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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毛虫赤眼蜂近亲交配及其对子代生活力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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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毛虫赤眼蜂 T : ic ho g : a 优m a d e n d : 0 11二1 M a ts u m u r a ,

属 膜 翅 目 H ym e n o p te r a
、

小

蜂总科 C ha le id o id a e
、

赤眼蜂科 T r ieh o g r a m m a tid a e ,

为多种农林害虫卵的小型寄生 蜂
,

寄主多
,

分布广
,

易繁殖
,

是我国 目前生物防治中主要的寄生蜂之一
。

多年来
,

我国大量采用柞蚕
、

蓖麻蚕大卵作为繁殖赤眼蜂的寄主 I‘l
。

有学者认为
,

使用

柞蚕等大卵繁蜂
,

使赤眼蜂子代发生近亲交配
,

经多代繁殖
,

可能导致生活力退化
,

从而影

响防治效果 [ 2一 “」。 笔者经试验证实了上述现象 工4 ]
。

鉴于赤眼蜂近亲交配问题的复杂性
,

笔者

在前文 [ 4] 的基础上
,

于 1 9 8了~ 1 9 9。年着重研究了赤眼蜂近亲交配发生的时期及对子代生活力

的影响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来派与处理

供试蜂种由浙江省金华县林场与浙江省林业厅森防站提供
。

母蜂选用第二
、

三代羽化整

齐
、

强壮的赤眼蜂雌蜂
。

柞蚕卵为去冬雌成虫的冰冻腹卵
。

使用前先用清水漂洗
、

晾干
,

挑

选饱满的健康卵粒
。

松毛虫卵分别从宁波与余姚市郊马尾松林中采集越冬代茧
,

置室内羽化

获得
。

1
.

2 试验方法

1
.

2
.

1 蛹期单雌培养繁殖 首先将寄主卵中赤眼蜂的蛹分为
“
活动期

”

与
“
不活动期

”

两类
。

所

谓
“活动期

” ,

即解剖寄主卵
,

赤眼蜂的蛹 已脱离蛹包膜
,

并会爬动的时期 ; “
不活动期

”

即赤

眼蜂的蛹尚在蛹包膜之中不会爬动的时期
。

在试验中又将上述两类分为四个阶段处理
。

A 组

—
寄主卵中雌雄蛹均在蛹包膜中

,

尚未活动 ; B 组
—

雄蛹已脱出蛹包膜
,

会爬动
,

雌蛹尚在

蛹包膜里 ; C组
—

雌蛹已脱出蛹包膜
,

但不会爬动 ; D 组—雌雄蛹均 已脱出蛹包膜
,

并会爬

动
。

具体方法是待赤眼蜂在寄主卵中发育到第七天时
,

在双目解剖镜下剥开卵壳
,

将雌蛹逐

个挑出
,

用毛笔单个引入指形管里的小纸片上
,

每管按一定蜂卵比放入寄主卵
,

然后移入培

本文于 19 9 0年 7 月14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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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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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眼蜂防治马尾松毛虫的利用研究
”

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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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箱
,

控制温度2G ℃
,

相对湿度80 %以上
,

让其继续发育
、

寄生
,

以后每天解剖一次
,

直到

雌蛹会爬为止
。

1
.

2
.

2 近亲交配连续繁殖 在群体繁蜂时
,

挑选 1 头刚羽化的活泼雌蜂
,

引入指形管后让其

寄生繁殖
,

其子蜂羽化时挑选 5 头雌成蜂作为供试母蜂分别引入 5 支指形管
,

第一代子蜂羽

化后统计每雌羽化数
、

雌雄性比
,

然后 以同样方法从每管各挑选 1 头雌成蜂进行连续繁殖
,

以杜绝卵外互交
,

保证近亲交配 , 另外每代从群体连续萦殖中挑选 l头母蜂作对照
。

1
.

2
.

3 子代生活力浏定 子代生活力指标定为四个
:
即每雌平均产子蜂数

、

羽化率
、

雌雄性

比与雌成蜂寿命
,

均与群体繁殖 的子代相比较
。

2 结 果

2
.

1 拐期单雌培养I 殖

为探明寄主卵中近亲交配的虫态和时间
,

对寄生于柞蚕卵
、

松毛虫卵的不同蛹期作了比

较试验
,

结果表明
,

当剥取寄主卵中尚不会爬动的雌蛹进行培养繁殖
,

其子代全部为雄性个

体
,

雌成虫行产雄孤雌生殖
,

说明这时期没有发生近亲交配 , 当剥取寄主卵中已会爬动的雌

蛹进行培养繁殖
,

其子代大部份为两性生殖
,

表明这时期的雌蛹大部 份 已 发生 了 近 亲 交

配〔. 1
。

为了进一步确定寄主卵中发生近亲交配的具体虫态和具体时间
, 19 9 。年将寄主卵中的蛹

期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培养繁殖
。

试验表明
,

当寄主卵中的雌蛹发育到第三阶段时(即 C组
,

雌蛹 已脱去蛹包膜但还不会爬动)
,

就开始交配
,

发育到第四阶段即 D 组时
,

多数雌 蛹 已 进

行过交配
,

详见表 1
。

衰 1 松毛虫赤一蜂. 成虫单. 挤班试段

供试母 蜂 子蜂羽化 数(头 )
寄

:
l毛 处 理 一

—
一 生殖类型

(头 ) 早 忿

雌雌4256

雌性雌性

孤孤孤两孤两\组 1 1 0

11 到l

(二组

D 红L

0

2 5 0

2 1 5

6 74

8 7 9

3 3 2

雌雄场均在幼包膜中

雄蛹 已脱出蛹包胶

雌场 已脱出蛹包膜
,

但不会爬

雌雄捅均已 脱出幼包膜
,

并 会爬

毛虫卵

A 组

l弓组

C 组

D 组

1 3

1 5

2 7 1 1 5 1

6 1 3

6 2 5

8 4 1

9 7 0

孤 雌

孤 雌

孤 雌 12

两 性 15

两 性

同上 A 组

同上 B 组

同上 C 组

同上 D 组

柞垂卵

2
.

2 近亲交砚连续份殖与子代生活力

1 9 8 8年单雌连续繁殖 5 代
, 1 9 8 9年单雌连续繁殖 9 代

,

从两次繁殖的每雌平 均 产 子 蜂

数
、

子代羽化率
、

雌雄性比及雌成虫寿命四个测定指标来看
,

均与对照组基本一致
。
19 8 8年连

续繁殖 5 代
,

供试母蜂 22 头
,

每雌平均产子蜂 1 3 5
。

5头
,

子蜂总羽化率为 9 0
。

2 %
,

雌性 比为

96
.

2 %
,

雌成 虫寿命为2
.

5天
,
对照组供试母蜂 5 头

,

上述指标分别为 1 50
。

6 头
、

94
.

9 %
、

9了
.

6 %与2
.

5天
, 19 8 9年连续繁殖 9 代

,

供试母蜂45 头
,

每雌平均产子蜂1 17
.

8 头
,

子 蜂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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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率 7 4
.

2 %
,

雌性比为9 6
.

3 %
,

雌成虫寿命为2
。

3天
,

而对照组供试母蜂 9 头
,

上述结果

分别为1 12
。

o头
、

65
.

7 %
、

9 7
。

l %与2
.

3天
,

都十分接近
,

详见表 2 。

表 2 松毛虫赤眼蜂近亲交配连续桩殖

试 验 组 对 照 组试 验 组 对 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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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头 ) (头 ) (% )

雌

性

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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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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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表明
,

松毛虫赤眼蜂的雌成虫只有交配受精后才行正常的两性生殖
,

未交配受

精者行产雄孤雌生殖
。

松毛虫赤眼蜂在寄主卵中存在近亲交配这一现象
,

不仅存在于柞蚕卵

这类大卵中
,

同样也存在于松毛虫卵中
,

其比例高达 10 。%
。

本研究还表明
,

松毛虫赤眼 蜂

在寄主卵中交配的时间
,

当雌蛹发育到第三阶段即脱去蛹包膜但还不会爬动时就发生了
,

亦即

后蛹期
。

具体时间是在接蜂后第 8 ~ 10 天之间
。

这些结果充分说明
:
松毛虫赤眼蜂在寄主卵

内或卵外进行近亲交配乃是种的特性
,

与寄主卵的大小并无必然联系 , 松毛虫赤眼蜂在寄主

卵中进行近亲交配后
,

对其子代生活力无不良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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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部在亚热带林业实验 中心举办林业环保培训班

今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由林业部世行项目, 理中心在中日林科晚理热带林业实胜中心召开了. 众造林 项

目的林业环保培训班
,

林业部世界银行贷旅业务工问. 夙, 同志亲性指导
。

今加该班的有全. 各古区承 担

世行项目的同志共四十余人
。

培训期间由部世行城目管理中心科研推广支持组
、

环保组成员 盛炜 形 研究

员
、

李贻挂剧研究员讲解了主共树种造林地肥力监侧和水土保持监侧样点设 t 方法和砚洲记 录 的 具 休 要

求
,

姚 . , 翻研究员讲解了病虫容监侧样点的设t 方法
,

张先仪剧研究员讲解了径流小区的试验设计 娜
。

培训班还其体研究和落实了环境监侧样点的设且地点
、

内容和任务
。

由于采取了边讲
、

边学
、

边议
、

边实

习的方法
,

取得了较好效果
。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脸中心 李位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