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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

关挂词 白蜡虫 寄主树 良种选育

我国白蜡生产历史悠久
,

地域辽阔
,

云南
、

四川
、

湖南
、

西藏等20 多个省区都有白蜡虫

分布
。

但长期以来
,

广大产区仅用女贞树和白蜡树养虫
、

产蜡
,

寄主树种单一川
,

成为影响

我国白蜡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

吴次彬教授提出
,

为发展白 蜡资源 开 展寄主树选育研

究〔“]
。

1 9 8 6年笔者分别从福建
、

四川
、

湖南
、

辽宁
、

云南等省的白蜡产区引入 n 个寄主树种
,

在云南景东育苗造林
,

放养白蜡虫
,

从中选出优良寄主树种华南小蜡
、

散生女贞
。

现将 2 树

种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试脸材料和试地概况

白蜡虫 E , 1’c e : u : p e la Cha v a n e s 取自云南 祥 云 坝 女 贞 树 上 ; 华 南 小 蜡 L fg u str u二

c a lle叨 a n u m D e e n e
.

引自福建三明海拔 i so m 地区
,

散生女贞 L
. c o n lo s unz D e e n e

.

引自

云南海拔1 6 0 0 m 的云南永德地区
。

对照寄主树种
,

选用白蜡产区常 用的女贞 树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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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t
. ,

产于景东
,

以及引自四川峨嵋的白蜡树 F : a x in o s chin e n s￡5 R o x b
·

白蜡虫寄主树良种选育试验地
,

位于南亚热带的云南景东批把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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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氮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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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磷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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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效钾 i g
.

5 5 p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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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引种栽培和 引入树种的生物学特性
、

适应性观洲

经全国白蜡产区调查后
,

对有生产价值的寄主树种采集种子
,

在 1 7
.

7亩土地上育苗造林

进行栽培试验
。

为了排除试验地局部差异的影响
,

以立地条件相对一致的地段划分为三个大

区
,

各树种在每一大区中设小区
,

分别重复二次
。

本试验分别观测各树种的形态特征 ; 物候变化 ; 植株生长发育状况
;
抗干旱 ; 抗病虫害

能力
。

从而进一步了解供选育寄主树种的生物学特性及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

1
.

3 放养白蜡虫鉴定

各树种挂放白蜡虫均采用80 目尼龙纱制作成5 c m x 3 c m 的虫袋
,

装种虫后 封 口 进行挂

放
,

以防害虫蔓延
。

卵量和性比测定
,

是在雌白蜡虫吊糖结束后
,

分别在各树种上有代表性

地各取 n 头种虫
,

用双目解剖镜测定卵量和雌
、

雄性比
。

蜡花厚度测定
,

是在雄虫进入放箭

本 文于 1 9 9 1年 8 月2 2 日收到
。

* 许继芬
、

周静
、

蔡静
、

崔永忠等参加部分工 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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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

对各树种分别取 10 0个蜡花样测定
。

比较各寄主树种的产虫
、

产蜡性能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新选寄主材种的形态特征及钧候

华南小蜡是木挥科女贞属的一种半常绿乔木
。

分枝多
,

枝细长而开展
,

小枝有短柔毛
;

单叶具短柄
,

叶对生
,

长椭圆形
,

先端钝
,

叶片长 3 ~ 5 c m
,

宽 2 ~ 3 c m
,

革质全缘
,

叶背

中肋有短柔毛 , 小白花具清香
,

顶生圆锥花丛稀疏 , 果实近球形
,

浆果状核果
,

通常种子 2

枚
。 5 月开花

,

12 月种子成熟
。

产于福建
、

广东
、

广西
、

湖南
。

引种到景东
, 2 月上旬至 4 月

上旬为换叶期
, 4 月中旬至 8 月上旬开花期

,
8 月中旬至n 月下旬果期

,

12 月上
、

中旬为果

熟期 , 三年生树开花结实
。

散生女贞是木挥科女贞属的一种常绿乔木
。

枝开展
,

小枝和叶平滑无毛 ; 单叶对生
,

叶

片半革质全缘
,

呈卵状披针形
,

先端渐尖
,

叶片长 3 ~ 4 c m
、

宽 2 ~ 3 c m ; 白色 小 花具 香

气
,

顶生画锥花丛稀疏
、

狭窄
,

长 4 ~ 7 c m ; 果 实 近椭圆形
,

浆果状核果
。

4 月开花
,

翌

年 1 月种子成熟
。

产于云南
、

西截
、

印度
、

缅甸
、

泰国
。

引种到景 东
, 2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

抽梢长新叶
, 4 月下旬现花雷

,
5 月上旬至 8 月下旬花期

, 9 月上旬至 12 月下旬果期
,

翌年

1 月果熟
。

2
。

2 生长发, 状况

华南小蜡在景东播种后
,

13 ~ 15 天开始发芽
,

18 ~ 20 夭大量发芽出土
。

播种90 天
,

幼苗

平均高1 1 9
。

3 em
,

地径 1
.

o e m
。

19 5 6年 3 月 9 日播种华南小蜡
,

当年 7 月 7 日营养袋苗上山

定植
,

造林成活率达 9 8
.

3 %
。

三年生树采收白蜡虫前的生长星见表 1
。

斑 1 各 材 种 生 长 t 比 软 华南小蜡从北亚热带福建三明 1 80 m 的

株 高 地 径 宜蜻枝长 冠 幅

材 种 树 叶
(c m ) (e m ) (e m ) (e m Z )

一 年 生

华甫小蜡 二 年 生

三 年 生

一 年 生

徽生女贞 二 年 生

于三 年 生

的
.

8

2 0 8
.

0

2 6 8
.

3

1
.

9

2
.

7 9 12
.

1

7 8 2
.

3

6 7 9 6
.

5

4 2 5 3 8
.

5

6 5 18 6
.

2

8 3
.

6

1 28
.

7

2 5 0
.

0

2
.

0

4
.

2

3 9 3
.

8

8 19
.

0

5 15 3 6

7 90 3
.

2

40 扭8 9
.

8

女 贞 析

1 0 5
.

7

1 6 4
.

5

1 91 5 :
’

:
4 06

.

7

4 2 1
、

3

2 5 92
.

2

1 2 4 8 3
.

0

1 9 8 08
.

2

白 绪 树

6 7 7

1 6 4
.

2

2 2 5
.

9

3 7 4
.

0

6 1 4
.

4

3 02
.

0

4 6 8 6
.

0

1 5 仑9 7
.

6

的景东批把山攀殖栽培
,

植株生长快
、

分枝多
、

良好
,

对新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
。

2
.

3 抗千一
、

扰自虫一, 况

低海拔地区引种
,

在南亚热带海 拔 1 13 O m

的云南景东批把山繁殖栽培
,

植株生长好
,

宜蜡枝多
,

光合面积大
,

与常用寄主女贞树
、

白蜡树相比较
,

生长量有较大增长(表 1 ) ,

三年生树开花结实
,

生长发育良好
。

这表明

华南小蜡树对变化较大的生态环境有较强的

适应性
。

散生女贞在景东 播 种 15 ~ 17 天开始发

芽
,

20 ~ 2 3天大t 发芽 出土
。

播种 90 天
,

平

均苗高 1 1 5
.

0 em
,

地径o
.

g e m
。

一9 5 6年 3 月

9 日播种散生女贞
,

当年 7 月 8 日营养袋苗

上山
,

造林成活率达98
。

l %
。

散生女贞从海

拔 16 0 0 m 的云南永德地区引种
,

在 1 1 3 0 m

树冠开展
。

三年生树进入生育期
,

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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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山地千旱膺薄
,

女贞树出现枯梢
,

并有臭蜻和钻心虫危害叶及树千 , 女贞树
、

白蜡

树至今未见开花
。

但在同样立地条件下
,

同是营养袋苗上山
,

同期造林的华南小蜡
、

散生女

贞枝叶繁茂
,

生长发育良好
,

能耐干旱
,

也未发现病虫害
,

是宜于亚热带山区栽培的白蜡虫

寄主树种
。

2
.

4 虫
、

蜡生产性能

白蜡虫一年发生一代
。

在景东
,

白蜡虫幼虫 4 月上
、

中旬涌散固定
,

雄虫泌蜡
,

到 7 月

下旬至 8 月上旬交尾后雄虫死亡 ; 雌虫继续发育
,

于翌年 3 月上
、

中旬吊糖结束后
,

采种虫

挂放
。

本试验对上述三年生寄主树作放养白蜡虫试验
,

比较其虫
、

蜡生产性能
。

2
.

4
.

1 种 虫繁育情 况 1 9 8 8年 4 月23 日
,

从云南祥云坝女贞树上引入白蜡虫种
,

对以上树种

分别进行白蜡虫的初代放养
。

1 9 8 9年 4 月及 19 9 。年 4 月
,

继续进行子代种虫繁育
,

结果见表 2
。

表 2 白 蜡 生 种 虫 公 育 情 况

挂 种 虫

蜡虫世代 寄主树 种
( g )

产 种 虫 种 虫 虫体 直径 怀 卵 量 (粒/ 头)

( g ) 放 收 比 (m m )

—
雌

: 雄
平 均 最 高 最 低

初 代 女 贞 树

华南小蜡

散生女贞

女 贞 树

白 蜡 树

华南小蜡

散生女贞

女 贞 树

自 蜡 树

8
.

8 ~ 9
.

5 7 2 0 4
.

0 1 2 2 9 3
.

0 1 0 6 3
.

0 1
:
2

.

3

子
一 1代

6 01
.

2

7 9 8
.

5

2 0 0
.

3

2 00
.

0

7 7 5 0
.

4

1 6 4 7
.

5

6 0 1
.

2

3 0 2
.

5

1
:
9

。

7

1
:
2

.

1

1
:
3

.

7

1
:
1

.

5

8
.

5 ~ 9 2

8
.

5 ~ 9
.

5

8
.

5 ~ 9
。

6

8
.

7 ~ 9
.

7

5 6 9 8
.

3

6 5 35
.

5

6 7魂0
.

2

6 8 6 1
.

8

8 19 6
.

0

9 5 81
.

0

9 4 98
.

0

9 3 46
.

0

2 8 9 5
.

0

3 2 3 8
.

0

3 4 5 7
.

0

2 7 7 9
.

0

1
:
2

.

8

1
:
2

.

8

1
:
2

.

5

1
:
3

.

5

子
一
2 代

9 60
.

3

8 99
.

2

75 2
。

9

8 8 4
.

6

4 1 0 1
.

6

1 7 9 8
.

3

1 5 8 1
.

0

1 4 1 5
.

4

1
:
4

.

3

1 : 2
。

0

1 :
2

.

1

1 :
1

.

6

9
.

1 ~ 1 0
.

0

8
.

8 ee 9
.

6

8
.

5 ~ 9
.

1

9
.

1 ~ 1 0
.

2

7 3 2 4
.

4

5 4 3 8
.

2

3 9 1 0
.

5

7 3 9 0
.

6

1 2 1 31
.

0

1 0 60 3
.

0

5 80 7
.

0

1 1 80 5
.

0

3 9 1 1
.

0

3 2 5 2
.

0

1 8 1 7
.

0

3 1 85
.

0

1 : 3
.

6

1 : 3
.

4

1
:
3

.

6

1 : 3 5

从表 2 看出
,

各树种上子
一 1 代种虫较初代种虫的怀卵量普遍降低

。

这是因为 19 8 9 年天

气干早 ; 寄主树养分不足 , 白蜡虫对新环境不够适应等因素的影响
。

子一 2 代 恢 复正常
,

除

女贞树外
,

其它树种子一 2 代白蜡虫的最高怀卵量均有明显提高
,

这与树龄增长
、

养分 积 累

增多
,

为白蜡虫正常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紧密相关〔“〕
。

因 子
一 1 代 种虫采收后摊

晾不够
,

出现乌沙
,

加上持续高温干旱影响
,

放虫效果不好
,

使各树种 上 子
一 2 代种虫放收

比降低
。

表 2 还可看到
,

各寄主树种上
,

不同世代的白蜡虫繁育比较
,

又以华南小蜡产虫量

最高
,

种虫发育良好
。

散生女贞也能繁育种虫
,

较同样干旱环境的女贞树产虫好
。

由于女贞

树对水肥条件要求较高
,

在干旱条件下
,

植株长势差
,

影响了种虫繁育
,

故使怀卵量显著下

降
。

白蜡树在景东栽种后
,

n 月至翌年 2 月为落叶期
,

由于养分积累减少
,

生活环境变化
,

导致雌白蜡虫大量死亡
,

使自蜡树产虫量低
。

2
.

4
.

2 产蜡性能比较 19 8 8年 4 月
,

初代放养白蜡虫试验
,

主要是繁育种虫
。

散生女 贞 产

蜡 5 57
.

3 9
,

华南小蜡产蜡530
.

2 9
,

白蜡树175
.

1 9
,

女贞树62
.

8 9
。

19 89 年 4 月挂 放 白

蜡虫
,

因乌沙和持续高温干旱
,

放虫效果差
。

为了进一步鉴定各寄主树种的产蜡性能
, 19 90

年采种虫后
,

分别在原树种其它植株上继续进行子
一 2 代白蜡虫放养

,

并引昭通白蜡虫挂放
,

作对比试验(表 3 )
。

从表 3 数据看出
, 1 9 9 0年 4 月放养的白蜡虫

,

无论是景东子
一 2 代 白 蜡虫

,

还是昭通白

蜡虫
,

都获得了良好的产蜡效果
。

蜡被丰满
,

连片率高
,

又以华南小蜡产蜡量最高
,

散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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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产 , 性 挂 比 较

蜡 虫种砚 寄主树种
挂 种 虫

(g )

产 蜻 t

(g )

蜡 花 厚 (m m )
虫 。蜡

华甫小蜡

徽生女贞

2 5 0 6
.

5

8 78 0

6 1 0
.

2

5 1 7
.

1

7 5 5 0
.

4

2 0 0 0
.

0

1 3 Q2
.

1

1 5 0 0
.

8

1
.
3

。

O

1 : 2
.

3

l
一
2

。

1

1 : 2
.

9

1 一3
.

1

1 . 2
.

3

1 , 1
。

1

1 一3
.

2

5
。

8 7
.

0

景 东 种 虫

子
一
Zf七

5
。

0 6
.

9

5
。

6 7
.

5

华南小蜡

故生女贞

5
。

8 7
.

3

5
。

3 7
.

1

昭 通 种 虫

8 0 9
.

6

7 5 9
.

2

5 0 1
.

1

8 3 9
.

1

2 5 3 1
.

0

1 78 0
.

6

5 6 0
.

3

2 66 1
.

7

5
。

4 6
.

9

5
.

8 7
.

5

4
.

0

3
.

3

4
.

0

3
.

9

3
.

8

3
.

5

3
.

9

贞产蜡也好
。

这与 2 树种较耐干早
,

生长发育良好
,

宜蜡枝多
,

养分充足有关 , 也表明华南

小蜡
、

散生女贞产蜡性能好
。

女贞树在水肥条件好的适宜环境下
,

植株生长发育好
,

产蜡
、

产虫也好
,

但上山定植后

对干旱环境反应不 良
,

易遭病虫害
、

出现枯梢
、

植株瘦弱
,

养分不足导致雄白 蜡虫 大 量 死

亡
,

蜡花零星分布
,

产蜡量低
。

在雄白蜡虫大量泌蜡的 5 ~ 7 月正是雨季
,

水热充沛
,

白蜡

树长势好
,

养分充足
,

蜡被丰满
,

但因分枝少
,

产蜡量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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