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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肚倍蚜各虫型及同虫型各世代的发生数量及痪内
、

瘦外时期的数量变动
。

据

年的研究结果
,

该蚜近 个月的宴内时期
,

数量增长 多倍
,

而瘦外时期又激剧下降
。

倍子体积的增长与瘦内蚜量成正相关
。

同批倍蚜跨年度完成生活史
,

有的一年
,

有的 两 年 甚至 更

长
。

头年至翌年春
,

侨蚜的存活率为。 一
。

其中
,

性母约占
,

羽化后完成生 活史
,

使虫口 数量增长 一 。倍
。

第二年至第三年春在冬寄主上的侨蚜仅存活  
,

羽化的性母 比

例更低
,
于种群增长无意义

,

在生产上应利用一年完成生活史的虫群
。

关抽词 肚倍蚜
、

五倍子
、

种群数量

肚倍为五倍子之一种
,

是肚倍蚜
,

在青鼓杨 “ 己

上形成的虫瘦
。

生产实践表明
,

倍蚜越多
,

倍子数量越 多
,

倍子产量也就越高
。

但与倍子产量直接相关的是致瘦虫型—
干母的数量

。

人工 培 植 肚倍
,

绝大部分工作是人

工培养肚倍蚜
。

揭示肚倍蚜的数量变动规律及其形成原因
,

于林内倍蚜及其冬
、

夏寄主数量

的合理配置
、

培养及管理等技术的正确实施
,

都有重要的作用
。

肚倍蚜种群动态间题
,

未见

有研究报道
。

肚倍蚜的生活史复杂
‘ ,

各虫型或同型各世代的生殖活动川和存活率受环境 的

影响很大
。

本文从肚倍生产出发
,

就一年和两年完成生活周期的虫群数量变动的观察研究结

果作一报道
,

指望对肚倍蚜种群动态 的进一步研究
,

肚倍生产技术研究和因地制宜地实施生

产技术有所帮助
。

研究方法

肚倍产秦巴山区
。

引入云南昆明进行室内培养观察
,

其生长发育进度与原产地相若
。

倍

蚜及其寄主取自肚倍主产区之一的陕西省西乡县
。

林内培养观察
,

或无需人为培养即能进行

的观察也在西乡县进行
。

续内时期的观察方法

在倍林内植醉培养肚倍蚜
,

让春迁蚜自然迁飞上树结倍
。

待雏倍全部封闭之时起
,

按倍

子体积大
、

中
、

小为 的比例
,

每 天取样倍一次
,

直至倍子开始爆裂
,

共取样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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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次取样的倍子数量
,

依先后次序分别为
、 、 、 、 、 、 、 、

枚
。

采样倍

后用排水法测倍子体积
,

剖倍测量倍壁厚度和计倍内总蚜数
。

浪外时期的观察方法

林内侨蜂的培养与调查 在天然倍林内植醉培养倍蚜
。

月上旬
,

选择较阴湿的环境
,

铲去草皮后
,

植细枝赤齿醉 摺 几
。 。

另有专家鉴定

为美灰醉
, 夕 九 。二

。

于土表
。

月上旬收集夏迁蚜
,

即有翅干雌成蚜接种于醉上
,

每平方米 万头
。

接种后听其自然生长发育
。

月底至翌

年 月底
,

每月取样调查虫口密度一次
。

方法为随机选 片养蚜醉作为取样醉块
,

每 块
,

再用对角线法在每样块上划出取样点的范围
,

并在此范围内标明各次取样的样点位置
。

每样

点
。

将样点连醉带土一起取出
,

放体视显微镜下计活蚜数
,

再算 出每平方米的

虫 口数量
。

室内侨蚜的培养与观察 养细枝赤齿辞于培养皿内
。

培养两种群体的倍蚜 一次接

种 后听其各代自然繁衍生长
, 将各代侨蚜同时产出的子代 含第一代 分别接种于同一皿内

培养
,

并及时移出在皿内生殖 的子代
。

前者每月计一次观察群体的虫口数量
,

直至全部死亡

或性母开始迁飞
。

个体生殖观察则单枝醉养 头蚜
,

每 日观察
,

移出生殖的子代并计数
。

。

不取食虫型的观察 性母成蚜 春迁蚜
、

性蚜和离倍后的有翅干雌成蚜都不取食
。

视

需要
、

或个体或群体放于指形管或培养皿内观察个体生殖比率和生殖量
。

研究结果

个休生殖

瘦内时期的干母和无翅干雌成蚜的个体生殖量无法直接观察
,

只能根据各次观察的虫量

进行推断
。

痪外时期各代成蚜的生殖活动难以在自然条件下定期定蚜观察
,

所以表 所列数

字
,

除干母和无翅侨蚜外
,

都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的观察结果
。

表 中生殖个体比率为观察

中出现生殖的个体与所观察成蚜 含死亡个体 之比
,

数字为各次观察的近似值
。

从第 代无

翅侨蚜开始
,

两年或两年以上才能完成生活周期的各代侨蚜
,

因其死亡率高
,

生殖量少
,

未

进行成蚜生殖个体比率的观察
。

衰 肚倍拐各世代的生班个体比率和生范,

虫型 和世代 干

无 翅 干 雌
毋

—
第 代 第 代

有翅干雌
无 翅 侨 蚜

第 忆 第 七 第 代
性 毋 雌 蚜

生殖个体比率
近似位

生殖盘 头 约

第 代 第 七 第 代

 

约

一

一

无 翅 侨 蚜
虫 型 和 世 代

——
一

—
一

—
一

——
—一一第 代 第 代 第 代 第 代 第 代 第 代 第 代 第 代 第 代 第 亡

生 殖 头

雌 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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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己彩裕伟毕亡口八月
乃乙
,立

·

一
·

蚜虫增长
。

一
。

倍子体积次书种侧昏

澳内时期的虫量变化与倍子休积增长

雏倍全部封闭至开始爆裂期间
,

每 天

一次的倍子体积和痪内虫量调查 结 果见 表
。

虫量变化与倍子体积增长的关系如图
。

该图清楚地表明虫量与倍子体积成正相关
。

头年接种至第二年性母近羽化时 裤上

的虫量变化

当年接种于鲜上的倍蚜繁衍至第 代侨

蚜时
,

一部分发育为性母
,

一部分继续以无

翅侨蚜形式留守醉上生长繁衍
。

性母数量决

定第二年的倍子产量
,

所以头年接种至第二

,

  ! ∀

月
、

日

图 倍内虫量增长与倍子体积增长的关系

年性母将羽化时侨蚜的数量变化与倍子产量关系极大
。

为接近生产
,

在倍林内取样调查该段

期间各代侨蚜重迭生长群体的数量变化和性母比率
,

见表
、

表
。

室内培养的侨蚜
,

到第

二年性母羽化时
,

存活率可达到
。

裹 倍子生长与续内蚜虫数 增长现寮 年

观察 日期 月一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倍子壁厚

倍子体积

倍内虫量 头

。 。

、

含一

表 头年接种至第二年性母将羽化时侨姗数 润奋  年

调查日期 月一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31 02一28

虫 口密度 (万头/m
Z)

存 活率(% )

33
‘

7 6

1 0 0

.

0 0

8

.

3 0

2 4

.

5 8

0

.

7 5 0

.

2 5

2

.

2
2 0

.

7 4

0

.

1 2

0

.

3 6

0

.

1 1

0

.

3 3

0

.

1 1

0

.

3 3

衰 4 接种当年冬性母若蚜比率润查

调查时 间
1990一
11一21

199 1一10一10~ 15

00n己丹匕�次)她炸

、

、、

样 地 号 1 1 2 3 4 5

性母若蚜致(头) 46 84 16 77 47 33

无翅侨蚜数(头) 5 8 125 53 85 52 48

性母/总蚜数(% ) 44
.
2 40

.
2 23

.2 47
.
5 47

.
5 40

.
7

2
。

4 第二年性母迁飞后至第三年性母 将 羽

化时辞上的虫量变化

2. 4
。

1 总曳。 的数量变化 第二年性母 成

蚜迁飞后
,

留守醉上的侨蚜继续以孤雌 生 殖

方式繁衍
,

且重迭生长的世代多
,

到第三年

春再度出现性母羽化
。

因第二年留在醉上的

侨蚜死亡率高
,

虫口密度很小
,

为防止因气

4
.
25
.
26.9 7.1 0 9

·

1 0 1 1

·

1 0 1

.

1 0 3

.

1 0

8

.

1 0 1 0

.

1 0 1 2

.

I Q 2

.

1 0

( 月
、

日)

图 2 室内第二年春至第三年春性母

将现化时侨姗的数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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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原 因造成死亡而中断观察
,

则于 4 月初把野外醉上的侨蚜连醉枝取回室内培养 观 察
。

2
00

头起始的观察结果如图 2
。

2

.

4

。

2 第8~ 11代侨呀死亡率的年龄 分布 接种后的第二年春留守醉上的侨蚜各代历期都很

长
。

从当年的第一代侨蚜算起
,

观察到第 8 一n 代侨蚜都可分化出性母
,

到第三年春羽化迁

飞
。

分化出性母 的多少与各代的死亡率和死亡率的年龄分布有关
。

每 4 星期观察一次的结果

见表 5
。

囚性母数量极少
,

观察中未专 门记数
,

待无翅侨蚜死完时即中止观察
,

死亡率记作

100 %
。

衰 5 策 8 ~ 11代侨好死t 率的年盼分布砚案 (z。, z ~ 1, , 2年)

出生 日期

(月一 日)

观察姗数

(头)

若 干 周 (W ) 后 的 死 亡 率 (% )

世代
O W

4 W S W 12 W 16 W 20 W 24 W 2月
W

3 2
W

3 6 W

03一20

04一20

05一20

0
.
0 6 1

.
8 79

.
4

0
.
0 68

.
0 72

.
8

0
.
0 44

.0 59
.
3

88
.
5

90
.
3

95
.
6

96
、

9

1 0 0

.

0

1
0 0

。

0

9 8

.

5 9 9

.

2 1 0 0

.

0

,‘门tO‘O习O心O曰O心亡J卜一�n叨,‘口,
888

第8代

05一03

06一03

07一03

08一03

0 .0 64
.
6

0
.0 67 .9

0 .0 60
.
0

0 .0 69
.
2

64
.
6

89 .3

86
.
2

74
.
4

77
.
3

96
.
4

95
.
4

89
.7

90
.
9

100
.
0

100
.
0

100
.
0

95
.5 100

.
0

0 月下旬

7 月下旬

8 月下旬

名月下旬

9 月下旬

0 .0

0 .0

0
.0

6 4

6 1

7 9

5 82
.
4

6 72 .8

3 87
.
0

92
.2

86
.
0

94 6

96 .1

95
.6

98
.9

100
.
0

100
.
0

100 0

3103912256“51369239
‘.1,二�.二

6 6 0

.

0

习9 0
.
0

9 5
.
5

9 1
.
0

9 5
.
5

9 7
.
8

9 7
.
0

1 0 0
.
0

10 D
.
0

第9代第10代第11代

2
.
4
.
3 性毋比率 据室内各代每 7 天一次的观察结果

,

第 8 ~ n 代侨蚜尽管都能分化 出 性

衰 6 第 吕一11 代分化的性母傲t 润奋 母
,

但比率相当低
。

详见表 6
。

(I 99 1 年 ) 2
.
5 完成一个生活周期的傲t 幼长

一
-
一 丽肠

;
。而

’

性母
磕

’

“
.
5
.
1 一年 完成生活周期的虫群的数 量 增

世 代 (头) (头) 蚜
黔

率 长 一年完成生活周期的虫群
,

当年秋部分
一

味万
.
丽
-
一 一砚于

一 一
丁
---
一己系万 第 4 代侨蚜即发育为性母

,

第二年羽化迁飞

第 9 代 , 4 , 6 0
.
7 1 上树

,

经性蚜而形成干母
,

完成生活周期整

第 10 代 5 63 ’ ”
·

’“ 一年
。

就本次试验的观察结果
,

在迁移蚜都

二型二几一一兰二一止二一一一竺二 完成迁飞
、

人为管理性蚜不受天敌危害的条

件下
,

一年完成一个生活周期的虫群的数量增长见表 7
。

裹 了 一年完成生活周期的虫醉的效, 增长 (单位. 头 )

环 境
有翅干雌

成 蚜

第 1 代无

翅 侨 蚜

翌 年春临性母羽化

时无翅侨蚜与性母
性毋成蚜 雌 蚜 干 母

林 内

澳外时期室 内培养

3 700

3 70 0

41 6 00

41 600

137

458~ 624

55

183 ~ 25 0

100

330~ 450

40

132 ~ 180

2
.
5
.
2 两年完成生 活周期的虫群的数量增 长 第 4 代无翅侨蚜在醉上继续繁衍

,

到第 二 年

秋
,

第 8 ~ 11 代侨蚜都可分化出性母
,

第二年春迁飞
_
h树

,

经性蚜而产生干母
,

完成生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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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整两年
。

第三年出现的干母仍可结倍
。

但因无翅侨蚜在第二年度生活过程中死亡率很高
,

生殖力弱
,

发生干母的数量极少
,

所以
,

两年完成生活周期的虫群的生产价值不大
。

其室内

培养的数量增长观察结果见表 8
。

表 8 两年完成生活周期的虫鲜的橄t 增长¹ (单位: 头)

当年干母
当年有翅

干雌成蚜

当年第 i 代无

翅 侨 蚜

第二年初春

无翅侨蚜

第三年春性

母 成 纷
第三年雌姗 第三年干母

3 700 41 6 00 2 75~ 374 1
.
4~ 1

.
9 2

.
5 ~ 3

.
4 1~ 1

.
4

¹ 妾外时期在室 内培养
.

3 初步结论

(1) 自然条件下
,

肚倍蚜在近三个月的瘦内时期
,

倍蚜数量增长3 000多倍 , 就 一 年 完

成生活周期的虫群而言
,

约 9 个月的痪外时期却降低了几百倍
,

甚至几千倍(视环境而定)
。

这说明
,

瘦内环境(含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适宜倍蚜生长
,

而廖外环境对倍蚜的生长极为

不利
。

所以为培植肚倍而从事的人工培养肚倍蚜的生产活动
,

主要应是选择和创造适宜倍蚜

痪外生长发育的环境
,

以增加进入痪内生活的干母数量
。

( 2) 痪内时期倍子的生长速度与倍内虫量的增长相一致
,

倍子体积与倍内的虫量成正相

关
。

倍子生长前期
,

因虫量少
,

倍子体积增长很慢
,

后期虫量多且增长快
,

倍子体积增长也快
,

直到大多数有翅干雌羽化
,

倍子体积才停止增长
。

倍子体积越大个体越重
,

产量也就越高
。

所以
,

采倍时I’of 宜迟不宜早
。

采商品倍以接近爆裂时最为合适
。

( 3) 肚倍蚜澳外时期虫 口数量不断锐减
。

其主要原因是各虫型或同虫型各世代的死亡率

高
,

进入成虫的数量少
,

生殖力也弱
。

第 1 代侨蚜出现至第 4 代侨蚜分化出的性母近羽化时
,

在室内条件下存活数约为第一代侨蚜数的1
.1 % 一1

。

5 %

,

在一般倍林 内仅约0
.3 %

,

第 4

代侨蚜分化出的性母迁飞后到第 8 ~ n 代侨蚜分化出的性母迁飞时
,

存活率不足第 4 代无翅

侨蚜的 1 %
。

在生产上
,

可通过选择和创造适于侨蚜生长的环境以提高存活率
,

达 到 增 加

致痪虫型
—

干母的目的
。

夏秋季节死亡率更高
,

在生产中应予以特别注意
。

( 4) 一年完成生活周期的虫群
,

侨蚜世代开始时基数大
,

第 1 ~ 3 代侨蚜的生殖量相对

较多 , 第 4代侨蚜分化出的性母可达40 % 左右; 从干母到干母完成一个周期可增 长40 ~ 1犯

倍
。

二年完成生活周期的虫群
,

因进入第二年度生长时虫口基数小
,

死亡率高
,

生殖量少
,

尽管第 8 ~ n 代侨蚜都会分化出性母
,

但进入性母分化时虫量 已极少
,

从干母到干母的数量

几乎无增长
。

所以在生产上应着重利用一年完成一个生活周期的虫群生产倍子
,

即必须每年

接种夏迁蚜
,

倍林才能高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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