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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蛾绒茧蜂生物学特性研究
’

刘后平 严静君

摘要 毒蛾绒茧蜂为聚寄生
,

自然寄生率高
,

在我国北方每年发生四代
,

前二 代寄生舞毒蛾
,

后二代寄生松毛 虫
,

以幼虫在松毛虫越冬幼虫中越冬
。

各虫态历期分别为
:
卵和幼虫期 2 5一 35 d

.

茧蛹期 6 ~ s d
,

成虫寿命 早 8 ~ 1 4 d
,

言 5 ~ 1 0 d
。

成虫羽化率高
,

最喜欢产卵寄生 2 龄 舞毒

蛾幼虫
。

侮头雌蜂繁范后代数量平均为63 6 士 1 7 6头
,

最多9 53 头
。

温度影响各虫态发育历 期
,

对成

虫羽化亦有 明显影响
。

在 4 一 5
O

C下对茧进行冷藏
,

4 0 d 内对茧内蛹无不良影响
,

但 冷 藏 预 蛹

期的茧则会影响成虫羽化
。

经冷藏后
,

成虫寿命有缩短趋势
。

饲养密度及饲料是影响成虫寿命 的

爪要因子
。

关钻询 毒蛾绒茧蜂
、

生物学
、

温度
、

冷藏

毒 蛾 绒 茧 蜂 G I梦Pt a p a n te le s lip a ; id 葱s (B o u e li 6 ) (A Pa n te le s lip a r id is (B o u e h 己)) 属

V it r ip e n n is 种团 工’] ,

是多种鳞翅 目害虫的电要天敌
,

主要 寄 生 舞 毒 蛾 L万m a n t : ia d isp a ;

(L
.

)及松毛虫 D o
nd ro It’m us sP p

.

幼虫
,

在我 国是松毛虫
、

舞毒蛾 种 群 的重要控 制因子之

一 [’
, 3 ]

。

据作者等在山东省烟台市昆箭山地 区调查
, 1 9 9 1 年该虫的第一

、

二代对舞毒蛾的平

均寄生率分别为 1 8
.

57 %及 1 1
.

51 %
。

1 生物学特性

1
·

1 生活史

据观察
,

毒蛾绒茧蜂在我国北方地区一年发生四代
,

以 2 一 3 龄幼虫在松毛虫越冬幼 虫

体内越冬
。

在北京地区
,

当越冬松毛虫幼虫上树活动后
,

该蜂老熟幼虫于 3 月下旬至 4 月 i几

旬开始从松毛虫幼虫体内钻出
,

在虫体外结茧化蛹
,

茧白色
,

群集
。

此时正值舞毒蛾幼虫孵

化
,

该蜂羽化后即可寄生早期孵化的舞毒蛾幼虫
。

至 5 月中下旬
,

第一代绒茧蜂从舞毒蛾 3

一 4 龄幼虫体内钻 出结茧化蛹
。

由于舞毒蛾卵孵化参差不齐
,

第一氏绒茧蜂羽化后
,

可继续

产卵寄生晚期孵化的舞毒蛾幼虫
,

至 6 月下旬到 7 月初第二代绒茧蜂幼虫老熟
,

外出结茧化

蛹
。

成虫羽化后
,

以松毛虫为转主寄主
,

产卵寄生早期孵化的松毛虫幼虫
。

9 月中下旬
,

第

几毛代绒茧蜂从松毛 虫幼虫体内钻出
,

结茧化蛹
,

羽化后成虫继续产卵寄生越冬前的 2 一 3 龄

松毛 虫
,

以幼虫状态在松毛虫幼虫体内随寄主一起越冬
。

其年生活史见图 1
。

1
.

2 虫态历期

用作者等 (1 9 9 0) 介绍 的方法〔‘] ,

室 内接种繁殖毒蛾绒茧蜂
。

结果表明
,

当 日平均温度为

1 9 92 一0 1一 2 3收稿
。

刘 叭平助理研究员
, j以 静付(

.

!
,

l闷林业于1学研究院林 4k研究所 北 京 1 00 0 9 1 )
。

冰本文为第一 作者硕士学 位论文的一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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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越冬代代代 第一代代

(((油松毛虫越冬幼虫 ))))) (舞毒蛾初龄幼虫)))

口 1 毒蚁绒茧 蜂年 生活史

育历欺
,

结果是
:

卵期 6
.

0 d
, 1 龄幼虫4

。

s d
,

下
,

完成一个世代约需40 一50 d
。

19
.

0℃时
,

该蜂各虫态发育历期分别为
:
卵

一幼 虫 期 2 9
.

7 士 5
。

2 (n = 1 9 7) d
,

茧 蛹 期

7
.

3 士 1
.

1 (。 二 1 3 4 ) d
,

成虫 寿 命 早1 0
。

8 士

3
.

2 (称 = 1 8 ) d
,

忿6
.

8 士 2
。

5 (: = 1 6 ) d
。

用

该蜂成虫15 0 (3 4 早
, 1 16 忿)头接种 2 龄舞毒

蛾幼虫 Z h
,

共接种 1 50 头
,

每 日定时解剖

寄主幼 虫
,

观察绒茧蜂内寄生期各龄所需发
2 龄幼虫1

。

Z d
,

3 龄幼虫 7
.

7 d
。

在 1 9
。

O℃

1
.

3 羽化及性比

成虫的羽化比较整齐
,

从一个寄主发育而成的茧仅有一个羽化高峰
,

不同寄主上的茧有

各自的羽化高峰
,

但对整个饲养蜂群而言
,

羽化高峰 落在 18 一 20 时 之 间
,

占 曹
、

羽 化 数 的

2 5
.

2 %
, 2 0一2 2时羽化最少

,

仅占2
.

4 %
,

见表 1
。

表 1 毒 蛾 绒 茧 蜂 成 虫 羽 化 时 刻

羽 化 时 刻

(单位
:

头 )

组 号
24 ro 6 6 ~ 6 8 ~ 10 1 0 ~ 12 1 2 ew 14 14 ~ 1 6 1 6 ~ 1 8

(时)

1 8 ~ 2 0 2 0 ~ 22 2 2 ec 2 4

1 0
几”一a

1 9 1 1

0口乙伪Ul匕0

�l

080
110,l日任0心山八�片‘

5

合 计

百分比 ( % )

据试验
,

有明显影响
,

1 0 1 7 2 5 3 2 13

7
.

9 5
.

5 7
.

1 1 3
.

3 4
.

0 4
.

7 1 9
.

7 2 5 2 2
.

4 1 0
.

3

温度对毒蛾绒茧蜂成虫羽化率

并表现出密切的曲 线 相 关 关

表 2 通度对成虫羽化率的影晌

系
,

见表 2
。

用 万 = a砂e ” 曲线进行拟合 (其中 夕为羽

化率
, x 为温度 ) ,

得如下相关曲线
:

g “ 0
。

2 0 1 8 x Z ‘

。6 3 4 e 一 0 ’

1 3 2 9 , 了 = 一 0
。

9 5

温 度 (℃ ) 1 6 2 0 2 1
.

4 2 4 2 8

观察茧数 (头 )

羽化蜂数 (头 )

羽 化 率 ( % )

2 17 1 2 5 2 9 12 4 4 1 4仑

17 7 1 1 4 2 6 8 5 42 1 2 1

8 1
.

5 7 9 1
.

2 0 92
.

2 0 95
.

4 5 8 6
.

4 3

1] == 1
。

9 3 3 , x o .

。。

( 4 ) = 9
。

4 8 8
, 刀< x o .

。。 ( 4 ) 。

据推算
,

22
.

2 ℃为成虫的最适羽化温度
。

在同等条件下
,

不同雌蜂所产后代的成虫羽化率比较接近
,

但雌雄性比
,

却存在明显差

异 (详见表 3 )
。

从总体看
,

在所得的2 9 12个茧中
,

共羽化出2 6 8 5头 成 虫
,

其 中雌 蜂 1 2 57
表 3 不 同 雌 蜂 的 后 代 性 比

雌 蜂 号

�匀,人J性片J工口2

后代数 (头 )

2 8 0

0

2 8 0

42 7

2 4 5

18 2

2 9 0

12 5

1 65

5 1 4

0

5 1 4

3 2 1

2 5 4

6 7

3 8 5

2 88

9 7

3 9 3

2 9 4

9 9

计早含

主仁 比 ( 早/ 含) 全 占 1 : 0
.

74 3 l : 1
.

3 2 0 全 古 1
:
0 4 7 1 1

:
0

.

2 64 1
:
0

.

3 37 1
:
0

.

3 3 7

r
~ 一

一
一 , ~ ~
一

~ 门 . . , . . . 尸. . . . . . . . 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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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

雄蜂1 42 8头
,

雌雄性比为 1 , 1
.

1 36
。

另据在山东省昆箭山林场考察
,

寄生舞毒蛾的毒 蛾

绒茧蜂
,

第一
、

二代雌雄性比分别为l : 。
.

5 51 和1 : 1
.

1 8 )
。

1
.

4 成虫行为

成虫羽化不久
,

即行交配
,

雌虫一生交配一次
,

雄虫则可交配多次
。

据观察
,

新羽化经

交配的雌虫对二龄舞毒蛾幼虫反应特别敏锐
,

可在飞行中俯冲产卵
,

绝不重复产卵
。

雌蜂产

卵速度随蜂龄增大而减缓
。

舞毒蛾 虫龄愈高
,

对雌蜂产卵反抗愈烈
,

产卵所需时间愈长
,

产

卵方式仅是爬行摸索着将卵产入寄主体内
。

产卵期最长可达 19 d
,

最短 g d
,

平均13
。

3 士

3
。

s d
。

从表 4 看出
,

该蜂最喜寄生 2 龄舞毒蛾

幼虫
,

接种率高达 65 %
,

随着虫龄 增 高
,

接种率明显下降
, 1 龄幼虫的接 种 率 仅 为

5 %
,

平均出茧 5 头
。

对 3 一 5 龄幼虫的接

种率稍高
,

但每头寄主平均出茧量却有增高

趋势
,

这是因为
,

1 龄虫体 小
,

无 力 负 担

大量寄生蜂幼虫在其体内生长发育 , 4 ~ 5

龄时虫体大
,

营养供应充足
。

衰 4 . ‘续苗蜂对娜弃峨

幼虫产即透姆性

虫 龄 1 2 3 4 5

换 种虫致(头 )

被寄生狡(头)

后代茧敬(个)

平均每虫出茧

::

3 4 5

2 0 2 0 2 0

3 4 4

2 5 9 1 38 8 7

0 1 9
.

9 4 6
.

0 2 1
.

8

8 7

2 ] 8

2 影响虫态历期的因子

2
。

1 沮度

温度影响毒蛾绒茧蜂的整个发育过程
,

在活动温度范围内
,

温度愈高
,

发育愈快
,

不同温度下的虫态历期差异明显
。

见表 5
。

温度 ( x )与卵一幼虫历期 (夕 )之间的回

归关系式为

裹 5 沮度对弃峨续苗幼即一幼虫历翔的形晌

沮 度 (变 幅) 观 象个体效 卵一幼虫历期

(℃ ) (头 ) ( d )

1 7
.

2 (14
.

7一 2 1
.

7 ) 7 4 4 3 3
.

1 士 2
.

5

1 7
.

8 (14
.

9 ~ 2 2
.

3 ) 7 3 0 3 1
.

7 士 2
.

5

1 8
.

2 (14
.

9一 2 1
.

7 ) 6 3 4 2 9
.

3 士 1
.

7

1 8
.

4 (1 5
.

0 ~ 2 2
.

3 ) 6 9 4 2 8
.

0 士 2
.

5

1 8
.

5 (1 5
.

0~ 2 1
.

7 ) 2 8 8 2 5
.

3 士 1
.

2

l a
.

6 (1 5
.

0 ~ 2 1
.

7 ) 2 00 2 2
.

8土 1
.

0

1 8
.

8 (1 5
.

0一 2 1
.

7 ) 18 3 2 1
.

1 土 1
.

0

1 9
.

0(1 5
.

0 ~ 2 1
.

7 ) 2 3 2 0
.

2 士 0

g = 16 3
。

6 一 7
。

5 x r “ 一 0
。

9 3

据有效积溢公式 K = N x (T 一 C )
,

毒蛾绒茧蜂卵一幼虫期发育起点温度
‘ = 1 5

.

5℃
,

有效积

温 K “ 71
.

7 d
·

度
。

温度对茧蛹历期及成虫寿命的影响见表 6
。

说明随着温度升高
,

蛹发育加快
,

成虫寿命

缩短
。

平均数差异检验表明
,

不同温度下茧蛹历期差 异 明 显 (P < 0
.

0 5)
,

蛹发育起点温度 c

“ 5
.

5 ℃
,

有效积温 K = 1 15
.

2 d
‘

度
。

衰 6 沮度对苗月历期及成虫玲命的形晌 (单位 : d )

虫 态 1 6 士 1 (℃ ) 2 0 士 1 (℃ ) 2 4 士 1 (℃ ) 2 8 士 1 (℃ )

9
.

7 士 0
.

3 (n = 7 )

1 1
.

2 士 4
.

5 (” = 2 3 )

1 2
.

1 士 3
.

9 (。 二 1 8 )

6
.

7 士 1
.

4(” “ 5 )

9
.

2 士 3
.

9 (。 二 1 7 )

8
.

8 土 3
.

7 (” 二 2 7 )

7 8 上 1
.

2(” = 1 1 )

4
.

1 士 2
.

0 (” 二 2 4 )

3
.

5 土2
.

2 (月
二 2 4 )

5
.

2 士 0
.

1(n = 7 )

2
.

6 士 1
.

3 (” 二 1 3 )

2
.

6 上 1
.

4(” 二 2 9 )

蛹早名茧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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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食料

在10
·

2 c m X 1 5
·

Z c m 玻璃缸中
,

用三种不同食料饲养
,

观察毒蛾绒茧蜂成虫寿命
,

结果

见表 7
。

裹 了 食料对成虫寿命的影晌

食 料 蜂蜜 + 水 蜂 蜜 对 照
(无水无 蜜)

6
.

9 士 2
.

1

(月 = 3 1 )

9
.

3 士 2
.

2

(” = 2 5 )

1
.

5 士 0

(n 二 4 )

1
.

9士 0
.

4

(. = 2 7 )
1

.

6 士 0
.

3

(月 二 1 9 )

1
.

5 士 0

(n 二 4 )

1
.

5 士 0

(” 二 2 0 )

对表 7 数据进行平均数差异检验
,

除喂

水组与对照差异不显著外
,

其余二组与对照

之间均有明显差异 (P < O
。

0 5 )
。

以蜂蜜和 水

饲养者成虫寿命最长
。

2
.

3 饲养密度

将刚羽化的绒茧蜂成虫分放于四种不同

早言
(d)

成虫寿命

体积的容器中
: 2

.

9 e m x 1 1
.

7 em 指 形 管
,

9
。

sem 义 1 0
.

o c rn 玻 璃 瓶
,

1 0
。

Z em x 1 5
。

Z e m

玻璃缸
,

30 c m x 30 c m X 3 1 c m 养虫笼
,

以纯蜂蜜和水饲养
,

观察成虫寿命
。

结果见表 8
。

表明用不同容器饲养绒茧蜂
,

成虫寿命有明显差异
。

其中以玻璃瓶伺养最好
,

单个虫体所占

饲养空间过大 (养虫笼 )或过小(指形管 )均会使成虫寿命缩短
。

因此
,

人工饲养繁殖该蜂时
,

应选择适当的容器
,

安排合适的饲养密度
。

-

表 8 不同饲养密度对成虫寿命的影晌

饲 养 容 器 指 形 管 玻 璃 瓶 玻 璃 缸 养 虫 笼

体 积(e rn 3 )

饲养蜂玫(头 )

饲养密度(头 /c m 3 )

由 击

“
, 二 、

】早成虫寿命〔d ) } 十

} 含

7 7
.

3

2 3
.

0

7 0 8
.

8 1 2 4 2
.

0

3 4

4
.

9 士 2
.

5

4
,

1 士 0
.

9

12
.

0

5 9
.

1

5 6
.

0

2 2
.

2

1 3
.

5 士2
.

6

9
.

8 士3
.

5

6
.

9 士 2
.

1

9
.

3 士 2
.

2

2 7 9 0 0
.

0

1 3 9
.

0

2 0 0
.

7

4
.

8 士 2
.

0

3
.

7 士 2
.

0

3 雌蜂繁殖后代数

以室内饲养的 2 ~ 3 龄舞毒蛾幼虫为寄主
,

进行单雌和群雌接种
,

每 Z d 为一接种期
,

每次接种 5 条幼虫
。

繁殖后代数是指接种后钻出寄主虫体的幼虫结茧数
。

结果见表 9
。

据此
,

毒蛾绒茧蜂单雌繁殖后代数最多为95 3头
,

最少为 3 72 头
,

平均为 636 士17 6头
。

每头舞毒蛾幼

虫最多可出茧86 头
,

平均为2 2
。

9士 1 3
.

3头
。

群雌接种时每雌平均繁殖后代数为25 9 士60 头
,

每

表 9 雌蜂健殖后代数 (单位 : 头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雌 群 雌
接种次序

单 雌 群 雌

供试蜂数 后化 茧数 每早平均后代数 供试蜂数 后代茧数 每 早平均后代数

22介舀
n舀
002446“534777

户匀7008
口,J7

,土弓口
0
0曰jl,山J性六舀」九.七6R6429 77

1 0 77

12 2
。

1

1 34
.

6

1 0 5
.

4

92 8

12 1
。

5

5 7 6

5 5 3

3298
1占几山J�J气叮翻8力自

八石OU
7
t才n山内乙,1

9 1 2 3 2 3
.

0

一
一

苦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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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舞毒蛾幼虫最多可寄生 42 头
,

最少为 3 头
,

平均21
。

5 士 1 5
.

6头
。

毒蛾绒茧蜂产卵期长达十

几天
,

但绝大部分卵都在前十天产完
,

占繁殖后代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

单雌接种时8 3
.

97 %
,

群雌接种时 9 3
.

9 5 %
。

单雌接种的雌蜂繁殖后代数与接种时间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

夕 = 1 4 4
。

l 一 1 1
。

o x 了 “ 一 0
。

8 1 (P< 0
。

0 1 )

愈后接种
,

其繁殖后代数愈小
。

单雌接种的雌蜂繁殖后代数明显大于群蜂接种的
,

这说明
,

群雌接种时
,

雌蜂不能充分产卵
。

在野外
,

毒蛾绒茧蜂对一个寄主幼虫的寄生量多少取决于其所处世代及被寄生的寄主种

类和龄期
。

据调查
,

该蜂寄生越冬油松毛虫幼虫时
,

一个寄主最多可出茧 23 头
,

最 少 为 1

头
,

平均 1 1
.

6 士 8
.

9头 , 寄生舞毒蛾时
,

第一代一个寄主上址多有蜂茧21 头
,

最少为 1 头
,

平

均 9
.

0 士 4
。

2头 , 第二代最多为13 4头
,

最少为 14 头
,

平均3 8
.

4 士24
.

2头
。

4 茧的冷藏

将结茧后不同天数的毒蛾绒茧蜂茧放入 4 ~ 5 ℃冰箱中冷藏
,

至第八天取出第一批茧
,

置室温下待孵
,

观察记录成虫羽化及存活情况
。

以后每 s d 取茧一次
。

本试验茧龄 分 别 为

0 、 1
、

4
、

s d
,

共观察7 1 5头茧
。

4
.

1 冷旅对成虫羽化的影晌

试验结果见表l。
。

表 10 冷 a 对 成 虫 舰 化 的 形 晌 (单位 ‘
% )

茧 朴 (d )
冷 藏 天 教 平 均 羽 化 率

.一1冷
一

一一
一0

8 60
.

0 0 1 0 0
、

0 0 10 0
.

0 0

1 3 8 0
.

0 0 1 00
,

0 0 10 0
.

0 0

1 8 8 0
.

0 0 1 00
.

0 0 10 0
.

0 0

2 3 7 5
.

0 0 8 7
.

5 0 8 0
.

0 0

平均羽化 率 7 3
.

9 1 9 5
.

6 5 9 5
.

2 4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1 0 0
.

0 0

9 0
.

0 0

9 5
.

2 4

9 5
.

0 0

8 4
.

62

9 0
.

8 1

对表 10 数据作反正弦变换 即 x’
‘, = ar c ‘in 侧不后

,

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
。

结果表明
,

冷

藏茧龄的差异是造成羽化率差异明显的主要原因(P < 0
.

0 5 )
,

不同冷藏天数对羽化 率 并无明

显影响
。

对茧龄造成的差异进一步作 。检验
。

” =

“二了,

丫冬
= ‘6

·

8 6 ,

列“重 比较于表‘,
。

裹11 多 l 比 较

x ‘¹ 、。 ‘一、。 , 二。‘一二 。 : x 。‘一x . 2

二一 二 9 0
.

0 0 3 0
.

5 9 . 6
.

6 4 5
.

18

x o Z = 8 4
.

8 2 2 5
.

41 . 1
.

46

二 ,3 = 8 3
.

3 6 二3
.

95 .

戈a l = 5 9
.

4 1

¹ 翔是经反正弦变换后的成虫羽 化率
,

平 左示 尸< 。
.

0 5 时差异显著
;

结果表明
,

冷藏 1 、 4 、 s d 茧龄的茧不会

影响成虫羽化
,

羽化率差异不明显 , 但冷藏

刚结成的茧(茧龄为 o d ) 对其成虫羽化则有

严重影响
。

另据解剖试验结果
,

毒蛾绒茧蜂

预蛹期为 1 .

S d
。

茧龄为 o d 的茧正处于 预

蛹期
,

由此可 以推断
,

预蛹抵抗低温的能力

很弱
。

冷藏时间长短对成虫羽化无 不 良影

响
,

但冷藏时间长达40 d 时
,

则会致死茧内



1 期 刘后平等
:

毒峨绒茧蜂生物学特性研究

的蛹
,

使成虫无一羽化
。

4
。

2 冷截对蛹发育的影响

如前所述
,

毒蛾绒茧蜂蛹发育起点温度为 5
.

5 ℃ ,
而冷藏温度为 4 一 5 ℃

,

因此冷藏期

间蛹基本处于发育停滞状态
。

冷藏的茧龄愈大
,

取出后至成虫羽化所需时间愈短
。

这两段时

间之和平均为5
.

9 士 。
.

6 d
,

与自然变温条件下的茧蛹历期7
.

3 士 1
.

l d 接近
。

4
.

3 冷藏对成虫寿命的形晌

将从冷藏茧中羽化出来的毒蛾绒茧蜂成虫以纯蜂蜜和水分别饲养于2
.

g c m x ll
.

7 c m 指

形管及 9
.

5 c m x 10
.

0 c m 玻璃瓶中
,

并设对照
,

比较其寿命差异
,

结果见 表 12
。

经 平均数

差异检验
,

与各自的对照相比
,

冷藏茧降低了成虫存活能力
,

羽化成虫的寿命明显缩短
。

衰1 2 冷 旅 对 成 虫 寿 命 的 影 晌 (单位:

d)

冷藏天 数 8 0 (C K I) o (C K Z )

饲养容器 指 形 管

成虫

寿命

早 1
.

9 士 1
.

4 (叮 = 8 )

指 形 管

3
.

6 士0
.

8 (, 万= 1 0 )

含 0
.

8 士 0
.

9 (n 二 1 1 ) 2
.

4 士 1
.

1 (月 = 9 )

玻 璃 瓶 指 形 管 指 形 管 玻 璃 瓶

4
.

9 土 3
.

0 (刀 = 9 ) 通
.

峨士 2
.

0 (n 二 1 4 ) 4
.

9 士 2
.

5(n = 7 ) 1 3
.

5 士2
.

6 (n = 6 )

4
.

0 土 2
.

5 (, z = 1 0 ) 1
.

9 士 1
.

6 (” = 8 ) 4
.

1 士 0
.

9(” = 1 6 ) 9
.

8 士 3
.

5 (” = 6 )

5 问题与讨论

C a r n o d a & o a t幻n a n (1 9了1 )工
‘]在研究寄生蕃茎麦蛾 K 。, 介ria l, c o p o r : ic e lla 的 助

a n te lo s

dl’ g 仙:
后认为

,

几乎所有的绒茧蜂均在暴露于阳光下 l h 之内羽化
,

光对绒茧蜂成虫羽化有

刺激作用
,

是决定性因子
。

但据我们观察
,

53
.

97 %的毒蛾绒茧蜂成虫在白天 ( 6 ~ 18 时)羽

化
,

46
。

03 % 的成虫在晚间(18 ~ 6 时 )羽化
,

两者 间并无明显差异
。

我们认 为
,

毒 蛾 绒茧蜂

成虫的羽化不是由光刺激决定的
,

茧蛹本身固有的发育历期对成虫羽化时刻起决定性作用
。

另据接种试验结果
,

毒蛾绒茧蜂在接种舞毒蛾
、

松毛虫时表现为聚寄生
,

但在接种榆毒

蛾 加el a
oc hr oP od

a
时却表现为单寄生

,

用由此所得的单寄生型毒蛾绒茧蜂再接种油 松毛虫

幼虫时
,

其聚寄生习性又得以恢复
。

因此认为
,

在某些情况下
,

单寄生与聚寄生习性间是可

以相互转化的
,

此结果与 W e s elo h (1 9了6 )16 1及 Mu tt te r一S w e n d se n (1 9 7 9 ) [ 7王的报道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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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落叶松硬枝扦插技术研究
”

达到国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主 持的
“

日本落叶松硬枝扦插技术 研究
”

经 3 年协作攻关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
,

近 日在

北京通过鉴定
。

日本落叶松 属于扦插生根困难的树种
。

以往国 内外专家只在嫩枝扦插生根研 究方面取得较好 的结果
,

而硬枝扦插生根 至今未能圆满解决
。

于 1 990 年世 界银行贷款国家造林项 口专 设
“

日本落叶松硬 枝扦插技术

研究
”

为
“

落叶松丰产林培育研究与推广
”

的子课题
。

该项研究摸索出一套适于 日本落叶松硬枝扦插生根技术及插条苗当年换床培育技术
。

初步筛选 出 FL : 、

PL 。
扦插生根剂

,

使三年生 日本落叶松扦擂生根率达 96 % 以 [..
、

换床移栽成活率达 97 % 以上
,

解决了一年

扦插繁殖两次的生产技术
。

专家们认为
,

研究设计合理
,

数据可靠
,

在日本落叶松扦插条取材性质
、

扦插苗换床 以 及扩大繁殖系

数上
,

均处世界同类研究领先地位
。

日前
,

该研究成果已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关注
。

今年 4
、

6月份联合国粮农组织世行宫员及英 国林木育

种专家分别到育苗现场考察
,

英国专家还提出了与我国合作推广该项技术的要求
。

(中 . 林业科学研究陈林业研究所 越宝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