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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虫及其寄主树病原种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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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虫 及其寄主树病害是我国紫胶生产上的突出问题之一
。

目前为止
,

国内在这方面研

究甚少
。

为防治这些病害的优化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

开展了紫胶虫及其寄主树病原种类的研

究
。

本文报道了紫胶霉烟病的n 种真菌病原和 13 种紫胶虫寄主树的 26 种真菌病原和一种超寄

生物
,

其中18 种为国内新记录
。

1 材料及方法

1 9 8 6 ~ 1 9 8 9年
,

先后在四川
、

广东
、

福建
、

云南等省的紫胶产区进行紫胶虫及其寄主树

病害普查
,

采集病害标本
。

在本所 (云南景东)紫胶虫寄主树标本园中各种寄主树 上 出 现 的

有代表性 的病害进行定点定时采样
,

对其进行病原种类的研究
。

采用直接观察法和间接观察

法
〔’1 ,

分离培养等方法对其形态特征进行研究
,

根据有关资料进行鉴定
〔”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紫胶舞烟病病原

紫胶虫在生理代谢过程中从肛突孔排出大量蜜露
,

有时以喷射的方式排出
,

落到寄主树

的枝
、

叶
、

胶虫
、

胶被表面之后
,

当林间温度
、

湿度适宜时
,

腐生真菌在其上生长繁殖形成

黑色霉层
,

阻碍叶的光合作用和堵塞胶被上 的胶虫生理代谢孔 口 ( 肛突孔
、

气门孔 )
,

影响

胶虫正常生理代谢活动
,

严重时胶虫大量死亡
,

使紫胶大幅度减产
,

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冬代

胶虫上发生严重
,

严重影响这些地区的种胶 生产
。

腐生型病原真菌有以下 11 种
〔3 」,

常见的有

前 3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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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紫胶虫主要寄主树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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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热带地区按属树种引种与栽培的研究” 通过成果鉴定

本课题是林业部
“

七五
”

重点项目
“

海南岛热带主要树种速生丰产栽培技术的研究
”
和

“

澳大利 亚 阔

叶树种引种与栽培” 项目中有关按属树种引种与栽培的研究
,

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
。

该研究历时s a ,

取得了全面
、

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
1 9 9 3年 9 月 14 日在广州经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组织通过成果鉴定
,

专家们认为
:

该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

在按属树种选择和

种源试验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¹ 高起点有计划地从澳大利亚
、

印度尼西亚
、

巴西等 5 个国家引进了 63个按

属树种
、 258 个种源和 5 7 2个家系

,

在广东
、

海南岛设置了31 个试验点
,

从中选出尾叶按
、

细叶按
、

赤按
、

巨

尾按杂交种等 9个优良树种
,

31 个优良种源和 89 个优良家系
,

并划分和提出了各个生态区适宜的栽培 树 种

和种源
。

º 按树栽培技术主要对良种壮苗及施肥进行了系统
、

深入的研究
,

苗期施肥以 N 、 P 、 K 组合效果

最好 ; 幼林期以 P
、 K 为主

,

提出了相应的施肥方案
,

并在生物培肥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

» 对我国按树人

工林的虫害进行了 调查
,

摸清了按树主要虫害
,

并进行了防治研究
,

为今后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¼该项研究

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按树遗传基因资源
,

建立了按树育种的基本群体
,

并营建了实生种子园
,

为今 后 按

树遗传改良及良种基地建设
,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½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全分布区的家系子代测定试验
,

杂交育种也出现了可喜苗头
。

¾该课题最大的特点是自始至终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

把研究成果迅速转化

为生产力
。

仅在广东省就建立了1 24 4 hm Z
的组装配套示范林

,

为广东省的绿化达标和国家造林项目按树丰产

林栽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徐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