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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虫病毒是一种很好的生物杀虫剂,其特异性强,致病力高,安全、不污染环境。目前国外

已有30多种昆虫病毒杀虫剂进行了登记、注册、生产和应用 [ 1]。然而如何解决病毒的增殖技术

和降低生产成本, 是病毒商品化生产的重要问题。虽然细胞大规模培养生产病毒杀虫剂的研究

发展很快,但受到产量和成本的困扰以及其它的一些问题,距商品化生产尚有一定距离 [ 2]。目

前昆虫病毒杀虫剂多采用天然食料田间接毒感染和人工饲料接毒感染增殖病毒。在此方面世

界各国已有许多成功的实例
[ 3]
。从 1985 年开始, 作者等对杨尺蠖 ( Ap ocheima cinerarius

Erchf f )人工饲料连续饲养技术及病毒的增殖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4～8]。但直

到目前为止,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未见报道。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幼虫

供试幼虫以干酪素-麦胚为主的 10号混合人工饲料饲养在塑料瓶内,温度控制在 22±1

℃,当幼虫进入 3～4龄时, 供试验用。

1. 2　供试病原及浓度

1. 2. 1　病原　试验用 AciNPV 均系河北坝上毒株经室内重新增殖,置- 20 ℃低温冰箱内保

存备用。

1. 2. 2　浓度　将病毒分离提纯, 用 0. 2 mol·L - 1的 PBS 青、链毒素( 500 IU·mL - 1 )溶液稀

释成 2. 5×10
6
、2. 5×10

7
、2. 5×10

8
PIB·mL

- 1
3种浓度,供室内感染各龄幼虫用。

1. 3　增殖方法与条件

各项试验均以人工饲料表面定量接毒,每个小罐头瓶( 250 mL)接毒量为 0. 5 mL·瓶
- 1

(约为 0. 016 mL·cm - 2 ) ,并在超净工作台内吹干后, 每瓶接入 10头幼虫, 置于 18±1、20±1

℃生化培养箱内恒温饲养。

2　结果与分析

2. 1　感染浓度与病毒增殖量的关系

在初选的基础上, 参考天然饲料饲养杨尺蠖增殖病毒的试验结果
[ 4]

,并考虑到人工饲料饲

养杨尺蠖,其幼虫抗病力增强等因素, 因此在 20 ℃恒温条件下,设置 3 个浓度感染 4龄初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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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结果表明(见表 1) ,其感病死亡率随浓度升高而增加。以 2. 5×106
PIB·mL

- 1感染4龄初

幼虫,其 LT 50为 8. 84 d,幼虫化蛹率为 8% ,死亡率为 92%,多角体增殖总量为 1. 0×1011
PIB,

平均含量为 2. 17×10
9
PIB·头

- 1
;而以2. 5×10

8
PIB·mL

- 1
感染 4龄初幼虫, LT 50为5. 67 d,

死亡率达100%。但由于幼虫感病潜伏期短,多角体增殖总量为 5. 31×10
10
PIB,平均含量仅为

9. 48×10
8
PIB·头

- 1
。由此证明, 感染浓度以 2. 5×10

6
PIB·mL

- 1
为好。

表 1　感染浓度与病毒增殖量的关系

感染浓度/

PIB·mL- 1

供试幼

虫/头

感染死亡

率%

化蛹率

%

回收死虫

/ g

每虫平均

/ g·头- 1

多角体增殖

总量/ PIB

平均含量

/PIB·头- 1

LT 50

/d

2. 5×106 50 92 8 5. 35 0. 12 1. 00×1011 2. 17×109 8. 84

2. 5×107 56 98 2 4. 95 0. 09 8. 86×1010 1. 61×109 8. 80

2. 5×108 56 100 0 3. 00 0. 05 5. 31×1010 9. 48×108 5. 67

2. 2　感染龄期与增殖量的关系

在 20 ℃恒温条件下,以同一浓度( 2. 5×106 PIB·mL- 1 )感染 3、4龄初幼虫。其结果表明

(见表 2) , 病毒增殖量随感染龄期的增加而提高, 4龄初幼虫的增殖量约为 3龄幼虫的 3. 5倍,

平均死虫质量为 0. 131 g·头
- 1
,单头含量为 2. 43×10

9
PIB·头

- 1
,而 3龄只有 6. 98×10

8
PIB

·头
- 1
, 平均死虫质量也明显低于 4龄。由此可见, 就感染龄期而言,以 4龄初为宜。

表 2　感染虫龄与病毒增殖量的关系

龄期/龄
供试幼虫

/头

感染死亡

率%
化蛹率%

回收死虫

/ g

每虫平均

/ g·头- 1

多角体增殖

总量/ PIB

平均含量

/ PIB·头- 1

3 45 100 0 1. 80 0. 04 3. 14×1010 6. 98×108

4 51 90. 2 9. 8 6. 15 0. 13 1. 12×1011 2. 43×109

2. 3　感染温度与增殖量的关系

温度是影响病毒增殖的重要因子,温度升高幼虫历期缩短。在 22℃条件下,平均幼虫历期

为 14～15 d, 4龄幼虫接毒后仅发育6～7 d即可化蛹,因此病毒回收量很少,而低于18℃则幼

虫发育速度太慢,回收量较少。综合上述因素, 将温度设置在 18～20 ℃范围内, 以 2. 5×10
6

PIB·mL
- 1
浓度,感染 4龄初幼虫。结果表明(见表 3) ,在 20 ℃条件下,无论是感染死虫的平

均质量或是单头平均含量都略高于18 ℃。虽然温度升高,幼虫发育速度加快,相对的化蛹率略

高,但缩短了感染死亡时间,其 LT 50仅为 8. 27 d,比 18 ℃增殖提前 1. 28 d。两者比较而言,以

20 ℃感染 4龄初幼虫较为适宜, 18 ℃亦可。

表 3　温度对病毒增殖量的影响

温度

/℃

供试幼虫

/头

感染死亡

率%
化蛹率%

回收死虫

/ g

平均质量

/ g·头- 1

多角体增殖

总量/ PIB

平均含量

/PIB·头- 1
LT 50/ d

18±1 51 92. 2 7. 8 5. 20 0. 11 1. 13×1011 2. 40×109 9. 55

20±1 51 90. 2 9. 8 6. 15 0. 13 1. 12×1011 2. 43×109 8. 27

3　结　语

综上所述, 本文着重就影响人工饲料饲养增殖杨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的有关因子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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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研究。试验结果表明, 其病毒增殖量与使用浓度、虫龄大小及温度等密切相关。感染浓度

以 2. 5×106
PIB·mL

- 1为宜,感染龄期以4龄初、温度为 20 ℃为好, 18℃条件下亦可。其单头

含量为 2. 40×109～2. 43×109 PIB。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幼虫的饲养环境及饲料发生了变化,

单位面积接毒量就显得特别重要,也是影响病毒增殖的重要因素, 这与天然饲料饲养有很大的

区别。人工饲料饲养杨尺蠖幼虫的成功,为 AciNPV 的工业化生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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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ies on the Technology of Propagation of the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of the Poplar Looper, Apocheima cinerarius

Wu Yan　 Wang Guicheng
( T he Research Ins titute of Forest Ecology, En vironmen t and Protect ion, CAF, 100091, Beijing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 ith the study on the main factors, such as the infection con-

centrat ion, infect ion instar and temperature, af fect ing the propagat ion of the Nuclear Polyhe-

dro sis Vir us ( NPV) o f poplar looper, Ap ocheima ciner arius, the art if icial ly reared 3～4 in-

stars larvae w ere fed w ith the surface inoculated medium and it prov ed that the optimal con-

centrat ion is 2. 5×10
6
PIB·mL

- 1
on condition that the temperature is 20 ℃. The result

show ed that the 4-instar larv ae w ere the best fo r inoculat ion. T he average propagat ing total

of polyhedral inclusion bodies ( PIB) is 2. 40×109～2. 43×109 PIB.

　　Key words　Ap ocheima cinerar ius;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propag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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