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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蜡虫涌散生态因子的研究

张长海 刘化琴 蒋丽媛

摘要 。 年在云南景东对白蜡虫涌散进行了观测实验
。

结果表明
,

在正常天气情况

下
,

白蜡虫涌散的时间是在上午  
,

下午很少涌散
,

晚上不涌散 涌散的起点指标 温

度
,

湿度
,

光照 , 适宜的涌散生态指标范围 温度
,

湿度 一
,

光照 , 涌散停止为 温度
,

湿度
,

光 照 , 在气 温

情况下
,

白蜡虫很少涌散
。

在生态因子中
,

温度
、

光照
、

降雨
、

湿度
、

大风
、

浓云对白蜡虫涌散

有重大影响
,

而温度
、

降雨
、

光照是制约白蜡虫涌散的关键因子
。

关健词 白蜡虫
、

涌散
、

生态因子

白蜡虫放养是白蜡生产关键环节之一
,

白蜡虫涌散又是白蜡虫放养的重要一环
,

白蜡虫

放养的好坏
,

直接关系到白蜡生产的成败
。

但是
,

白蜡虫涌散受外界环境因子制约
,

为了提

高白蜡产量
,

必须研究白蜡虫在涌散时所需要的生态条件和不同的生态因子对白蜡虫涌散的

制约关系
,

从中探讨白蜡虫涌散的规律
,

找出白蜡虫在涌散时所需要的适宜生态条件和指标
,

为提高白蜡产量和发展白蜡生产
,

提供科学依据
。

本实验是 年在云南省景东县定

点进行的两年连续观测
。

关于这一研究
,

到目前为止
,
未见专文报道

,
现整理如后

。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 白蜡虫种虫 , 。  来源于云南昭通地区海 拔  

的永善县万和乡 , 实验寄主用女贞 坛好
。

研究方法 在实验林地内
,

选 株三年生女贞树
,

株间距离为
,

实验场面积
“ 。

白蜡虫涌散时
,

用小气候仪观测气温
、

湿度
、

光照
、

风速
、

风向
、

云量
、

天气状况 , 仪器

安装
,

阿斯曼通风干湿仪和风速仪安装高度为
,

照度计与挂放种虫的方 位一致
。

实

验时
,

把种虫用大头针通过虫口部分别钉在 左右长两株树干的向阳面 , 另两株钉于 背阴

面
。

观测时间
,

每天
,

每  观测记录一次
,

并同时用记数 器记录白蜡虫

涌散头数
。

选择不同类型的天气进行观测
,

分别在晴天
、

阴天
、

阴雨天
、

低温阴雨
、

高温阴

雨
、

晴雨交错等天气
,

观测白蜡虫涌散情况
,

探讨其涌散规律
。

结果与分析

白蜡虫在正常天气 无大风
、

无雨
、

无冰雹等因子的晴朗天气 和不正常天 气 有大 风
、

一 一 收稿
张长海副研究员

,

刘化琴
,

蒋丽姐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昆虫研究所 云 南昆明  ! 。

参加实验的还有罗万忠
、

叶寿德 , 崔永忠同零整理部 分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卷

雨
、

冰雹
、

低温阴雨
、

高温阴雨
、

晴雨交错等因子的天气 挂放
,

其涌散效果很不一样
,

即使

同一天
,

由于 白蜡虫挂放部位不同
,

其涌散效果也不一样 表
、 。

裹 白 虫在正常天气向阳部位浦傲情况 景东
,  一

观侧时卜

时 分

风 向 云 峨 涌散头数
温 度 湿 度 光 煦 风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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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白, 虫在正常天气背阴部位浦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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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表可见
,

在正常夭气情况下
,

白蜡虫种虫挂放于寄主树枝条的向阳面
,

其涌散起点是

上午 7
:
00

,

生态指标
:
温度 12

。

2 ℃
,

湿度79 %
,

光照 10 O lx
。

涌散适宜的时间 范 围
: 8 :30

~ 10
:30 ,

生态指标
:
温度15

.5~ 23
.0 ℃

,

湿度73% 一64%
,

光 照5 00 0~ 26 0 00 lx
。

涌散停

止是 14
:25 ,

生态指标
:
温度28

。

8 ℃
,

湿度22%
,

光照 20 000 lx
。

由丧 2 所见
,

在同一天气情况下
,

白蜡虫挂放于寄主树枝条背阴面
,

其涌散开始是7
:
15

,

生态指标
:
温度12

.4 ℃ ,

湿度 83 %
,

光照 150 lx
,

涌散高峰在9: 45
。

涌散适宜的时间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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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 2 0:30
,

生态指标
:
温度16

。

8 一23
。

0 ℃
,

湿度71% ~ 64%
,

光照 1 5 00一5 500 lx
。

涌散

停止在16
:00

,

生态指标
:
温度30

。

2 ℃
,

湿度 21 %
,

光照 1 60 o lx
。

由此 可 见
,

白 蜡 虫 幼

虫 涌 散
,

就 是 在同一地区
、

同一天
,

同样寄主树上挂放
,

由于种虫挂放于寄主树枝条的不

同部位(向阳与背阴
,

寄主树上
、

中
、

下部)
,

其涌散的时间及生态指标也不同
。

因此
,

在白

蜡生产中
,

一要适时放养
,

二要在寄主树适宜的枝条和部 位放养
。

白蜡虫在阴天涌散情况

见表 3
、

4
。

表 3 白绪虫在阴雨天向阳部位涌傲倩况

温 度 湿 度 光 照 风 逮

(景东
,

1 9 8 1 一04 )

观洲时间
夭气状况 挂放部 位

(时:分)
风 向 云 量 涌散头数

(℃ ) (% ) (lx ) (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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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状况 挂放部 位

(时:分)

表 4 白蜡虫在阴天背阴部位浦傲愉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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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

4 看
,

白蜡虫在阴天挂放于寄主树枝条的向阳或背阴面
,

其涌散的时间都是在

7 :15 开始
,

生态指标
:
温度15

。

2 ℃
,

湿度
、

81
%

,

光照 100 lx
。

但是
,

挂放于向阳部位的白蜡虫

适宜的涌散时间是 8
,

3 。~ 1。:3。,
而佳放于枝条背明部位的自蜡虫涌散 适宜时 间为 8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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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0 ,

适宜 的生态指标范围
:
温度17

。

2 一22
。

2 ℃
,

湿度76夕石~ 6 2%
,

光照7 000~ 14 000 lx
;

白蜡虫涌散停止的时间
,

挂放于向阳部位的白蜡虫比挂 放于背阴 部位的白蜡虫 涌散的时 IhJ

长
,

延长到13
:。。结束

。

这是因为挂放于向阳部位的白蜡虫没有受地面和空间遮荫物的影响
,

从而获得更多热量和光照的缘故
。

而挂放于枝条背阴部位的白蜡虫
,

由于受遮荫物的影响不但

温度低
,

而且光照也弱 (主要是散射光)
。

说明阴天对 白蜡虫涌散有一定抑制作用
。

从而进一

步说明
,

白蜡虫幼虫涌散没有一定的光照不涌散
,

根据多年观测
,

白蜡虫在夜间不涌散
。

白

蜡虫在低温阴雨夭涌散情况见表 5
、

6

。

表 S 白绪虫在低沮天气向阳部位浦胜情况 (芳乏东 ,
1 0

31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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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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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6 所见
,

在低温阴雨天气
,

我们从早晨 6
:5 0观察到17

:
00

,

无论是挂放在原寄主

树枝条向阳面还是挂放于原枝条背阴面的白蜡虫很少涌散
,

因为低温阴雨抑制或延缓白蜡虫

涌散
。

因此
,

在白蜡生产中
,

一定要选择温暖晴朗无大风的好天气放虫
,

不然
,

将会给 自蜡

生产带来重大损失
。

白蜡虫在小雨
、

气温持续升高天气涌散情况见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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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7 用, 夭气妞特续升官与幼虫浦位价况

沮 度 漫 度 先 照 风 速

(景东
,

1 9 8 0一05)

观洲时 间

(时:分)

夭气软况 挂放部位 风 向 云
(℃) (% ) (Ix ) (m /

s)
量 涌俄头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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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11

O叮‘恤�00石.心介舀0.‘怪自一 」了1�Jql一月伙介JZ
‘1‘吸乙勺n‘比舀民J月舀,上下上,二

O口内了JUJ一恤舀尸J
‘通��舀LJ一3一舀,几‘甘自O�b一奋刀�冷‘,1一�6已

8只8吕88
OU�胜0.
88s
t了护了内子,Jt开了�J了

6
: 0 0

了: 00

8 : 0 0

8 : 1 5

8 : 8 0

8 : 4 5

, : 0 0

9 : 1 5

马: 3 0

9 :4 5

1 0 :0 0

1 0 :1 5

1 0 :3 0

1 0 :4 5

1 1 :0 0

1 1 : 15

1 1 : 30

1 1 :4 5

1 2 :0 0

1 5 :0 0

阴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雨停

阴

转晴

转晴

转晴

转晴

转晴

转晴

转晴

转晴

转晴

转雨

向阳

向阳

向阳

1句拍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向阳

20
.
8

21 .0

21
.
6

21
.
6

21
.
5

21
.
5

21
.
4

1马
.
4

2 0 0

2 3
.
0

2 3
.
4

2 3
.
8

2盛
.
0

2盛
.
2

2 4
.
8

2 5 7

2 6
.
5

2 7
.
5

2 8
.
0

2 5
.
4

4 0 0

3 00

5 00

石0 0

7 2 5

1 0 00

2 5 00

4 2 00

5 50 0

7 4 00

8 00 0

9 50 0

1 1 0 0 0

1 2 5 0 0

1 4 0 0 0

1 3 5 0 0

1 3 0 0 0

1 3 5 0 0

1 2 5 0 0

3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2

0

0

0

.

0
3

0

。

0 5

0

。

0
4

0 0 2

0

0

0

N

认
0
0
NW
N
NW
NW
0
0
0

9/20
10/10
10/10
10/10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20/10
。
.
5 /
1 0

。八0

8八0

7/1 0

‘
/
1 0

‘八0

5/10

c/10

芍/
10

7
/
10

注 : 佑:1 5开始下小雨
,

9 : 3 0 万停
。

表 7 看出
,

在小雨气温持续升高的天气情况下
,

且雨水没有流入种虫壳 内
,

白蜡虫仍进

行涌散
。

但涌散的幼虫数量少
。

当雨停止后
,

天气转晴
,

气温升高
,

光照加强
,

白蜡虫涌散

速度加快
,

涌散头数增加
。

1 2
:
0 0 后

,

虽然天气晴朗
,

气温升高
,

光照加强
,

但 白蜡虫却很少

涌散
,

到15
:
00 涌散停止

。

实验表明
,

白蜡虫在28 ℃以上
,

即使光照 加强
,

也是很少涌散
。

根

据多年观察
,

在正常天气情况下
,

白蜡虫涌散是在上午进行
。

下午很少涌散
,

夜间不涌散
,

这也是白蜡虫主要生物学特性之一
。

白蜡虫在晴雨交错的天气涌散情况见表 8
。

1 9 8 0 年 5 月22 日观察白蜡虫涌散时
,

碰到一

个特殊天气
,

即早晨6
,

0 0 天气晴朗
, 7 :

45 后天气转阴下小雨
,

8
:

20 开始下大 雨
,

9
:

20 后

雨停
,

接着天气转晴
,

当时
,

太阳暴晒
,

温度激增
,

这种生态环境的突变
,

对白蜡虫涌散
,

产

生重大影响 (表 8 )
。

由表 8 所见
,

在晴雨交错的天气里
,

降水对白蜡虫涌散有抑制作用
,

当雨过天晴后
,

白

蜡虫在适宜的生态条件下
,

又继续涌散
,

本实验从10
,

00 至11
,

00

,

生态因子变化的幅度不大
,

因而白蜡虫涌散的头数几乎均等
。

但是
,

当11
:
15 太阳暴晒

,

光照上升为11 ooo lx
,

很 快 又

骤增到 15 ooo lx 时
,

当时从三个观察点看到白蜡虫幼虫涌散象滚雪珠一样
,

从虫壳 口 部 滚

出来
,

同时在15 m in 内
,

幼虫涌散分别为703 头
、

6
60 头

、
5
02 头

。

这种现象 的出现
,

是因为

雨后太阳暴晒
,

气温急增
,
因而使虫壳内的温度也随之急增

,

白蜡虫幼虫在种虫壳内忍受不

了这急剧温度的变化
,
故幼虫象滚雪球一样从虫壳内向外连滚带爬地涌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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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8 白, 虫在. 雨交. 的情况下的涌胜 (景东 ,
1 9 8 0 一05 )

观 目时 间 天 气 挂 放 沮 度 湿 度 光 照 风 速 涌 散
风 向 云 俄

(时 :分 ) 状 况 部 位 (℃ ) (% ) (lx ) (m /
s) 头 数

‘: 0 0 晴 向阳 21
.
2 86 2 1 0 0 0 0 2

‘

1 0 0

6
:

1 5 晴 向阳 21
.
0 一 220 0 0 3月 0 0

6 :30 阴 向阳 2 1
.
6 一 230 0 0 7/10 0

6 :45 小雨 向 阳 20 .2 一 240 0 0 10/]0 2

7 :00 小雨 向阳 19
.5 9‘ 2 5 0 0 0 一。

/
1 0 4

s :0 0 小雨 向阳 10
.
8 94 1 000 0 0 10八0 12

8:15 小雨 向阳 19
.7 , 6 1 2 0 0 0 0 1 0八0 ,

s : 3 0 大雨 向阳 1 ,
.

5 , 7 1 3 00 0 0 1 0
/

1 0 0

s : 4 5 大雨 向阳 29
.5 97 1 刁0 0 0 0 1 0八0 0

g:00 大雨 向阳 10
.
4 9 8 1 5 00 0 0 20/10 0

9:15 雨小 向阳 19
.
4 95 1 400 0 0 10/10 0

9 :ao 雨小 向阳 19
.
9 95 1 500 0 0 10/10 0

g :45 雨停 向阳 20
.5 93 2 4 00 0 0 。

/
1 0 0

1 0 :0 0 转晴 向阳 21
.
0 9 0 5 500 0

.
02 N W s/10 12

l。: 15 转晴 向阳 21
.
2 5 5 8 0 00 0

.
0‘ N W

了
/
1 0 2 2

10 :3 0 转晴 向阳 2一 3 8 7 7 5 0 0 0
.
0 3 N W

7
/
1 0 3 2

1 0 :4 5 转晴 向阳 22
.
6 55 , 0 0 0 0

.
0 5 N W

7八0 12

11:0 0 转晴 l句耳生 2 2 一 ￡3 1 一 0 0 0 0
.
0 5 N W 6 /

1 0 1 。

1 1 :1 5 转晴 I句阳 23
.
0 5 1 一5 0 0 0 0

.
0 6 N W 6八0 5 02

11:3 0 转晴 向阳 2月.0 7 5 1 4 0 0 0 0
.
0 . N 6 /

1 0 3 1 6

1 1 :4 5 转晴 向阳 24
.
4 72 一2 0 0 0 0

.
1 2 N E 6 / 1 0

2 5 1

12 :0 0 转晴 向阳 25 .0 70 1一0 0 0 0
.
0 7 N E S。0 158

12:15 转晴 向阳 25
.
2 70 9 500 0

.
06 N W S八0 126

一2 :3 0 转晴 向阳 25
.4 石6 9 5 0 0 0

.
0 5 N W

s
/ 1
0 1 9

一2 坷5 转晴 向阳 25
.2 ‘9 1 0 0 0 0 0

.
0 5 N W

s八。 ‘

1 5 :0 0 转晴 向阳 26
.
6 6 1 0 000 0

.
05 N S八0 0

注. 6 :月5下小雨
,

8
:

3 0一9 :45下大雨
,

使正 在涌徽 的幼虫停止涌徽
。

从上述阴雨气温持续升高和晴雨交错的天气看
,

在白蜡虫生产中
,

应避免在这种天气挂

放白蜡虫种虫
。

因为白蜡虫在这种天气情况下
,

先后涌散出来的幼虫
,

定叶
、

定杆不整齐
,

其后 白蜡虫生长发育也参差不齐
,

因此
,

对白蜡生产不利
。

3 小 结

(1) 白蜡虫涌散的时间
,

在正常天气情况下
,

均在上午进行
。

在云南景东白蜡虫涌 散 的

时间通常是 7
:00~ 一2

:0 0
,

最适宜的涌散时Ibj s
:30~ 10

:30 ,
1 0

:
3 0 后

,

涌 散 逐 渐 下 降
,

12
, 。0涌散基本停止

。

但是
,

白蜡虫涌散因各地气候不同而不同
,

即使在同一地区
,

因每年气

候变化
,

白蜡虫涌散的时 间也有差异
。

在不正常天气情况下
,

白蜡虫涌散因受生态因子的制

约
,

其涌散的时间
,

将推迟
、

延长
。

白蜡虫很少在夜间涌散
。

(2 ) 影响 白蜡虫涌散的主要生 态因子 [’,:1
,

是温度
、

湿度
、

光照
、

降雨
、

云量
、

云团和

不利天气因素
,

在这些生态因子中
,

对白蜡虫
.
通散起主导作用的是温度

、

光照
、

湿度
、

降雨
,

一般讲
,

微风对白蜡虫涌散影响不大
,

而大风对白蜡虫涌散有影响
夕 风向对白蜡虫涌散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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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在正常天气白蜡虫开始涌散的生态指标
:
温度12 ℃

,

湿度 80 %
,

光照 10 0 lx , 涌 散 适

宜的生 态 范 围18~ 2 5 ℃
,

湿度25 % 一45 %
,

光 照 12 50 0~ 1 6 00 0 lx , 涌 散 停 止时
,

温度

30 ℃
,

湿度 22 写
,

光照 20 00 0l x
,

一般讲
,

气温在25~ 28 ℃
,

白蜡虫很少涌散
。

( 3) 根据观测结果
,

建议在白蜡虫放养时
,

要避开不利天气因素
,

选择温暖无大风的晴朗

天气进行
。

在正常天气
,

白蜡虫放养最好在傍晚或清晨进行
,

这样可减少白蜡生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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