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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虫自然死亡率及其死亡机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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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虫的自然死亡率体现了紫胶 虫的种群生态学和遗传学特征
,

对于研究紫胶虫的生态

学和数量遗传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国内外对紫胶虫的生物学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

但对紫

胶虫的自然死亡率
、

死亡机理的研究未见报道
。

本文在研究紫胶虫死亡率的基础上
,

拟讨论

紫胶虫的自然死亡率
、

主要死亡因素及其死亡机理等问题
。

1 材料和方法

供试虫种
:
紫胶虫[ K e : : ia la c c a (K e r r

.

)〕, 寄主植物
:
南岭黄植 (D a lb。: g 了a 西a la , sa e

Pr a in )
。

试验地点
. 云南景东 , 世代

: 1 9 8了~ 1 9 8 8年冬夏两代
。

方法
:
紫胶虫的死亡率按龄期分阶段调查

,

在幼虫期用手持扩大镜观察每 c m
Z

单位面积

上紫胶虫的数量变化
,

在成虫期
,

胶被极盖虫体后
,

采用雌成虫群体密度测算公式 N = 4 + 刁
2二D [’]来描述单位面积上紫胶虫的数量变化

,

计算其死亡率
。

紫胶虫进入成虫后
,

每十天抽一次样
,

所有观察和抽样的样本数量均大于50 个
。

紫胶虫的泌胶量
、

怀卵量采用常规方法测定
。

1 9 8 7 ~ 1 9 8 8年试验地点景东的生态环境在紫胶虫的适生范围内
,

无灾变性气候影响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续胶虫种群的自然死亡率

紫胶虫的死亡率
,

在自然界中受气候
、

生物(种内和种间)等诸因素的影响
。

图 1 是

在适宜生态条件下
,
紫胶虫种群各阶段的自

然死亡率
。

从图 1 可看出
,

紫胶虫的自然死亡率较

高
,

一般在85 %左右
。

紫胶虫冬夏两代的死

亡率虽然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
,

但到成虫末

期
,

冬夏两代的死亡率差异不大
。

一般地
,

紫胶虫的幼虫死亡率高于成虫
。

为了综合地描述紫胶虫种群的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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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在胶被连片
、

胶虫生长正常的原胶中分

三个档次
,

分别测定其死亡率
、

生殖力
、

泌

胶量等生物学指标
,

结果归纳在表 1 中
。

从表 1 可知
,

生长发育正常的紫胶虫种

群的自然死亡率在83 % ~ 88 %之间
,

可以认

为紫胶虫的死亡率在90 % 以下均属于正常死

亡
,

不影响紫胶虫的泌胶和生殖
,

紫 胶虫种

群能正常繁衍
。

紫胶虫种群自然死亡率高是

紫胶虫种固有的特征
。

在紫胶生产和研究中
,

紫胶虫的死亡率

表 1 生长发, 正常旅胶生的一些生钧举指标

(雌成虫孕卵 5 ~ 6 期 )

胶 被 军 死 亡 率 泌 胶 盈 怀 卵 置

世 代
(
e m ) (% ) (m g /头 ) (粒/ 早)

冬 < 0
.

3 8 5
.

79 9
.

1 8 2毛2

0
.

3 ~ 0
.

4

> 0
.

4

8 4
.

2 1

8 6
.

忿4

8 7
。

2 2

8 5
。

0 0

8 3
。

8 9

8
.

6 3 2 5?

1 0
.

6 0 3 1 1

1 4
.

6 5 2 9 2

1 5
.

6 4 4 20

1 4
.

2 4 4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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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夏代

常用作判别虫种优劣和寄主适应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

笔者认为
,

在运用紫胶虫的死亡率时
,

应该考虑紫胶虫的自然死亡率
,

因为在自然死亡率范围 内( 即死亡承受能力内) 的某一阶段来

比较紫胶虫的死亡率
,

进而判断虫种和寄主的优劣是不准确的
,

难以反映真实规律
。

2
.

2 紫胶虫主要死亡因素及其死亡机理分析

紫胶虫是群居性昆虫
,

在寄主植物上呈聚集性分布川
。

紫胶虫幼虫一经固定后终生不能

再移动
。

在成虫末期
,

紫胶虫口针刺入树皮
,

尾部抬起
,

整个虫体与树表皮几乎垂直
,

虫体

间彼此紧密排列
,

虫体断面近似于圆形
。

由于紫胶虫不能移动
,

单位面积上所能容纳的虫数

与虫体的大小密切相关 [lJ
。

一般地
,

虫体宽则单位面积上能容纳的 虫数 少
,

表 2 实 测 了

1 9 8了~ 1 9 8 8年冬夏两代生长发育良好的紫胶虫成虫末期的虫体宽
,

并根据 公式
: N = 4 十习

2万D Z
计算出单位面积上所能容纳的虫数

。

表 2 生长发育良好的簇胶虫单位面积所挂容纳的虫教 (寄主 : 南岭黄植 )

世 代 序 号

成被状况

(
e m )

> 0
.

4

0
.

3 ~ 0
.

4

< 0
.

3

样本数

(头 )

曳体宽 可容纳虫效

( m m ) (头/ e m Z
)

可 常性
死 亡 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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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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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2 7

1
.

9 9 2 9

2
.

0 4 2 7

2
_

2 2 2 3

里信区间

(头 le m Z )

2 3
.

5 ~ 2 6
。

7

2 7
.

5 ~ 3 1
。

0

2 5
.

4 ~ 2 8
。

7

2 7
.

3~ 3 0
.

3

2 5
.

2~ 2 9
.

8

2 1
_

7 ~ 2在
.

6

8 6
.

8 4

8 4
,

2 1

8 5
_

7 9

冬代

8 3
.

8 9

8 5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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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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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
,

生长发育良好的紫胶虫在成虫末期每单位面积上所能容纳的虫数均在30 头

以上
,

死亡 率 为 85 % 左 右
。

试 验表明
,

在最佳生态条件下
,

生长发育最好的紫胶虫的存

活都在15 % 以下
,

换言之
,

绝大多数胶虫死于种内自然调节
。

显然
,

紫胶虫的种内自然调节

是紫胶虫死亡的主要原因
。

紫胶虫的种内自然调节贯穿着紫胶虫的整个生活史
。

在幼虫期
,

紫胶虫自身的保护机制

较差
,

种内自然调节主要通过环境因素来进行
。

由于紫胶虫本身的遗传特性决定了紫胶虫种

群内部表现型的多样性
,

造成了种群中个体间的差异
,

一部份先天不足
,

适应环境能力较差

的紫胶虫在环境的作用下被淘汰
,

这部份死亡约占种群死亡的一半
,

遗传素质较好的紫胶虫

存活下来
,

进入成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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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虫在成虫期
,

种内自然调节表现为种群中个体对有限空间资源的竞争
。

实际上
,

紫

胶虫种群中个体对有限空间资源的竞争贯穿在紫胶虫的整个世代中
,

只不过在幼虫期不占主

导地位
,

而在成虫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

竞争更激烈
。

一般来说
,

紫胶虫寄主在寄生植物上
,

除寄生过量导致寄主植物长势衰弱或死亡外
,

紫

胶虫的食物资源是丰富的
。

紫胶虫在适宜的生态条件下
,

又有充足的食物资源
,

随着种群生

长发育
,

种群中个体体积不断增大
,

单位面积上能容纳的虫数越来越少
,

由于紫胶虫固定在

寄主植物上后终生不能再移动
,

种群中个体对有限空间资源的需求就成了紫胶虫生存的必要

条件
。

在对有限空间资源的竞争中
,

种群中竞争力较弱的个体被淘汰
,

只有少数健壮的紫胶

虫能完成整个世代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紫胶虫的高死亡率是紫胶虫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一种种群自我调

节机制
,

是紫胶虫固有的特征
,

紫胶虫以较高的繁殖力来补偿较高的死亡率
,

使种群得以繁

衍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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