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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紫胶产区气候与紫胶虫

引种驯化的研究

石秉聪 侯开卫 陈玉德 }瑟巫} 阎克显 张福海

摘要 本文分析 了我国紫胶主产区的气候条件以及新产区萦胶虫引种驯化的研究概况
。

通 过

20多年(1 56 1~ 1 , 9 0年 )的研究与推广
,

使我国的紫胶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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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以南发展到Zs
O

N ; 从i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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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到1 1 8
“

E
。

突破了我国紫胶虫山地高原的自然分布区
,

在昆虫地理学上具有 重要 的学 术意

义
。

关抽饲 紫胶产区气候
、

紫胶虫
、

引种驯化

紫胶虫对气候条件狭窄的适应性
,

决定了它在地域分布上的狭适性
,

这是胶虫自身在世

代的系统发育中通过遗传而获得的生态特性
。

因此
,

要从生理
、

生态方面动摇这种生态遗传

性是困难的
。

为扩大其产区
,

我们只能顺应其自然规律
,

去寻找接近它所要求的气候条件的

小环境
。

要在新区寻找适应其发展的气候环境条件
,

自然要研究新环境的各项气候因素
,

对

胶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

进而指导新区紫胶生产的发展
。

1 研究结果综述

南亚和东南亚胶虫的整个分布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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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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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是决定大气候的主要因素
,

胶虫的地理分布范围
,

必然受纬度的制约
,

必 然反映出明显

的纬向地带性规律 ; 但就我国紫胶虫的自然分布区的云南产区而言
,

除地带性因素外
,

还有

非地带性因素的作用
。

正是这种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的相互作用
、

渗透
,

发展形成的一种

特定环境
,

才成为胶虫适生的自然分布区
。

这也是胶虫的适应性选择和环境统一的结果
。

非

地带性因素
,

如地形
、

地势
、

海拔等对胶虫的适生区和产区气候
,

在往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
,

这也提示研究新老产区参数的关系
,

特别是冬代胶虫的各项生物学指标与环境结构的关系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
。

从胶虫适生分布区的地貌分析
,

可知紫胶虫是热带和南亚热带的一种山地

高原昆虫
。

这从印度和我国的自然产区分布
,

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特点
。

通过对我国紫胶虫新老产区的生态地理研究
,

其气候上的水热运动规律差异十分明显
:

老产区
,

由于北来寒潮受山脉层层阻隔和下沉增温作用
,

空气变暖变干
,

其温度有效性高
,

胶虫分布沿河谷向北 推移 或抬 升分 布的上限
,

几乎 达 28
“

N 或海拔1 6 00 m
,

最冷月 均温
8 ℃ ; 新产区

,

因其寒潮或冷空气活动过于频繁
,

空气湿度过大
,

温度有 效性低
,

胶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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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极大限制
,

分布在 25
“

N 以 南
,

海拔30 0 ~ 150 m 以下
,

最冷月均温 [2 ℃ 以上
。

针对云南紫胶产区
,

对于紫胶虫适生的气候条件
,

先后提出过不同但又相近的指标
。

我

们在
“

云南紫胶虫自然产区形成条件及其类型
”

一文中提出紫 胶 虫 的北限 指标
:

最冷 月 均温

10 ℃
,

最冷 月平均最低气温 3 ℃ , 海拔上 限 1 5 00 m
。

以后又先后提出
:
年平均气温 18 ℃

,

以 1 9 ~ 2 3 ℃为最好 , 绝对最高气温40 ℃左右 ; 最冷月均温10 ℃以上
,

以 12 ℃以上为好 , 绝

对最低气温 一 3 ℃
,

但以。℃以上为宜
,

偶尔几朝轻霜或无霜 , 年降水量 8 00 一1 8 00 m m
,

年

平均相对湿度 65 %~ 85 %
,

最旱月空气相对湿度大于40 %
。

南亚热带中大于 10 ℃积温 6 50 0 ~

7 5。。℃
。

在此范围中又根据水热系数的不同而 区分为湿润
、

半湿润
、

半干 旱三种 类型
。

在
“

云南的紫胶气候资源
”

一文中
,

根据57 个气象台站资料统计
,

提出了云南整个产区的气候条

件为
:
年平均气温18 ℃以上

,

最冷月均温n ℃以上
,

极端 低温 一 l ℃ , 大于 10 ℃稳定 通过

日数 3 35 d , 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 77 %
,

最旱月空气相对湿度 65 % , 年日照量2 0 0 0 多 h
,

冬

半年日照量 1 1 00 h
,

阴 天 日数46 d
。

整个产胶 区可按气候的垂直变幅 划分为三 个海拔地带

(表 1 )
。

衰 1 云南产区不同海拔地带气俱特征

端温极低

地 带

年平均

气 温

(℃)

最 热月

气 温

(℃ )

最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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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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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紫胶虫在各垂直地带内种群数量动态的不同变化
,

是紫胶气候类型划分的一项重

要指标
。

由于海拔地带内的气候条件不同
,

紫胶虫所表现出来的世代周期
、

产量和寄主种类

都不尽相同
。

由表 1 可知
,

海拔8 00 ~ 1 3。。 m 之间多属山岭中段
,

气候条件优越
,

加上优良寄主树种

较多
,

分布集中
,

从而创造了紫胶虫的良好生态 环境
,

构成了适 宜的产胶 地域
,

产胶量占

80 % 以上
。

从上列三个海拔地段冬季的气候成因分析
,

由于夜间辐射降温
,

冷空气下沉
,

暖

空气被抬升
,

而上段平流风速过大
,

形成平流层
,

将暖空气挤压在山坡中段
,

形成暖带
, 而

下段气温较低
,

产生逆温现象
,

日温变化剧烈
,

从而使中段形成对紫胶虫越冬有利的小环境
。

四川紫胶产区
,

按其自然条件可分为大凉山以东产区和大凉山以西产区
。

前者
,

夏代主

要受东南季风的影响
。

由于最冷月均温较低 ( 7
.

5 ℃左右 )
,

冬季 日照时数少
,

紫胶虫不 能越

冬
,

一年只能完成一个世代
,

即夏季世代 ( 5 ~ 10 月 )
。

但本区土壤肥力高
,

优良寄主山合欢

〔A lbi : : : a k a lk o : a ( R o x b
.

) P r a ia 〕
、

光腺合欢 (A
. c a lc a : c a Y

.

H
.

H u a n g )等资源丰富
,

产胶

厚硕丰满质优
,

为良好的原胶生产基地
。

后者
,

主要受西南季风的影 响
,

由于地形复杂
,

四面

环山
,

冬季冷空气难于入侵
,

形成热量条件较东区高
,

类似云南产区
,

但水湿条件却较低的

气候类型
。

紫胶虫一年能完成两个世代
,

但在海拔偏低地段
,

在雨季来临前的 3 ~ 5 月份
,

大气十分干燥
,

往往造成紫胶虫蜜露浓缩聚于胶表
,

影响胶虫生
一

长发育
。

两区在气候特征上有

明显的差异
。

大凉山以西
,

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 , 冬半年因北面高山屏 障
,

很少 有 寒 潮 入

侵
,

日照多于 夏季
,

南亚热带纬度偏北
,

海拔偏 高 , 绝对最高气温出现在雨季前最早月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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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一

月或 5 月
,

雨季气温降低 ; 霜冻主要是辐射型
,

逆温现象明显
。

大凉山以东
,

夏半年受东南

季风控制 ; 冬季强大的寒潮有时能长驱直下
,

日照少于夏季
,

绝对最高气温出现在 7 月
,

气

温偏高
,

降乃
.

强度大 ; 春雨较多
,

寒潮来临时阴雨绵绵
,

常出现
“倒春寒

” ,

霜冻主要是平流

型或平流一辐射型
,

逆温现象不明显
。

广东
、

福建
、

广西等省 (区)的紫胶产区
,

与云南产区相比
,

热量条件更好
,

雨量充沛
,

形成较好 的水热组合状况
,

这对紫胶虫的生长发育是有利的
。

但冬季湿冷
,

日照量少
,

易受

北方冷空气入侵影响
,

尤其是冬末春初
,

低温阴雨天气较多
,

常持续15 ~ 20 d
,

这对紫胶虫

的生长发育产生较大的影响
,

在寒潮影响较大的地区
,

胶虫往往不能正常越冬
。

在寒害十分

严重的地 区
,

紫胶 虫一年仍可完成两个世代
,

但两个世代都比老产区 推迟
,

且第 一代 (夏季

世代 )幼虫期比老产区短
,

而成虫期则 比老产区长
。

第二世代 (冬季世代 )幼虫 期却比老产区

长
,

成虫期则 比老产区短
。

这些变化都与其所处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
。

由此可见
,

紫胶虫引

种到新 区
,

因其所处的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
,

其发育周期也产生变化
。

如果发育周期的变化

能适应新 的气候环境
,

胶虫就能正常生长发育
,

并以新的历期完成其世代周期
。

这里所说的

气候环境
,

首先是指大区气候环境
。

在生产上选择冬代保种基地时应考虑在大区气候环境基

本适合的情况下
,

进一步选择由于地形和植物群落所形成的小环境
,

如冬季较干暖的环境
,

以利获得较好的保种效果
。

这些研究结果
,

对紫胶虫弓!种
,

产区的扩大
,

都起到了重要的指

导作用
。

遵照国务院关于
“

发展新区积极试验
”

的指示
, 1 9 6 1年开始把紫胶虫先后从云南省引种到

南方 7 省 (区 )
,

针对紫胶 虫对气候的适应性间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
。

紫胶虫 自然分布的

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

决定了其畏冷伯热
、

性喜温暖的特性
。

我国南方 7 省 (区 )的气候
,

与

紫胶老产区相比就显得冬太冷
,

夏过热
,

不太适于胶虫生长
。

如福建
、

广西等省 (区 )
,

冬季

寒潮频繁
,

降温剧烈 ; 春季冷暖气团南下北上
,

互为进退
,

形成温度多变和低温阴雨天气
,

加之 3 月份的
“

倒春寒
”

等灾害性天气
,

往往造成紫胶虫不能越冬而死亡
。

新区的引种驯化
,

实质解决的是越冬保种问题
。

这里重要的是选择适宜的小气候环境
,

建立越冬保种基地
。

为适应紫胶虫对生态环境的要求
,

福建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找到了紫胶

虫越冬保种地的气候指标
,
即年平均气温在20

.

5 ℃以上
,

最冷月平均气温 12 ℃以上
,

绝对最

低气温在。℃ 以上
。

海拔高度在3 60 m 以下
。

在上述气候区内
,

还应往意选择北有高山屏障
、

南向开阔
,

冷空气难进易出的南坡作为越冬保种基地
。

由于采取上述预防低温寒害的有效措

施
,

致使全省于 1 9 7 9年即有38 个县2 07 个乡取得引种的成功
,

并已形成了比 较稳定的紫胶新

产区
。

紫胶虫在闽南地区已 连续 繁衍 52 个世代
,

紫胶生产已 有 26 年 历史
,

共生 产原 胶近

1 o o o t ,

种胶 1 0 2 万 k g ,

其中调出种胶3 0 万 kg
。

四川省自1 9 6 1年先后在4 5个县 1 0 0多个 点进行引 种试验
,

从2 6
“

3 4 产

~ 3 2
“

2 1 尹 N 之间均有

布点
,

选择出2 7
“

53
/

N 以南的金沙江北岸的川南台地
,

其气候条件适于紫胶虫连续繁衍
,

取

得了引种成功
。

26 年来
,

已形成了稳定的种胶和原胶产区
,

生产 种胶 1 00 多万 kg
,

原 胶近

2 00 o t ,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并使紫胶产区向北推移了 3
。 ,

这是迄 今为止

紫胶虫能自然繁衍的最高纬度
。

广西的平流霜冻较为严重
,

其危害程度自北向南
、

由高至低而递减
。

26 a 的引种实践证

明
,

在22
O

N 以南
,

一月份平均温度大于 11 ℃的低山丘陵和一月 份平 均温度 大于 1 2
.

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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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汪河谷干热区
,

越冬效果较好
,

在平流寒害很轻的上述地区
,

已筛选出桂东的北流
、

陆月l
、

博白和桂西的德保
、

田东
、

田林
、

百色
、

大新
、

天等
、

合浦 等作 为越冬 保种基地
,

面积达

4 3 0 8 hm
Z 。

越冬保种的成效
,

除低温寒害的影响外
,

在一些较为干热的河谷地区
,

却受着干热气候

的影响
。

如四川渡口地区
,

冬季的热量条件已能充分满足胶虫发育的需要
,

一般不存在低温

的危害
。

影响冬代种胶质量的主导因素是 3 一 4 月份的 干早
。

此期间
,

渡 口 的降 雨量 极少

(1 6
.

1 m m )
,

蒸发量 (3 27 m m ) 大于降雨量
,

空气相对湿度很低(3 7 %左右 )
,

导致胶表蜜露

粘结
,

大部分胶 虫气孔被蜜露封埋
,

从而导致胶虫中
、

后期死亡
,

胶枝不能作种
。

对此
,

由

紫胶所主持
,

四川省紫胶站
、

渡口市林业局参加
,

进行了
“

喷灌对提高紫胶虫保种成 效的研

究
” 。

通过对紫胶林节律喷灌的调节
,

向林间补充必要的水分
,

改善了林内生态环境
。

为提高效益
,

降低成本
,

在林内喷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防止蜜露粘结致害间题
,

把

林内喷灌改为直接喷洒冲洗胶表蜜露
,

经重复试验证明
,

改进后的方法
,

也可以使种胶质量

得到提高
。

胶虫生物学各项指标都有明显提高
,

只需喷洒一次即能产生满意的效果
,

种胶质

量和产量显著提高 (表 2 )
。

采用该法必须掌握喷洒的时间
,

一定要在蜜露形成并见趋于浓缩

但尚未凝固时 (一般在 3 ~ 5 月)进行
,

过早或过迟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

衰 2 冲沈宜, 与杏的种胶产t (四川米易
,

1 98 4年 )

放 种 皿 种 胶 产 t 商 品 种 胶 率
处 理 放 收 比

(k g ) (kg ) (% )

冲 洗 蜜 璐 1 40 4 1 7
.

5 1
,
3 8 0

对照 (未冲洗 ) 12 2 12 8
.

5 1
.
1 2 0

2 结 语

紫胶虫是一种地域分布上的狭适性昆虫
。

其生态性狭窄表现在它对环境的适应选择的遗

传性方面
,

没有形成能够改变某一虫态或以休眠方式来渡过不利的环境变 化的生理 适应特

性
。

也不具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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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保守性较

强
。

南方 7 省 (区 )开展引种驯化以后
,

进一步研究了新老产区的环境结构与胶虫生长发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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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出了不同地区水热

运动的规律
。

通过较长时间的逐步驯化试验
,

利用上述规律
,

在福建
、

广东
、

广西
、

四川
、

江西
、

贵州
、

海南以及云南的许多新产 区获得了引种成功
,

并在此基础上
,

先后投入生产
,

逐步扩大了规模
,

实现了国家关于
“

发展新区
、

积极试验
、

发展国内生产
、

逐步 达到 自给 自

足
”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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