移接若蜻 10 一20 头
,

每 日投放蚜虫或膜肩网蜷若

虫
,

直至化蛹 (蛹期处理同前述 )
。

成瞒的饲养与若蜻同
,

但因其捕食量大
,

寿命长
,

室内不

易大量饲养
。

室内饲养结果表明
,

在室温条件下
,

以膜肩网蜻若虫及蚜虫为饲料饲养
,

幼蜻发育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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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需70 一90 d
,

成活率在80 %左右
,

比野外缩短一个月
。

每雌平均产卵45 6粒
,

最少2 16 粒
,

最多1 2 5 5粒
。

(二 ) 异绒蜻捕食量浦定

捕食量是衡量天敌利用价值的重要指标
。

测定方法以各龄膜肩网蜷若虫为饲料
,

在室内

测定异绒蜡的捕食量
。

各选 10 头经 24 h 饥饿处理的若蜻及成蜡单个饲养在饲养缸内
。

每天投

放计数的各龄膜肩网蜡若虫(缸内盛水
,

插上杨树枝条
,

保持叶片鲜绿
,

供膜肩网蛤吸食)
,

逐日累计捕食各龄若虫数
,

连续 s d
,

计算平均日捕食量
。

结果见图 2
。

初孵若蜻日平均捕食膜肩网蜻若虫49 头 , 中期若

蟒日平均捕食54 头, 而成蛾则日平均捕食85 头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不同时期异绒瞒对膜肩网蜷各龄若虫捕

食量不同
。

初龄若蜡捕食 1 一 2 龄膜肩网 蜡若 虫较

多 ; 而成蜻则多捕食 3 一 4 龄若虫
,

它们的捕食作用

并非随机相遇
,

而是对捕食对象选择 的 结 果
。,

这 与

S elt (1 9 6 7 ) 的观点是一致的t’J
,

这也是单纯依赖捕食

性夭敌不能彻底治虫的原因所在
。

‘

(三) 林间释放异绒蜻

截议续盆

1 9 8 6年 6 月上旬
,

在遭到膜肩网蜷危害的杨树幼林中
,

选 6 个小区(含对照区)
,

每小区

内有10 株树
,

小区间设隔离带10 m
。

释放前一天调查各小区每株树上的膜肩网 蜻 数
。

方 法

是在每株树东
、

西
、

南
、

北四个方向各选一枝条
,

并在上
、

中
、

下三部位各抽一片叶
,

统计

膜肩网蜡数
,

并算出平均每叶片虫数
。

据此
,

估算出每株树膜肩网蜡总虫数
,

然后在各个小

区内对每株树按益虫
:
害虫依次为 1 :

40
、

1 :
50

、

1 :
60

、
1 :

80
、

1 :
10 0 释放异绒蜗若 虫

。

分别于Z o d 后及翌年 6 月上旬两次调查各小区异绒蜡及膜肩网蜻数
。

膜肩网 蛤调 查方法同

前
,

异绒瞒调查为逐株以肉眼所看到的靖数计数
。

计算膜肩网蜷虫口减退率及异绒蜡的定居

率
。

其中虫口减退率用阮寿康等推荐的公式进行计算
。

。
, 。 , 、

1
.

T CK
。

、
‘ . , _

尽P , 厂、为 ’ = 火
i 一 了石丽 / 入 工U U

P

—因防治而引起害虫的死亡率(校正死亡率) , T
。

—防治区虫口基数 , T

—
效果检 查

时防治区的虫口数
, CK

。

—对照区虫口基数 , CK

—
效果检查时对照区的虫口数

。

裹 1

异绒幼
·

网蜷若虫

林间释放异绒端对膜肩网蟒若虫捕食效果 (1 98 4一19 85
,

山东营县 )

网 蜷 若 虫 (头/ 株 ) 异 绒 幼 (头/ 株 ) 网蜷虫 口减退率(% )

放 , 前

{
放, Z o d 后

}翌年 6 月 ] 释 放 蜡 2 0 d 后 翌年 6 月 ZO d 后

O自,人丹O丹J八.仲‘4行
叮正‘JI

..

⋯
一H一内010tl山八4

lb肠b通弓斑O拓七‘上�吕,占比石曰才n26
已曰

69766759522118311511一34
三组月,介JZ

nol勺三q33
自0OLJ工勺�扭2

n舀,U心目舟匕内产n石O甘O甘丹04
月O月才OU,口目丹

,上曰几占

2 7
。

6 0

比曰�匕no自冉幻一开‘
‘J.工�心‘份J吸nU一,工

2
乃‘,曰2on一弓‘1 : 4 0

1
:
50

1
:
6 0

1
: 8 0

1
:
1 0 0

注 , 对照为漪加百分率
。



1 期 赵玲等
:
膜肩网蜷的一种新夭敌

—
异绒蜗

结果见表 1 ,

说明在不同的释放比情况下
,

异绒蜻对膜肩网蜷若虫均有捕食效果
。

其中

1 :
40

、 1 : 50 释放后20 d 的效果较好
,

据 H ol li n g (1 9 5 9) 报道
,

在猎物密度低时捕食者大部

时间花费在寻找猎物上
,

随着猎物密度的增加
,

寻找时间减少
,

用来处理猎物 (捕捉 和取食

的过程)时间增多了 [’]
。

所以
,

当猎物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

捕食量不再增 加
。

因 此
,

林间

释放天敌时比例要适当
。

翌年 6 月调查试验结果
,

在各个释放区的杨树林中均可看到若蜻
,

说明异绒蜻已定居到

林内
。

E hle r 和 H a ll(1 9 8 2 )指出
,

从 1 5 9 6一 1 9 6 5年
,

全世界引进捕食和寄生性天敌 2 0 0 0种以

上
,

用来防治害虫和害蜻
,

结果 66 %不能定居〔‘〕。显然异绒蜡易定居
,

是一种容易利用的天敌
。

四
、

结语和讨论

1
.

试验结果表明
,

释放异绒蜻在杨树幼林中控制膜肩网蜻种群数量效果明显
,

释 放 后

能自然形成群落
,

有利用价值
。

2
.

8 月异绒蜻入土化蛹
,

失去对网赌控制作用
。

此时林中膜肩网蜷若虫猖撅
,

应辅以杀虫

荆防治
。

倘若林间膜肩网蜡发生量不大
,

可释放室内饲养的成蜻
,

补充因异绒蜻化蛹而失去

对网蜷的控制作用
。

3
.

中间寄主蚜虫的数量消长对异绒蜻种群数量影响极大
。

而杨树丰产林的立地水肥条件

好
,

幼林间常套种的小麦或豆科作物均会发生蚜虫
,

几年来尚未发现林间缺乏中间寄主导致异

绒蜡不能定居的现象
。

若林间不能套种上述作物
,

可在林缘或行间种些豆科作物招引蚜虫
,

补充异绒蜡的中间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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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15 fo 环n d that the e a b b a卯 a p hid
,

B r ev ico , 军, e bra ssfc 4 e e a n 忱 u 谈灯 a s fo 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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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r th e m ite
.

T h e Pe r o id o f t h e m ite
,

5 life e yele e a n be sh o r te n e d
,

if t h e m ite

15 r ea r e d w it h t his a Ph id
.

R e le a s e3 w e re m a d e o e e o rd in g to the Pre d a to r : P朗 t

r a tio a s l : 5 0
。

T he Po Pu la t io n o f t he t in g id e o u ld be re d u ee d b y 7 6
.

0 1 夕石
.

T h e

effec t o f m ass
一
re le a sin g o f this m ite in y o u n g s ta n d s 15 q u ite Pr o m i3 in g

.

G ene r a lly
,

its e o lo n y 15 e a sy t o b e e st a b lis h e d
.

K ey w o r d s A llo t : 0 0 2石iu 爪 sP
.

: H e g o s1’d e沉 u s ha石, u s : Pre d a to r

高德占部长召开林科院所
、

局长座谈会

一九 / 、/ \年十月三十一日
,

林业部高德占部长召开林科院所局长座谈会
,

征求对深化林

业改革
,

特别是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
。

林业部部
、

委
、

厅
、

局领导徐有芳
、

萤智勇
、

吴博
、

黄枢
、

吴兰芬
、

刘金凯
、

张观礼
、

程志民
、

杨 禹畴
、

吕军
、

刘效章
、

霍信现
、

王毓峰

以及林科院的领导
,

各所
、

局
、

中心和院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

会议由高德占部 长主持
,

林科院所局长在会上汇报了科研工作情况
,

对林业改革和林业

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
、

意见和要求
。

会议开得很活跃
,

高部长和徐副部长频频插话
,

询

问有关情况
。

最后
,

高部长作了以下七条指示
:

1
.

林科院要在科技体制改革中解决好
“

面向
”

问题
,

增强 自身活力
。

在为经济建 设 服务

的同时增加创收
,

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

2
.

林业部的科技工作有成绩
,

院所成绩也很大
。

但科研与生产结合得不够紧 密
。

这 里

就有个选准题的问题
,

建议实行选题责任制
,

行政上 由部科技司牵头
,

技术上由部科技委把

关
。

对课题实行招标制
,

招标后再实行合同制
。

推广也要实行责任制
,

从根本上解决科研与

生产脱节的问题
。

3
.

建立院所 与部各司局间正常的联系制度
,

互相沟通情况
。

4
.

在今后林业建设项 目中
,

要很好利用现有成果
,

充分发挥现有科研体系的 作 用
。

在

营造速生丰产林时
,

可充分考虑现有科研体系的力量
。

今后
,

凡是有工程项目的时候
,

部里

要充分发挥林科院的作用
。

5
.

部建立的几个中心
,

要充分发挥院所的作用
。

要按改革精神
,

办新式的中心
。

6
.

林业贷款优先支持林科院
。

部里掌握的多种经营贷款
,

对于有效益 的项目
,

有 偿 还

能力的
,

优先照顾林科院
。

如果怕还不了钱
,

可拿事业费担保
。

7
.

对大家提出的职称评定
、

加强研究所队伍建设等
,

以后再研究
,

并在工作中注意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黄鹤羽 )

。心三奥巨顶狡如二忿匕
二

乏巨二之巨注龙三互豆三玉里万孙互至二{延万立云于次三二吸三饭扛 班定乌互或七自派三正二正或巨习已不云衰月泛乏贬甄行二衰云示二屯返专注班豆更〕夏至生羞

护崛断气
:
产断断气

算书舅
气娜坏护

剪讯 舅
、练娜尹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陈章水同志运用近20 万株样木编制了适用于我国平原地

区及半山区人工林
、

防护林的包括杨树
、

旱柳
、

榆
、

刺槐
、

栓皮栋
、

柞
、

辽东栋
、

侧柏
、

汕

松
、

落叶松
、

云杉
、

揪叶桐
、

毛泡桐
、

白花泡桐
、

川桐等树种的二元立木材 积 表
,

现 已 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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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册售价6
.

5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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