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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普夜蛾线虫对小木班蛾致死率的研究
*

高瑞桐 秦锡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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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蠢蛾(H o lc己c er u s 八s u la , 15 Stg r
。

)是果树和园林树木的重要害虫 [’I ,

危害山植
、

银

杏
、

白蜡
、

国槐
、

龙爪槐
、

法桐和丁香等树种
。

据各地调查被害率
,

北京门头沟 区 的 山 植 达

6 0 %
,

市区行道树白蜡为30 %一 80 % ,石家庄市10 多年生国槐为26 % ~ 96 % , 鞍山市 1 万株山

植全部被害
,

严重影响了产量和行道树的生长
。

自1 9 8 6年以来
,

我们应用昆虫病原线虫 S te 众c1
-

二二 a fe 介ia o A ll 进行了防治试验
,

效果很好【2
, 习]

。

1 9 8 7年进一步在室内外研究了芜莆夜蛾线

虫 (5
.

介lt i配 A g tr iot os )对小木者蛾的幼虫致死率
,

以及有关影响线虫毒力的因素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 供试昆虫

为 l 和 2 年生小木盆蛾幼虫
,

采自北京市香山南路
。

(二 ) 供试续虫

从中国农科院生防室引进
。

(三 ) 通度对致死率的影晌
1

.

室内试脸 小木蠢蛾幼虫放入 7 c m x l
.

s c m 的指形管内
,

管内贴壁放 一 张 s c m x

l
。

5 c m 的滤纸
,

每管滴2 000 条 / m l线虫悬液。
.

6 m l
,

以滴清水的为对照
,

塞住棉塞置 于 小

型干燥器内
。

分放在 10
、

1 5
、

2 0
、

25
、

30 和35 ℃ 6 种温度的恒温箱内
,

每种温度50 管 (其中

对照10 管)
,

逐 日统计死亡数
。

2
.

野外试验 于 4
、

5 、
6 和 10 月在野外以 2 0。。头 / m l浓度注射被害树木

,

逐日 观 察

爬出树干外的虫数
,

数 日后解剖观察枝干内的死亡情况
。

(四 ) 浓度对致死率的影晌
1

.

室内试脸 ¹ 按小木意蛾幼虫与线虫比为 1 与 3
、 6 、

12 、

18
、

24
、

3。
、

36之 比制成

的线虫悬液
,

注射于直径 10 c m 培养皿 内的滤纸上
,

并加清水保湿
,

再把小木蠢蛾 1 或 2 年生

幼虫放入皿内
,

每皿 20 或 12 头
,

每种浓度 3 皿
,

以注清水的为对照
,

每天统计死亡数 , º 把

被害枝干带回室内
,

分别注射含线虫2 0 0。
、 1 0 0 0

、

了50
、

50 。和25 。条 / m l的悬液
,

观 察死

亡情况
。

本文 于19 8 9年 2 月 23日收到
。

* 中国农科院的张刚应 同志参加部分野外试脸 , 本项研究得到石家庄市园林 局绿化队
、

非京市林业局 森保站
、

门头沟

枚 桃站
、

潭拓寺乡政府 的支持
,

在此一井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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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害树上注射含线虫2 。。0
、 1 00 0和5 00 条 / m l的悬液

。

19 1

2
。

野外试验

二
、

试验结果

(一 ) 沮度与致死率的关系

从表 1 看出
,

小木蠢蛾幼虫死亡率与温度有密切关系
。

在 10 ~ 30 ℃ 温 度 下
,

小木蠢蛾

都能被感染致死
,

在10 ℃时寄主发病缓慢
,

15 天死亡77
。

5 %
,

20 天死亡 85
.

。% , 3 5 ℃时到

第10 天寄主仍不发病
。

致病的适宜温度在20 ~ 30 ℃之间
,

最适温度为25 ℃
,

高于 35 ℃ 则丧

失致病力
。

裹 1 不同沮度下线虫对小木班蛾幼虫致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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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各温度的试 虫均为 40 头
, 对照为10 头

,

到10 天时都未死亡
。

( 二 ) 时间与死亡率的关系

在10 ~ 25 ℃的温度范围内
,

随温度的升高寄主死亡速 度 加快
。

在20 ~ 30 ℃时
,

全部死

亡仅需 3 ~ 4 天
,

1 0 ~ 1 5℃需 1 0天以上
。

15
、

时问(
〔l)

2 只 4 5

睿

1 O

),0000
20

、

25
、

30 ℃ 4 种 温度下时间与 死 亡率关系

的函数图象如图 1
,

回归方程式如表 2 (其 中

夕为 10 9 值
, x 为机率值)

,

死亡 50 %
、

70 % 和

9 0 %时所需时间如表 3
。

野外不同时期的防治效果
,

以 5 月较好
,

6 月较差
,

10 月发病缓慢 (表 4 )
,

其结果与室

内温度试验相一致
。

(三 ) 线虫密度与致死率的关系

表 5 显示 出
,

随着线虫数量的增加其死亡

速度加快
,

死亡率也增大
。

不同线虫用量与死

亡率关系的函数图象如图 2 ,

回归方程式如友

6 (其中 夕为 10 9 值
, x 为机率值)

,
7 天内死

亡50 %
、

70 %
、

90 %时需要线虫数量如表 7
。

�咨�甚巾暇

8070605010302010

润

为
、

J

了产矿M
J

千�含己月

8.72姗涵�5.25

划升毒

4 一 1 6

3
。

72

了丽不丽万二骊。
.

60 0
.

700
.

78 0
.

8刘
.

哪 。
.

95 1
.
。。

1一 。灯 时 司值)

图 i 时间与死亡率回归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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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死亡率回归关系

瓜 度 (℃ )

3 0

2 5

2 0

1 5

回 归 方 程 式

g 二 一 0
.

0 6 7 」 0
.

0 7 7 义

g = 0
.

0 7 1 + 0
.

0 4 7 X

g = 0 3 1 9 + 0 0 3 3 x

g = 0
.

4 1 1 + 0
.

0 7 3 X

}
标 。 差

⋯
,。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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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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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死亡 50 %
、

70 %
、

90 %所招时间计林值

333幻℃℃ 2 5 ℃℃ 2 0℃℃

((( d ))) 10 999 ( d ))) 10 999 ( d ))) 10 999 ( d )))

222
.

111 0
.

3 000 2
.

000 0
.

4 888 3
,

000 0
.

7 777 5
.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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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0
.

3333 2
.

111 0
.

5000 3 111 0
.

8 111 6
.

555

222
.

666 0
.

3 666 2
,

333 0
。

5 222 3 333 Q
.

8 777 7
.

444

试验 日期 检 查 致

(株 )

千内爬 出数 解 剖 干 内 虫 致

} 地 点
(月

’

日 ) {

平 均 数

(头/ 株) 死虫数 (头) } 活虫数 (头) } 死亡率(% )

度[)

m

浓嫌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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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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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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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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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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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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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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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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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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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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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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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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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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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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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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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¹

、

º
、

» 分别表示 4 天 内
、 8 天内

、 14 天内总死亡数。

在室内以不同浓度线虫悬液注射虫道
,

结果表明
,

浓度在50 。条 / m l以上 的 致 死 率 都

能达到 80 %以上 , 浓度在1 0 00 条 / m l以上致死率能达到 95 % 以上 (表 8 )
。

但野外试验观察

7 天
,

注射浓度为2 0 00 条 / m l 的平均每株树有22 头幼虫爬出干外而死 亡
, 1 00 0 条 / m l的有

9 头
,

而5 00 条/ m l的则无幼虫爬出
,

与室 内注射枝干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
。

(四 ) 寄主龄期与致死率的关系

从表 5 、

表 7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
,

不同龄期的小木蠢蛾幼 虫对线虫的抗性有很大差异
,

当每头幼虫平均有36 条线虫侵染时
, l 年生的 5 天内致死率可达到 95

.

3 % ,

而 2年生的 7 天

时仅有75
.

7% ,

而且死亡速度慢 , 每头幼虫平均有 6 条线虫侵染时
, 1 年生的 6 天致死率为

6 6 . 7 %
, 2年生的 7 天死亡率只有36

.

1 % 。

三
、

讨论与分析

据观察发现
,

温度变化不但对线虫的致病力有重要影响
,

而且还影响线虫的活性与寿命
。

在35 ℃恒温下线虫活动能力差
,

无致病能力
,

12 h 后死亡率就有81 % ,

24 h 后达 到97 % ,

两天后全部死亡
。

这与夏北成报道卜 ] ,

新线虫在34 ℃下对粘虫完全丧失致病力是 基 本一致

的
。

10 ℃恒温下线虫活动能力也很差
,

但寿命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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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不同线虫用t 与小木. 峨致死率关系

幼虫年龄 试 虫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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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线虫密度与死亡率回归直线

线虫浓度的变化与寄主致死 有 很 大 关

系
,

浓度高致死快
、

致死率高
。

但在枝干内

及野外试验效果不稳定
,

分析其原 因
: ¹ 枝

干内虫道的弯曲
、

宽窄
、

形状及粪屑 的 堵塞

等情况复杂
,

对悬液的流动和保存量 都 有一

定影响 , º 寄主龄期不一
,

对 线 虫 抗 性不

同 , » 注射时每根枝干的注射量很难达到一

致标准
。

以前的研究表明闪
,

用20 0 00 条/m l

线虫悬液防治小木蠢蛾
,

注射14 天后出 现 了

重复感染
,

本项研究只在室内试验12 天时再次注入少量清水的处理才出现重复感染
,

说明新

生线虫传播时树千内湿度高低对重复感染有很大影响
。

其次本研究野外试验使用的浓度与国

内外资料 [’, “〕记载的要偏低
,

这对重复感染可能也有影响
。

高龄幼 虫防治时应加大浓度或注

射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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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浓 度

(条/ m l)

室内不 同浓度的经虫致死效果

死一
!

直 复

(次 )

亡 致

干 内

(头 ) 千内活 虫数

(头 )

死 亡 率

合 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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