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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倍蚜 S c hle cht e o d a lia ehin e : s玄s (B e ll)在盐肤木 R hu s chin e n sis M ill
.

上 所形成的倍子

(即角倍 )约占全国五倍子总量 的 80 %
,

经济价值很大
。

该 倍 蚜的生活周期属异寄主全周期

型
,

虫型多样
,

生活习性复杂
。

在其生活年史中
,

春季有翅孤雌蚜(春迁蚜 )
,

迁飞到第一寄

主盐肤木上产雌雄性蚜
,

经一月左右 (一般在 夏 初 )
,

雌 蚜 生殖
,

产下的干母爬到嫩叶上取

食致瘦(即形成倍子 )
,

开始瘦内生活
,

到秋天
,

瘦内的倍蚜发育为秋季有翅孤雌蚜(秋迁蚜 )
,

倍子爆裂后
,

飞离盐肤木到第二寄主—某些鲜类植物上越冬
。

此时
,

倍蚜结束瘦内生活
。

在瘦内经历的时 间4
.

5一 5 个月左右
。

角倍蚜瘦内世代生物学
,

日本人高木五六曾在朝鲜作过研究
,

记述了瘦内有三种虫型
:

干母
、

无翅干雌 (无翅孤雌蚜 )和有翅干雌(羽化后又称秋迁蚜 )[
’]

。

我国唐觉教授提及
“干母在

倍子内生长发育并繁殖干雌三代
,

分别出现在 6 月中旬
、

7 月中旬和 8 月下旬
,

虫口数逐代

增加
,

倍子本身也随着虫口数量的增加而逐渐膨大
” I“l

。

为进一步了解角倍蚜的瘦内生活
,

及

倍蚜生长发育与倍子生长的关系
,

笔者于 1 9 8 5一 19 8 6年对角倍蚜瘦内世代生物学进行了观察

研究
,

现报道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项工作在云南盐津县新华乡五倍子试验点进行
。

该地为角倍主产区
,

海拔 90 om
。

取样

地为一次性挂放性蚜的人工倍林
,

从未自然结倍
。

每次取样都限制在同一范围
。

供试材料为

无病虫害未爆裂的正常倍子
。

1 9 8 5年的取样地于 4 月 2 7 日挂放性蚜
, 5 月上旬出现千母

,

下旬大部分虫痪已封闭
。

从

5 月 3。日起
,

每 10 天取样一次
,

每次取倍子 10 个
,

至倍子大小出现显著差异时
,

则每次取较

大的 3 个
,

中等的 4 个
,

较小的 3 个
。

样倍采下后浸入食用白酒中
。

前期倍子较小时
,

取样

后直接剖倍观察
。

用排水法测量倍子体积后
,

从基部到端部割开倍子
,

将其内含物全部冲洗入玻皿
。

用10

倍刻度放大镜在倍子基
、

中
、

端三处测量倍壁厚度
,

共六次
,

求其平均值
。

然后把玻皿里的

内含物全部转入玻管内
,

待沉淀后
,

移去上层清液
,

取下层内含物
,

分开虫皮和虫体
,

以大

小对虫皮进行分类
。

把虫体成条状地放到玻板上
,

在体视显微镜下
,

依可辨的 特 征 (触角节

数
、

体内无卵或有明显可见含胚胎的卵
、

翅芽有无或大小等)进行分类
,

并统计各类个体的数

量
。

虫体明显瘪缩
、

不见正常体液者
,

视为死亡个体
。

无明显特征的虫体都视为
“
虫型 不 可

本文于 1 9 8 7 年 1 2月 2 6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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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
”

者
,

其绝大部分为无翅干雌的若虫和有翅干雌的低龄若虫
。

另外
,

经常在林内剖开鲜倍
,

观察倍蚜生活倩况
,

以作定时取样观察的补充
。

二
、

结 果

(一 ) 澳内世代虫型

瘦内世代虫型的观察结果与高木五六氏相同
,

共三种
。

各虫型除发生时间不 同外
,

干母

的明显特征是触角 4 节
; 无翅千雌的成蚜腹大头胸小

,

体内含有大小不等和胚胎发育进度不

同的卵
,

成虫无翅
;
有翅干雌 的三

、

四龄若虫具翅芽
,

成虫具翅
。

(二 ) 生活习性

1
.

取食 从干母开始到有翅干雌成熟羽化尚未飞离倍子前
,

都需要取食
。

据多次剖倍观

察
,

在倍壁各处取食的蚜虫分布较为均匀
,

有角处稍多于平滑处
,

基部较少
。

2
.

蜕皮 从雏倍开始
,

倍子内即有 由蜡粉
、

虫皮和小蜜露珠组成的疏松团块
,

随倍子体

积增加
, “

团块
”

也增大
。

每个蚜虫都到这个
“

团块
”

内蜕皮
。

干母
、

无翅干雌和有翅干雌均蜕

皮 4 次
。

3
.

生殖 干母
、

无翅干雌的生殖与秋迁蚜
、

春迁蚜不同
,

后两者体内卵的大小和各卵的

胚胎发育进度相近
,

个体的生殖历期短
,
而干母和无翅干雌体内卵的大小和胚胎发育进度悬

殊极大
,

卵和胚胎依先后次序渐次发育
,

渐次成熟
,

渐次产出
,

所以个体的 生 殖 期 很长
。

4
.

寿命 虫痪封闭后
,

若无病虫等危害
,

倍蚜的生活进入食料充足
、

生活环境良好而稳

定的安全时期
。

在生长正常的倍子里
,

除干母和个别生殖结束的无翅干雌外
,

几乎未发现死

亡的个体
。

19 8 5年分批采倍的调查结果
,

干母的平均寿命为80 天左右
。

无翅干雌无论出生先

后
,

几乎都生活到倍子爆裂
;
有翅干雌也不管何时出生

,

飞离倍子的时间相差不多
。

所以
,

同一代干雌的不同个体其寿命长短差异很大
。

5
.

习刁化 有翅干雌在倍子内羽化
,

羽化后
,

无论倍子爆裂与否
,

需继续取食
。

绝大部分

有翅干雌羽化后倍子才爆裂
。

(三 ) 倍蚜虫型和致t 变化与倍子生长

虫澳封闭后
,

倍蚜在痪内生活
,

无法直接观察
,

更不能分成单个饲养
,

所以采用定期成

批采摘倍子
,

剖倍观察和调查倍蚜群体生长发育变化的方法来研究其廖内世代生物学
。

每次

所取样本
,

尽可能分辨虫型
、

虫态和虫期
,

并分另!J记载数址
。

1 9 8 5年的观察结果列成表 1 ,

19 86 年只观察了倍子生长中
、

后期的情况
,

结果见表 2
。

三
、

讨 论

(一 ) 澳 内世代变化

廖内共有三种虫型
。

据表 1 ,

干母每 10 天约产 2 头千雌
,

到 8 月 10 日干母生殖巳结束并

出现死亡
,

而倍子生长到爆裂确有2 00 多头无翅干雌
,

这些无翅干雌不可能都为干母所生
,

其

中一定有第一代干雌的子代
。

7 月20 日倍子内蚜虫的数量较 7 月 10 日增加了30 多头(远 超 过

每 10 天 2 头左右 )
,

表明第一代无翅干雌开始生愁
,

即出现了第二代干雌
。 8 月 1 0日倍子内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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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倍蚜虫型和数量变化与倍子生长的调查结果( I )’

(云南 盐津
,

19 8 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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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 月上旬出现干母
, 5 月下旬大部分虫痰 已封闭

。

º 虫体小于干母的干雌
。

» 林内有约 5 %的倍子已爆裂 ,

部分

倍子 已 采作种倍
。

表 2 倍蚜虫型和数量变化与倍子生长的调查结果 ( 兀 ) 李

( 云南 盐津
, 19 8 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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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内约有 5 % 的倍子已爆裂
,

部分倍子 已采作种倍
。

虫总数几乎为倍子爆裂时无翅干雌数的 2 倍
。

据此可以推断
,

第二代千雌在 8 月 中旬 (或上

旬 ) 已开始生殖
,

且子代为有翅干雌
,

第二代干雌应为无翅干雌
。

有翅干雌的成蚜 要 飞离倍

子
,

所以它是瘦内倍蚜的最后一个世代
。

这样
,

角倍蚜在痹内共有 4 个世代
:
干母世代

、

第

一代无翅干雌
、

第二代无翅干雌和有翅干雌世代
。

1
.

干母世代 干母出生后 即上叶取食致瘦
。

一般 5 月上旬出现
,

6 月上旬开始生殖
, 8

月上旬生殖结束
,

生殖历期约60 天
,

世代历时90 天左右
。

2
.

第一代无翅干雌 6 月上旬开始出现
, 7 月中旬开始生殖

,

生殖历期不少于 40 天
。

该



3 1忿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1 卷

世代结束于倍子爆裂
。

3
.

第二代无翅干雌 7 月中旬出现
, 8 月中旬开始生殖 (个别可能在 8 月上旬即开始生

殖 )
,

到 9 月下旬生殖结束
,

生殖历期40 天左右
。

生殖结束后继续取食至倍子爆裂
。

4
.

有翅干雌世代 8 月中旬出现
,

一般 9 月上旬 虫体变长
,

头
、

胸
、

腹三部明显
,

中
、

后胸出现翅芽
。

该虫型尽管 出现的早晚差异很大
,

但后期虫态确较为一致
,

羽化和迁飞时间

前后相差不大
。

飞离倍子后在冬寄主上生殖越冬蚜
。

(二 ) 澳内倍蚜的数t 变化

据 1 98 5年的调查
,

虫痪封闭后一月左右的时间内倍蚜数量增长较慢
,

自第一代无翅干雌

开始生殖到第二代干雌生殖接近结束的这段长约 2 个月的时间内
,

每 10 天一次的调查结果发

现
,

后一次的倍蚜数量都较前一次增加 1 倍左右
。

在明显能分清有翅干雌和无翅干雌时
,

总

的情况是有翅干雌是无翅干雌的 10 一 12 倍左右
,

极少数倍子超过20 倍
,

最高为2 9
.

5倍
,

最低

为3
.

8倍
。

1 9 8 6年的调查结果与此相似
。

1 9 8 5年 7 月 10 日调查
,

每个倍子平均有干雌8
.

5头
,

(最多18 头
,

最少 4 头 )平均约10 天增加 l 一 2 头
,

到 8 月 10 日干母生殖结束
,

平均每头干母

还可产干雌 3 一 6 头左右
。

这样
,

平均每头干母产干雌约12 一 15 头
。

据两年的调查
,

照每个

倍子的平均无翅干雌数
、

有翅干雌数和总数推算
,

每头第一代无翅干雌产第二代干雌
,

平均

为 15一20 头左右
,

每头第二代无翅干雌平均产有翅干雌约为 8 一 12 丸 通观 各次调查每个倍

子的数据记录
,

每一次各倍子内的倍蚜数量差异都非常大
。

因观察方法和识别上的困难
,

无

法i化确地确定干母
、

第一代和第二代无翅干雌的子代数
。

(三 ) 倍子生长与倍蚜的关系

据计算
,

倍子的体积与倍子内倍蚜的数量极其相关
。

从表 l
、

表 2 和图 l也明显可见
,

倍

子内蚜虫数量增加
,

倍子体积也随之增大
。

倍蚜数量的增长较有规律
,

从第一代干雌开始生

殖到第二代干雌生殖近结束时
,

每 10 天约增加 1 倍
,

而倍子体积的增 长则是有的时期快
,

有

的时期慢
。

倍子生长后期
,

无翅干雌生殖 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
,

倍蚜数量不再增加或增加很

少
,

但倍子体积仍迅速增长
,

甚至在最后一次调查 (有的倍子 已经采摘 )
,

出现了倍蚜数贷比

上一次少得多
,

而倍子体积确相近或稍有增长的现象
。

已知
,

不少致痪昆虫在痪内并不繁殖
,

痪内虫口数量不增加
,

而所致虫澳仍有从小到大

的生长过程
。

看来其生长与虫口数量无关
,

而有 川

关的是虫体大小和取食时间的长短
。

从上述可以推断
,

就致痪昆虫这个因子讲
,

影响倍子生长的是倍蚜的取食量
: 倍蚜数量多

,

群体取食量大
,

倍子生长快
, 倍蚜个体在其生长

发育过程中
,

取食量也不同
。

无翅干雌生殖结束

以后
,

尽管倍蚜数量不 再增加
,

但都继续取食
,

且有翅干雌的虫体远较无翅干雌大
,

生长发育速

度也较快
,

可推断其取食量也较大
,

加之这个时

期的虫数多
,

所以在倍子生长后期
,

其体积增长

鼓快(见图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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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倍子体积和倍蚜 数址变化

—
倍子体积 ,

一 。 一

岌 内蚜虫增长百分率 ( 以

9 月 3 0 口澳内蚜火最多时为 1 00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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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倍蚜生长发育与采倍

倍子含丰富的五倍子单宁
。

据多家分析
,

不同生长期的倍子
,

五倍子单宁含量无大的差

异
,

但采收时间不同
,

对产量的影响极大
。

商品倍子以个头大
,

.

未爆 裂 和无 霉 烂 者 为 上

品
。

为求倍子高产优质
,

必须采收未爆裂的成熟倍
。

所谓成熟
,

从生物学的观点讲是倍子爆

裂
,

而爆裂倍易霉烂且加工出的产品颜色较深
,

影响一些部门的使用
。

就生产的要求
,

倍子

体积不再增长
,

或基本不再增长
,

即可谓成熟
。

据表 1 和表 2 ,

倍子体积基本不再增长时
,

倍子 内的倍蚜大体为无翅干雌腹部前缩
,

生

殖已经结束
,

有翅干雌极大部分为前翅芽 已经盖住后翅芽的四龄若虫
,

少部分为中
、

后胸两

侧各有一个小突起(翅芽 )的三龄若虫和具翅成蚜
。

从生产的角度讲
,

此时倍子已经成熟
,

可

以采收
。

从文中图表可见
,

倍子生长前期
,

虫量少
,

倍子小 , 中期虫量较多
,

倍子体积增长

较快 , 但倍子生长最快的时间是在后期
,

在到成熟前 1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

倍子体积可增长

1 一 2 倍
。

所以为获优质高产
,

一定要待倍子体积不再增长或基本不再增长时才能采收
。

在

生产上
,

要用剖倍检查倍蚜虫型和虫态的方法来确定采倍时间
,

的确是比较困难的
。 19 8 5年

和 1 9 8 6年的最后一次取样时
,

倍子体积已基本不再增长
,

且林内有 5 %左右的倍 子 已 经 爆

裂
。

据此
,

在生产上
,

可以林内有 5 %左右的倍子已经爆裂为林内倍子成熟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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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氮木本树种的改良利用研究一国际合作项 目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与 FA O 森林资源部和法国政府的合作项 目—
固氮木本树 种的改

良利用研究(FA O / G CP / C R P / 0 0 5 / FR A )
,

期限为 1 9 8 5
.

1 2一 1 9 8 7
.

1 2 ,

主要内容有
:

木麻黄 现已达到了研究计划的目标
。

¹ 种源试验
,

完成了海南岛和广东省湛江及福建

省惠安等地的种源试验林 gh a 。

种源 苗期的根瘤量与生物量达极显著正 相关 ; 幼林生长差异
,

经方差分析也达极显著水平
,

其中以泰国1 42 33号和福建C一3号种源最佳
。

º 固氮试验
,

获得

35个菌株
,

具侵染原宿主结瘤能力的有 12 株 ;
高效固氮无性系选择以 U

: 、

G K 。

生物量 较大
,

根瘤固氮活性较高 ; 大田人工接种试验林 1 .

sh a ,

在海南岛和湛江及福建省东山岛等 地
,

以

粉碎根瘤 N o . 1接种加磷处理效果最佳
。

本项 目引进的国外木麻黄地理种源有 45 个 ,

大大地丰富了我国木麻黄的基因资源
,

并标

志着 中国开始对木麻黄的根瘤固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对该树种的改 良利用将有所裨益
。

( 中国林科院热林所 李炎香 )

沙棘 研究 目的旨在对我国三北地区的主要灌木树种沙棘进行树种改 良
。

组织起了全国

沙棘种源试验协作组开展研究
。 1 .

完成了全国沙棘主要分布区的19 个采种点上种源种子的采

集和检验
, 2 .

完成了全国 n 省 (区 ) 13 个试验点的种源苗期试验和育苗任务
,

其结果¹ 不同种
源的苗期生 长量呈明显的地理倾群变异

; º 初步把 19 个种源划分为 4 个种群
:
西北种群

、

华

北种群
、

新疆种群和西藏种群
; » 种子颜色随地理纬度的增加而由深变浅

,

随海拔高度的增

加由浅变深
; ¼各种源在物候期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 ½ 各种源地 上部分的生长与地下部分根

系量的多少密切相关
; 3 . 198 7年春共曹造了沙棘种源试验林38 3亩

,

保存率 90 %左右 ; 4 .

沙棘

固氮研究上从同一根瘤 内分离到两种不同的菌落
,

赴青海祁连县用 乙炔还原法检测表明三种

沙棘的根瘤都具有固氮能力
,

其能力分别为 12
.

00
, 16 .

16 和23
.

52 n m ol m in
一 ’。

对不同种源

的沙棘固氮酶活性的季节变化规律也开始了研究
。

(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 赵汉章 王守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