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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蜡虫在寄主植物上的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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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白蜡虫在寄主上的分布与方向和寄主枝条的位置有关,不同虫期分布特征不同。在定叶

期, 白蜡虫种群在方位上差异不太大,但雌雄虫在方位分布上有明显差异。种群数量分布依次为东

( 28. 05% ) , 南( 26. 55% ) , 西 ( 25. 06% ) , 北 ( 20. 34% ) ,雌虫依次为东 ( 32. 16% ) , 南( 27. 36% ) , 北

( 20. 34% ) , 西( 18. 65% ) ;雄虫依次为西( 30. 76% ) , 南( 25. 84% ) , 东( 24. 29% ) , 北( 19. 1% ) ; 在枝

条位置上, 种群数量分布依次为基部( 65. 71% )、中部( 23. 95% )和梢部( 13. 18% )。在定杆期, 雌虫

定杆数量分布依次为梢部( 49. 11% )、中部( 28. 80% )和基部 ( 21. 09% ) , 雄虫依次为中部 ( 90.

71% )、基部( 7. 00% )和梢部( 2.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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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蜡虫的研究,国内外在生物学、生态学、寄主植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1～2]

,但对白蜡

虫在寄主植物上的分布特征的研究尚未涉及,只有人对白蜡虫雌雄虫对不同年龄枝条的选择

作过初步的观察[ 3]。研究白蜡虫在寄主植物上的分布特征,弄清其种群在不同虫期的分布规

律,对研究白蜡虫种群生态学,指导白蜡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白蜡虫 ( E ricerus p ela Chavannes)昆明种虫, 寄主植物大叶女贞 ( L igustrum lacid um

Ait . )、白蜡树( Frax inus chinensis Rosb. )。

1. 2　方法

将白蜡虫种虫放养于大叶女贞的适宜部位(一般位于寄主植物的中部) , 任其自然孵化后

定叶。在定叶期, 以寄主植物为单位,按东南西北不同方向随机抽取枝条,再把枝条分为梢部、

中部和基部三部分(各占1/ 3) , 每部分随机抽 10片叶片,调查白蜡虫雌雄虫定叶的数量。在定

杆初期,随机抽取枝条,分梢部、中部和基部三部分(各占 1/ 3)调查白蜡虫雌雄虫的分布数量,

雌虫按枝条上的虫数统计, 雄虫定杆时已泌蜡覆盖虫体,无法计数,雄虫数量用雄虫定杆时的

密度乘以定杆面积来换算( N = S·D , N——雄虫数量, S——面积, D——雄虫密度)。雌成虫

初期分布调查方法与定杆的调查相同。

光照、温度调查:在白蜡虫定叶时,按雌雄虫定叶虫数分为三个等级,用光照表和点温度计

测定不同等级的雌雄虫定叶的小生境的光照和温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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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定叶

白蜡虫卵孵化后, 一龄幼虫经过爬行寻找适宜的寄主叶片固定下来生活一段时间,在白蜡

生产中称这种现象为定叶, 定叶时, 白蜡虫雌虫多数按叶脉固定在叶片的正面,雄虫则以群居

方式固定在叶片的反面。白蜡虫一龄幼虫的定叶分布特征如何? 前人尚未进行过研究。通过

在白蜡虫定叶期,按不同方向,不同枝条部位, 按叶片随机抽样调查表明(表 1) ,从方位上来

看,东部定叶一龄幼虫的数量最多,南部第二,西部第三, 北部最少。从雌雄虫数量分布来看,雌

虫数量分布最多的是东部, 第二是南部, 第三是北部, 最少是西部;雄虫数量分布最多的是西

部,第二是南部, 第三是北部, 最少是东部(图 1) ;从枝条部位上看, 一龄幼虫在枝条基部 1/ 3

处定叶最多(占 65. 07% ) ,中部次之(占 24. 42% ) ,梢部最少( 10. 51% ) (图 2)。白蜡虫在枝条

上的分布,是自身生物学习性所决定的,雄虫爬行能力弱,一般只在种虫附近定叶,雌虫爬行能

力较强,但定叶时梢部嫩叶定叶较少,不喜欢嫩叶, 多分布在中基部的叶片上。从调查结果分

析,白蜡虫喜光(以东、西两面分布最多) ,雌虫分布在寄主叶片的正面,迎光, 而又以东部、南部

方向分布最多,喜直射光;雄虫分布于寄主叶片的背面,避直射光, 以西部、南部分布数量居多,

喜散射光。雄虫总是聚居于叶片背面,避直射光,雌虫总分布于叶片正面迎光,如果将其叶片反

转来,以叶片的背面正对阳光,叶片的正面背光,雌虫就分布于叶的背面,而雄虫则聚居于叶的

表 1　白蜡虫一龄幼虫定叶分布

方　　位
梢　部 中　部 基　部 总　计

平均(头) ( % ) 平均(头) ( %) 平均(头) ( % ) 合计(头) ( % )

东(♀) 19. 94 19. 92 37. 52 37. 50 42. 60 42. 58 100. 06 32. 16

东( ) 4. 57 5. 35 15. 78 18. 49 65. 01 76. 15 85. 36 24. 29

合计 24. 51 13. 22 53. 3 28. 72 107. 61 58. 05 185. 42 28. 05

标准差 ( 16. 46) ( 24. 26) ( 48. 62)

西(♀) 9. 53 16. 42 22. 35 38. 51 26. 15 45. 06 58. 03 18. 65

西( ) 4. 48 4. 16 13. 72 12. 74 89. 46 83. 01 107. 66 30. 76

合计 14. 01 8. 46 36. 07 21. 77 115. 61 69. 77 165. 69 25. 06

标准差 ( 5. 90) ( 11. 48) ( 43. 99)

南(♀) 9. 33 10. 96 18. 04 21. 19 57. 77 67. 85 85. 14 27. 36

南( ) 2. 81 3. 11 12. 10 13. 36 75. 51 83. 51 90. 42 25. 84

合计 12. 14 6. 92 30. 14 17. 17 133. 28 75. 91 175. 56 26. 55

标准差 ( 5. 90) ( 11. 48) ( 43. 99)

北(♀) 13. 27 19. 54 27. 75 40. 85 26. 91 39. 61 67. 93 21. 83

北( ) 4. 45 6. 69 11. 10 16. 68 51. 00 76. 63 66. 55 19. 01

合计 17. 72 13. 18 38. 85 28. 89 77. 91 57. 93 134. 48 20. 34

标准差 ( 5. 59) ( 7. 75) ( 35. 19)

总计 68. 38 10. 34 158. 36 23. 95 434. 41 65. 71 661. 15

标准差 ( 4. 84) ( 7. 61) ( 18. 38)

(♀) 52. 07 16. 73 105. 66 33. 96 153. 43 49. 31

( ) 16. 31 4. 66 52. 70 15. 06 280. 98 8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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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由此可见, 白蜡虫雌雄虫在叶片上的定叶分布主要受光的影响。调查表明(表 2) ,白蜡虫

雌雄虫定叶分布与光照强度和温度关系不大,从光照、温度与白蜡虫分布的结果来看,光照的

强弱与白蜡虫分布的数量无明显的相关性, 温度与白蜡虫分布也无明显的相关, 无规律性可

循。雌雄虫的定叶分布主要是由于雌虫喜直射光,雄虫喜散射光的特性而决定的,光是影响白

蜡虫定叶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图 1　1龄幼虫定叶时在不同方向上的分布 图 2　1龄幼虫定叶时在寄主枝条上的分布

表 2　白蜡虫定叶期的光照和温度

寄　主 性别
Ⅰ Ⅱ Ⅲ

光照( lx) 温度(℃) 光照( lx ) 温度(℃) 光照( l x) 温度(℃)

大叶女贞 ♀ 0. 69×105 29. 56 0. 85×105 31. 49 0. 51×105 30. 90

0. 50×105 29. 40 0. 62×105 29. 30 0. 57×105 30. 76

白蜡树 ♀ 0. 71×105 31. 65 0. 64×105 32. 20 0. 55×105 32. 39

0. 62×105 31. 25 0. 70×105 29. 35 0. 44×105 33. 22

　　注:♀定叶分级:Ⅰ　0～10头,Ⅱ　10～20头,Ⅲ　20头以上; 定叶分级:Ⅰ　0～50头,Ⅱ　50～100头,Ⅲ　100头

以上。

2. 2　定杆

白蜡虫一龄幼虫定叶后 10～15 d 脱皮进入 2龄幼虫, 2龄幼虫从叶片上转移到寄主枝条

上,称“定杆”,白蜡虫离开叶片后一般就在其定叶的枝条上定杆,雄虫就近寻找适宜枝条定杆,

雌虫的爬行距离稍远。雄虫喜欢在 1～2年生的枝条上定杆, 而雌虫则喜欢在 1年生的枝条上

定杆。根据在定杆时期按枝条部位的分布调查(表 3) ,雌虫喜欢较嫩的枝条,在枝条的梢部定

杆最多( 49. 11%) ,中部次之( 29. 80%) ,基部最少( 21. 09% ) ;而雄虫则多定杆于枝条的中部

( 90. 71%) ,梢部( 2. 29%) , 基部( 7. 00%)定杆较少(图 3) ;雄虫定杆的枝条一般小于 1. 00 cm,

雌虫定杆的枝条有粗有细, 细粗条( 0. 5～1. 0 cm )上的雌虫发育为种虫的质量较好,太细(小于

0. 2 cm)和太粗(大于 2. 0 cm )的枝条上的雌虫发育成的种虫的质量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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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龄幼虫定杆初期在寄主枝条上的分布

2. 3　雌成虫末期在寄主上的分布

白蜡虫定杆后终生不再移动, 白蜡虫雌虫末期的分

布与定杆时的分布和存活状况有关,调查结果(表 4)表

明,雌虫在枝条部位上的分布与定杆时相一致,以梢部居

多( 46. 24%) , 中部次之( 36. 70%) ,基部最少( 16. 99% ) ,

80%以上的雌成虫分布于枝条的中部和梢部;从方位的

调查来看, 雌成虫末期的分布数量以东部最多 ( 47.

65% ) ,北部第二( 24. 74%) , 西部第三( 18. 77%) ,南部最

少( 8. 84% ) ,这与雌虫定叶时的分布有所差异,在定叶时

雌虫数量以东部最多,南部第二,北部第三, 西部最少。这

反映了不同方位的雌虫的死亡状况,南部的雌虫存活数

最少,从试验地的位置分析, 试验地受南风影响较大, 可

能是导致南部雌虫死亡较多的因素,从实际调查情况看,

分布于南向的雌成虫在雌成虫中期掉落较其它方向上的更多。

表 3　白蜡虫定杆分布

项　目　　 梢部雌虫 梢部雄虫 中部雌虫 中部雄虫 基部雌虫 基部雄虫

平均(头) 58. 2 18. 34 35. 32 726. 32 25 56. 02

最高(头) 289 358 132 1683 212 609

最低(头) 0 0 0 7 0 0

标准差 68 59. 64 32. 78 466. 09 44. 77 119. 36

百分比(% ) 49. 11 2. 29 28. 80 90. 71 21. 09 7

表 4　白蜡虫雌成虫末期分布

方　　位
梢　部 中　部 基　部 总　数

♀(头) ( % ) ♀(头) ( %) ♀(头) ( % ) ♀(头) ( % )

东 3 260 48. 18 2 369 35. 01 1 137 16. 81 6 766 47. 65

西 1 349 50. 60 900 33. 76 417 15. 64 2 666 18. 77

南 419 33. 36 579 46. 10 258 20. 54 1 256 8. 84

北 1 538 43. 78 1 374 39. 11 601 17. 11 3 513 24. 74

总数 6 566 46. 24 5 222 36. 77 2 413 16. 99 14 201

3　讨论

　　白蜡虫雌雄虫在定叶、定杆分布上有明显的区别,反映了白蜡虫雌雄虫在生态和生理条件

上的需求不同。在白蜡虫一龄幼虫时,白蜡虫雌雄虫的刺吸式口针尚未发育成熟,只能在叶片

上吸食营养, 而没法在木质化较高的枝条上生存,所以只能在叶片上生活一段时间(定叶)。在

定叶期,白蜡虫雌雄幼虫通常固定在同一片叶的正反面。白蜡虫数量大的在每片叶片上可达数

百头以上, 叶片上白蜡虫种群数量过大, 会导致种群中个体为争生存空间而竞争,食物资源不

足又使部分体弱的虫体被淘汰, 种群数量减少。由于叶片上白蜡虫数量过多又常常使叶片受害

严重,无法正常生长发育而掉叶,致使白蜡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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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蜡虫定叶分布的特征,在放养白蜡虫时, 放虫要均匀,最好在寄主植物的东、南、西、

北各个方向都放虫,避免只在寄主的中部放虫, 分布不均匀而造成寄主浪废; 在放虫量上,要适

度,不要过量放养,造成叶片掉落。

在定杆期, 白蜡虫雌雄虫对枝条的要求不同,雌虫喜欢较嫩的枝条,常在 1年生枝条的梢

部上定杆,而雄虫则喜好在 1～2年生的枝条中部定杆。根据这些特性,在产虫区和产蜡区进行

寄主树修剪时,产虫区应多保留 1年生枝条,产蜡区应多保留 1～2年生枝条,可剪去多余的嫩

枝。根据雌雄虫对光的需求上的差异,产虫区的寄主植物应修剪为透光、透气、通风,而产蜡区

则应适当密植寄主植物。

参　考　文　献
　　1　吴次彬.白蜡虫和白蜡生产与研究概况.资源昆虫, 1986, ( 1) : 1～12.

　　2　吴次彬.白蜡虫及白蜡生产技术.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9. 1～155.

　　3　湖南省黔阳县岩垅公社供销社.寄主树枝条年龄与白蜡虫的关系.昆虫知识, 1977, 14( 5) : 159.

Studies o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hite Wax

Scale ( Ericerus p ela Chavannes) on Host

Chen X iaoming　Ye S houde　Chen Yong

M ao Yuf eng　Wang Zili　Wang S haoyun

　　Abstract　The dist ribut ion o f Chinese white w ax scale on ho st relates to direct ion and

po sit ion o f the host branches. T here are dif ferent dist ribut ion char acteristics in dif ferent

stages. During the period o f the insect on leaves, the dist ribut ion of populat ion in dir ection

are 28. 05% in east , 26. 55% in south, 25. 06% in west and 20. 34% in north. The dist ribu-

tion of female insect in direct ion are 32. 16% in east , 27. 36% in south, 20. 34% in north and

18. 65% in w est , male insect are 30. 76% in w est , 25. 84% in south, 24. 29% in east and 19.

01% in no rth. The dist ribut ion of population in branch po sit ion are 65. 71% in the low er

part , 23. 95% in the m iddle and 13. 18% in the upper . During the period o f the insect on

branches, the dist ribut ion of female insect in posit ion are 49. 11% in the upper part , 28. 80%

in the middle and 21. 09% in the low er part , male insect are 90. 71% in the middle part , 7.

00% in the low er and 2. 29% in the upper part .

　　Key words　Ericerus p ela　host plant　dist ribut ion of populat ion　dist ribut ion on

leaves　dist ribut ion on branch

　　Chen Xiaomin g, Associate Profess or, Ye Sh oude, Ch en Yong ,M ao Yufeng, Wang Zili　Wang Shaoyun( T he Research In-

st itute of Insect Resources , CAF　 Kunm ing　650216) .

4194 期　　　　　　　　　　　陈晓鸣等: 白蜡虫在寄生植物上的分布特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