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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长江沿岸地区松毛虫二
、

三代分化的决定因子是光周
,

分化的比例决定于第二 代

幼虫孵化的时间
。

八月初以前孵化的
,

大部份可完成二代进入三代
,

而八月上
、

中旬以后孵化 的
,

绝大部份就以第二代幼虫越冬
。

分化比例的大小明显地影响越冬虫 口的基数
。

温度和营养 等因子

通过对松毛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

而影响其二
、

三代的分化
。

重庆地区松毛虫的临界光周值 为 13 五

3 0 m in 左右
,

二
、

三代分化的临界日期在八月上旬前后
,

这一间题的解决为长江沿岸 松 毛 虫 种

群生态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数量变动的预测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

关抽词 光照周期反应 , 世代分化 , 松毛虫

我国森林最严重的害虫之一
—

松毛虫
,

50 年代初在长江沿岸就已发现存在着二
、

三代分

化的现象
。

虽然有人认为它与种群数量变动关系不大 〔’l ,

但在越冬时
,

三代虫有时可以比二

代虫高出 3 ~ 5 倍 工“] ,

也就必然影响着越冬虫口基数
,

从而对早春越冬代的危害及下一年的

虫 口变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随着工作的深入
,

近年有人提出高三代分化率是松毛虫大暴

发的原因 汇“l
。

对于这一分化现象的解释
,

过去笼统地归结为温度
,

或是环境与食物的综合作用等等
。

其

中有人推断为内在因子所决定 [’l ,

有人认为营养为主导 I“」,

彭建文认为光照强弱决定了松毛

虫生长发育的快慢
,

从而会影响分化〔摇l ; 陈搏尧认为分化相关显著的气象因子是八月份平均

气温
,

以及全年大于10 ℃的 日照 时 数 L‘」
。

在调查中还发现
:
江西贵溪7月30 日孵化的第 二

代幼虫
,

完成二代进入三代的占72
.

7 % , 而 8 月 10 日孵化的只有 27
.

了% 阅
,

南 京 7 月23 日

孵化的第二代幼虫
,

完成二代进入三代的占13
.

8 %
,

而 8 月 17 日的只有。
。

9 % 工7 ] ,

可见前人

始终未得出有关这一分化机制的统一认识
。

作者在松毛虫存在着明显的光照周 期现象 [吕l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

对长江沿岸松毛虫二
、

三代分化间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

结果发现
,

在长江沿岸
,

虽然气候
、

食物等因子对松毛虫生

长发育都会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但二
、

三代分化的决定因子是光照周期
,

其分

化比例取决于第二代幼虫孵化的时间
,

其它因子只是通过对松毛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

影响到

它的光照周期反应
,

从而影响到世代的分化
。

本文于 1 9 8, 年1 0月 2 4 日收到
。

关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本项工作在四川省永川森林病虫防治试验站大力支持下
,

得 以顺利完 成
。

防 治站 的张邦林 同志参加了部份饲养工 作
,

谨此~ 并致谢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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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试验是在四川省永川森林病虫防治试验站进行的
。

1
.

1 试虫来派

于 7 月22 日在永川采集大批 即将羽化的松毛虫
’)茧

,

放入虫笼
,

于室外任其羽化
、

交 尾
、

产卵
。

分别收集在 7 月下旬
, 8 月初和 8 月上

、

中旬所产的卵
,

待孵化后
,

取同一天解出的

初孵幼虫进行试验
。

1
.

2 城脸分组

依时间不 同分三组进行
。

第一组
:
取 8 月 1

、

2 两 日孵出的幼虫
,

分 以下五种光照时数处理
。

处理 l 在养虫罩上方0
.

5 m 处
,

并排安装 4 支30 W 日光灯管
,

于 19 时 开 启
,

21 时 关

闭
。

处理 2 同处理 1 ,

仅日光灯提前半小时
,

于20 时30 分关闭
。

处理 3 自然光照下饲养
。

处理 4 养虫罩于 19 时用黑罩扣住
,

22 时后将黑罩取下
。

处理 5 同处理 4 ,

仅扣黑罩时间提前半小时
,

于18 时 30 分扣罩
。

据天文年历查出
,

重庆地区 8 月l 日日出时间为 6 时13 分
,

日落时间为19 时 47 分
,

日照时数

为 13 h 3 4 m in
。

据此
,

可以计算出上述 5 种处理 的光照时数分别为1 4 h 4 7 m in
、

14 h 1 7 m in ,

1 3 h 3 4 m in
、

12 h 4 7 m in 和 1 2 h 17 m in
。

第二组
:
取 8 月10 日孵出的初孵幼虫

,

分以下 3 种光照时数处理
。

处理 1 按第一组条件增加光照时数
,

日光灯开闭时间为 19 时~ 21 时
。

处理 2 自然光照下饲养
。

处理
”

按第一组条件减少光照时数
,

扣黑罩时 间为18 时3 0分
。

按
’ ,

j式计算
,

这组试验的光照时数分别为 1 4 h 1 1 m in
、

1 3 h 2 1 m in 和 12 h 1 1

m lfl
o

第三组
:
分别将不同时期孵化的初孵幼虫放到野外的马尾松上

,

任其感受自然界的光周
,

待完成二龄后
,

取回室 内饲养
,

观察其滞育率
,

试验分三段处理
。

处理 1 8 月 2 日孵化之幼虫
。

处理 2 8 月 1 0 日孵化之幼虫
。

处理 3 8 月 15 日孵化之幼虫
。

据天文年历
,

上述三个处理起始时的日照时数分另11为 1 3 h 3 3 m in
、

1 3 h 2 0 m in 和 13 h

14 m in
。

1
.

3 饲养现案

在24 c m x 1 0 c m 玻璃养虫罩内
,

放置新鲜马尾松针
,

两端用纱布封口
。

第一
、

二组试验
,

每

罩内放60 头初孵幼虫
。

每一试验处理设三个重复
。

定期更换新鲜针叶
。

第三组试验采回虫数
,

每一处理不少于 100 头
,

分别放入 2 个养虫罩内饲养
。

记录生长情况
、

发育速度
、

排粪t
。

24

天后
,

根据幼虫的体色
、

头壳宽度和虫体大小统计其滞育率
。

1) 对四川 ! 庆地区 的松毛 虫种名
,

国内分类学者尚未统一
,

故本文暂缺
。



4 期 李兆麟等
:

松毛虫光照周期反应 万
.

二
、

三代分化的研究

2 结果和讨论

从表 1 和图 1 ~ 3 明显看出
,

不论那一组试验
,

松毛虫的滞育率都是随着光 照 时数 的

减少而增加
。

第一组中的自然光照处理
,

第二组中的加光处理和 8 月 2 日孵出的 幼 虫 在 野

外感受自然光周
,

三组试验结果一致 , 第一组中的减光处理
,

第二组中的自然光周处理和 8

月 1 0 日孵出的幼虫在野外感受自然光周
,

其结果也接近
。

这充分说明了长江沿岸松毛虫能否

完成第二代进入第三代
,

主要决定于光照时数
,

即由初龄幼虫的光照周期所决定
。

根据上述

试验
,

在 19 8 8年重庆地区的气候条件下
,

可初步计算出松毛虫的临界光周约为1 3 h 3 0 m ino

表 1 给出了三组试验
,

在试验期间的平均温度
,

如将三组试验分别计算
,

第二组与第三组试

验的临界光周值基本一致
,

而第一组试验由于平均温度较高
,

其临界光周值明显偏低
。

这一

情况正说明温度对松毛虫临界光周的影响 [“1
。

表 1 不同时期不同光照时橄下松毛虫的潇育率 (四川永川
,

1 9 8 8年 )

试验 组别 工 亚 皿

开始 日期 8 月 1 日 8 月 1 0 日

—
—

-

—
—

8 月2 日 8月1 0 日 3月1 5 日

处 理

滞育率(% )

试验期平均
温 度 (℃)

2 3 4 5 1

芍
.

7 4 3 6 6
.

7 8 3
.

3 1 0
.

2

2 8
.

7

2

6 0
。

1

2 6 9

3

9 2 1 4
.

7 73
.

2

2 6
.

9 25
.

3

9 8

2 4
.

2

13 : 40

�月�翻蓄蜜
.

口

5几‘勃
舟一”�

八次�杠份翅八次�老知讲
(欲)徐撅妮

光照时数 ( h )
12 刃3 14

光照时数 ( h )
式犷一

.

下石广下育一
13 ’J。

解化日期(月
·

日)

图 1 8 月 1 日孵化的第二代幼虫

饲育在不同 日照时数下的滞

育率 (1 ~ 5 处理号 )

图 2 8 月1 0 日孵化 的第二代幼

虫饲育在不同光照时数下

的滞育率 ( 1一3 处理号 )

图 3 不同时间孵化的第二代幼虫

在自然 状态下的派育 率 (虚

线为当日的 日照时数 )

图 4 是第二组试验五龄以前松毛虫在不同光周条件下的平均发育速度
。

这与过去国内发

表过的大量观察结果相同 [’一 “
, ’。, ‘’J ,

即 长江沿岸松毛虫二
、

三代分化主要表现在第二代虫三

龄以后虫体的色泽以及头壳的增长
。

在不同光周条件下三龄后
,

它的发育速度才出现明显差

异
。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
,

虽然发育速度的差异表现在三龄以后
,

但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却

远在三龄以前
,

即是由初龄幼虫感受到的光周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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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组试验的平均发育速度

各地一年中不同 l时期的 口出口落是

由纬度决定的
,

也就是说同一 口期
,

不

同年份它的光周是固定的
。 一

长江沿岸松

毛虫二
、

三代分化是由光周决定的
,

而

图 5 长江沿岸 松毛虫不同年 份二
、

三代分化情况示愈
.

(八
、

B 为不同年份 第二代幼虫的孵化曲线
。

C 为临界光周

位
。

D * E 区间 代表山于气候
、

营养等外界因子的影响及 个体闭

差 异形成的临界光周的变异幅度
。

曲线 中横线部份为能完成二代

进入 三代的 幼坐 , 斜线部份为一部份叮能完成二 l忆的幼 虫
。

横线

与斜线文又部份
,

即是受外界囚子影响 二
、

三代比例变功最大的

部份 )

在温度恒定时
,

其临界光周值也是可知的
。

但母年由于大气候的波动
,

以及松毛虫发生地点

小气候的变异
,

使得德年第二代幼虫初孵的时间就成了决定其分化比例的关键
。

图 5 是这一

解释的示意图
。

过去从个体生态的角度
,

在松毛虫生活史的研究中仅注意到了各个虫期出现

的时期
,

以及环境因子对各个虫期历期的彩响
。

而松毛虫种群数量变动
,

尤其是影响到种群

丛数的二
、

三代分化
,

不仅仅只限于当代的效应
,

越冬代和第一代发育的快慢都会左右着第

二代出现的I讨问
,

也在对三代能否出现产生形响
。

这正是松毛虫数量预测中应该深入考虑的

一个方面
。

就长江沿岸地区松毛虫二
、

三代分化机制 的工作
,

也应在现有的垫础 上 深 入 进

行
,

进一步明确各种环境因子对松毛虫光周期性的影响
,

为完善松毛虫种群动态的预测提供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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