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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绵蚜的生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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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通过人工接种和田间调查 ,首次发现榆绵蚜的第二寄主是梨树 ,并确定榆绵蚜

营异寄主全周期生活 , 5月中旬至 6月中旬 ,榆绵蚜以有翅干雌蚜迁飞到梨园 ,在梨树根稍产

无翅孤雌侨蚜为害 ; 10月初至 11月初 ,又以性母蚜迁飞到榆树上产雌雄性蚜 ,交配后雌蚜产

卵越冬 ;春季干母、无翅干雌、有翅干雌为害榆叶形成伪虫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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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 6月 18日 ,钟铁森、张广学在山东青岛榆树上的榆叶伪虫瘿中采集到有翅成

蚜 ,经鉴定为一新种 ,定名为榆绵蚜 ( Eriosoma dilanuginosum Zhang )
[1 ] ,后研究该种作为

榆梨绵蚜 ( Eriosoma lanuginosum Har tig ) [2 ]的一个亚种比较合适 ,将学名订正为 Erioso-

ma lanuginosum dilanuginosum ( Zhang ) [3 ]。 本亚种隶蚜总科 ( Aphidoidea )瘿绵蚜科

( Pemphigidae)绵蚜族 ( Eriosoma tini )绵蚜属 ( Eriosoma Leach. )。

关于榆绵蚜的第二寄主 ,国内外无资料记载。 1995年 8～ 9月 ,在陕西省乾县 ,发现梨

树根部寄生有许多绵蚜 ,且为害甚重。 1996年将在榆树上寄生的榆绵蚜接种到梨树根稍 ,

接种成功 ,因而首次发现了榆绵蚜的第二寄主是梨树。 1996～ 1997年对榆绵蚜的生物学

特性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接种试验

1. 1. 1　在梨树上的接种试验　 1996年 5月 16日 ,在陕西省乾县好寺东村王新世家梨园

东 20 m处榆树上 ,发现有许多拳头状的大型伪虫瘿 ,估计与去年此梨园梨树根部发生的

绵蚜有关 ,因而进行了接种试验。

接种工作于 5月 28日至 30日进行 ,此时伪虫瘿中已形成大量有翅成蚜 (有翅干雌 ) ,

经鉴定为榆绵蚜。 接种地点为王新世家梨园和县良种场刘苏利承包的梨园。 接种方法借

鉴玻管麦芽单饲根蚜法 [4 ] ,创用了玻管套根饲养法。具体操作方法为:将梨树细根刨出 ,长

度超过 25 cm ,套入直径 2 cm ,长 20 cm两头开口的玻璃管中 ,使其根稍露出玻管外。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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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先将根基部一端的玻管口用棉球塞严 ,再将从榆树上采摘的伪虫瘿中的有翅成蚜用毛

笔粘接在玻管中的梨树细根上 ,每管接虫 5～ 10头 ,然后将露出根稍的另一端玻管口亦用

棉球塞严 ,将玻管水平摆放在原来根的生长位置 ,根稍用土埋好 ,使其继续生长。玻管上方

用半圆形瓦片盖好 ,再覆土高出原地面 ,以防积水和人踩踏。 后发现玻管内壁凝结大量水

珠 ,对其生存不利 ,即采取补救措施: 将玻管两端的棉球取掉 ,管中装入直径 2～ 3 mm的

小土粒 (先用 3 mm土壤筛过筛 ,去掉大颗粒 ;再用 2 mm土壤筛过筛 ,去掉小土粒 ) ,水平

摆放在原位置 ,仍用瓦盖好 ,上覆土高出原地面。

1997年在进行玻管套根接种饲养绵蚜时 ,比 1996年有所改进 ,即在玻管内壁套入与

玻管内径相等的 60目尼龙纱管 ,将根夹在尼龙纱管与玻管内壁之间 ,绵蚜接在根上 ,尼龙

纱管内再装入 2～ 3 mm小土粒 ,既吸收了玻管内壁的水珠 ,又便于在玻管外壁观察绵蚜

的生活规律。

1. 1. 2　在榆树上的接种试验　 1996年 9月初 ,将小榆树全株用 60目尼龙纱笼罩 ,以隔

绝自然界迁飞来的各种绵蚜。 10月上中旬 ,将爬至梨树根际表土中而未脱最后一次皮的

有翅蚜 (性母 )连土铲起 ,放入用尼龙纱笼罩的榆树根际 ,有翅成蚜即自然接种到榆树枝干

上。

1. 2　田间调查

生活规律调查主要在乾县进行 ,在榆树、梨树上均以人工接种饲养观察为主 ,并结合

田间调查补充。并在延安、铜川、渭南、西安、咸阳、宝鸡 6市的一些县区调查其发生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寄主植物

　　据张广学先生研究 ,榆绵蚜的第一寄主有榆 (Ulmus pum ila Linn. )和糙枝榆 (Ulmus

f uiva Michx. ) ,陕西无糙枝榆记载
[5 ]
,榆绵蚜的第一寄主仅发现为榆。

1996年 5月下旬 ,采用玻管套根饲养法 ,共套接榆绵蚜 48管 , 8月 28日检查 ,有 26

管内的仔蚜已昌盛繁殖 ,并分泌白色绵絮状蜡粉 ,和 1995年王新世家梨园中梨树根部的

绵蚜害状一致 ,因而首次发现了榆绵蚜的第二寄主是梨树 ,有白梨 ( Pyrus bretschneideri

Rehd. )、砂梨 (Pyrus pyri folia Nakai )和西洋梨 (Pyrus communis L. )
[6 ]
。

2. 2　分布范围

1996年 8月下旬和 10月中旬 ,在陕西省延安市的洛川县、铜川市的宜君县、渭南市

的临渭区、韩城市、大荔县、合阳县、蒲城县、澄城县、富平县、西安市的阎良区、咸阳市的礼

泉县、乾县、武功县、宝鸡市的扶风县的梨树根部 ,都发现有此虫为害 ,说明此虫遍及我省

整个梨果产区。

2. 3　年生活史

榆绵蚜营异寄主全周期生活。 5月中旬至 6月中旬 ,榆绵蚜以有翅孤雌成蚜 (有翅干

雌 )从榆树上迁飞到梨园 ,在梨树根稍产无翅孤雌侨蚜为害 , 10月初至 11月初 ,又以有翅

孤雌成蚜 (性母 )迁飞到榆树上产雌雄性蚜 ,交配后雌蚜产卵越冬 ;春季越冬卵孵化出的干

母及其后代无翅干雌、有翅干雌为害榆叶形成拳头状的伪虫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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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发生规律

3月底至 4月初 ,榆叶萌发后 ,榆绵蚜的干母蚜从卵中孵出 ,在榆叶反面为害并成长 ,

受害叶逐渐向背面弯曲肿胀。从 4月中旬开始至 5月下旬 ,干母蚜的成蚜在叶反面相继孤

雌胎生 23～ 46头无翅干雌蚜 ; 5月上旬至 6月初 ,每头无翅干雌成蚜又孤雌生殖 18～ 35

头有翅干雌蚜。由于干母、无翅干雌、有翅干雌均在叶反面为害 ,刺激榆叶向反面弯曲而肿

胀 ,形成原生开口的拳头状伪虫瘿 ,每一虫瘿中共有 238～ 455头绵蚜。 5月中旬至 6月中

旬 ,有翅干雌蚜的成蚜随气流迁飞到梨园 ,因受季风影响 ,迁飞方向以西北方向为主。榆绵

蚜在伪虫瘿中生活的过程中 ,体外不断分泌白色蜡粉 ,使伪虫瘿内部成为松散的白色蜡

团。 6月中旬榆绵蚜全部迁飞完毕 ,未发现在榆树上继续生活繁殖的个体 ,因此在榆树上

不存在同寄主不完全周期类型。

榆绵蚜的有翅干雌成蚜迁飞到梨园后 ,从何处钻入土中到达梨树根稍? 1996, 1997两

年的 5月中旬 ,采用地面不同位置铺设塑料地膜的办法 ,至 8月份检查 ,凡铺地膜的地方 ,

都可阻隔有翅蚜入土 ,地下亦无任何绵蚜为害 ;凡未铺地膜的地方 ,地下都有绵蚜为害。因

而证明榆绵蚜从地面裂缝及孔隙处都可入土。

榆绵蚜的有翅干雌成蚜入土后 ,沿根系爬至根稍部 ,即孤雌生殖无翅侨蚜 ,每头有翅

干雌成蚜可产无翅侨蚜 20～ 36头 ;无翅侨蚜又可孤雌生殖无翅侨蚜 ,产仔量 为 24～ 40

头。 6～ 9月份 ,无翅侨蚜共发生 3～ 4代。无翅侨蚜在梨树根部是在不断扩散繁殖和为害

的 ,每头无翅侨蚜的成蚜可在梨树根部转移 4～ 7处产仔 ,每处产仔量仅 5～ 6头。 榆绵蚜

在梨树根部为害的同时 ,还分泌白色绵絮状蜡粉 ,因此土壤中白色绵絮状蜡粉的存在和多

少 ,即为此虫的存在数量和为害轻重的标志。

9月上旬以后 ,最后一代无翅侨蚜的成蚜开始孤雌生殖有翅蚜 (性母 ) ,产仔量为 28～

46头。10月初至 11月初 ,有翅蚜的 3龄若虫沿根系与土壤的结合裂缝爬至梨树主干周围

表土层 ,最后一次脱皮变为有翅成蚜 ,有翅成蚜爬出表土后随气流迁飞到榆树枝干上 ,因

受季风影响 ,迁飞方向以东南方向为主。 11月中旬以后 ,在梨树上未发现榆绵蚜的任何越

冬虫态 ,因此在梨树上不存在同寄主不完全周期类型。

榆绵蚜的有翅成蚜 (性母 )迁飞到榆树枝干上后 ,常群集在榆树粗皮缝隙处及断枝裂

缝处 ,孤雌产生 7～ 13头性蚜 ,雌雄性比为 1∶ 0. 7.性蚜无功能喙 ,不能取食 ,呈负生长生

活 ,雄蚜活泼善跑。 雌雄性蚜爬至枝干缝隙翘皮下及断枝裂缝中 , 3～ 5 d脱皮一次 ,共脱

皮三次 ,后雌、雄性蚜交配 ,交配后每头雌蚜只产卵 1粒 ,虫壳附着在卵表面 ,以卵在枝干

缝隙翘皮下及断枝裂缝中越冬。

据 1995～ 1996年田间挖槽刨根检查 ,榆绵蚜在地下的分布均在梨树根稍 ,最深可达

1 m以下 ,以离地面 30～ 50 cm范围内分布最多 ;最远离主干可超过 2 m.

6～ 9月份干旱少雨 ,土壤含水量低 ,利于此蚜的发生 ,繁殖数量大 ,梨树受害重 ;反之

受害轻。但过分干的土层亦不利于其生存。

2. 5　为害状

2. 5. 1　在梨树上的为害状　据田间调查观察 ,榆绵蚜为害梨树根稍 ,在细根部位刺吸汁

液 ,受害处皮层枯死、腐烂 ,用手触摸表皮脱落。由于细根坏死 ,不能萌发新根 ,直接影响水

分和养分的吸收及输送 ,进而使地上部树势生长衰弱 ,叶片小且叶色较淡 ,果实变小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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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 ,产量降低。受害严重的梨树枝叶萎蔫甚至枯死 (图 1)。

2. 5. 2　在榆树上的为害状　榆绵蚜在榆树嫩叶反面刺吸汁液 ,受害叶渐向反面弯曲肿

胀 ,形成原生开口的伪虫瘿 ,瘿面凹凸不平 ,形同拳头状。 瘿深绿色、褐绿色 ,常带红或黄

色。 6月上旬伪虫瘿渐老熟硬化 , 6月中旬有翅蚜迁飞结束后瘿叶变褐枯死脱落。瘿很大 ,

直径 30～ 50 mm(图 2)。

图 1　榆绵蚜在梨树上的害状 图 2　榆绵蚜在榆树上的害状

3　结　论

1)榆绵蚜营异寄主全周期生活 ,其第一寄主为榆树 ,第二寄主为梨树。

2)榆绵蚜是在梨树根部为害的重要新害虫 ,分布于陕西省各梨果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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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Study of Eriosoma lanuginosum

dilanuginosum ( Zh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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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 rches based on a rtificial inocul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 tion fo r

the f ri st time indicate that pear ( Pyrus spp. ) is seconda ry ho st of Eriosoma lanuginosum

dilanuginosum ( Zhang , 1980) . The life history belong s to heteroceous holocycle type.

From the midde of May to the middle o f June alate fundat rig eniae fly and mig rate to the

pea r and apterous viviparous female do the damage to the thin ro ot of the pear. From the

begining of October to th e beginning of November sexupa rae f ly and mig rate to the elm

(Ulmus spp. ) and produce the sexuales of female and male. Af ter ma ting the female sex-

uales lay an egg. The eggs hibernate. In spring the fundat rix , apterous fundat rig eniae

and alate fundat rig eniae damage the leaves on the elm and produce pseudogalls.

Key words　 Eriosoma lanuginosum dilanuginosum , pseudogalls, hetero ceous holo-

cycle, negativ e g 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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