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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紫 胶 科 研 的进 展

与今后的研究方向

侯 开 卫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稼昆虫研究所)

摘典 本文简要地回顾总结了我国紫胶生产技术研究取得的成果以及通过推广应用所产生 的

巨大效益
。

同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间题
,

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

关. 饲 紫胶虫 , 寄主植物 , 敌害防除 , 产区气候

世界上有10 个 国家生产紫胶
,

多数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和推广机构
。

在我国建立专门机

构进行研究
,

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
。

在刘崇乐
、

吴征锐
、

蔡希陶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

下
,

对云南紫胶产区的紫胶 虫
、

寄主植物及产区气候等进行了考察
,

并在云南景东开展了定

位观察研究
,

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

1 9 6 2年后进一步开展了较系统的研究
。

在此以前
,

由于生产技术较落后
,

年 产 量 不 到

30 0 t
,

远不能满足需要
。

国家工业化建设
,

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要的紫胶
,

主

要依靠印度进 口
。

从1 962 年起
,

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
,

我国的紫胶进口被迫停止
。

为贯彻国

务院关于
“

发展紫胶新产区
,

逐步达到自给自足
”

的决定
,

1 9 63年 2 月
,

国家科委和林业部在

制订的 1 9 6 3~ 1 9 7 2年林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
,

提出了
.

紫胶生产技术的研究
”

项目
,

要求在

紫胶虫生长繁育放养
,

寄主植物的栽培管理
,

紫胶虫生物气候
,

紫胶虫及其寄主植物的敌害

防除以及紫胶加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

以促进科学研究走在生产的前面
,

依靠科学技术进

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
。

根据
“

规划
”

所列 内容和新老紫胶产区提出的技术问题
,

由中国林科

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原紫胶研究所 )主持
,

云南
、

福建
、

广西
、

广东
、

四川
、

江西
、

贵州
、

湖

南等省(区 )林业厅 (局)的有关科研技术部门参加
,

开展了较系统的研究工作
;
配合新区的引

种工作
,

通过技术培训
,

使科研成果尽快得到推广应用
,

发挥效益
。

研究的重点是与生产关

系密切的关键技术和有关的理论
,

使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能直接用于生产或为生产提供科学依

据
。

在紫胶虫方面
,

主要进行紫胶虫生物学
、

生态学
、

采种期测报技术
、

放养技术
、

紫胶虫

种胶和紫胶原胶质量标准等方面的研究
,

搞清了紫胶虫在我国的年世代数和生活史
,

幼 虫涌

散
、

固定
、

泌胶
、

泌蜡
、

排泄蜜露等习性
,

以及年内两个世代的个体泌胶量
、

怀卵量
、

性比

等
,

为引种驯化
,

扩大产区
,

稳产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

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解决生产中的

关锭技术
,

如采种期测报技术
。

过去
,

由于采种期掌握不当导致引种失败的情况在国内外都

有报道
。

紫胶主产国印度提出采用
“

黄点法
”

进行测报
,

但效果不太理想
,

尤其对我国的 虫种

本文于 1 9 9 1年 1 2月 3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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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适用
。

通过多年反复试验
,

提出以紫胶虫胚胎发育期为种胶成熟度主要标志的采种期综

合测报技术
,

经南方 8 省(区)多次引种实践
,

证明了该项技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且预报时

间长
,

方法简便
,

容易掌握
。

在寄主植物方面
,

首先进行了种类的调查研究
。

在总结群众经验和放虫试验的基础上
,

提出了近30 。种寄主植物名录
,

成为世界上寄主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

各省(区)又利用植物

的亲缘关系
,

在新引种区进行广泛的放虫试验
,

筛选出适于各省(区)的优良寄主和乡土优良

种类
,

如云南的钝叶黄檀 (D a l石。r g 宕a obtu sifo lfa )
、

思茅 黄檀 (D
。 s z em a o en sfs)

、

火 绳 树

(E r io la e n a sp e c ta bilis )
、

木豆 (C a
1’a

n o s c a ]’a
n )

、

聚果榕伊fc u : , a e e二o sa )等 , 在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江西
、

湖南等新产区
,

发现了资源丰富
、

产胶性能好的优良乡土寄主南 岭黄 檀 (D
.

ba la ns ae )和哈氏榕 (F
.

丙a1 Za n d ii) ;
在四川放养成功了稳产高产的优良寄主光腺合欢 (A lbiz

-

: ia c a lc a r o a )
。

1 9 7 8~ 1 9 8 2年由资源昆虫研究所主持
,

广西
、

福建
、

四川等省 (区)参加完成

的寄主植物良种选育的研究
,

又筛选出产胶性能好
,

适应性强
,

繁殖栽培容易的瓦 氏 葛 藤

(P : e : a : fa 翔a llfc几11)
、

大 叶千 斤拔 (Fle二fn g 玄a 二a c ,
op hg lla )

、

苏 门答 腊 金 合欢 (A c a c ia

二o n ta n n a )
、

山合欢(A I右葱: z ia 无a lk o : a )
、

广西芒木 (E , fo la 。n a k : , a n g sie n s宕: ) 等优良寄 主
,

使我国的优良寄主种类增加到 13 种
,

其数量超过了其它产胶国
。

针对筛选出的优良寄主
,

结

合紫胶虫的生长发育和泌胶特性
,

从生理学
、

生物学
、

生态学等方面
,

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

究
,

揭示了寄主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
,

解决了一些生产技术难题
,

为解决紫胶生产中的关键

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与此同时
,

进行了寄主繁殖栽培技术
、

胶园树种配置技术
、

胶粮间作

和高产胶园的营建技术以及野生寄主的改造
、

合理利用和综合利用等多方面的研究
,

相继解

决了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

使紫胶生产逐步向集约经营
、

永续作业方面过渡
,

逐步实现紫

胶的稳产高产
。

许多产区
,

在胶粮间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为广大紫胶产区实行混农林

制 (或农用林业 )
,

提高胶园经济效益作出了示范
。

病虫害的研究内容
,

包括紫胶虫及其主要寄主植物的病虫害种类
、

分布
、

生活习性
、

危

害程度及防治方法等
。

对危害最严重的紫胶白虫 (E动ie二
a a m ab 宕If: )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研

究
。

这是一种鳞翅目夜蛾科的捕食性害虫
,

主要捕食活胶虫
,

在国内外紫胶产区均有分布
,

严重影响到紫胶的产量和质量
。

在研究该虫的生物学特性及综合防治措施中
,

对它的天敌
—

紫胶白虫茧蜂 (刀la co : g 二 。滋) 的生物学
、

人工繁殖技术及林间应用等进行了 研究
,

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
,

从生物防治角度有效地控制和减轻了紫胶白虫的危害
。

这一研究成果目前仍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
。

在紫胶产区气候及紫胶虫引种驯化方面
,

首先进行了我国紫胶主产区—
云南紫胶产区

的特征
、

胶园小气候的研究
。

紫胶虫是一种生态幅度较窄的昆虫
,

表现在它的地域分布和对

气候条件的狭窄的适应性上
,

表现在它对环境适应选择的遗传性方面没有形成能够改变某一

虫态或以休眠方式来度过不利的环境变化的生理适应特性
,

也不具有受到环境刺激时产生活

动节律行为(如趋性和负趋性)的适应性
。

因此
,

要从生理
、

生态方面动摇这种生态遗传性是

比较困难的
。

据此
,

我们在扩大产区
,

发展新区的过程中
,

首先对 我国 自然产区的气候进行

较系统的分析研究
,

并着重研究了新老产区的环境结构与胶虫发育过程中的各个生物学参数

的关系
,

研究了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的作用
,

找出不同地区水热运动的规律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选择小环境
、

小地形
,

进行较长时间的飘化试验
,

使紫胶虫在福建
、

广酉
、

广东
、

江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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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

贵州以及云南许多新区引种成功
,

先后投入生产
。

从地理分布 L使我国紫胶 虫的自然

分布
,

由北纬25 度 以南扩展到2 8
O

N
,

由10 3
O

E 延伸到 1 1 8
“

E
,

突破了山地高原的自然分 布

区
。

在低海拔地区建立了以乡
: !:树种为主要食料来源的生活周期比较稳定的紫胶虫生态系

,

在昆虫地理学上具有重要 的学术意义
。

在扩
’

大新区
,

发展生产
,

产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
,

紫胶的质盆问题也 IJ趋突出
。

为此
,

从 19 8 2 ~ 1 9 8 5年由资源昆虫所主持
,

云南
、

四川
、

广西等省(区 )有关部门参加
,

共 同研究制

定了
“

紫胶虫种胶国家标准
”

和
“

紫胶啄胶国家标准
” 。

198 7年这两个标准由国家标 准 局 发 布

后
,

进一步完
二

湃了我国紫胶生产和经背的技术标准体系
。

标准中提出的技术指标客观地反映

了 内在和外观质最的相关性和统一性
,

并提出了提高种胶和原胶质 录的生产技术措施
,

使我

囚的种胶和原胶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
,

促进了紫胶生产的发展
。

在上述工作的墓础
_

l几
,

资源昆虫所和云南
、

福建
、

广西
、

J一东
、

四川
、

盆I U丫序省 (区 )林

业厅 (局)的有关科技部 门一起取得
: “

紫胶虫生物学的研究
” 、 “

紫胶虫采种期测报技术 的 研

究
” 、 “ 8 7 1 1改性紫胶的研制

” 、 “

紫胶虫种胶和紫胶睐胶国家标准的制定
” 、 “

紫胶虫主要寄主

繁殖技术的研究
” 、 “

紫胶 虫寄主树良种选育
” 、 “

寄主植物营养生理与紫胶虫泌胶 关 系 的 研

究
” 、 “

紫胶虫寄主植物良种(大叶千斤拔
、

马鹿花 )繁殖推广
” 、 “

胶园树种配置技术的研究
” 、

“

紫胶白虫茧蜂的人工繁殖研究
” 、 “

紫胶虫及寄主植物害虫调查
” 、 “

紫胶虫越冬保种技 术 研

究
” 、 “

云南省紫胶虫自然产区形成条件及其类型的研究
” 、 “

福建省紫胶虫引种和紫胶生产技

术研究及其推广
” 、 “

广西紫胶生产技术的推广
” 、 “

广东紫胶虫引种及紫胶生产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
” 、 “

四川紫胶虫引种及紫胶生产中的主要科技成果
” 、 “

江西紫胶生产技术研究及推广
”

等

近三十个阶段性科研成果(不包括地县级取得的成果)
。

这些研究成果
,

大多已得到推广应用
,

有关的资料已写成研究报告和论文
,

并先后在《昆虫学报》
、

《林业科 学》
、

《原 子 能 农 业 应

用》
、

《云南植物研究》
、

《动物学研究》
、

《热带地理》
、

《广西植物》
、

《资源昆虫》
、

《林业科学

研究》以及国际生态学会会刊
“
Int ec ol B ul let in

”

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

有的在 国内外

学术会议上交流
。

与此同时
,

还出版发行了有关紫胶生产技术方面的科普读物
、

小册子等 6 种
,

创办了《紫胶科技参考资料》
、

《紫胶动态》
、

《资源昆虫》等学术和技术性刊物
,

编写了历次技

术培训班的讲义和生产技术资料
。

在这一期间
,

还先后举办了 5 期有关紫胶生产技术和紫胶

分析化验的全国性培训班
,

为各省(区)培训了技术骨干3 87 人(次 )
。

各省(区)也先后举办了省

级培妙i!班 4 1期
,

培习112 3 4 0人 (次)
,

地 区(州
、

市)级培衫l}班 1 3 1期
,

培训了 7 7 3 0人(次 )
。

受培刀l}

的人员不少己成为我国紫胶生产上各个层次的技术骨干
,

起到了传授生产技术
,

推广科研成

果
,

组织生产实施
,

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
。

通过系统的研究
,

解决了紫胶生产中的关键技术

问题
,

扩大了产区
,

使我国紫胶产区由19 6 2年的云南省35 个县扩大到云南
、

福建
、

广西
、

广东
、

四川
、

江西
、

贵州
、

湖南
、

海南等 9 个省(区)的20 0多个县
。

随着产区的扩大
,

产量大幅度增

加
,

全国原胶产员由1 9 6 2年的2 8 1 t 增加到 1 9 8 5年的 3 6 3 5 t ,
2 5年合计总产 量5 0 0 0 0 t

。

紫

胶产品由依靠进口发展到可以出口
,

紫胶加工厂由云南原有的一家增加到 6 省(区)的22 家
,

年加工能力由几十吨增加到7 o00 t 左右
。

紫胶产品由原来的 2 种增加到 14 种
。

25 年来所生产

的原胶
、

种胶
、

片胶
、

紫胶色素等产品的总产值达 58 908
.

28 万元
,

其中农民出售原胶
、

种胶

所获收入为36 1 4 3
.

05 万元
。

二仁商上缴利税 1 6 135
.

37 万元
。

紫胶产区新营造的寄主林达 1 19 万

亩
,

收造野生寄主30 万亩
,

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林种
。

除生产紫胶外
,

还提供了大量薪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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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同时还起到了绿化荒 山
,

保持水土
,

改善生态环境

的作用
,

生态效益也十分显著
。

随着紫胶生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

在积极促进紫胶资源开发
,

发展紫胶生产的过程中
,

在我国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紫胶科研一推广一生产体系
,

研究出了一套完整的生产技术和

实施方案
,

相应地造就了一支紫胶科技队伍和几十万人的生产大军
。

在南亚热带辽阔的贫困

山区
,

紫胶生产已发展成一项脱贫致富的产业
,

为城乡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间题
。

我国的

紫胶科技已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

在紫胶虫采种期测报技术
,

优良寄主植物种类的选育与多

效益胶园的营建
,

紫胶虫的主要害虫
—

紫胶白虫的生物防治
、

产区气候与紫胶虫驯化和紫

胶原胶
、

种胶的质量标准等方面
,

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但是
,

我国的紫胶原胶及其产品质量较差
。

与印度 相比
,

存在着颜色深
、

变化快
、

稠度

大
、

粘结力不强
、

抗腐蚀性能弱
、

漆膜透明度差等缺点
,

导致使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

在国

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
。

因此
,

今后的研究应 围绕提高紫胶质量问题开展工作
。

如何提高紫胶

质量 ? 曾从加工方法
、

工艺等方面进行过许多研究和改迸
,

但所得产品(如胶片)质量提高不

大
,

仍不能满足某些特种行业的使用要求
。

1 9 8 5年通过到国外实地考察
,

才基本搞清虫种不

同是决定紫胶产品质量的根本原因
。

我国的紫胶原胶基本上是靠中国紫胶虫 (K e1T ia : hi, 。n -

sz’:
M a

hd in as sa n) 生 产的
。

为提高我国紫胶产品的质量
,

今后的研究方向应为
:

¹ 引进国

外优良虫种 (如 K e r : ￡a 51: d ic a Ma n d ih a ss a n , K
.

la c c a K e r r .

)进行繁育和区域 性试验
,

为建立种胶园
,

确定适生区
,

逐步推广良种
,

提供科学依据
; º 通过杂交等手段

,

系统开展

遗传育种试验工作
,

以培育新品种
; » 利用优良虫种所生产的优质原胶

,

通过掺合改性
,

以

改良和提高国产胶的质量
, ¼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情况

,

进一步开展开发紫胶新产品
,

扩大

新用途的研究
。

丁he C o r r e n t 月d o a n e e s 。n d P r o sPe c t o f 五a e

R e s e a r e h e s fn C hfn a

H o u K a iw e i

(犷h。 左e : e a r c几 I n s t亡t u t e o j E o o n o 爪‘c l ”: e c r: C 过尸)

A b s t r a e t T h ls a r t ie le r e v i e w s th e g re a t a e e o m p li s hme n ts in la e r e s e a f .

C h e S

th e

a n d th e r e m a r k a b le r e s u lts o b ta in e d th r o u g h Po Pu la r i z a t i o n o f th e m i n

P a 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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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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