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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倍:蚜及 其 寄主 数 量 与

角倍产量关系的研究
李正洪 赖永棋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

摘要 倍林中倍材及其冬
、

夏寄主在数量上如何配置才能获得倍子高产
,

是倍

子生产 中一个机其重要的 问题
。

本文首次报道 了三者数量与倍子产 量 的 关 系
,

也

首次提出 了依雏倍数估 刚倍子产量的方法
。

文章指 出
,

在岌寄主 充足的前提下
,

每

亩倍林植侧枝旬灯葬 (含原有鲜) 25 一 30 m
2 ,

每 m , 接种秋迁好 6 一 8 万 头
,

让 倍

蚜 自然繁衍
,

即可获得较高产量
。

关健词 倍 蜂 ; 蚜虫 ,
五倍 子

, 虫痪

五倍予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
,

也是我国传统的出口 商品
。

现知十余种五倍子中
,

以由

角倍蚜 S chle c hte , da lia ‘hfn。, sfs (B e ll) 在盐肤木 R 人u s c 人in e , 515 M ill上形成的 角 倍 为 最

多
,

其产量约占五倍子总量的80 %
。

角倍产区很广
,

现今基本上还处于野生状态
,

单位面积

产 量很低
,

大面积平均每亩仅 l 一 2 k g
。

近年来
,

五倍子需要量剧增
,

出现严重供不应求的

局面
。

为缓解此矛盾
,

国内不少单位都在进行提高五倍子产量的技术及其有关理论的研究
。

就如何改造利用野生倍林
,

提高五倍子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
,

唐觉先生首先提出了倍蚜及其

冬
、

夏寄主相配套的理论 〔‘{ ,

这对五倍子生产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

在生产实践中发现
,

如

何使三者合理配置
,

才能达到高产稳产
,

这仍是一个十分复杂而 又急待解决的问题
。

就角倍

而言
,

盐肤木自然分布广
,

繁殖也容易
,

单位面积产量低的主要原因
,

是倍林中冬寄主缺乏

和倍蚜数量不足
。

为解决此问题
,

笔者采用在倍林 内增加冬寄主和增加秋季迁移 蚜 (下简称

秋迁蚜 )接种量的途径
,

以提高角倍产 量
。

该试验旨在研究树 (盐肤木)
、

鲜 (冬寄主 )和虫(角

倍蚜)数量的合理配置
,

为角倍的高产稳产提供依据
,

也可供研究它种五倍子时参考
。

一
、

试 验 方 法

(一) 试验地的基本情况

本试验于 1 9 8 8一 19 8 9年在四川省峨嵋山市净水乡五倍子试验点进行
,

该地为角倍主产区
。

所 用冬寄主为侧枝甸灯醉 Pla g io 二 : fu m 二 a x i二 o v ie : f玄(L in d b
.

) T
。

K o p
. ,

该鲜 被公认为角

倍蚜的优 良冬寄主
,

也是当地的主要冬寄主
。

试验林地相对集中
,

位于南坡或西南坡
,

坡度

3 0
。

一 5 0
。 ,

海拔 1 0 8 0一 1 2 7 o m
,

面积共 5
.

5 9亩
。

林地 内盐肤木密度每亩约为2 5 0 株
,

树 龄

3 一 5 年生
,

长势中等或中等偏弱
。

林地上层为盐肤木
,

下层为稀疏灌草
,

总盖度0
.

7 ~ 0
.

8a

19 8 8年自然结倍侮亩约 1 k g
。

共设 5 块试验林地 (详见表 1 )
,

其 间为结倍极少的 盐肤木林
,

本文于 1 9 9 0年 3 月1 0 口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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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木林和竹林隔开
。

(二 ) 植醉养蚜

1
.

植鲜 1 9 8 8年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

将从野外采回的侧枝甸灯鲜除去杂鲜后
,

扯成网

状
,

铺于倍林内刘除草皮或表土的缓坡斜面上
,

用力压紧
。

依地表状况
,

植醉地为块状或带

状
,

且分布均匀
。

植醉后加覆盖以遮荫并防止雨水飞溅土粒或冲失种葬
,

然后听其自然生长
。

接种秋迁蚜时
,

测量实际有醉面积
。

2. 接种秋迁蜻及冬季管理 1 9 8 8年10 月上旬至中旬
,

将成熟角倍采回
,

利用趋光习性
,

将秋迁蚜收集起来
,

盛于如盆
、

盘
、

碗等扁平容器内
,

然后用鸡毛挑取
,

均匀地散放于种植

的侧枝甸灯醉上
。

放虫数量依试验要求而定
。

用容积法 (单位容积 内的虫量)计数应散放的秋

迁蚜量
。

接种秋迁蚜后 的主要管理工作是防止人畜破坏和随时 (至少每周一次)清除鲜层上 的

枯枝落叶
、

土块石块等杂物
。

临近越冬蚜羽化时
,

除去鲜层上的杂草
,

以利春季迁移 蚜 (下

简称春迁蚜 )迁飞上树
。

(三) 调查方法

1
.

越冬好数量调查 角倍蚜越冬期间死亡率高
,

且受气候的影响极大
。

越冬蚜群 体 只

有生长发育到即将出现羽化时其数量才与角倍产量的关系较为密切
。

所以越冬蚜数量调查的

时间选在 3 月下旬
。

通过目测
,

将各试验林地内的养蚜鲜块依越冬蚜数量的多少分为好
、

中
、

差

三个等级
,

并分别测量统计其面积 (以 m
“

为单位)
。

再于每一等级中设 40 个 2 c m x 2 c m 的随

机样点
,

各样点连鲜带土一起取出
,

放在体视显微镜下计数各样点的越冬蚜 数 (不含不能羽

化的无翅孤雌蚜)
,

据此统计出各级鲜块每m
Z

之越冬蚜数
,

再分别乘以该等级鲜块面 积
,

乘

积相加即得整块林地的越冬蚜 总 数
,

此总数除以林地内的养蚜鲜 块总面积则为该林地越冬

蚜虫口 密度
,

即每 m
“

醉块的越冬蚜数
。

2
.

雏倍数量调查 1 9 8 9年 5 月26 日进行雏倍数量调查
。

在各试验地每亩随机取样 40 株

盐肤木
,

计数每株树上的雏倍数
,

据此计算出平均每株雏倍数和每亩雏倍数
。

3
.

产量测定 1 9 8 9年10 月上旬将各试验林地内的倍子全部采回
,

浸烫后供干称重
,

计算

亩产
。

二
、

试验结果分析

(一) 雏倍数与越冬蚜数的关系

试验结果(见表1) 表明
,

尽管从即将羽化时的越冬蚜到形成雏倍尚有春迁蚜
、

性蚜和干母

等虫型虫态的变化
,

且在此过程中
,

各虫型均有数量不等的个体死亡
,

但单位面积倍林中之

雏倍数与即将羽化时的越冬蚜数明显地成正相关关系
。

据五块林地的试验结果
,

用最小二乘

法求出二者关系的回归直线方程为
: , 二 0

.

06 7 7 5 x + 0
.

02 2 98
。

刀

—平均每亩雏倍数
, x

—
平均每亩越冬蚜数

。
r = 。

.

8 8 9 5 > r 。
.

。。 = 。
.

8 7 8 5 ,

说明二者相关性显著
。

又进行 t 值检验
,

护 3
.

71 8 。
,

大于 t。
.

。。二 3
.

1 82 5 ,

证明相关系数 r 可靠
。

据方程作出标准曲线如图 1
。

本试验结果
,

雏倍数与即将羽化时的越冬蚜相比
,

平均只有6
.

8 %
,

最高的也仅8
.

2 %
。

4

号林地最低
,

只有 5
.

2 %
,

其原因为该林地较其余四块林地海拔低 120 一 190 m
,

温度稍高
,

越冬蚜羽化早 4 ~ 5 天
,

出现羽化高峰时遇低温阴雨天气
,

致春迁蚜死亡较多
,

干母的数量

也相应减少
,

故雏倍也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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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越冬蚜教与醉橄和虫口密度的关系

试验结果表明
,

群体即将出现羽化时的

越冬蚜数与虫口密度和醉面积大 小 直 接 相

关
。

如林地 1 和林地 3
,

醉上的越冬蚜虫口密

度基本相同
,

平均每 m Z
分别为0

.

44 和 。
.

45

万头
,

而醉面积则分别为 10
.

6和 2 7
.

6 m
2 ,

结果每亩林地内的越冬蚜总数差异甚大
,

前

者仅4
.

“万头
,

而后者却有12
.

42 万头
。

试验

林地若以亩计
,

林地 5 的醉面积比林地 3 少

临
.

月 {净 士越冬蚜数 (万头厂亩 )

图 1 临羽化时越冬蚜数与雏倍数的关系

4 m
Z ,

但因 前者越冬蚜的虫口密度为0
.

71 万头 / m 艺,

每平方米比后者多0
。

26 万头
,

结果每亩

总虫数比后者多4
.

28 万头
。

从表 1 可见
,

在一定限度内多接种秋迁蚜是提高越冬蚜虫口密度

的一条可行途径
。

但接种多少为宜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衰 1 角倍产皿与虫
、

娜橄, 关系润查给果 (l 98 8一 1 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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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部分倍子被盗
,

非买际产址
。

(三 ) 倍子产 t 与雏倍数的关系

影响角倍产量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
,

但具有较多的雏倍数
,

如庄稼的苗数一样
,

是形成

产量的前提
。

据试验结果
,

雏倍数越多
,

倍子产童越高
,

但雏倍过多
,

倍子个体更小
。

如林

地 1 每亩 3 2 5。个雏倍
,

结果每 100 个雏倍可形成 。
.

25 k g 的产二量
,

而 林 地 5 每 亩 有 13 7 5。

个雏倍
,

而每10 0个雏倍只能形成 。
. 15 k g 的产量

。

据此可以推断
,

雏倍太多
,

会出现 倍 蚜

利 用不合理
,

甚至减产
。

每亩具多少雏倍才能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

还需进一步研究
。

三
、

初步结论与讨论

1 。

在一定范围内
,

雏倍数越多
,

倍子产量越高 , 雏倍数与群体即将 出现羽化时的 越 冬

蚜数成直线关系
; 倍林 内冬寄主数量越多

,

虫口 密度越高
,

即将羽化时的越冬蚜数 量 也 越

多
。

试验表明
,

在盐肤木密度为每亩250 株
,

树龄为 3 ~ 5 年生并适于角倍蚜自然越冬的倍林

内
,

每亩植醉 25 一30 m Z、

每 m Z
接种秋迁蚜 6 一 8 万头

,

可获 得 亩产 15 k g 以上的产 量
。

2 .

在角倍的科研生产中
,

调查春迁蚜数
、

性蚜数或干母数都十分不便
,

难以用这 些 虫

型的数量来估测雏倍数和倍子产量
。

即将羽化时的越冬蚜数与雏倍数成正相关关系
,

且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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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蚜数的方法比较简单也较为准确
。

从本试验看
,

一般大体可以用每 100 头即将羽化的越冬

蚜获约 7 个雏倍
,

每 1 00 0个雏倍获 2 k g 干倍来估测产量
。

3
.

因不同年际间的气候变化和倍林环境的差异
,

再加之人为经营强度和管理水平不同
,

在倍林内要确定树
、

醉
、

虫合理配置的准确数量是十分困难的
,

为发挥倍林产倍 的 最 大 潜

力
,

就此还必须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
。

从当前的生产水平看
,

倍林内盐肤木的产倍潜力远未

得到充分发挥
,

倍子产量很低的关键是倍蚜数量不足
。

增加倍蚜数量可以通过增加冬寄主数

量和增大秋迁蚜的接种数量的办法得到解决
。

就本试验结果和角倍产区的实际情况
,

在夏寄

主充足的条件下
,

每亩倍林植醉 25 ~ 30 m 之 (含原有醉)
,

每 m “
接种秋迁蚜(人为散放 或自

然留种) 6 ~ 8 万头
,
则可使倍林获得较高的产量并具明显的经济效益

。

植辞量再增加
,

倍子

单产还会提高
,

但其限度有待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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