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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静 君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林业研究所 )

摘 要

本 文论述松毛虫发生世代和世代分化的复杂性
,

包括落叶松毛虫
、

马尾松毛虫
、

赤松毛 虫和油松毛虫等
。

发生世代因地区不同而异
。

在同一地区
,

由于松毛虫幼 虫

的滞 育
,

常 出现世代分化
。

世代分化 比例在不 同地区
、

不 同年份
、

不 同松林和不 同

树木之间都有差异
。

在同一地方
,

不 同年份也有差异
。

滞育与幼 虫孵化期
、

气候
、

生 态条件和食料 有关
。

本文还讨论 了“油松毛 虫发育起点温 度和有效积 温的研究
”

〔林

业科学
, 1 9 8 7 , 2 3 (3 )〕的有关 J’q 题

。

关健词 松毛虫 ; 发生世代 ,
世 代分化

; 滞育 , 有效积温

松毛虫是我国森林的严重害虫
,

在苏联
、

日本等国也是重要森林害虫之一
。

它的发生世

代因发生地区不同而异
。

由于松毛虫是滞育性害虫
,

在幼虫期常出现滞育现象
,

产生世代分

化
,

使发生世代成为一个复杂问题
,

并对种群数量变动
、

虫情测报 和 防 治 等 造成 很 多 困

难【“
, ’。J

。

本文阐述松毛虫发生世代和世代分化的复杂性
,

并讨论
“

油松毛虫发育起点温度 和

有效积温的研究"[
.

l( 下称
“

夏文
”

)的有关问题
。

一
、

松毛虫发生世代

就研究较多的几种重要松毛虫而言
,

其发生世代因发生地区
、

气候
、

食料等的不同而有

明显差异
。

(一 ) 落叶松毛虫

在苏联
,

认为落叶松毛虫 (D o
nd ro li 二。: : ibi ; i‘。: T sc het v

.

)有两个生态宗
:

落叶松生态

宗和红松生态宗
,

并从幼虫食性的专化和雄蛾生殖器形态的不同予以证实
。

它的发生世代因

生态条件不同而异
,

一般为 2 年 1 代 (幼虫越冬二次
,

跨三个年度 )
,

但在分布区 的南 部 地

区
,

特别是在大发生期间
,

几乎经常是一年完成 l 代 (幼虫越冬一次
,

跨二个年度 )
,

而在北

部地区和在高山地带的森林里
,

有时则为三年 l 代(幼虫越冬三次
,

跨 四个 年度 )[
‘“一 ‘吕]

。

欧

洲松毛虫(D
.

爪滋 L in n a e u s) 在苏联通常为一年 1 代
,

但少数个休为二年 1 代
,

而在苏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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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则为二年 1 代
,

幼虫需要二次越冬工‘81
。

在我 国东北地区
,

落叶松毛虫 (D
. s
即er an

: (B ut ler )) 每年发生 1 代或二年发 生 1 代
。

据周士秀
、

何忠 1 9 5 7一 1 9 5 9年在黑龙江省带岭林区同一地方的系统饲养观察
,

大部分为一年

发生 1 代
,

小部分为二年完成 1 代 (跨三个年度 )〔‘
, ‘, ‘〕

。

(二 ) 赤松毛虫

在日本的北海道和本州地区
,

赤松毛虫(D
.

sP “tab ill’s B ut ler )通常为一年发生 1 代
,

而

在九州
、

四国
、

近哉南部太平洋沿岸气候比较暖和的地区
,

一年可以发生二个世代〔’2 一 ‘“, ’‘1
。

在我国
,

过去报道赤松毛虫生活史都为一年完
,

成 1 代
,

跨二个年度
。

但据山东省林科所范迪

等1 9 8 3一 1 9 8 4年在山东省鲁中南地区观察及有关资料介绍
,

也有一年产生 2 代的
。

实际发生

世代为一年 1一2代
,

小部分为 2 代工“]
。

在台湾省北部地区赤松毛虫一年可发生 2一3代 〔” 1
。

(三 ) 马尾松毛虫

马尾松毛虫 (D
.

和
n ‘tat us (W al k e r” 在我国的分布极为广泛

,

几乎遍及秦岭至淮河主

流以南各省区的马尾松分布地区
,

‘

己的发生世代更为复杂多变
。

在陕西南部
,

河南南部和安

徽北部地区一般为一年发生 2 代
。

在长江流域各省
,

每年发生 2 一 3 代
。

在台湾北部为一年

发生 3 代
。

在广西
、

广东和福建的南部地区一年完
.

成 3 一 4 代
,

而在海南岛甚至一年可以完

成 4 一 5 代
。

即使在同一地方
,

每年都有世代分化现象出现 〔4
一 “,

川
。

(四 ) 油松毛虫

油松毛虫(D
.

t。吞: lae f。: 二钻 T sa i et L iu) 为我国的特有种
,

它的发生世代也比较复杂
。

据现有报道
,

在辽宁朝阳
、

内蒙古赤峰和陕西黄龙等地为一年发生 1 代
;
在北京西山

、

河北

南部地区一年发生 1 一 2 代
。

在四川省
,

油松毛虫广泛分布于长江
、

沱江
、

眠江
、

乌江
、

嘉陵

江沿岸的丘陵山地
,

包括乐 山
、

绵阳
、

万县
、

宜宾
、

重庆等10 个区市所属 的70 余县
,

通常每

年发生 2 一 3 个世代
。

就现有资料看
,

我国油松毛虫的年发生世代应 为 1 一 3 代脚
“, 7 ]

。 “

夏

文
”

表 2 把油松毛虫在我国各地的实际发生代数
,

统统认为是 1 代
,

我们实在不敢苟同
。

关于油松毛虫在北京西山的生活史
,

在 1 9 5 4一 1 9 5 8年我们曾做过系统饲养研究
,

结论是

每年发生 1 一 2 代
;

以发生 2 代为数较多
。

每年发生 1 一 2 代的现象
,

并无一定 的 规律 可

言
,

但与幼虫孵化时期的早晚有关因
。

油松毛虫在四川万县地区的实际发生代数
,

据万县地

区林业局杨大胜同志称
: “

油松毛虫分布在我区万县
、

忠县
、

巫山等 8 个县的13 个国营 林 业

场所及毗邻的60 多个区乡
,

海拔为6 00 一 1 3 0 0 m
。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
,

一年为 l 代
。

但在

普查期间
,

在海拔 60 O m 处饲养
,

则一年为两代
”

(个人通信
,

19 8 8)
。

四川省林科所刘能敬同

志也谈到
, “

一般来说
,

万县和万县地区海拔在 80 0一 1 20 o m 处松毛虫一年发生 1 代
, 8 00 m

以下一般发生 2 代
。

但在重庆附近的低海拔河谷地区为 2 一 3 代
,

以 2 代为主
,

约 7 一28 写

形成 3 代
”

(个人通信
, 1 9 88 )

。

由此 可 知
,

油松毛虫在四川省并不是一年发生 1 代
,

在万县

和万县地区也不是一年发生 1 代
。 “

夏文
”

按照万县气象站海拔 10 0 m 的资料
,

来推算实际 分

布在6 00 一 1 3 00 m 的发生世代数
,

当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 果
。

二
、

世 代 分 化

松毛虫的世代分化
,

如同发生世代一样
,

也是极为复杂的间题
。

引起幼虫滞育的原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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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世代分化的规律性
,

至今还未完全研究清楚
。

发生在苏联境内的落叶松毛虫
,

生活周期

长达一至三年
,

幼虫历期跨越二至四个年度
,

其成虫出现期常有奇数年和偶数年之别
。

据研

究
,

树木针叶愈柔软
,

幼虫排出的粪便愈少
,

其生长发育也愈快
, 相反

,

针叶愈坚硬
,

则幼

虫排出的粪便愈多
,

其生长发育就愈慢
。

取食不同树种的针叶
,

对幼虫出现滞育的龄期也有

明显影响
:

在落叶松及冷杉上取食的幼虫
,

以 6 龄幼虫滞育为多数
, 5 龄较少

;
在雪松及云

杉上的幼虫
,

以 5 龄幼虫滞育为多
, 6 龄较少 , 而在松树上的幼虫

,

则都以 5 龄幼虫进入滞

育
。

而且还观察到
,

在跨几个年度的幼虫历期内
,

于每年秋季来临时
,

在 2 一 3 龄幼虫和 6

一 7 龄幼虫期
,

分别出现两次各长约 20 d 的幼虫滞育期
。

据此得 出结论
:

落叶松毛虫幼虫的滞

育并不与任何特定的龄期相适合
,

而是只要在接近秋季的任何时期就会进入滞育
,

不 可能没

有滞育而经过秋季的
。

另据试验
,

欧洲松毛虫幼虫在实验条件下
,

任何一个龄期都可使其出现

滞育
。

关于幼虫出现滞育的原因
,

是 由优照
、

温度与食料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 引 起 〔‘“]
。

在我国东北带岭林区
,

落叶松毛虫也有世代分化现象
,

取食红松
、

落叶松和白皮臭的
,

一年

发生 1 代的比例较多
,

危害樟子松
、

红皮臭的幼 虫
,

生长发育较慢
,

二年完成 l 代 的 比 例

较多
。

世代分化比例随营养
、

气候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l
。

马尾松毛虫在发生 2 一 3 代
、

3 一 4 代和 4 一 5 代地区
,

世代分化现象非常明显
,

即使

在同一地方或从同一卵块中孵出的幼虫
,

也都有世代分化
。

世代分化比例因地区不同而有明

显差异
,

在同一地方不同年份差异也较悬殊
。

在发生 2 一 3 代地区
,

世代分化出现在 4 一 5

龄幼虫期
。

1 9 5 7年江苏南京二代虫比例占85
.

0 纬
。

1 9 6 。年在湖北应山二代虫占99
.

0 %
,

湖北

武昌为 88
.

3 %
,

湖南枚县为5 0
.

0 %
。

1 9 6 4一 1 9 6 5年在湖南郴县高马一带 80 % 以 上 为 三 代

虫
。

1 9 7 0年在湖南安仁清溪三代虫比例为 70 %
。

在 3 一 4 代发生地区
, 19 6 0年在广州调查 三

代虫占70 %
,

在德庆官汗三代 虫占95 %
。

在浙江省
,

据江山县森防站 1 9 8 5年资料记载
,

江 山县 1 9 8 2年马尾松毛虫全为 3 代
。

1 9 8 2

年二代虫比例为 O , 1 9 8 3年为10
。

1 %
,

而到 1 9 8 4年为43
.

0 %
。

吕文柳等1) 撰写的
“

马尾松毛

虫二三代分化原因的探讨
”

一文中指出
:

在浙江长兴县洒安林场
, 1 9 7 2年松毛虫三代虫比例为

3 5
.

0 2 %
, 1 9 7 9年为 7 1

.

0 %
,

而 1 9 5 5年为 1 2
.

4 7 %
。

据 1 9 5 4年在该 场 龙山林区调查
,

三代 虫

比例为 49
.

65 %
,

而与该林区相邻的天平乡李王村松林
,

三代虫比例 只有 1 0
.

44 %
。

在发 生

时期相同的不同地点
,

三代虫比例也不一样
,

据 1 9 7 9年调查
,

吊鱼台三代虫比例为98
.

78 %
,

长

山沟为 7 5
.

0 %
,

逃牛岭为3 1
.

2 7 %
。

即使是同一林分
,

在地块和松树间也有差异
, 1 9 72年在

光竹界 口调查
,

一号地三代虫比例为30
。

o %
,

二号 地 为4
。

17 % , 新建沟一号地为54
.

8 4肠
,

二号地为8 9
.

3 6 %
。

19 8 4年在龙山林区调查
,

二号标地 3 号株三代 虫比例为9 0
.

0 %
,

而 4 号

株只有 7
.

14 %
。

由上可见松毛虫世代分化的错综复杂
。

关于油松毛虫
,

我们曾在北京西山中国林科院后山的阳坡松林内做过系统饲养观察
,

其

世代分化比例与幼虫孵化期早晚有关
,

滞育的出现一般多在 4 龄幼虫期
。

经过三次蜕皮的幼

虫
,

假如体 色变化不大
,

虫休未见显著增长
,

取食量小
,

生长发育缓慢
,

即为滞育状态的幼

虫
,

当年它不能完成第一代
。

反之
,

三次蜕皮后幼虫体色变为深黑
,

色泽鲜艳
,

食量显著增

加
,

生长发育迅速
,

即为正常幼虫
,

当年可以结茧化蛹而产生第二代
。

据分批 饲 养 观 察
,

19 5 5年 6 月25 日孵化的幼虫
,

当年全部可以完成 1 代
,

产生第二代 , 7 月12 日孵化的
,

60 %

1) 浙江省森林保护 学术讨论会资料
,

1 9 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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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第二代
; 7 月20 孵化的

,

全部发生滞育
,

当年不能完成第一代
。

1 9 5 7年 6 月 20 日孵化的

幼虫
,

有90 %可以完成 1 代
,

产生第二代 , 7 月 1 日孵化的60 %产生 第 二 代
; 7 月n 日孵

化的2 7 %产生第二代
; 8 月 2 日孵化的幼虫则 1 00 %滞育

,

不能完成 1 代
。

在室温条件下饲

养
,

产生第二代虫的比例比林内饲养的要小
,

在 6 月 19 日一 7 月 6 日分批饲养的初孵幼虫
,

有68 一38 %可以完成 1 代而产生第二代 , 7 月10 一 14 日孵化的幼虫
,

17 一12 %可产 生 第二

代
; 7 月 1 8一22 日孵化的只有 2 一 5 %能产生第二代

; 7 月28 日孵化的则当年全部不能完成

1 代
。

引起滞育的原因非常复杂
,

如将第一年出现滞育的幼虫
,

进行个体饲养
,

至第二年其

产生的后代
,

有的在第一代时继续出现滞育
,

有的则无滞育而进入第二代
。

用同一个母体产

下的卵所孵化的幼虫
,

分 7 组进行群体饲养
,

结果也不尽一致
,

其中 2 组没有产生滞育完成

了第一代
,

其余 5 组均有滞育幼虫出现
。

油松毛虫滞育幼虫的出现
,

不但引起发生世代的分

化
,

而且与正常幼虫相比较
,

在龄期
、

历期
、

头宽
、

体长
、

食量及排粪量等方面
,

都会出现

很大的差异
,

因此给在一定时期内的虫情调查和测报等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

造成 很 大 的 影

响 [“]
。

“

夏文
”

在设计试验方法和撰写报告时
,

忽视了松毛虫发生世代和世代分化的种种复杂情

况
,

以及幼虫滞育对幼虫龄期
、

历期
、

头宽和体长等方面 的影响
,

不是从初孵幼虫开始
,

进

行连续的系统饲养观察
,

而采用自野外分批采回幼虫作为研究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的供

试虫源
,

并据此以积温来解释全国油松毛虫的发生世代数
,

我们认为实在很不妥当
,

所得结

果使人们怀疑
。

三
、

几个 l’q 题的商榷

(一) 关千油松毛虫幼虫期有效积温
“

夏文
”

的供试幼虫
, “

是在密云县采自油松林中上树前和上树后的起 1 ) 冬幼虫
,

每隔三天

采集一次
,

经过饲养
,

直至下一次幼虫蜕皮后
,

作为供试积温虫源的起始
。 ”

我们认为这种做

法实在不妥
。

众所周知
,

越冬幼虫活动取食后
,

需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才开始蜕皮
,

蜕皮前的这一段

发育期不知是如何计算发育积温的? 没有经过越冬前幼虫至越冬后幼虫的连续系统饲养
,

又

怎能得出各龄幼虫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不知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幼 虫的虫龄
,

用

什么办法把不系统的数据连接在一起的? 如果是以幼虫头宽和体长作为标准
,

在滞育幼虫影

响下
,

是不可能确切知道从野外采回的众多幼虫究竟是多少虫龄
,

每条幼虫是哪个虫龄的
。

因此
“

夏文
”

所得结果的误差一定很大
。

从表面看
,

似乎
“夏文

”

列 出了各龄幼虫的数据
,

工作

很细
,

其实是很不可靠的
。

在这里
,

我们赞同夏瑞心等的做法〔‘1 ,

试验设计上考虑了松毛虫

幼虫的越冬问题
,

排除了越冬对幼虫历期和统计有效积温带来的种种影响
,

以越冬前幼虫期

和越冬后幼虫期作为两个不同发育阶段
,

分别统计其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

表面看虽不

能算出各龄幼虫的数据
,

而其结果却比较可靠
。

“

夏文
”

的幼虫期有效积温是按8个幼虫虫龄计算的
。

但据我们在林内
、

室内的试验研究工“1 ,

油松毛虫幼虫龄期因世代不同而异
,

极为复杂
。

当年完成第一代的幼虫有 6 一 7 龄
,

以 6 龄

劝 编者注
: “

夏文
’

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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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

幼虫期约 45 d 左右
。

以第一代幼虫越冬的
,

幼虫期有 8 一 9 龄
,

以 8 龄居多
,

幼虫期长

达 11 个月左右
。

以第二代越冬的幼虫共 7 一 8 龄
,

以 7 龄最多
,

幼虫期长达 10 个月左右
。

另

据近年在室内恒温恒湿控制光照条件下连 续多年的饲养研究
,

在正常情况下
,

也没有达到 8

个龄期
。

发生在四川省的油松毛虫幼虫
,

其龄期也有很大变化
。 “

夏文 ,’I 汉 8 个龄期计算的幼

虫有效积温
,

数值偏高
,

不符合客观实际
。

另据我们研究
,

油松毛虫幼虫越冬虫龄差异也很大
,

以第一代幼虫越冬的为 6 一 7 龄 ;

以第二代幼虫越冬的
,

以 3 一 4 龄幼虫为多数
,

各龄越冬幼虫的历期都在20 o d 以上
。 “

夏文
”

所

列幼虫 8 个龄期的有效积温数据
,

不知是如何得到的? 更使人怀疑的是
:

从
“

夏 文
”

认 为
“

最

简便又精确的直接最优法
”

计算的数据中(
“

夏文
”

表 1 )
,

得出幼虫发育起点温度 (℃ )
: 1 龄为

9
.

3 3 6
, 2 龄为7

.

9 0 8 ,

3 龄1 3
.

1 1 1 , 4 龄 4
.

7 4 8
,

5 龄 8
.

8 4 2 , 6 龄3
.

1 9 7 , 7 龄 5
.

2 1 1和 8 龄

为7
.

76 7
。

各龄发育起点温度相差的最大幅度达 ,
.

9 14 ℃
。

数据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
,

我们很

难理解
,

只能从饲养试验人员素质和原始观察数据可靠程度等方面猜疑了
。

在评论 “夏文
”

时
,

我们阅读分析了夏瑞心等的文章 [sl
,

其结果为
:

幼虫发育起点温度越

冬前为8
.

68 士 0
.

49 ℃
,

越冬后为9
.

55 士 0
.

82 ℃ ; 幼虫期有效积温越冬前为7 34
.

27 士49
.

69
,

越

冬后为 5 80
.

9 5 士66
.

90
,

幼 虫期总有效积温为1 3 1 5
.

22 日度
。

与
“夏文

”

表 1 幼虫期总有效积

温 1 84 1
.

57 3 日度作比较
,

相差竟达到 5 26
.

3 53 日度
。

差异如此之大
,

也使我们加 深 了对
“

夏

文
”

所列结果的怀疑
。

(二 ) 关于油松毛虫成虫期有效积沮

据我们观察
,

油松毛虫成 虫羽化的当晚或次 日晚上即行交配
,

交配持续时间最
一

长为一昼

夜
,

交配终止后当晚的产卵量最多
,

约占总产卵量的 70 % 以上
,

而且绝大多数的卵在 l一 Z d

内产出
,

只有极少数卵于第 3 一 4 d 产出 [z]
。 “

夏文
”

没有了解松毛虫成虫的交配产卵 习 性
,

而是
“

以成虫死亡为止
” ,

即按成虫寿命计算成虫期有效积温
,

我们认为这样计算也不妥 当
,

所得数据约高出了 1 一 2 倍
。

夏瑞心等的文章考虑了这种情况
,

没有把成虫期有效积温计算

在内
,

我们感到更接近实际情况
。

(三 ) 油松毛虫发育起点沮度和有效积沮究竟是多少 ?

杏阅国内油松毛虫文献资料
,

夏瑞心等(1 98 6 )报道
,

在室内变温下
,

油松毛虫全世 }弋发

育起点温度为 9
.

82
: { o

.

56
C

c ,

有效积温为1 64 9
.

78 士 4 6
.

1。日度
。

在北京地区
,

在与
“

夏文
”

有

关的文章资料中
,

所介绍的油松毛虫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

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结论
:

1
.

在 19 8 511 三1 2) 〕写的
“

北京地区油松毛虫室内有效积温的初步研究
”

油印资料中
,

称
“

油

松毛虫整个世代的发育起点温 度C = 4
.

79 士 3
.

0 ℃
,

有效积温K = 2 9 2 3
.

5 8 士 2 4 4
.

9 5 日度 (K
;
)
。

据国家气象局三十年(从 1 9 5。一 19 8 0年旧 平均气温 ) 5
‘

C情况下
,

北京地区的积温为 4 4 2 3
.

5

日度(K )
,

那 么二化京地区油松毛虫年发生世代数为 1
.

51 世代
。

也就是说
,

从理论上讲
,

油 松毛

虫在北京地区一年发生一代或一代半
。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油松毛虫在北京地 区发生世代数
,

大多数为一年一代
。 ”

2
.

19 8 6年 5 月 3 一 18 日
,

在 由国家计委
、

经委
、

科委和财政部联合举办 的
“

六五
”

囚家

科技攻关成果展览会上(北京展览馆 )
,

作 为展品的
“

控制油(赤 )松毛虫越冬幼虫 的研 究 (简

介 )
”

材料
,

其中在
“

一
、

油松毛虫发生世代数的进一步探讨
”

中称
: “

经室内恒温条件下
,

测得

油松毛虫整个世代发育起点温度为 4
.

79 士 3
,

。
r

C ,

有效积温为2 7 2 3
,

58 士 2 4 4
.

95 日度
。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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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油松毛虫发生世代数应为 1
.

51 世代
,

与野外多年观察 (包括 1 9 8 5 年 性 引诱 以 1 代 为

主
,

已有记载为年发生 2 代为主 )的情况相符
” 。

3
. “

夏文
”

的结论为(以
“

夏文
”

认为最简便又精确的直接最优法计算的数据 )
:

在室 内 变

温条件下
, “

全世代发育起点温度为 7
.

07 4 ℃
,

全世代有效积温为2 4 4 0
.

27 8 日 度
。

北 京地区

油松毛虫基本上发生 1 代
,

而不是以发生 2 代者为数较多
。 ”

4
.

1 9 8 7年12 月 8 一 9 日
,

在召开的
“

以控制越冬幼虫上下树为主的油松毛虫综合防治技

术研究
”

鉴定会上
,

被鉴定材料
“

油松毛虫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研究 五 ”

称
: “

在不同恒温

条件下试验
,

经过计算
,

测得全世代发育起点温度为5
.

40 1℃
,

有效积温为3 44 5
.

71 1 日度
,

⋯ ⋯

北京地区年发生世代数为1
.

28 世代
,

其结论是基本发生 1 代
。 ”

而在另一篇鉴定材料
“

北京地

区室内有效积温的初步研究
”

中
,

同样是在不同恒温条件下的试验
,

所得结果为
“

整个世代有

效积温 为2 9 2 3
.

5 8 士 2 44
。

95 日度
,

北京地区年发生世代数为 1
.

51 世代
。 ”

综上所述
,

在室内变温下
,

所得油松毛虫全世代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有很大差异
:

夏瑞心等的结论为9
.

8 2 士 0
.

5 6 ℃
, 1 6 4 9

.

7 8 士4 6
.

1 0 日度
, “

夏文
”

结果为 7
。

o 7 4 CC
,

2 4 4 0
.

2 7 8

日度
。

两者比较
,

发育起点温度相差 2
.

7 46 ℃
,

有效积温相差7 90
.

4 98 日度
。

在北京地区恒温

条件下试验
,

所列全世代发育起点温度为 4
.

79 士 3
.

0℃
, 5

.

4 01 ℃
,

有 效 积 温为 2 9 2 3
.

5 8 士

2 4 4
·

9 5 , 2 7 2 3
。

5 8 士 2 4 4
。

9 5和3 4 4 5
.

7 1 1 日度
,

其发育起点温度相差 0
.

6 1 1 ℃
,

有效积 温相 差

72 2或52 2 日度
。

北京地区的发生代数为 1
.

28 和 1
.

51 世代
。

相差如此悬殊的不同结果
,

实在使

读者难以捉摸
,

因此必定会提出一些问题
,

油松毛虫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究竟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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