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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花蕾对紫胶虫种胶产量和质量的影响

侯开卫 李金元 刘凤书 易鹏 李绍家 肖健康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萦胶研究所

摘 要

紫胶虫寄主以灌木生长较快投产较早
。

但大多数灌木寄主的开花结实率较高
,

花果期较长
,

消耗 大量的无机元素
,

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寄主植物 营养器官中碳水

化合物
、

氛基酸等有机物质的合成与运输
,

从而 影响到紫胶虫的生长发育和泌胶状

况
,

且常常导致寄主树 本身的生势下降
,

过早 出现衰老
,

缩短使用寿命
。

本研 究结

果表明 应用 乙烯利
。

和尿素 的混合水溶液喷洒花蕾
,

可抑制 开 花结

实
,

刺激萌芽更新
,

增 多侧枝
,

从而 可提高冬代种胶的产量和质量
,

缩短寄主轮歇

期
。

人工剪除花蕾
,

也有利于种胶产量和质量 的提高
。

关键词 花蕾 紫胶虫 种胶

灌木寄主以生长快投产早为其特点
,

这是在紫胶生产上优越于乔木寄主的主要性状
。

然

而大多数灌木寄主的开花结实率很高
,

花果期很长
,

往往导致植株早衰的出现
,

从而缩短使

用年限
。

据我们在广西的调查
,

种植一年的木豆
,

平均单株产干种籽 一
,

在未放虫

的情况下
,

一 年即出现衰老死亡现象
。

为控制灌木寄主的生殖生长
,

延缓其衰老进程
,

以提高种胶的产量和质量
,

我们在花蕾

期进行了药物等处理
,

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

一
、

材 料和 方 法

供试材料为生产上公认的优良灌木 寄 主 木 豆 耐
、

瓦 氏 葛 藤

, 玄无玄玄
、

苏门答腊金合欢 和大叶千 斤 拨
, , 口 百

。

当

寄主进入花蕾期时
,

分别采用药物和修剪两种方法处理
。

前者为
。

的乙烯利与 的尿素

混合水溶液喷布花蕾 , 后者系用枝剪剪除小花蕾枝
。

对于常量元素
、 、

的定量分析
,

分别用扩散法
,

钒钥黄比色法和火陷光度法
。

微

量元素
、 、

分别用原子吸收法
、

极谱法和姜黄素比色法
。

各处理试验的效果主要以

胶虫的生物学指标和产量来衡量
。

有关指标的测定一般在胶虫发育进入胚胎第五期时进行
。

测定项 目为 胶被厚度
、

怀卵量
、

子代萦殖串
、

梗胶产量和植株萌芽情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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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开花结实对无机元案的消耗

我们对同株木豆的叶子和种籽进行分析的结果
,

在 种常量元素和 种微量元素 中
,

除

硼外其它 种均为种籽的含量明显地高于叶部的含量 表
。

衰 木豆叶片和种籽的无机元紊比较
波 口岔河林场 年 月

洲
定项 目 ”

取样部位

匕

 

‘

片籽叶种

从剪除和未剪除花蕾的植株上的叶片对比分析结果可见
,

前者的含 量 也 高 于 后 者 表

表 除花 , 对木豆无机元素含 的影晌
渡 口 岔河林场  年 月

处 理

取 样 部位
目

一

、、

口

叶叶剪除花雷

对 叭

 
。

 

以上都直接和间接地表明
,

在花果 的形成过程中
,

消耗着大量的无机元素
。

在我们 以前

所做的示踪研究中也表现出花对磷素的吸收强度最大
,

积累也最多 表
,

这是由于花是植

物体代谢较强的器官所致
‘,

。

表 木豆植株各器官和紫胶虫体对碑家的吸收
。。二

广西南宁

取 样 日 期 日 月
侧 定 部 位

端

木 质 部

韧 皮 部

叶

花

虫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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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花 , 对种胶 质 和产 的影晌

卜五玉元素的增减
,

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寄主植物营养器官中碳水化合物
、

氨华酸等有机

物的合成与运输 从而影响到紫胶虫的生长
、

发育和泌胶状况
。

作 为冬代种胶
,

胶被厚度和怀

卵量是衡量其质量好坏的主要指标
。

处理试验的测定结果
,

木豆
、

瓦氏葛藤和苏 门答腊金合

欢三个树种经药物和剪除花蕾处理的胶被厚度
、

怀卵量和梗胶重量均比对照高 表
。

在这

里
,

产量 重量 的差异已较明显
,

质童上的差异是否显著 对此进行了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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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 同 处 理 的 种 胶 质 且 和 孟 量
云南景东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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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寄主均为一年生幼树
。

处理人系浓度为。
.
3 % 的 乙烯利和 2 % 的尿素混 合水溶液喷酒花曹 ,

B 为剪除 花 蕾处

理 ,
C K 为对照

、
( 下同 ).

胶被厚度和怀卵盆为祥品 的平均值
, 梗胶重按平均单株计

。

1

.

胶被厚度的统计分析 从方差分析可知
,

不同的处理对胶被厚度有 非 常 显 著 的影

响
,

而寄主树不同种类之 间
,

胶被厚度的差异则不显著
。

但是
,

处理与 树 种 间 的 交 互 作

用
,

对胶被厚度有显著的影响
。

说明不同的寄主树种类
,

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

能收到更佳

效果
。

如木豆和瓦氏葛藤用 A 方法处理
,

苏 门答腊金合欢用B 方法处理
,

胶被均较厚(表 5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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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卵量的统计分析 为简化起见
,

怀卵量的统计检验也和胶被厚度一样
,

拟取各重复

小区的平均值进行
。

但由于所用数据是非连续性变异测定值
,

故先进行对数变换
,

再行统计

分析[
2](表 7

、

8
)

。

由上可知
,

不同处理间怀卵量的差异非常显著
,

而寄主树种间及寄主树与处理间的交互

作用对怀卵量的影响则不显著
。

即药物及剪除花蕾处理均能提高紫胶虫的怀卵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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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胶 被 厚 度 统 计 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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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侯开卫等
:
除花蕾对紫胶 虫种胶产量和质量的影 响

19 85年冬代对上述结果再次进行了重复试验
,

并于 19 86年 5月下旬 由所内外专家进行了

现场查定
,

结果如表 9
。

表 , 除花 , 对种胶产量和质量的影晌
(云南景东批把 山 1986年 5 月 )

二牛一臼由表 9可知
,

从总体来看
,

采用喷药 (处理A )和修剪(处理B )不同方法除花蕾结果
,

对

种胶产量和质量均有影响
,

尤其对种胶产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

大叶千斤拔喷药处理比对照增

产201 % , 剪花蕾处理比对照增产60 %
。

瓦氏葛藤喷药处理比对照增产122 % ; 剪花蕾处理比

对照增产155 %
。

认三) 除花 , 对寄主萌枝的影响

寄主萌枝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下一世代的紫胶产量
。

试验结果表明
:
除花蕾处理

,

特别

是喷药除蕾处理
,

无论是萌芽的数量和萌枝的粗度与长度
,

一般都比对照高(表10)
。

表10 不 同 处 理 的 植 株 萌 芽 情 况
.

(云南 景东批把 山 1 084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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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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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萌芽致
、

枝径
、

枝长数值均 以平均单株计
。

( 四 ) 除花 , 对种胶繁殖率的影响

种胶的质量不仅体现在胶被厚度和怀卵量等指标上
,

更体现在子代的繁殖率上
。

子代的

繁殖率越高
,

放收比率越高
,

产量也越高
。

为验证上述处理所得种胶的实际效益
,

我们把三

个灌木树种在不同处理情况下所获得的充分成熟的种胶同时挂放在大叶千斤拔树上
,

待幼虫

涌散完毕后
,

调查其固虫长度
。

结果表明
:
无论经喷药处理的种胶还是经剪除花蕾处理的种

胶
,

其子代繁殖率均比对照高(表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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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不 同 处 理 的 种 胶 公 殖 率
(云 南景东 1984年 7 月)

理 一 种胶质盆( g ) 种胶长度 (c 口)

. 平均每厘米 种胶
固 虫长度 (c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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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指出的是
,

由于胶虫进入大量泌胶期间( 4 一 5 月份)遇到连续干旱天 气
,

故 总 的 繁

殖率都不太高
。

但就药物和修剪处理的种胶繁殖率与对照相比
,

已达到了显著和非常显著 的

水平
。

同一世代在喷灌条件下
,

木豆除花蕾的另一组试验(地点系多年连作木豆的病发区)
,

种胶的繁殖率和其它指标都出现良好叨 结果
,

并表现出对病害(枯萎病)的抗性有增强的趋势

(表12)
。

裹12 喷泊条件下除花 , 对种胶质t 的影晌

(四 川渡口 岔河林场 1984年5一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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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步 结 论

灌木寄主开花结实率较高
,

常导致树势下降
,

过早出现衰老
。

这不仅影响冬代种胶的产

量和质量
,

而且也缩短了使用寿命
。

这是因为开花结实消耗着大量的无机元素
,

直接和间接

地影响着寄主植物营养器官中碳水化合物
、

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合成与运输
,

从而影响到紫胶

虫的生长发育和泌胶状况
。

本试验表明
,

应用乙烯利(0
.
3% )和尿素( 2 % )的混合水溶 液 喷

洒花蕾
,

可抑制开花结实
,

并刺激萌芽更新
,

提早发芽
,

增多侧枝
,

从而可提高冬代种胶的

产量和质量
,

缩短寄主轮歇期
。

人工剪除花蕾
,

也有利于种胶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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