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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对广西地区白蜡虫死亡及其

种虫白蜡产量的影响
*

岑 明 计鸿贤 林发源

摘共 在广西四县一市
,

比较了五个不同年降雨显和年平均气温对白蜡虫死亡及其种虫
、

白

蜡产量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年平均气温对白蜡虫种虫的死亡影响不大 , 年降雨量则是引起白蜡虫

种虫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
,

每次大雨过后
,

即出现一个雌虫死亡高峰
。

雌虫比雄虫徽感
,

其上限为

1 5 52
.

5 m m 左右
。

在这个上限 以下
,

雌
、

雄蜡虫均生长发育 良好
,

死亡率低产蜡量高 ,反之
,

雌虫大批

死 亡
,

其死亡百分率随着年降雨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

雄虫虽不及雌虫敏感
,

但是
,

在雨量过多的情

况下
,

蜡花也常常长霉变黑
,

间接致使雄蜡虫死亡
,

产蜡量很少
。

关位佣 白蜡虫
、

年降雨量
、

年平均气温
、

死亡百分率

广西西南部和北部分别与我国白蜡产区云南
、

贵州和湖南毗邻
,

地处亚热带季风区
,

气

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寄主植物资源丰富
,

适宜白蜡虫(E rl’“1u : pel o C ha v a n n es ) 生长和繁

殖
。

在桂北山区有零星分布
,

群众也有放养白蜡虫的习惯
。

1 9了3 ~ 1 9 7 7年
,

全国合作总社曾

投资11 万余元扶持广西发展白蜡生产
。

但是
,

人们认为白蜡虫在广西不能越冬
,

雌虫在越冬

前已经大批死亡
。

因此
,

不能自繁自育种虫
,

每年都要到云南
、

贵州购买种虫
,

不仅耗费大量

人力
、

物力于途中
,

还难以赶上挂蜡时间 , 其次
,

广西不是白蜡主产区
,

种 虫 供i应 不能保

障
,

故放养了几年就终止了生产
。

从此
,

广西的白蜡生产一直停滞不前
。

白蜡生产的先决条件是年降雨量
,

在国内尚属首次报道
。

广西发展白蜡生产是有基础
、

有潜力 的
。

本研究对恢复和发展广西的白蜡生产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 料

1
.

1
.

1 种虫 本试验用虫
,

系采用广西过去发展白蜡生产时
,

引种到灌阳县挂蜡
,

残留下来

的少量雌虫
,

经过选育和扩大繁殖后作种虫
。

1
.

1
.

2 寄主树 定植后s~ s a 的大叶女贞 五1’g u str um lu cid “, A it
. 。

1
。

2 方法

1
.

2
.

1 试脸地点的选择 为了使试验地点的气候条件能代表广西 的气候
,

分别选择在佳东的

1 9 92一0 5一1 2收稿
。

岑明副研究 员
,

计鸿贤
,

林发 源(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广西 南宁 5 3 0 0 0 3)
。

* 本文是广西林业厅资助项 目
“

白蜡虫与白蜡生产技术的研究
,

一部分
。

毛子沟高级工程 师给予大力支持
, 贺 县农业局

韦能先 农艺师协助部分工作
,

该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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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蜡产量的影响

一一
一, ,

,

抽护, ~

一—~ 一 一~ ~

一

一贺县
、

桂北的灌阳县和临桂县
、

桂中的融水县
、

桂南的南宁市等五个不同气候条件的试验地

点
,

分布在2 5
0

5 0‘~ 2 2
0

4 9
’

N
,

海拔为1 2 0 ~ 2 7 0 m 的浅山丘陵
,

其年降雨量和年平 均 气温

分别 为1 5 3 5
。

5
、

1 5 5 2
。

5
、

2 2 3 9
.

9
、

2 1 9 4
。

6
、

1 5 8 8
。

6 m m 和1 9
。

9
、

1 7
。

9
、

19
。

0
、

1 9
.

3
、

2 1
.

7 ℃
。

每一试验点的面积为 0
.

2一。
.

7 hm , ,

每公顷种大叶女贞90 0一1 0 50 株
,

1
.

2
。

2 白蜡虫雌虫元亡率及种虫产量的浏定 用g c m x 3 c m 的 60 目乙纶布袋包虫
,

每袋装

种虫2 ~ 3粒
,

于 5 月上
、

中旬
,

待雌卵开始孵化时
,

选择睛天的上午 , 将虫包挂在大叶女贞

枝条上
,

拇指粗
、

l m 长的枝条
,

每枝 挂 1 包
。

虫卵孵化完毕
,

收回虫包
。

雌虫定杆后
,

随

机取10 株定枝统计雌虫数作为基数
。

6~ 8月
,

是广西降雨量最多
、

最集中的时期
,

故到 9 月

上旬统计原枝条上的存活虫数
,

并计算其死亡百分率 , 到次年 4 月
,

采收种虫
,

计算种虫产

量及其测定质量
。

1
.

2
. 3 大雨对雌 虫死亡的影响 选择在上述五个试验点中年降雨量为2 19 4

。

6 m m 的融水县

四荣乡进行观测
。

雌虫于 5 月底定杆后
,

到 6 月 1 日即随机取10 株定枝计数雌虫数作为基
。

数
,

然后每隔 5 天观测 1 次死亡虫数
,

连续观测一个月
,

尤其注意大雨过后雌虫的死亡情况
。

1
.

2
。

4 白蜡女雄幼 虫死亡率及白蜡产量的浏定 用 12 c m x 6 c m 的 60 目乙纶布袋包虫
,

每

袋装种虫40 一 50 粒
。

待雌卵已经孵化且大部分雌若虫逃逸后
,

部分雄卵开始孵化时
,

选择晴

天的上午
,

将蜡包挂在 2~ 3年生的大叶女贞枝条上
,

每枝挂 1 包
。

虫卵孵化完毕
,

收回蜡袭

因为雄虫从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开始羽化
,

故在 8 月中旬测定幼虫死亡率
,

随机取 5 株
,

每

株取样1 c m Z
蜡花

,

统计其中活虫数
、

死亡虫数(寄生蜂寄生死亡的除外 )和死亡 百 分率 , 到

9 月上旬
,

蜡花成熟
,

采收蜡花提炼白蜡
,

然后计算白蜡产量并进行理化性质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白蜡虫雌虫死亡与雨盆
、

气沮的关系

5 月上旬挂虫后
,

不久雌虫便定杆
,

由于该月各地的降雨量较少
,

未见雌虫死亡
。

但是
,

从 6 月起
,

降雨量逐渐增加
,

雌虫陆续开始死亡
。

降雨量多的地方
,

死亡率也随之显著上升
。

9 月以后
,

降雨量减少
,

各试验点同时统计雌虫的死亡情况
,

结果见表 1
。

衰 1 不同阵雨盆和气沮对. 虫死亡的形晌 (1 . 88 年)

北纬

地 点
(

. 尹

)

贺县鹅塘乡 24 25

灌阳县县城 2 5 30

南宁市大岭 22 49

麟水县 四荣乡 2 5 05

临桂县宛 田乡 2 5 14

海拔 年降雨盈

(m ) (m m )

5 ~ 9 月

降雨量
(m m )

年平均

气 温
(℃)

5 ~ 9 月
平均气温
(℃ )

检 查

总 虫数

死 亡率
死亡 虫数 相关系数

(% )

n臼O�OC
臼�U�UnU工勺n.n臼口舀一�一��b‘怪,曰.Ot

口

.月价
4..

⋯
757R
甘魂O22

‘月
22O甘峥‘,工Q甘O甘1上,八上‘1山

‘
二1 5 3 5

.

5

1 5 52
.

5

1 5 8 8
.

6

2 1 9 4
.

6

2 2 3 9
.

9

6 1 4
.

6

6 1 4
.

5

7 8 6
.

4

8 3 7
.

5

1 1 9 5
.

0

13 6 2 7
.

2

1 3 4 2 6
.

8

3 8 1 6 9 3

4 3 9 8 7
.

8

3 9 5 9 8
.

8 r 二 0
.

名8 5 6

n�几甘八U20
行才�O,二口O‘八2

,11止22

从表 1 可见
,

雌虫死亡 率 与年 降雨 量 之 间 的 相关 系数是
, , = 0

.

8 8 5 6
, r 。

:0
。 =

。
.

8 8 2 2 , , > r 。:
。。,

所以
,

雌虫死亡率与年降雨量显著相关
。

年降雨量上限是 1 5 52
.

s rQ刃。 ,

在该上限以下地区
,

雌虫死亡率低 , 反之
,
雌虫死亡率显著上升

,

它与年降雨量的增加呈正

比
,

甚至有的到了习 月上旬
,

雌虫死亡率已经高达 9 8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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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温看
,

五个试验点的年平均气温和 5 ~ 9月的月平均气温都是比较接近的
,

只有年降

雨量相差比较大
。

可见气温对雌虫的死亡影响不大
,

而年降雨量则起了重要的致死作用
。

�丫�锌侧探

彻卜沙坛伴知枷枷执儿俨际厂厂俨
l
5’0

2
.

2 大雨对雌虫死亡的影晌

在融水县四荣乡的一个月观测中
,

先后降

了两次小雨和两次大雨
,

每次大雨过后
,

均出

现一个雌虫死亡高峰
,

该月累计死 亡 率达 到

4 8
.

1 写
,

可见大雨对雌 虫的死亡影响是十 分显

著的
,

详见图 1
。

雌虫定杆后
,

一直到死亡 为 止
,

不再 爬

动
,

故雌虫不会被大雨冲走 , 其次
, 5 月挂 虫

时
,

随着种虫卵粒的孵化而 同时羽化出来的第

一代寄生蜂
,

在 6 月仅寄生于雄蜡虫
,

尚未发

现寄生于雌蜡虫
。

故上述雌 虫的死亡
,

显然是

由于雨量过多所致
。

死亡 %

日阵雨 t

1 0 1 5 2 0

降雨及双侧 日期([ I)

!
卜七⋯

一
即的8060和加00知60阳钊

、

曰,J乃‘..几�.‘‘.几,上1

f已‘).度世二

图 1 大雨对雌蜡虫死亡 的影响

2
.

3 白蜡虫雄幼虫死亡与雨最
、

气沮的关系

在雄幼虫化蛹前
,

各试验点同时取样检查幼虫死亡情 况
,

结果见表 2
。

衰 2 不同降两t 和气沮对雄幼虫死亡的影晌 ( 19 8 8年 )

地 点
J匕纬

o 产)

海拔

( m )

年降雨蚤

( m m )

5 ~ 9 月 5 一 9 月 枪 查
降雨盘 平均气沮 死亡 虫数
( m m ) (℃ ) 总虫数

死 亡率
相关系数

( % )

2 4 2 5

2 5 30

2 2 4 9

2 5 0 5

2 5 1 4

1 5 35
.

5

1 55 2
.

5

1 5 88
.

6

2 1 94
.

6

2 2 3 9
.

9

6 14
.

6 2 7
.

2 5 3 1 6 6 1 2
.

4

6 14
.

5 2 5
.

6 5 0 8 6 1 1 2
.

0

7 86
.

4 2 7
.

7 5 2 1 8 3 1 5
.

9

8 37
.

5 2 6
.

4 5 15 8 1 1 5
.

7

1 95
.

0 2 6
.

4 5 2 5 8 1 1 5
.

4 r = 0
.

7 1 3 5

n�
�“n�,一n冲J只�

峭立户n自乙六‘,二,上n‘n‘贺县鹅塘乡

灌阳县县城

南 宁市大岭

触水县四荣 乡

临桂县宛田 乡

从表 2 可见
,

在雄幼 虫生长发育期间
,

各试验点5 ~ 9月降雨量相差是比较大的
,

但雄幼

虫死亡率并不高
,

差别也不大
。

雄幼虫死亡率与 5一9月
。

降雨量的相关系数 是
, 犷 = 0

.

7 13 5 ,

1 。;
。。 = 0

.

8 1 1 4 , 了 < 了 。
.

。5 ,

所 以
,

雄 幼 虫死亡与雨量相关不显著
,

即雨量 对雄幼 虫死亡影

响不大
,

因为它被一层厚 的蜡花保护着
。

但是
,

雨量过多
,

又遇高温
,

蜡花常被霉菌寄生
,

发黑变质
,

间接致使雄幼虫死亡
。

五个试验点5 ~ 9月的月平均气温相差不大
,

而死 亡率差异

不大的结果表明
,

气温对雄幼虫的死亡影响不大
。

2
.

4 不同年降雨 l 对种虫产t 的影晌

据 表 1 的试 验 结果
,

选择在该年降雨量上限 1 5 52
.

5 m m 以下的贺县鹅塘乡 及 该 土限

以上的南宁市大岭
、

融水县四荣 乡和临桂县宛田乡四个点
,

进一步做了挂虫试验
,

以证实该

上限的准确性及其对种虫产量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种虫产量 (挂 1 k g 种虫
,

到次年春所获得的

种虫数量 )高低与年降雨量呈负相关
,

它对种虫产量和雌虫死亡的制约是一致的
,

详见表 3
。

从表 3 可见
,

各试验点的海拔高度都比较接近
,

均属浅山丘陵 , 年平均气温也很相近 ,

仅年降雨量相差比较大
。

在该年降雨量上限 1 55 2
.

5 m m 以上的地区
,

由于雨量过多
,

雌虫生

长发育不好
,

死亡率高 (从表 1 可知 ) ,

所 以
,

种虫产量很低
,

甚至没有生产价值, 而在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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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对广西地区白蜡虫死亡及其种虫
、

自蜡产量的影响

表 3 不同年降雨l 对种虫产t 的影晌 (1 , a。~ 1 9 , o 年)

北 纬 海 拔
地 点

年降雨量

(m m )

挂虫量

(k g )

种 虫产量

(k g )
显著性侧定

(m ) (℃)

贺 县鹅塘乡 2 4 2 5 2 7 0 1 5 3 5
.

5 1 9
.

9 2
.

0 5 1
.

5

南宁市大岭 2 2 4 9 1 1 0 1 5 8 8
.

6 2 1
.

7 1
.

7 1
.

94

磁水县四荣乡 2 5 05 2 6 2 2 1 94
.

6 1 0
.

3 3
.

0 0
.

1 6

临桂县宛 田乡 2 5 14 2 2 0 2 2 3 9
.

9 1 9
.

0 2
.

1 0
.

05 才= 9
.

2 7 3

限以下的地区
,

由于雨量较少
,

雌虫生长发育良好
,

死亡率低
,

种虫产量高 达 51
.

5 k g
,

迢

过了我国产虫区的生产水平
,

这些地区适宜发展种虫生产
。

种虫产量与年降雨量的显著性鸿

定表明
, t = 9

.

2 73
, t。;。。= 2

.

776
, t> t0: 。。,

故种虫产量与年降雨量显著相关
。

表 3 的试验给

果与表 1 是一致的
,

可见该年降雨量上限是准确的
。

在该年降雨量上限以下的贺县鹅塘乡生产的种虫进行了质量测定
,

结果表明
,

该种虫质

量略优于产虫区的良种质量
,

符合生产要求
,

详见表 4
。

表 4 贺县鹅抽乡种虫质l 洲定结果 (1 9 9 0年)

产 地

含 卵 量

(粒 )

解化率

(% )
雌 雄 比

泌蜡厚度

(m m )

广西贺县
1 t l

.

3~ 6
.

9

(1 t 4
.

3 )
5

.

16 士 0
.

4 6
·

5 1
.

5

云南永善

5 7 8 1~ 1 5 2 7 2

(9 1 0 2 )

5 4 2 8 ~ 1 1 6 1 8

( 8 1 2 7 )

1 : 1
.

6 5~ 3
.

8 4

(1
t Z

.

9 )
5

.

04 士 0
.

3 6

注 : 括号内的数字为平均数
。

2
。

s 不同年降雨量对白蜡产量的影晌

根据表 1一2的试验结果
,

选择在该年降雨量上限1 5 52
.

5 m m 以下的贺县 鹅 塘乡及该上

限以上的南宁市大岭
、

融水县四荣乡和临桂县宛田乡进一步做挂蜡试验
,

以便证实不同年降

雨量对白蜡产量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白蜡产量 (挂 1 鲍 种虫所获得的白蜡数量 ) 高 低与年降

雨量呈负相关
。

它对白蜡产量和种虫产量的制约是一致的
,

详见表 5
。

表 5 不同年降雨t 对白蜡产t 的影晌 (1 989 年)

地 点
北纬 海投 年降雨量

(
。 产) (m ) (rn m )

5 ew g 月
降雨量
(m m )

5 ~ 9 月
平均气温

(℃ )

挂蜡虫量

(k g )

白蜡产量

(k g )

显 著 性

测 定
备 注

贺县鹅塘乡

南宁市大岭

融水县 四荣乡

临桂县宛 田乡

2 4 2 5

2 2 4 9

2 5 0 5

2 5 1 4

2 70

1 10

2 6 2

2 20

1 5 3 5
.

5

1 5 8 8
.

6

2 1 94
.

6

2 2 3 9
.

9

6 14
.

6

7 8 6
.

4

8 37
.

5

1 1 9 5
.

0

2
.

4 2

0
.

5 2 部分蜡花变黑

0
.

0 9 大部分蜡花变黑

O t = 9
.

9 5 9 全部蜡花变黑

八U0.合八U
.

⋯
丹舀住口5372

.dA
.

⋯
7
己月J
6
丹O

2222

从表 5 可见
,

四个试验地点均属低海拔的浅山丘陵
, 5 ~ 9月的月平均气温相近

,

仅年降

雨量和5一9月的降雨量相差较大
。

在年降雨量上限1 55 2
。

s m m 以下的贺县鹅塘乡
,

由于雨量

较少
,

蜡花不易长霉变黑
,

产蜡量高于我国产蜡区的生产水平 , 而在该年降雨量上限以上均

其余三个试验点
,

不仅白蜡产量低
,

而且蜡花被霉菌寄生
,

发黑变质
,

不能提炼白蜡 , 雨量

过多
,

蜡花容易板结
,

影响雄幼虫正常泌蜡
,

不宜生产白蜡
。

白蜡产量与5~ 9月降雨量显著



性测定表明
, t = 9

.

9 5。
, t。

.

。。 二

在贺县鹅塘乡生产的白蜡
,

部颁标准
,

详见表 6
。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6 卷

2
.

47 了
, t> t。

.

。。,

所以
,

白蜡产量与年降雨量显著相关
。

经广西标准局化工产品检测中心站分析表明
,

产品质量符合

裹 6 白姗的班化性质洲定结果 (19 8 , ‘目

熔 点 欣 值 皂化值 碘 值 苯不溶物
产 地

(℃ ) (m g ) (m g ) ( g ) (% )

贺县鹅塘乡 8 5 0
.

3 2 7 3
.

0 5 0 5 2 0
.

09

部硕标准 8 2 ~ 8 5 ‘ 1
.

2 0 6 5 ~ 8 5 《 3
.

0 成 0
.

2

年平均气温对白蜡虫的死亡影响不大
; 主要是由于年降雨量过多而引 起白蜡虫 大 批 死

亡
,

每次大雨过后
,

均出现雌虫死亡高峰
,

雌虫比雄虫敏感
。

年降雨量在 1 5 52
.

5 m m 以下的

地区
,

雌
、

雄蜡虫均生长发育良好
,

适宜发展种虫和白蜡生产
。

这与我国白蜡虫分布范围在

年降雨量 7 4 1
.

6一 1 5 93
.

8 m m 地区和虫
、

蜡主产区的年降雨 量 为85 7
.

3 ~ 1 4 89
.

7 m m 相符
。

年降雨量在 1 55 2
。

5 m m 以上的地区
,

不宜发展虫
、

蜡生产
。

3 讨论

(l) 过去
,

人们认为白蜡虫在广西不能越冬
,

其原因是气温低所致
,

故不能发展白蜡生

产
。

我们的试验结果表明
,

白蜡虫能否越冬的制约因素并非低温
。

例如
,

临桂县宛田乡
,

在

月平均气温高达2 5
。

6 ℃的 9 月上旬
,

雌蜡虫死亡率已达9 8
。

8 % , 又如
,

据张长海报道
,

东北

鞍山地区
,

年平均气温为8
.

8 ℃
,

极限低温为 一 30 ℃
,

白蜡虫的自然种群仍能安全越冬
。

而

广西近 30 年来气温最低的资源县 (白蜡虫自然分布区 )
,

极限低温仅 为 一 8
.

4 ℃
,

比鞍山地区

的极限低温高出近 2
.

6倍
。

可见
,

白蜡虫在广西可以安全越冬
,

实地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

(2) 白蜡生产的先决条件是年降雨量
,

其上限为 1 552
.

5 m m 左右
,

在国内尚属首次报道
。

虫
、

蜡生产地点必须选择在该上限以下的地区才能获得成功
。

否则遭受失败或产量很低
,

没

有生产价值
。

(3) 广西 的白蜡生产
一

长期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所选择的生产基地年降雨量几乎都在

1 55 2
.

5 m m 以上 , 其次是对白蜡虫寄生蜂等主要病虫害未进行防治
,

病虫危害猖撅
。

(4) 广西属于多种气候带地区
,

既有适宜白蜡虫生长发育的气候条件
,

又有大量的宜林

山地和丰富的寄主植物资源
,

群众也有一定的挂蜡基础
,

广西发展白蜡生产是有潜力的
,

可

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虫
、

蜡新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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