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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北京地区油松毛虫

世代分化的因素

贾凤友 李兆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

摘要 在北京地 区
,

油松毛 虫属长 日照型昆虫
,

影响其世代分化的关健 为光周
,

也即从卵孵化 到幼 虫 第一次蜕皮之间的 光照长短是控制 油松毛 虫能否在 1 ~ 4 龄 继

续正常生长发 育的 决定 因素
。

在 自然界
,

油松毛虫 于7 月中旬开始 孵化
,

下 旬为孵化的

高峰
,

此时的 自然光照时数均在其 临界光周 以下
,

幼 虫到 3 ~ 4 龄时即进入滞育状

态
,

随着秋末温度 的下降和尤 周的进一 步变化
,

于 10 月中
、

下 旬开始下树越冬
,

越

冬幼 虫于来年春 季再上树活 动
。

温度和寄主的营养条件通过影响油松毛 虫的生长 发

育历程而间接地影响其世代
。

关健词 油松毛 虫
, 尤周 ,

世代化性
, 有效 积温

北京地区汕松毛少的年世代数
,

立接关系着这一害虫的种群动态和数量预测
,

也是该害

虫生物学中一大问题
,

近年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

本文根据作者近年来对
:}匕京地区油松毛虫实验生态学研究的结果

,

结合野外 的 调 查 研

究
,

试图找出诊响油松毛虫发生世代的因素
,

为测报油松毛虫的种群动态
,

有效地控制其发

生和危害提供乡考
。

(一 ) 光周是决定油松毛虫分化的关键因子

北方的油松毛虫属长 日照型
。

油松毛虫具有 明显的光照周期反应工‘] ,

感受光周期反应的

虫期是一龄且几 初孵幼虫如果在短于其临界光周的环境中生活
,

在长到 3 一 4 龄时即进入滞

育阶段
。

北京地区油松毛虫的临界光周
,

在 28 ℃条件下
,

是14
.

5 h 左右
。

且临界光周值随温度和

营养条件而发生变化 ; z ]
’‘》,

即临界光周与其所生活的环境温度呈反相关
,

当食物 营 养 异 常

时
,

临界光周也会增大
。

光照周期反应是油松毛虫幼上是否进入滞育状态的决定因子
,

也是决定油松毛虫发生世

代的关键因子
。

根据多年的观察记载
,

习t尔地区越冬代的油讼毛虫多在 6 月中
、

下旬结茧
。

第一代卵出

现于 6 月末
、

7 月初
,

卵期 8 天左右
。

第一代初孵幼虫在 7 月中
、

下旬出现
,

此时北京地区

本文于 1 98 8年 11 月 1 日收 y1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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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照时数已短于 14
.

s h
,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
,

8 月下旬后
,

随着日照时数进一步减少和气

温下降
,

油松毛虫已逐渐进入了滞育状态
。

但据报道 l“】,

在北京于 8 一 10 月仍可诱到少量松

毛虫成虫
。

根据过去的记录 t‘] ,

越冬代油松毛虫成虫的羽化期
,

可延续近 1 个多月
,

所以
,

8 月份捕到的成虫可能是越冬代羽化末期的个体
。

当然也可能存在最早羽化的一 小 部 分 个

体
,

它们所产的卵孵化较早
,

于 9 月下旬以后结茧和羽化
,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证实
。

如此
,

北京地区的油松毛虫的生活史可图解如图 1
。

在养虫室内
,

一直给予油松毛虫长 光 周 的条

件
,

每年可完成 3 一 4 代
。

从 19 8 6年开始
,

笔者已在养虫室 内连续饲养了 12 代油松毛虫
。

卵卵卵

图 1 北京地区 油松毛虫的生活史

(二 ) 寄主与油松毛虫生长发育的关系

害虫与其寄主生长发育同步是物种长期进化适应的结果
。

在北京地区
,

松毛虫早春上树

时
,

也正是油松从休眠恢复的阶段
,

用3 ~ 4月份的油松针叶喂养室 内连续饲养的油松毛虫
,

其历期明显地拉长
,

一般需要 4 个月左右才能完成整个世代
,

而且存活率较低
。

在秋末
,

油松顶芽形成后
,

生长减慢
。

随着气温的下降
,

油松也逐渐进入休眠状态
,

体

内代谢活动也在减弱或停止
,

在这个阶段 内饲养的油松毛虫
,

生活历期也明显拉长
,

它们的

初孵幼虫和整个幼虫期的死亡率也显著增加
‘)

。

用不同时期的油松针叶 (从春季油松恢复正常生长发育到秋末进入休眠状态为寄主 油 松

的正常生长季节
,

油松毛虫在这段时间取食油松针叶为营养正常
,

反之
,

则为异常 )
,

在恒撮

条件下进行个体饲养的结果见表 1
。

表 1 不同营养条件下油松毛虫的生活历期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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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组试验的生活历期明显不同
,

在26 ℃营养正常条件下饲养的油松毛虫发育历期要明

显地长于 (U
: 二 。

;
。。 = 1

.

96
,

U > Ua
. 。

;
。。) 在 24 ℃ 营养异常条件下饲养的结果

,

这一 反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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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
,

充分说明寄主营养条件改变对松毛虫生活历期的影响
。

也表明了在人为干扰了害虫

与其寄主的同少生
一

民后
,

害虫的生长发育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

因而北京地区油松的生 长周

期
,

也可作为油松毛虫发生世代的参照
。

根据我们室 内几批个体饲育的结果
,

在近30 0个饲育号的记录中
,

绝大多数幼虫在营养正

常时于 6 龄化蛹
,

其中雌虫的历期较长
,

一小部份可长到 7 龄化蛹
,

而雄虫历期相对较短
,

近 13
.

5 % 的个体可 于 5 龄化蛹
。

但在营养差异较大的情况 下
,

幼虫以 5 龄化蛹的比例变高
,

且雄性性比明显升高
。

表 2 是在不同营养条件下饲养油松毛虫的结果
。

表 2 中结果与自然界

松毛虫犯撅后出现的提前化蛹
,

雄性性比增高的情况相符
。

在我们的饲育 中
,

于长光周的情况下幼 裹 2 不同曹养条件下的幼虫助期与性比

虫龄期为 5 一 7 龄
,

但在光周试验中
,

于临

界光周以下生
一

民的个体
,

在历期拉
一

民 的 同

时
,

幼虫蜕皮次数 明显增多
。

有的个体在蜕

10 ~ 12 次皮后仍不能化蛹
。

鳞翅目昆虫的幼虫龄期
,

由于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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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历期和龄数都会有一定的变动
,

在正常情况下
,

这种变异有着一定的幅度
,

但在生

理活动受到大的干扰时
,

如感受到了
“

滞育
”

的信号
,

就会 出现大的异常
。

临界光周对于个体来说是
“

是与否
”

的反应
,

但在种群内
,

由于遗传异质性的反应
,

将会

出现一定的陡度
。

对那些感受到较强的短光周刺激
,

而未达到其临界光周的个体
,

但生理状

态已受到了千扰
。

用增加蜕皮次数来适应外界不良条件
,

在昆虫的习性中是常见的现象
。

(三 ) 通度与世代分化的关系

有效积温法则
,

作为有效地预测某些害虫的发生期及一个地区某种害虫发生的世代数等
,

已在农林害虫的研究和防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但有效积温法则也有它的局限性
,

无法应用

于某些有滞育阶段的昆虫世代数的计算
。

由于油松毛虫在感受短光周后
,

进入滞育状态
,

所以在北京地区 8 月下旬以后
,

虽然环

境温度大多在其发育起点温度以上
,

但幼虫生长非常缓慢
。

同样
,

较早出现的上树越冬幼虫也

出现了类似上述现象
。

在上述两个时期内
,

油松毛虫取食排粪较少
,

活动性较差
,

幼虫也可

蜕 1 ~ 2 次皮
,

但休长
、

体色
、

头壳并无明显变化
。

因此在上述两个时期内的有效积温值应

慎重考虑
。

为了进一步验证有效积温法则在油松毛虫年发生世代计算上的局限性
,

作者将己进入滞

育的 1 17 头油松毛虫幼虫放在长光周和恒温 (28 ℃ )
、

恒湿 (7 5 % )的条件下继续饲养
,

观察并

记录幼虫的生
一

长发育状况 ‘几1,

结果如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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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试验虽有近 10 %的滞育幼虫蜕皮后头壳增大
、

体色加深
,

近似于 5 龄虫
,

但其发 育历

期明显延长
,

最短的也需 2 个月
,

最长的可达 6 个月
。

除了这一小部份外
,

90 % 以 上 的滞

育幼虫
,

在继续强迫饲养的情况下
,

都恢复不了正常状态
,

虽然个别的可以延续存活 9 个半

月
,

还可以蜕几次皮
,

但头壳
、

体色
、

体长
、

日排粪量与进入滞育阶段的 4 龄虫相比
,

不仅

无明显变化
,

排粪量还有 日趋减少的趋势
,

最后以死亡告终
。

上述试验充分说明
,

进入滞育阶段的油松毛虫幼虫
,

如果得不到解除滞育的条件
,

在强

延其生长的环境中
,

即使得以勉强维持生命
,

但它们并不能继续发育
。

有效积温法则在这里

也就失去了作用
。

(四 ) 今后应继续深入的问题

害虫的生活史及其年发生世代
,

是种群动态 的基础
,

有着直接的生产意义
。

北京地区的油松毛虫
,

虽然己掌握了它的光照周期反应
、

感受光照周期的龄期
、

以及温

度和营养对临界光周的影响
,

但在自然界中
,

情况要复杂得多
。

具体到某一油松林中的松毛

虫
,

由于大气候的变动
,

立地条件的差异
,

坡度
、

坡向
、

郁闭度以及晨昏朦影的影响
,

加上

害虫不同发育阶段的差异
,

同一种群中
,

个体间的生理状态 是千差万别的
。

在北京冬季到来之前
,

从现象上看到了大批松毛虫幼虫下树
,

进一步还可发现大小上的

差异
。

但在这些下树越冬的幼虫中
,

哪些是滞育的
,

哪些是不滞育的
,

哪些是介乎其间的
,

不同类型越冬幼虫的抗寒性有否差异
,

这对来年的种群数量有着直 接的影吮
。

这是需要进一

步了解的问题之一
。

其次
,

我们已经掌握了引起松毛虫滞育的因子
。

在北方冬季滞育的昆虫
,

一般解除它们

滞育的条件是低温〔“1 ,

具体到北京地区油松毛虫滞育状态的解除需要什么样的低温
,

需要经

历多长时间
,

应该了解和掌握
。

第三
,

越冬幼虫滞育状态的解除和早春滞育后幼虫的正常发育是两回事
。

在早春
,

气候

常会出现反常
,

不同生理状态的越冬幼虫
,

它们对这种气候反常的反应 以及耐受能力不同
,

在观察中发现
,

北京地区在早春长达 1 个多月的油松毛虫越冬幼虫上树过程中
,

去除被寄生

的个体
,

早期上树的一般都完不成生活史而中途夫折
。

这一现象可能反映着不同生理状态越

冬幼虫对气候的感受不同
,

也包括着与寄主同步上的差异
,

它直接关系到短期数量预测的精

度
。

第四
,

对油松毛虫各虫期与其它物种之 间的关系
,

在近两年早春采到的大龄越冬幼虫中

发现
,

几乎全部被舞毒蛾绒茧蜂所寄生
。

少部份发育较快的第一代油松毛 虫 在 6 月下 旬孵

化
,

正赶上北京地区舞毒蛾老熟
,

所以也就成了舞毒蛾绒茧蜂的转主寄主
。

这些也是影响北

京地区油松毛虫年发生世代的一个因素
,

应该予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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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昆虫》(增订版 )预订启事

《中国森林昆虫》一书自1 9 3 3年出版以来
,

已再版两次
,

深受国内外读者好评
。

为满足生

产
、

科研
、

教学的急需
,

在主编萧刚柔教授的积极倡导下
,

中国林业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森

林昆虫》增订版
。

全 书共2 40 万字
,

增加4 00 余新虫种
,

是我国建国以来森林昆虫学科完整
、

科

学
、

系统的总结 (每册估价 5 5
.

00 元 )
。

为保证此书 19 9 1年出版
,

请各单位预交购书款 (截止 1 9 9。

年 8 月底 )
,

待书出版后
,

出版社将按每册 8 折优惠价(4 4
.

00 元 )及时供书
。

请将书款汇寄至北

京颐和园后中国林科院林研所杨秀元收
,

邮政编码
:

10 0 0 91
,

开户银行
:

北京工商行海淀分

理处
,

帐号5 9 1 1 4 5一 2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