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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热带森林害虫的一些生物学特色

刘 元 福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要 本文论述了热带森林害虫生物学的特殊性
,

包括世代
、

寿命
、

产卵延续期
、

异常生物

学
、

滞育
、

休眠
、

拟态和伪装
。

经研究发现
:

热带林虫萦殖快
,

世代多
,

象虫寿命和产卵延续期

长
,

球象幼虫别具一格的取食习性
,

幕拟眼镜蛇的赤顶粉操幼虫
,

用寄主花序伪装的母生花尺蛾

幼虫等
。

关. 润 热带森林害虫 , 生物学特色

热带和温带各有不同的气候环境条件
,

同时亦有不同的森林害虫种类组成
、

种群结构和

生物生态学特性
。

笔者在长期的热带林虫科研实践中看到一些现象
,

经初步归纳
,

作为热带

森林害虫的特色来论述
,

这些现象是否与温带林虫截然不 同
,

或有类似之处
,

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

1 关于害虫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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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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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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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均温19
.

4 ℃
,

) 10 ℃的年积温为8 9 1 4 ℃
,

全年无春
、

夏
、

秋
、

冬之分
,

每天 日照时间变化不大
,

全年分干
、

湿两季
。

我国昆虫生态学家马世骏指出
:
热带高温季节

长
,

虫类繁殖快
,

在湿润地区终年可生殖
,

并可见到各虫态
,

世代间不 易 区 别 [l1
。

以

上论述
,

阐明了热带昆虫年世代多这一生物

学特性
。

笔者等在尖峰岭长期研 究 多 种 林

虫
,

马立证了这一事实
。

现以 18 种鳞翅目害虫 为 例 [s]
,

列 成 表

1
,

由表 l 可见
,

各种害虫年世代数平均为
8 代

,

其中 1 0 ~ 15 代者有 9 种
,

占 4 7 %
。

从类群来看
,

以粉蝶
、

峡蝶
、

螟蛾世代较多
,

枯叶蛾
、

大蚕蛾世代较少
。

从分布较广的两虫种来看
,

其年世代数

变化
:

¹ 杨扇舟蛾 (学名见附录
,

下同 )在河

南
、

河北 3 一 4 代
,

安徽
、

陕西 4 一 5 代
,

江西
、

湖南 5 ~ 6 代 t3 1 ,

海南 8 ~ g 代〔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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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指非滞育者年 世代数
,

此虫部分顶场带 育,

º 以卯滞育或休眠 , » 以加 浦育或 休眠
。

º 栗黄枯叶蛾在长江以南 2 代
,

海南 5 代 [a1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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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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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种害虫
,

由北向南因温度的增高
,

其年世代数亦随之而递增
。

2 关于成虫寿命和产卵延续期

一般来说
,

昆虫寿命长短与温度高低成反比关系
,

高气温地区昆虫生长发育快
,

成虫寿

命短
。

但象虫科的一些种类则较为特殊
。

据文献记载Is1
,

象虫成虫寿命较长
,

其寿命日数 40 0 天以上的有核桃横沟象
, )、 长 棒 横

沟象
、

核桃长足象 , 30 0天以上的有楠象
、

桑象
、

油茶象 ; 20 0天以上的有擦木长足象
、

栋实

象 , 1 00 天以上的有板栗雪片象 , 100 天以下的有栗实象
、

竹横锥大象
、

竹直锥大象
、

枣飞象
、

大灰象等
。

由上述情况可知
,

不同类群和不同虫种的象虫
,

其寿命长短有别
。

现就横沟象属

刀梦sc elu : Fa u st 的两个种作一比较
,

核桃横沟象在四川
、

陕西
,

成虫寿命为4 30 ~ 4 64 天 ; 长

棒横沟象在热带尖峰岭地区
,

成虫寿命早性为4 9 3 (4 1 4~ 6 3 3 )天
,

古性为4 7 2 (2 2 8~ 6 1 0 )天
,

后者 比前者寿命长
,

其产卵延续期 4 1 0(3 17一 6 0 9 )天 〔‘] ,

亦相应延长
。

再以尖峰岭的两种球象为例
:
猫尾木球象的成虫寿命早性为2 6 7(1 9 3 ~ 4 1 0) 天

,

忿性2 47

(1 5 2~ 3 6 0 )天
,

产卵延续期2 2 4 (1 4 4 ~ 3 4 2 )天 , 菜豆树球象的成虫寿命为3 9 6 (1 4 4 ~ 6 6 1)天
。

迄今国内尚未见有关其它球象寿命等生物学特性的报道
,

无法进行地区间比较
。

但这两种球

象在当地的繁殖速度 (年世代12 ~ 14 代)
、

寿命和产卵延续期
,

相对来说是较长的
。

3 关于异常生物学

球象属于象虫总科 Cu r e u lio n o ide a 象虫科 C u r e u lio n id a e 球象亚科C io n in a e
。

这类昆

虫种类不多
,

其生物学特性亦未见有报道
。

笔者曾对猫尾木球象和菜豆树球象做过初步研究
,

发现其幼虫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
,

与象虫科其它大部分幼虫显然有别
。

这两种球象幼虫的主

要特点是如同鳞翅目等食叶害虫一样
,

生活裸露
,

以啃嚼植物叶片为其取食方式
,

而大部分

其它象虫幼虫
,
则生活隐蔽

,

通常潜入植物组织内部或地下生活
。

球象繁殖快
,

世代多
,

在

尖峰岭全年发生10 多代
。

4 关于害虫滞育和休眠

滞育和休眠
,

从表面上看都是生活活动暂时性的休止
,

其生理活动都处于 极 低 的水 平

上
。

休眠是由于不利的环境条件所引起 (如高温或低温 )
,

一旦这些不利因素消失
,

昆虫几乎

立即可以恢复活动
,

继续生长发育,
’

滞育主要受光周期的控制
,

在一定光照条件下
,

同种昆

虫的大部或全部个体中止发育
。

一旦进入滞育就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以及需要一定的条 件(主

要是低温)的刺激
,

才能在回复到合适的条件时
,

继续生长发育 I“]
。

笔者等在尖峰岭热带林虫调研工作中
,

曾先后对42 种害虫做过不同程度的饲养观察
,

发

现部分种类在其生活年史中
,

冬季或夏季出现生长发育停止现象(表 2 )
,

这种生命现象属于

滞育或休眠的范畴
。

尖峰岭地区
,

全年气温变幅均在 8 ~ 4。℃的昆虫适宜温区(有效温区)范围内
,

不存在下

限到达停育(休眠)低温区或上限到达停育(休眠)高温区阅 的间题
。

通常该地区夏季最热月的

高温反而低于温带
,

而冬季最冷月的低温又在昆虫发育起点温度之上
,

按理说该地区昆虫不

1) 核桃横沟象等 1 4种象虫
,

在《中国森林昆虫》一 书中有记载
,

其学名本文附录 中均未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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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休眠现象
。

以热带和温带均有分布的杨扇舟蛾和马尾松毛 虫为例
,

它们 在 温 带 的河

南
、

陕西等地均休眠越冬
,

而在热带海南冬季继续生长发育
,

繁殖后代
,

无休眠现象
。

因此
,

尖峰岭某种害虫某虫态的部分个体生长发育停止
,

可以判断为滞育
,

而冬季全部个体生长发

育停止
,

是滞育还是休眠难以判别
,

需要专门试验研究才能确定
。

衰 2 尖 . 的巨虫的沛育和休眠

虫 名

全年

生 长

发育

冬 季

滞 育

X 季 分不清滞

育或你眠

滞育 (冬季)

卵卵卵蛹蛹

袖木 野奴

绿翅 绢野螟

石梓黄野螟¹

风甩木同纹夜峨

涟笼夜蛾

艳锈斑灯软

杠纹剑尾风报

线拟斑凤操

剑心银斑舟 蛾

黄 星 蚁

棉 妇

珊 毒 蛾

大乌 柏蚕

格 蚕

戒脚大 牛

石榨龟甲

猫尾 木球象

短流角野螟

木麻黄毛虫

异艳灯蛾等

合 计

%

部分预 蛹

部分预 蛹

部分预蛹

部 分 蛹

部 分 蛹

部分蛹

部分蛹

蛹

蛹

成虫

值得指出的是
,

滞育主要是短日照所引

起
,

要经过一定时期的低温刺激才能解除
。

但在尖峰岭 (表 2 ) 发现有四种虫 情 况 却 不

同
,

它们是艳锈斑灯 蛾
,

其 滞 育 蛹历期为

30 7~ 32 3天 ; 剑心银斑舟蛾
,

滞育蛹历期 323

天 , 线拟斑凤蝶
,

滞育蛹历期34 8天 , 枉纹剑

尾凤蝶
,

滞育蛹历期 63 天
。

这四种虫的滞育

期均开始在夏季长日照的光周期下
,

前三种

要经过 7 月和 1月的高温和低温刺激
,

后一

种要经过 7 月的高温刺激后才能解除滞育而

羽化为成虫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热带昆虫的滞育

和休眠与温带昆虫的滞育和休眠是有所不同

的
。

前者大部分昆虫全年生长发育
,

不断繁

殖后代
,

而只有小部分昆虫出现滞育和休眠

(表 2 ) ,

并且其作用信号和刺激 因 素 亦 不

同
。

而后者因冬季温度很低
,

各种昆虫墓本

上均处于滞育和休眠状态
。

5 4 6

11
.

0 0 9
.

5 2 14
.

2 ,

5 关于拟态和伪装

生存是生物的最基本要求
,

达尔文有句幻

识召,>订切74.

n‘砚h

住
: ¹ 学名未 定 .

名言
“

物竞天演
,

适者生存
” 。

生物能生存下

去
,

必须具备各种适应环境的条件
,

才能不被消灭
,

保持其延续
。

昆虫也不例外
,

其生存要

不断与气候等环境相适应
,

其中拟态和伪装就是适应环境的方式之一
。

S 。

1 拟态

拟态是昆虫的保护性外貌
,

即害虫的体形和体色与环境混成一体
,

例如许多夜蛾成虫,

某些害虫的体形和体色类似寄主树木的某一部分
,

如角蝉成虫
、

竹节虫的成虫和若虫
、

枝尺

蛾幼虫以及木叶蝶成虫 , 某些害虫外貌
,

对捕食者来说
,

类似味道不好或具杀伤力的其它昆

虫
,

如具有毒毛和毒刺的毛虫或具有鳌针的蜂类等
。

这是害虫用各种防御方法来防止由于环

境阻力所造成的数量减少川
。

19 8 9年
,

笔者发现尖峰岭的赤果鱼木上有一种赤顶粉蝶幼 虫
,

其形态和动作酷似眼镜蛇
,

虫体长约 4 c m ,

深 绿色
,

胸部膨大如头状
,

其左右两侧各有一

黑色眼状斑
,

受惊时胸部上举
,

状如剧毒的眼镜蛇
,

使人胆怯
,

不敢触摸
,

估计其它天敌亦

不敢接近
。

5 . 2 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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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它物作保护性伪装又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方式
,

这种生物学特性在昆虫书刊中报道甚

少
。

在尖峰岭笔者见到两例
。

其一
,

用头壳伪装
。

绒毛洛瘤蛾幼虫每次脱皮
,

其头壳均粘附在前胸的长毛丛上
,

即每

脱一次
,

增加头壳一个
,

直到老熟幼 虫时
,

共有头壳 5 个
,

小者在上
,

大者在下
,

成串地竖

立于头顶上方
,

构成一塔形物
。

此种伪装摹拟何物
,

尚不清楚
,

但其作用亦在于警戒或欺骗

天敌
。

其二
,

用寄主花序伪装
。

母生花尺蛾(学名未定)幼虫以母生花序为食
,

并咬断花梗
,

粘

贴于虫体各部
,

静止时酷似一枝总状花序
,

伪装得维妙维肖
,

令人真假难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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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 a e t T h e b io n o m ie a l eha r a e te ris tie s o f fo r e s t in s e e ts in the tr o Pie s -

s u eh a s g e n e r a tio n s ,
life 一sPa n ,

la s tin g Pe r io d o f o v iPo s itio n , a bn o r m a l

bio n o m ie s ,
d ia Pa u s e ,

d o r m a n e y
,

m im ie r犷 a n d Pr e te n d in g h a ve be e n d is e u s
-

s e d in th is Pa Pe r
.

F ro m t h e re s u lts
,

it w a s fo u n d th a t t h e m u ltiPlie a t io n

in g e n e r a tio n s o f the fo r e s t in o e c ts in th e t r o p ie s 15 ra Pid ly
.

T he life
一
sp a n

a n d th e la s tin g Pe r io d o f o v iPo s itio n o f t h e s n o u t b e e t le s a re e v e n Iollg
e r

a n d fo o d e a Pt u r e in th e la r v a e o f e io n in a e a re o f sPe e ia l style
.

S o m e Ia r
·

v a e lik e H e石o m o ia g la ub ip p o L
.

(P ie r id a e ) im ita te d the sh a p e a s e o b ra a n d

s o m e la r v a e lik e g e o m e t rid s Pr e t e
nd

e d it se lf a s in flo re 3 e e n e e o f th e h o s t

Pla n 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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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栽培生理研究》出版

由王沙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
、

工世绩(rI
1
国林科院林研所研究员 )和装保华(河北林学院教授 ) 上编的

《杨树毅培生理研究》一书
,

已于 1 99 1年元月由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

该书是近 10 年来杨树栽

培生理研究的成果汇编
,

专家评审认为
,

该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本书内容包括水分生理
、

矿质营养
、

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等四方面
,

共搜集论文59 篇
,

61 万字
。

这些论文
,

侧重于对杨树生长规律的探讨
,

试验结论直接用于指导生产
,

并填补了树木 生理学科的空

白
,

为丰产栽培技术挺供了理论依据
。

在杨树生物量生产
、

造林密度
、

合理灌溉与施肥方面
,

找到了 数虽

化的生理指标
。

研究阐明的杨树对氮素的吸收
、

利用和转化速度 , 氮肥施用量对各种细胞分裂素水平的 影

响 , 磷
、

钾在杨树根
、

茎
、

叶细胞内各部分的分布及其影响生长和光合作用的规律 , 以及由磷
、

钾营养 水平

引起的多胺代谢变化等试验结论都属首次报道
。

测试手段先进是取得本项成果的重要保证
。

在研究过程 中

使用的活体叶绿素荧光诱导曲线测定
,

细胞各部分矿质元素和 x 光微区分析
,

植物激素的气相色谱联 用仪

分析等都是8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

该书是杨树栽培
、

育种
、

病虫害防治等专业的重要参考资料
,

也可为其他树种借鉴
。

该书发行量有限
,

欲购者速将书款 (每册定价10 元
,

邮购者附加邮费 2 元 ) 汇寄
: 1 00 09 1 ,

北京万庵山

后中口林科院林研所刘难荣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