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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蛀果蛾寄主间生活史与杂交研究
` ’

花保祯 花 蕾 宋金东
2,

曾晓慧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

陕西杨陵 7 1 2 1 0 0)

摘 要 在 25 ℃恒温
、

14
.

5~ 15
.

o h 光照条件下
,

比较 了杏
、

苹果
、

枣
、

桃
、

酸枣
、

山椿
、

海

红
、

石榴等 8 种寄主上桃蛀果蛾越冬幼虫出土和成虫羽化的时间差异
,

并进行了杂交试验
。

结

果表明
,

幼虫出土和成虫羽化时期在寄主间差异明显
;
不同寄主来源的成虫间容易杂交

,

并产

生可育的 F
,

代
.

F
,

代滞育率差异悬殊
,

表明不同寄主上的桃蛀果蛾临界光周期有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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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蛀果蛾 aC rP os i n a s a s a k i i M a t s u m u r a 隶属于鳞翅 目 L e p id o p t e r a 、

蛀果蛾科 C a r -

oP
s
iin da

e ,

一般称为桃小食心虫
,

简称桃小
,

是我国多种果树上的重要害虫
,

其寄主植物 已

知有苹果
、

桃
、

梨
、

山植
、

枣
、

杏
、

李
、

海红
、

沙果
、

槟子
、

酸枣
、

海棠
、

石榴等 :1[
。

桃蛀果蛾在不

同寄主上的年发生代数
、

越冬幼虫出土和成虫出现时期
、

幼虫脱果滞育时期等均有明显差

异 〔 2一 ` 〕 ,

这 可能会导致在 一些 不同寄主上 的桃小种 群间基因交 流降低
,

并出现遗 传分

化 〔卜
`〕

。

本试验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了桃蛀果蛾在不同寄主上的越冬幼虫 出土和成虫羽

化的时间差异
,

通过杂交
,

以检验它们在不同寄主上种群的遗传分化程度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虫源的采集

1 9 9 3 年在陕西和辽宁采集桃小虫果
,

带 回室 内后放入盛有沙子的容器 中使幼虫脱果

结茧
,

筛取滞育圆茧保存于室内备用
。

1 9 9 4 年元月初将圆茧放入 8一 9℃冰箱
。

虫果采集

寄主 (地点 )分别为杏 (陕西乾县 )
、

桃 (临渔
、

凤县 )
、

石榴 (临撞 )
、

枣 (彬县 )
、

酸枣 (临漳 )
、

苹

果 (杨陵 )
、

海红 (凤县 )和山植 (辽宁沈阳 )
。

1
.

2 幼虫出土和成虫羽化

3月 7 日从冰箱内取出圆茧
,

用潮湿细沙埋于罐头瓶内
。

养虫室温度先控制在 20 ℃
,

3 月 19 日调至 23 ℃
,

29 日调至 25 ℃
。

每日检查
,

将出土幼虫移入铺有 2一 3 c m 潮沙的加

盖罐头瓶内
,

使幼虫结茧化蛹
、

羽化
。

统计幼虫出土和成虫羽化 日期
。

1
.

3 杂 交

将当日或前一天羽化的成虫雌雄各 1 头放入一干净的加盖罐头瓶内进行杂交
,

以 自

交为对照
。

瓶内放沾水脱脂棉球保湿
,

并放一片刮毛的粗滤纸供产卵
。

每 日检查产卵情况
,

统计产卵量和成虫寿命
,

将有卵的滤纸片移入培养皿内
。

1
.

4 杂交后代的饲养

卵保存至第 5 天卵面变黑时
,

将其接于人工饲料上
,

用培养皿或罐头瓶饲养
。

人工词

收稿日期
: 19 9 5一 0 3一 0 7

1)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2) 现在渭南地区 农业学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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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配制及幼虫饲养方法见姜元振等
〔 5〕的方法

。

接卵后第 2一 4 d检查孵化情况
,

统计孵

化率
。

幼虫饲养的温度为 25 士 0
.

5 ℃恒温
,

光照用 2支 40 w 日光灯管控制在 15 h / d ( 6 ,

00 ~ 21
:

00 ) 内
。

后期 (5 月 25 日后 )气温升高到 25 ℃以上即不再控制温度
,

并将光照长度

调至 14
.

s h / d ( 6
:

00 ~ 20
: 3 0)

,

养虫室内温度最高时 曾达 31 ℃
.

幼虫老熟脱出饲料块

后
,

每 日两次将脱出幼虫移于铺有 3 。 m 厚湿沙的罐头瓶内结茧
,

以结圆茧的数量统计幼

虫滞育率
。

长茧中的成虫羽化后
,

根据虫源情况
,

再行 自交
、

杂交和回交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幼虫出土

各种寄主上的越冬幼虫
,

以杏上 出土最早
,

依次为苹果
、

枣
、

海红
、

桃
、

石榴和酸枣
。

为

了便于分析
,

选取虫量较大的枣
、

苹果
、

桃
、

杏等 4 种寄主上每 s d 累计出土的幼虫绘成曲

线 ( 图 1 )
。

山植上虽虫量较大
,

但采 自沈阳
,

保存条件不同
,

故未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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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桃蛀果蛾幼玉出土情况

从图 1 可以看 出
,

杏上桃小出土明显早于其他寄主
,

在 3 月 25 日以前养虫室内温度

尚为 23 ℃时出土就 已结束
,

且出土历期仅为 13 d
,

非常集中
。

而在其他寄主上
,

当温度升

至 2 5℃以后才大量出土
,

历期较长且不集中
。

这说明
,

越冬幼虫滞育解除后至出土这一时

期
,

不同寄主上的桃小发育起点温度及有效积温有差异
,

以杏上发育起点温度最低
、

有效

积温最小
,

而其他寄主上的发育起点温度较高
、

有效积温较大
。

2
.

2 成虫羽化

幼虫出土化蛹至成虫羽化的历期
,

虽在杏上稍短
,

但各种寄主上桃小的蛹期均为 13 d

左右
,

差异不明显
。

杏
、

桃
、

苹果
、

枣等 4 种寄主上桃小成虫的羽化情况 (图 2) 与出土曲线

很相似
,

以杏上最早
,

其次为苹果
、

枣和桃
。

2
.

3 杂交及产卵

根据虫源情况
,

共做了 40 个组合 83 对
,

其中杂交 33 组合 61 对
,

自交 7 组合 22 对
。

杂
、

自交组合及产卵情况见附表
。

组 合中产卵且孵化者为成功
,

不产卵或产卵但未孵化者

为失败
。

其中杏又苹果 ( 2 对 )
、

桃又苹果 ( 1对 )
、

苹果 x 枣 ( 2 对 )
、

苹果 又 山植 ( 2 对 )
、

枣又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 2 3卷

海红 ( l对 )
、

山植 X山植 ( 3对 )
、

山植 义海红 ( l对 )
、

海红 X桃 ( 1对 )
、

石榴 X山植 ( 1对 )
、

酸枣 X苹果 (l对 )
、

酸枣 x山植 (l对 )全部失败而未列入表内
。

成虫数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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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桃蛀果蛾成虫羽化曲线

附表 桃小杂文 F
,

卵孵化及幼虫滞育表

组 合
(早 x 舍 )

配对

对致

成功
对 致

产卵总
t (拉 )

解化率
( 写 )

脱出幼
虫 (头 )

结 圆茧
(个 )

滞育率
( % )

杏 X 杏 4 1 1 4 9 8 6 5 5 10 0

杏 X 桃 1 1 8 4 6 9 3 2 6 7

桃 X 桃 1 0 4 5 7 7 9 0 3 2 2 5 7 8

桃 x itJ 植 5 1 1 5 1 9 8 1 0` , s 一

桃 x 石榴 1 1 4 5 10 0 4 4 1 00

桃 x 枣 4 1 2 2 3 9之 9 4 4 4

桃 x 酸枣 4 2 1“ 8 3 一 1 1 0 0

苹果 x 苹果 2 2 2 65 8 5 1 , , 一 一

苹果 x 挑 4 3 6 5 1 9 7 7 3 4 5 6 6

枣 X 枣 3 2 22 4 9 2 2 3 2 1 9 1

枣 X 杏 1 1 5 7 8 9 9 8 8 9

枣 X 桃 4 2 19 7 9 3 6 3 5 0

枣 x 苹果 4 1 19 0 9 4 9 4 4 4

枣 X 山植 4 1 3 6 7 8 5 3 6 0

itJ 植 x 桃 4 1 5 1 0 0 一 一 一

山植 X 苹果 3 1 9 0 9 5 4 0 0

海红 火苹果 2 1 13 4 8 6 1 0 8 8 0

海红 x 枣 1 1 7 6 9 8 1 0 0

石榴 x 桃 2 1 2 2 3 1 0 0 1 2 1 1 9 2

酸枣 x 桃 1 1 一4 9 8 9 9 8 8 9

注
:

D 其中有 6 头幼虫脱出饲料后失踪
, 2) 这头幼虫未结茧而死亡

.

在自交的 7 个组合 22 对中
,

成功 4 组合 9 对
,

成功率分别占 57 %和 41 % ; 杂交的 33

组合 61 对中
,

成功 17 组合 20 对
,

成功率分别占 52 %和 33 %
.

杂交和 自交的成功率差异

不大
,

说明在实验室条件下
,

不同寄主上的桃蛀果蛾之间可以且容易成功地进行杂交
。

从产卵量看
,

自交成功者单雌产卵量平均为 1 39 ( 61 ~ 2 0 4) 粒
,

杂交成功者单雌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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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为 1 22 (5 一 2 9 5 )粒
,

说明 自交和杂交之间在产卵量上差异也不大
。

产未孵化卵的雌

虫
,

产卵量平均为 2 7 ( 3一 1 1 .2) 粒 /雌
,

远低于交配成功雌虫的产卵量
。

无论是 自交还是杂交
,

F
,

卵孵化率均较高
,

平均为 91 % ; “ 杏 义桃
”

的卵孵化率最低
,

为 69 % ; “

桃 x 石榴
”
和

“

石榴 x 桃
”
所产卵全部孵化

,

多数组合卵的孵化率均在 8 。%以上
。

2
.

4 F
,

代幼虫的滞育率

F
,

代幼虫老熟后脱出饲料块
,

一部分结长茧化蛹而羽化为成虫
,

一部分结圆茧而进

入滞育状态 (附表 )
。

从附表可以看出
,

F
,

代老熟幼虫的滞育率在不同组合间有较大差异
,

其 中
“

山桔 又 苹果
’

下
:

幼虫全部结长茧
,

滞育率为 O ; “

杏 又杏
”
和

“

桃又 石榴
”

全部结 圆茧
,

滞育率为 1 00 % ; “ 桃 又 枣
” 、 “

枣 火 桃
” 、 “

枣 又苹果
” 、 “

枣 又 山植
”

等组合的 F ,

代幼虫有接

近一半滞育
; “ 枣 义枣

” 、 “

枣 又 杏
” 、 “
石榴 又 桃

” 、 “

酸枣 只 桃
”
等滞育率接近或超过 90 %

.

这

表明
,

不同寄主来源的桃蛀果蛾
,

其滞育对光照反应的临界光周期有差异
,

但由于所养出

的幼虫数量较少
,

目前 尚难以找出其规律性
。

2
.

S F
,

代的可育性

F
,

代非滞育幼虫发育为成虫后进行杂交和 自交
, “
桃 又 (海红 义 苹果 )

”

成功 1 对
,

产

卵 1 2 8 粒
,

卵孵化后养出 1 头老熟幼虫
; “ (苹果 又 桃 ) 又 (苹果 又 桃 )

”
成功 5 对

,

养出 1 9头

F
Z

代幼虫
,

其中 5 头结长茧化蛹并羽化为成虫
,

另有 5 头结 圆茧滞育
; “

(海红 又苹果 ) 义

桃
”

成功 1 对
,

产卵 35 粒
,

全部孵化
; “ (枣 X 苹果 ) 又 (枣 又苹果 )

”

成功 1对
,

产卵 33 粒
.

孵

化出 5 头幼虫
。

这说明
,

不同寄主来源的桃蛀果蛾
,

其杂交 F
,

代是可育的
。

3 讨 论

桃蛀果蛾的寄主植物 已知达 10 多种
。

由于它只寄生于果实
,

受果实季节性及其营养

价值等的影响
,

不同寄主上的桃蛀果蛾发生时期在长期协同演化过程中与寄主植物的物

候期形成同步现象
。

例如
,

杏果仅出现在春末夏初
,

其成熟期短而集中
,

相应地
,

杏上桃小

越冬幼虫出土和成虫羽化时期早而集中
,

且老熟幼虫脱果后绝大多数结圆茧滞育
,

当年不

再发生第二代 (未发表资料 ) ;
在梨和山植上

,

早期蛀果幼虫的成活率极低
「,口 ,

而后期成活

率显著增高
,

这样
,

桃小在梨和山植上也是一年 1 代
,

但发生期比在杏上晚得多
。

假如各种

寄主上的桃蛀果蛾存在着同型交配现象
,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
,

就可能发生遗传分化
,

这在

徐启茂等
〔̀ 三对醋酶同工酶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

。

作者认为
,

这个过程很可能是物种分化

的开始
,

值得深入研究
。

不同寄主上的桃蛀果蛾容易杂交
.

并产生可育的 F ,

代
。

本试验中 自交成功率 ( 41 % )

低于张领耘等的结果 ( 60 % )F
, 〕 ,

杂交成功率 ( 52 % )也低于赵鑫等 81
.

1 %的结果 「’ 。

其原因

可能是本试验中虫源不足
,

不同寄主上的成虫羽化时间不一致且较分散
,

未能全用同日羽

化的成虫配对
,

而桃小成虫交配率随时间的延长而急剧下降
〔。二。

另外在试验过程中
,

尤其

是前期
,

由于技术原因
,

有时因保湿用棉球沾水过多而使蛾子沾水造成 人为死亡
,

故影响

其交配成功率
。

从产卵量讲
,

本试验无论是 自交 ( 139 粒 /早 )还是杂交 ( 1 22 粒 /早 )
,

均高于

张领耘等匡所做苹果自交产卵量 ( 1 16
.

1/ 早 )
,

且孵化率很高 (平均 91 % )
。

据黄可训等
〔:l0 报道

,

在 25 ℃条件下
,

辽宁苹果上桃蛀果蛾的 临界光周期为 14 h 20

m in
,

在 15 L
, g D 光周期时滞育率最低

。

本试验在此条件下词养的 F
,

代幼虫
,

滞育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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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
,

说明不同寄主上桃小的临界光周期有所不同
,

同一寄主不同地理种群间也有差

异
。

如苹果上的桃小
,

在辽宁 8 月 15 日脱果的幼虫滞育率才达到 50 %
; 而在陕西杨陵

,

8

月 2 日脱果的幼虫滞育率即达 50 % (未发表资料 )
。

在杏上
,

6 月下旬脱果 的幼虫
,

其感受光周期的敏感虫态处于一年中光照最长的时

期
。

但在陕西关 中
,

这时的光照长度并不超过 15 h
,

仍处于桃小 (苹果 )的有利光照范围
。

而脱果的幼虫却绝大多数进入滞育
,

也说明在不同寄主间临界光周期有差异
.

但我们的试

验中
,

由于初孵幼虫沿瓶壁乱爬
,

影响了蛀入人工饲料内幼虫的数量
,

且后期气温升高后

饲料极易生霉
,

致使脱出饲料的老熟幼虫较少
,

尚看不出其规律性
。

各种寄主上桃小种群

的临界光周期差异也值得深入研究
。

沈阳农业大学植保系刘兵教授提供山植上桃小圆茧
.

山西农业大学武三安讲师协助调查
,

研究中得

到本校孙益知教授指导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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