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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倍夏迁蚜合理贮留条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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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收虫箱收集得到的肚倍夏迁蚜 ,在室外直射光、室内散射光和室内黑暗条件

下研究其贮留情况。结果发现 ,随贮留时间的延长 ,迁飞率降低 ,死亡率明显增大 ,单头蚜平均

产蚜量下降 ,产蚜率增高 ;夏迁蚜平均产越冬侨蚜 12. 5头 ,随贮留时间延长 ,释放后平均产蚜

数减少。 直射光下夏迁蚜 2 h死亡率达 98. 94% . 7月份自然高温不会导致夏迁蚜大量死亡 ,

在 40℃下半致死时间为 4. 91 h.夏迁蚜的合理贮留条件为室内散射光 (阴凉条件 )下贮留

1. 56 d,根据夏迁蚜的日迁飞习性 ,人工释放宜在贮留的第二天下午 4: 00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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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子是我国重要的资源昆虫产物之一 ,是医药、化工、印染和国防上的重要原料
[1 ]
。

肚倍蚜 ( Kaburagia rhusicola Takagi )在青麸杨 ( Rhus potaninii M axim )上形成的虫瘿称

肚倍 [ 2]。其五倍子单宁含量为 69% ～ 71% ,是我国产 14种五倍子中单宁含量最高、质量

最优的种类 [3 ]。肚倍主要适生区为汉水流域中上游的陕、鄂、豫、川等低中山区 [4, 5 ]。近年来

由于砍伐树木、水土流失 ,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加之人为掠夺式采倍 ,使得自然虫源

减少 ,五倍子产量逐年下降 ,个别年份一些产区甚至绝收 [5 ]。为了提高产量 ,目前生产上广

泛采取人工栽植肚倍蚜越冬寄主细枝赤齿藓 ( Erythrodontium leptothallum ( C. M uell. )

Ando )释放肚倍夏迁蚜的办法 ,以增加越冬虫源。然而由于刚从成熟的倍子中出来的夏迁

蚜迁飞能力极强 ,在冬寄主上进行人工释放时 ,二次迁飞率很高 ,从而直接影响人工养虫

基数和效果 [6～ 8 ]。鉴于此 ,笔者于 1995～ 1997年在肚倍产区陕西石泉县 ,对肚倍夏迁蚜合

理贮留条件进行了研究 ,旨在为降低夏迁蚜迁飞率 ,提高人工释放夏迁蚜的定居率和产仔

效果 ,为肚倍蚜人工养殖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虫源

　　肚倍蚜经历两类寄主的交替寄生才能完成生活史。第一寄主为青麸杨 (生产上称夏寄

主 ) ;第二寄主为细枝赤齿藓 (生产上称冬寄主 )。 7月中旬在石泉县迎丰区野生倍林中采

摘青麸杨上已经成熟而尚未爆裂的肚倍 ,放置于室内地面 ,并注意保湿 ,每天检查数次 ,将

成熟爆裂的倍子挑出 ,放于收虫箱 (自行设计 )内 ,利用夏迁蚜的趋光性 ,收集迁飞出来的

夏迁蚜作为试验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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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试验方法

将收集到的夏迁蚜置于培养皿内 ,分别保存于室外直射光、室内散射光 (阴凉 )及室内

黑暗条件下 ,培养皿内放置滤纸进行两种不同湿度 (干燥和湿润 )处理 ,每种处理重复 4

次 ,逐日抽样在解剖镜下检查夏迁蚜的死亡数 ;将保存于室内阴凉条件下的夏迁蚜 ,在不

同的贮留时间后 ,用毛笔轻轻接入有细枝赤齿藓的培养皿 (H= 12 cm )中 ,每皿接 50头蚜

虫 ,重复 4次 ,然后将培养皿用塑料薄膜袋罩住 ,罩边摺一回形 ,当苔藓上的夏迁蚜发生二

次迁飞时 ,碰到塑料薄膜后就会掉入罩边的回形摺内 ,然后在当天下午 6: 00统计落入回

形褶的夏迁蚜数量 ,计算夏迁蚜的迁飞率 ;将不同贮留时间的夏迁蚜随机取出 20个接入

培养皿 ,逐日统计产仔完毕的夏迁蚜数量和生产的若蚜数 ,并计算出夏迁蚜产仔率和平均

产蚜数 ,直到全部的夏迁蚜产仔结束 ;将从收虫箱收集到的夏迁蚜放置于 40℃培养箱中 ,

调查不同时间夏迁蚜的死亡数 ,计算死亡率。

2　结果与分析

2. 1　贮留时间对夏迁蚜迁飞能力的影响

　　夏迁蚜从成熟爆裂的肚倍中迁飞出来 ,在倍林中寻找越冬寄主细枝赤齿藓并产生越

冬世代侨蚜。 刚迁飞出来的夏迁蚜迁飞能力很强 ,并具有很强的趋光性 ,可以利用其趋光

性制作收虫箱来人工收集迁飞出来的夏迁蚜。 虽然夏迁蚜在收虫箱中已经进行过一次短

暂的迁飞 ,但仍具有很强的迁飞能力 ,所以将收集到的夏迁蚜释放到细枝赤齿藓上后 ,由

于大量蚜虫二次迁飞 ,定居产仔的夏迁蚜极少。 将夏迁蚜贮留一段时间后释放 ,调查释放

后的迁飞率 ,结果 (表 1)表明: 从收虫箱得到的夏迁蚜 ,直接释放其二次迁飞率高达

84. 5% ,而经过贮留后其迁飞率降低 ,并随着贮留时间的延长 ,迁飞率呈明显降低趋势 ,回

归分析表明迁飞率与贮留时间呈负直线相关。

表 1　夏迁蚜贮留时间与其迁飞率的关系

贮留时间 (X ) /d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处理 4
平均迁飞率

( Y1) /%
显著性检验

0. 05

0 94 84 74 86 84. 5 a

1 66 70 72 74 70. 5 b

2 44 56 48 58 51. 5 c

3 32 42 30 38 35. 5 d

4 14 18 34 24 22. 5 e

　　注: Y1= 84. 7- 15. 9X , r= - 0. 998 2.

2. 2　贮留条件对夏迁蚜死亡率的影响

每年 7月夏迁蚜从爆裂的倍子中迁飞出来 ,正遇上夏季高温季节 ,其寻找冬寄主产仔

活动历期只有 1～ 5 d,因此只能做短时间人工贮留 ,并且在人工贮留过程中受光照、温度

和湿度的影响很大。不同贮留条件下夏迁蚜随贮留时间的死亡率调查结果 (表 2)表明 ,室

外太阳直射光下夏迁蚜 2 h后死亡率达到 98. 94% .保存于室内散射光 (阴凉 )和黑暗条件

下的夏迁蚜死亡率随贮留时间延长而增大 ,回归分析表明:死亡率随贮留时间延长呈幂函

数上升趋势。 其中阴凉干燥和黑暗保湿条件下死亡率变化趋势较阴凉保湿和黑暗干燥条

件下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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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夏迁蚜在不同贮留条件下的死亡率 %

贮留时间
(X ) /d

室外直射光 室内散射光 室内黑暗条件

干燥 潮湿 干燥 (Y2 ) 潮湿 (Y3 ) 干燥 ( Y4) 潮湿 (Y 5)

1 98. 94 92. 45 3. 00 4. 51 12. 00 1. 53

2 - - 17. 97 31. 18 28. 50 19. 46

3 - - 62. 67 71. 02 81. 50 36. 25

4 - - 96. 50 95. 71 98. 50 94. 98

　　注:①Y2= 3. 0776X 2. 5796 , X 2
0. 05= 2. 771 < X 2

0. 05, 2= 5. 991,符合 ;

②Y3= 5. 1928X 2. 2598 , X 2
0. 05= 7. 5458> X 2

0. 05, 2= 5. 991;

③Y4= 11. 3684X 1. 6054 , X 2
0. 05= 5. 014 < X 2

0. 05, 2= 5. 991,符合 ;

图 1　夏迁蚜在 40℃条件下

死亡率与时间的关系

④Y5= 1. 7821X 2. 9032 , X 2
0. 05= 4. 2306 < X 2

0. 05, 2= 5. 991,符合。

石泉县 1984～ 1994年 11年的气象资料表明 (表

3) ,该期极端高温为 40. 3℃ ,平均 37. 35℃ .将夏迁蚜置

于 40℃培养箱内 ,调查不同时间后的死亡率 ,结果 (图 1)

表明 ,死亡率随时间延长而增大 ( Y = 12. 2574X -

10. 1692, r= 0. 9828,其中 Y是 40℃下的死亡率 , X是贮

留时间 , r是相关系数 ) ,在 40℃下半致死时间为 4. 91 h,

而气象资料表明石泉县极端高温持续时间并未达到如

此之长 ,可见夏季自然高温 (及持续时间 )不会导致夏迁

蚜的大量死亡。
表 3　陕西石泉县 1983～ 1994夏季极端高温

年代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温度 /℃ 37. 1 39. 4 40. 3 34. 5 38. 6 36. 7 36. 6 35. 6 36. 9 35. 4 39. 7

2. 3　贮留时间对夏迁蚜产蚜率及产蚜数的影响

夏迁蚜在自然条件下 ,一般只有在寻找到冬寄主后才产越冬若蚜 ,而在室内人工培养

和人工贮留时 ,夏迁蚜常常会在墙壁、窗户、木架、容器壁等处产若蚜。产仔完毕的夏迁蚜

仅留下头胸部 ,没有腹部 ,根据夏迁蚜的形状即可判断夏迁蚜是否产仔结束。 逐日调查不

同贮留时间产仔结束的夏迁蚜个体所占比例 (产蚜率 )和接种后平均产蚜数 ,结果列于表

4.从表 4可看出 ,夏迁蚜产蚜率随时间延长而增大 (幂函数上升 ) ,平均产蚜数呈明显降低

趋势 (抛物线下降 )。未贮留的夏迁蚜平均产蚜数为 12. 5头 ,与赖永祺等
[6, 7 ]
对夏迁蚜产仔

量的报道相同 ,贮留 4 d后 ,平均产蚜数只有 1. 02头。

表 4　不同贮留时间夏迁蚜的产蚜率和平均产若蚜数

贮留时间 (X ) /d 夏迁蚜产蚜率 ( Y6) /% 夏迁蚜平均产蚜数 (Y7 ) /头 显著性检验 ( 0. 05)

0 0. 00 12. 5 a

1 3. 8 12. 2 a

2 23. 4 11. 0 a

3 68. 6 4. 1 b

4 98. 5 1. 2 c

　　注:①Y6= 4. 0744X 2. 4191 , X 2
0. 05= 4. 825 < X 2

0. 05, 3= 7. 815,符合 ;

②Y7= 12. 7828+ 0. 0444X - 0. 7786X 2 , r= 0.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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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释放夏迁蚜的产仔数估计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人工释放夏迁蚜后 ,总产仔数可以由死亡率 (Y 2 )、迁飞率 ( Y1 )及

产仔数 ( Y7 )综合作以估计:

N = A× ( 1 - Y2 )× ( 1 - Y 1 ) × Y7

式中 , N 为总产仔数 ; A为实际释放数。 即 N = A× ( 1- 0. 0308X 2. 5796 )× ( 1. 9558+

2. 0393X - 0. 1121X
2
- 0. 1238X

3
) ,当 X= 1. 56 d时 , N最大 = 3. 9681· A.

根据上述公式求极大值可知:当夏迁蚜贮留 1. 56 d时 ,夏迁蚜释放后定居总产仔数

最多 ;贮留时间长于或者短于 1. 56 d时 ,夏迁蚜释放后的定居总产仔数均较小。

3　结论与讨论

1)人工释放肚倍夏迁蚜时 ,对夏迁蚜进行短时间的贮留可以降低其迁飞率 ,从而提高

人工接虫效果。阴凉条件下贮留 1. 56 d为最佳贮留条件 ,夏迁蚜释放后在冬寄主细枝赤

齿藓上产仔数最多。另外 ,观察夏迁蚜日迁飞活动发现 ,夏迁蚜日迁飞高峰为 9: 00～

16: 00,因此人工释放应在贮留的第 2天下午 4: 00后进行。

2)夏迁蚜迁飞发生在炎热的夏季 ,直射光及 40℃以上持续高温对贮留不利 ,自然条

件下一般不会造成夏迁蚜的大量死亡 ,但在种倍的采集、运输、保存过程由于倍子自身的

呼吸作用 ,容易产生 40℃以上的高温 ,从而导致种倍内的夏迁蚜大量死亡 ,所以在种倍的

采集、运输及保存过程中应注意通风和遮阴。另外保存过程中还应注意保湿 ,否则种倍脱

水变硬不能爆裂而导致夏迁蚜在倍子内部死亡。

3)自然条件下 ,夏迁蚜从成熟爆裂的倍子中迁飞出来 ,一般在冬寄主细枝赤齿藓上产

下越冬侨蚜 ,而在人工室内养蚜及贮留过程中 ,夏迁蚜常常会在墙壁、窗户、木架和容器等

地方产蚜。随人工贮留时间的延长 ,夏迁蚜产蚜率增大 ,平均产蚜数下降 ,贮留 2 d后

23. 4%的夏迁蚜已经产完若蚜 ,这样在贮留的容器中存在大量的若蚜 ,人工接种时应用毛

笔将若蚜一起释放到细枝赤齿藓上。另外实验过程发现 ,将单个或少数夏迁蚜接种到培养

皿后 ,大约在 2 h内产蚜完毕 ,而当培养皿中夏迁蚜的数量增加则产蚜时间推迟。 因此人

工贮留夏迁蚜应有一定的厚度 ,以 2 cm为宜 ,太厚容易产生高温而导致夏迁蚜的大量死

亡。

4)夏迁蚜的收集利用趋光性 ,制作收虫箱进行收集 ,如果光照强度不够 ,收虫效果常

常很差。试验中还发现即使在光照强度适宜的条件下 ,仍有大量的夏迁蚜不迁飞 ,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个体发育存在差异所致。 为了提高种倍的利用率可以用较细的尼龙纱筛除去

虫蜕、蜡粉以及排泄物等杂质 ,然后直接释放 ,不必贮留。采集到的种倍在保存过程中自然

爆裂的倍子一般只有 50%左右 ,为了提高种倍的利用率 ,应将未爆裂的倍子剥开 ,把发育

成熟的夏迁蚜放入收虫箱。

5)试验过程发现 ,在室内释放夏迁蚜时 ,相同条件下 ,当空气相对湿度较大 (大于

90% )时 ,在空中飞行的夏迁蚜较多 ,而空气相对湿度较小 (小于 70% )时 ,飞行的蚜虫较

少 ,因此人工释放夏迁蚜时 ,可以用加湿器或者迷雾装置增加空气湿度 ,以降低夏迁蚜的

迁飞率 ,提高放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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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v o rite Conditions fo r the Sto rage of th e

Summer Mig rant Kaburagia rhusicola Takagi

Wei Yongping　Zhang Yal in　 Yuan Feng

( Institute of En tomology ,Northwestern Ag ricul tural University ,Yangl ing ,Shaanxi 712100)

Liu Lingqiao　 Wu Anjin　 He She
(Forest Bureau ,Sh iquan County , Shiquan , Shaanx i 725200)

Abstract　 The colo niza tion of summer mig rant Kaburagia rhusicola Takagi o n Ery-

throdontium leptothallum ( C. Muell) i s a key link to the culture of Chinese g all a phids.

In this study the g allnut put in a special box and the mig rated aphid a re sto red in box fo r

some time. The fav o ri te co ndi tions to increase colo nization rate are studied. The resea rch

reveals tha t as the sto rage tim e increases, bo th colonizatio n ra te on mosses and mo rtali ty

increase a nd so does the birth rate. The av erage number of ovipo si tio n is 12. 5 per sum-

m er mig rant and wi ll decrease as the sto rag e tim e increases. The death rate is 98. 94%

af ter the summ er mig rant is ex po sed to sunshine fo r 2 hours. The natural ex t rem e hig h

tempera ture in July do es not cause obv ious decrease of the a phid popula tion and the se-

mi-dea th rate tim e is 4. 91 hours under the temperature of 40℃ . The fav o ri te co ndition

fo r the sto rag e o f summ er mig rants is 1. 56 days in ro om in indirect light. The summ er

mig rants should be released on messes a fter 4: 00 Pm in the seco nd sto rag e day.

Key words　 Chinese g all aphids, summer mig ra nts, storag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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