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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蜡虫泌蜡研究
Ⅱ.不同寄主植物上的泌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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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报道了在昆明地区女贞、白蜡树和小叶女贞三种不同寄主植物上白蜡虫的泌蜡状

况。试验结果表明, 通过在三种寄主树上放养昆明种虫和昭通种虫, 不同寄主的雄虫个体平均泌蜡

量, 单头种虫产蜡量因种虫和寄主不同而不同;白蜡虫在不同寄主上泌蜡存在高峰期,泌蜡高峰期

因寄主和种虫不同而异; 白蜡虫历时基本上不受寄主的影响, 在 3 种寄主上大致相同。用白蜡虫雄

虫个体平均泌蜡量、单头种虫产蜡量和泌蜡历时等指标衡量,在昆明地区,女贞是白蜡虫的优良寄

主。

　　关键词　白蜡虫　泌蜡　寄主植物

　　白蜡虫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资源昆虫, 其雄虫分泌的白蜡,被广泛应用于化工、机

械、精密仪器、医药、食品、农业等行业。在白蜡生产过程中, 寄主植物是关键因素之一。前人曾

就白蜡虫泌蜡和寄主植物方面做过一些工作,据报道
[ 1]

, 白蜡虫寄主植物有 6科 9属 45种, 其

种类较为丰富,但真正在生产上利用的不过 10余种,优良寄主只有几种。张子有等
[ 2, 3]
对白蜡

虫泌蜡状况做过一些初步研究, 陈晓鸣等[ 4]对白蜡虫地理种源泌蜡状况进行过比较试验,吴次

彬[ 5]曾做过白蜡虫主要寄主植物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和繁育方法等研究,刘化琴等[ 6]在白蜡

虫寄主树良种选育研究方面, 曾做过新选寄主树种的形态特征及物候描述,产虫(种虫放收

比)、产蜡(虫、蜡放收比)性能的初步比较, 但缺乏对不同寄主植物白蜡虫泌蜡的系统研究。在

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较系统地研究了白蜡虫在女贞、白蜡树和小叶女贞 3种寄主植物上的雄虫

个体泌蜡量、泌蜡历时、泌蜡速率、泌蜡高峰期和单头种虫产蜡量, 以期综合讨论白蜡虫在不同

寄主上的泌蜡状况。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供试白蜡虫( Ericerus p ela Chavannes)种虫采于云南昆明(简称昆明种虫)和昭通(简称昭

通种虫) ,寄主植物为女贞( L igustr um lucidum Ait . )、白蜡树( Frax inus chinensis Roxb. )和小

叶女贞( L . quiboni Carr . )。

1. 2　方法

选大小相近、无病虫害的昆明种虫和昭通种虫, 分别放养在女贞、白蜡树和小叶女贞 3种

寄主植物上,当白蜡虫进入 2龄幼虫期(定杆)开始泌蜡后,每隔 10 d 抽样一次进行白蜡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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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个体泌蜡量和泌蜡速率测定,雄虫羽化收蜡花时测单头种虫的产蜡量, 并记载泌蜡历时(定

杆～雄虫羽化)。

白蜡虫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和泌蜡速率测定:在放养白蜡虫种虫寄主植物上随机剪取泌

蜡枝条带回室内, 取下新鲜蜡块( 1 cm
2
左右) , 挑出雄虫统计数量, 测定纯蜡重, 计算出雄虫个

体平均泌蜡量,个体平均泌蜡量( m g/头) = 纯蜡重( mg ) /雄虫数(头) ,用不同时间内的雄虫个

体平均泌蜡量差除以时间求得白蜡虫雄虫泌蜡速率, 泌蜡速率( mg / d) = ( T 2—T 1 ) / T ( T 1

——时间 T 1时的个体平均泌蜡量, T 2 ——时间 T 2时的个体平均泌蜡量, T ——T 1至 T 2 的

时间)。单头种虫产蜡量是测放养一头种虫所收的总蜡量(单位: mg /头)。每次抽取的样本数大

于 50个。

图 1　不同寄主上白蜡虫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个体平均泌蜡量

两种白蜡种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泌蜡试

验在环境条件相同的同一块试验地内进行。试

验地内混交有女贞、白蜡树和小叶女贞三种植

物。试验结果表明(图 1) , 在3种寄主植物上白

蜡虫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存在有差异。昆明种

虫在小叶女贞上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为 0. 457

4 mg / , 在女贞树上为 0. 446 2 mg / , 在白

蜡树上为 0. 417 7 m g/ ; 昭通种虫在女贞上

的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为 0. 298 5 mg / ,在白蜡树上为 0. 251 5 m g/ ,在小叶女贞上为 0.

210 8 m g/ 。可见, 3种寄主植物无论是放养昆明种虫或是昭通种虫,雄虫的个体泌蜡量均有

差异。其中, 昆明种虫差异不十分显著,昭通种虫差异较明显。白蜡虫的雄虫个体泌蜡量是反

映白蜡虫泌蜡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白蜡虫总的泌蜡量还要与白蜡虫雄虫群体存活状况等因素

综合讨论,才能对白蜡虫泌蜡

　　　

产量作出客观评价。

2. 2　泌蜡历时

白蜡虫 1年发生 1代, 由 2龄雄幼虫开始泌蜡, 进入前蛹

后泌蜡结束, 泌蜡期5月中旬至8月下旬。白蜡虫泌蜡历时是

反映白蜡虫泌蜡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试验证明 [ 7] ,一般情况

白蜡虫泌蜡历时越长, 泌蜡量越高。在昆明地区的试验结果表

明(表 1) , 昆明种虫泌蜡历时在小叶女贞上为 70 d,在女贞和

白蜡树上均为60 d。昭通种虫在女贞、白蜡树和小叶女贞3种

寄主植物上的泌蜡历时无显著差异, 均为 40 d。由此看出,白

表 1　白蜡虫在不同寄

主上的泌蜡历时

种 虫 寄 主
泌蜡历时

( d)

女　贞 60

昆明种虫 白蜡树 60

小叶女贞 70

女　贞 40

昭通种虫 白蜡树 40

小叶女贞 40

蜡虫在女贞、白蜡树和小叶女贞 3种寄主植物上的泌腊历时基本相同,差异不显著。昆明种虫

在小叶女贞上的泌蜡历时较女贞和白蜡树延长了 10 d, 这可能是小叶女贞枝条细, 茂密,其光

照条件不如女贞和白蜡树好,低光照可能是使白蜡虫在小叶女贞上泌蜡期延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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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单头种虫产蜡量

试验结果表明(图 2) , 在女贞上寄生的昆明种虫, 单头种虫产蜡量最高( 1 064. 00 mg /

头) , 白蜡树上产蜡量次之( 613. 00 m g/头) , 小叶女贞上产蜡量最低( 139. 00 mg /头) ;昭通种

虫在女贞上的单头种虫产蜡量为 520. 70 mg /头,在小叶女贞上为 321. 00 m g/头, 在白蜡树上

为 317. 70 mg /头,白蜡虫泌蜡量以女贞树为最好,在白蜡树和小叶女贞上泌蜡量差异不明显。

前面提到,白蜡虫寄生在 3种寄主树上的个

体平均泌蜡量和泌蜡历时, 小叶女贞并不低

于另外两种寄主树,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小叶

女贞上的单头种虫产蜡量最高。但试验结果

却是女贞上的单头种虫产蜡量最高, 白蜡树

上单头种虫产蜡量第二,小叶女贞上单头种

虫产蜡量最少。其原因是,白蜡虫2龄雄幼虫

在小叶女贞上的存活率较低, 因为小叶女贞

不是白蜡虫产蜡的适宜寄主。白蜡虫泌蜡产

量的高低涉及到雄虫个体泌蜡量、泌蜡历时、

雄虫群体存活数量等多种因素, 一般情况下,

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高,泌蜡历时长,雄虫群

体存活率高, 白蜡虫产蜡量就高。从白蜡虫在

3种寄主植物上泌蜡(定杆)时的雄虫群体存

活数(表 2)来分析,由于女贞上的泌蜡历时、

雄虫群体数量和个体平均泌蜡量较高, 所以

产蜡量最高; 而白蜡树上的个体平均泌蜡量

图 2　不同寄主上单头种虫产蜡量

表 2　3种寄主上白蜡虫泌蜡时雄虫存活状况

种　虫 寄　主
雄虫存活

(定杆时) (头)

女　贞 1 282

昆明种虫 白蜡树 905

小叶女贞 399

女　贞 1 322

昭通种虫 白蜡树 960

小叶女贞 698

和雄虫群体存活数较低,所以白蜡产量次之;在小叶女贞上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虽然高于白蜡

树,但其雄虫个体存活数量较低,因此白蜡产量较低。

2. 4　泌蜡高峰期

图 3　昆明种虫在不同寄主上的泌蜡速率　　　图 4　昭通种虫在不同寄主上的泌蜡速率

白蜡虫 2龄雄幼虫定杆后开始泌蜡,雄幼虫泌蜡后怎样变化, 前人尚未涉及。试验结果表

明(图 3、4) ,白蜡虫在泌蜡过程中存在高峰期,从白蜡虫的泌蜡速率来看, 昆明种虫在女贞上

的泌蜡高峰期出现在白蜡虫定杆泌蜡后 50 d左右,在白蜡树上的泌蜡高峰期出现在泌蜡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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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左右,在小叶女贞上的泌蜡高峰期在泌蜡后 40 d左右。昭通种虫的泌蜡高峰期,在女贞上是

定杆泌蜡后 30 d左右,在白蜡树上是定杆泌蜡后 30 d左右,在小叶女贞上是定杆泌蜡后 30 d

左右。从试验结果可看出, 白蜡虫种虫和寄主不同, 其泌蜡高峰期和泌蜡变化也不同。昆明种

虫在 3种寄主上的泌蜡变化较昭通种虫小。

3　讨　　论

　　白蜡虫有数十种寄主植物,不同的寄主植物各有其自身的生物学、生态学特征, 白蜡虫对

不同寄主有不同的适应性, 产白蜡的状况也与寄主植物有密切的关系。试验研究表明,白蜡虫

在不同的寄主植物上的雄虫个体平均泌蜡量、单头种虫产蜡量和泌蜡规律都有所不同,种虫来

源不同,其差异更明显。在白蜡虫对寄主植物的适应性上,雄虫平均个体泌蜡量高,雄虫群体泌

蜡时存活率高,泌蜡历时长,其产蜡量就高;反之则低。通常以女贞产虫、产蜡均好;白蜡树以产

蜡为优, 因为白蜡树枝条相对较粗,所产种虫开口较大, 虫卵容易丢失, 产蜡则以枝条粗细适

中、枝条长的较好;小叶女贞枝条细而密,产虫比产蜡更适宜。在昆明地区,以女贞为白蜡虫的

优良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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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Secreting Wax of Chinese White Wax Scale

Ⅱ. The Comparison of Secreting Wax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Chen Yong　Chen X iaoming　Wang Zil i　Ye Shoude　Wang Shaoyun　Mao Yuf eng

　　Abstract　Chinese w hite w ax scale have different adaptabil ity to dif ferent host plants,

and the state of secreting w ax are no t the sam e. It is repor t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secret ing

w ax state of the insect on hosts of L igustrum lucidum, Fr ax inus chinensis and L igust rum qui-

boni in Kunm ing area.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show n that the average secret ing w ax

amount of each m ale insect and each female scale and the secret ing w ax peaks are not the

sam e depending on differ ent female scales and hosts. The secret ing w ax period of the insect is

not af fected by the hosts on the whole. A comprehensive judging from the average secret ing

w ax am ount of each male insect and each female scale and the secret ing w ax period, L . lu-

cidum is the best ho st o f Ericerus p ela in Kunming area.

　　Key words　Ericerus p ela　secret ing w ax　host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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