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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枣铁倍蚜和蛋铁倍蚜

两种新冬寄主鲜研究
’卜

刘应迪 李 蔷

摘婆 本文报道了湖南省枣铁倍蚜K o 6u r a g ‘a e n s i口a ll‘s 和蛋铁倍蚜 K
。 o v o g a llis的两种新

冬寄主醉
:

东亚毛灰醉 H o , , : o , a lli: ‘, , : e o n , : e 义 。阴 和东亚褶叶醉 P o la 用 o c lo d iu。 , , a c r o : t e口f‘J。
。

白然倍林中调查和荃地实验结果表明
,

这两种醉是枣铁倍蚜和蛋铁倍蚜的 优 良冬 寄主
。

此外
,

对两种新冬寄主醉的生物学特性
、

繁殖栽培方法和培育管理等也作了探讨
。

关位词 醉类位物
、

越冬寄主
、

五倍子蚜虫
、

东亚毛灰辞
、

东亚褶叶醉

枣铁倍和蛋铁倍是产结于红鼓杨 (尸人u : p : nja b。n sis S te w
。

v a r
. sio ie a ) 复叶上的两种

极有生产价值的五倍子
。

但是
,

目前营造大面积丰产倍林的工作
,

还受到冬寄主资源缺乏
,

大

墩繁鲜困难 等条件的限制
。

针对这个间题
,

作者在湖南保靖
一

县
、

龙山县等 铁 倍 产 地
,

经过

1 9 9 0 ~ 1 9 9 2年 3 年的实地考察和实验研究
,

发现了铁倍类蚜虫两种新冬寄主醉类植物
,

现将

有关结果整理如下
。

1
。

1

两种新冬寄主薛的形态特征和分布

东亚毛灰醉 (灰醉科 H y p n a c e a e)

东亚毛灰醉〔H
o m o o a lliu 二 e o n n e x “m (Ca r d

.

) B ro th
.

〕(图 1一i ~ 6 )
,

植物体较纤细
,

黄绿

色或褐绿色
。

茎甸甸
,

羽状分枝
,

枝长 5 ~ 10 m m
,

圆 柱形
、

密披叶
,

干时叶紧贴
。

叶卵形
,

尖端狭长
,

长 l~ 1
.

5 m m
,

宽0
.

5 ~ 0
.

6 m m
,

叶边上部具细齿
,
中肋 2

,

达叶长的 1/ 2一 l / 4
,

叶中部细胞长菱形或线状椭圆形
,

背面先端具前角突起
,

角细胞方形
,

沿叶边向上延伸
。

雌

雄异株
,

茹柄橙红色
,

抱菊卵形
,

平列
,

弓形弯曲
。

在 湖南保靖县科乐村发现
,

生于海拔5 30 ~ 7 00 m 的林下
,

溪沟旁较干燥的石面 或 树 干

上
,

成小片状生长
。

分布于安徽
、

浙江
、

福建
,

朝鲜和 日本也有
。

1
.

2 东亚摘叶醉 (青醉科 B r a e hyh e e ia e e a e )

尔亚褶叶鲜 [ P a la o o c la d i。。 二a e r o : te g io m (S u ll
.

e t L e s q
.

)〕(图 1一 7一 1 0 )
,

植物体软

粗壮
, 止

卜燥时硬挺
,

黄绿色
,

下部黄褐色
。

茎甸旬
,

长 5 ~ 6 c m
,

不规则分枝或近羽状分枝
,

分枝直立或倾立
,

长 1 ~ 2 c m
。

叶多列
,

披针形或卵状披针形
,

先端具狭长尖
,

长 1
。

5 ~ 2
.

5

m m
,

宽 0. 9 ~ 1
.

o m m
,

有纵深皱褶
,
中肋发达

,

延伸到叶先端
,
叶缘具锯齿

,
叶细胞狭长

19 9 2一 0 7一 0 2 收稿
。

文11应迪讲师
,

李滓(
, ,
f首大学二L物系 湖 南

, ,
‘首 4 1 6 00 0 )

。

* 本项工作得到
‘

l
‘

国科学院北京 值物研究所分类中心吴肠程 先生的括助和指 导
,

特此 致 i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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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薄壁
,

平滑 ; 基本细胞力形或长方形
。

抱茹直立
,

长卵状圆柱形
。

湘西南山地分布广
,

生于海拔20 。~ 1 00 o m 的山坡
、

林下
、

溪边等处的裸露石面或树干
,

常成大片生长
。

分布于华东
、

华南和西藏等地
,

朝鲜
、

日本也有
。

上述两种醉
,

均属于耐旱性较强的石生或树生鲜
。

从野外采集的情况来看
,

东亚毛灰鲜

资源量较少
,

分布较为局限
,

而东亚褶叶鲜分布普遍
。

与东亚褶叶鲜同属的褶叶鲜 (p
.

成l名
-

hc 汀en se ) 曾经也被记录为 铁倍类蚜虫冬寄主
,

但是根据观察
,

这个种在本地较少见
。

图 1 东 亚毛灰鲜和东亚褶叶鲜 形态特征

i ~ 6
.

东亚毛灰鲜: 1
.

植物休 (1 减 )
, 2 ~ 3

.

叶(2 5 x )
,
4

.

叶中部细胞(2 5 0 x )
,
5

.

叶先端细胞 (2 5 o x )
, 6

.

抱茹

(1 0 又 ) , 7一 10
.

东亚摺叶鲜 : 7 ~ 8
.

叶(20 x )
,
。

.

叶 中部细胞 (2 2 o x )
,
1 0

.

抱茹(1 2 x )

2 两种新冬寄主葬的载虫效果

2
.

1 自然倍林内的寄生效果

这两种冬寄主
,

是1 9 9。年 10 月
、

11 月分别在保靖县和龙山县进行倍林实地考察时首次发

现的
,

当时即对其上的倍蚜虫自然种群的种群密度进行了调查
,

并于翌年春收集春迁蚜鉴定

种类并计数
,

结果见表 1
。

表 1 自 然 倍 林 内 的 寄 生 效 果

冬寄主名称 调 查 日 期
寄生密 度

(头/ io o
e m Z )

收集春迁蚜时 间及数量 (头 / 1 0 0
c m “)

收虫时间 枣铁倍蚜 蛋铁倍蚜

500内了J吸口舀九」n舀一勺
山.东亚毛灰鲜

东亚褶叶醉

1 9 90一 10一2 0

1 9 90一 11一1 0

2 3 8

13 2

1 9 9 1一03一 10

1 9 9 1一0 3一 1 0

注 : 寄生密度每种调查 10 个样方
,

取其平均值 ; 在冬寄主 自然群落上收集春迁蚜
,

按虫醉 面积和收虫数量
,

折算 成每

10 0 c m Z虫醉所获春迁蚜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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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接种秋迁蚜的寄生效果

19 9 1年 3 月
,

将此两种冬寄主在实验林地内的裸露石面进行移植
,

移植地选择在山谷溪

沟旁阴湿处
,

于当年 8 月选择生长正常的东亚毛灰醉和东亚褶叶醉各约 0
.

5 m
: ,

分成 两组
,

分别接种枣铁倍蚜和蛋铁倍蚜秋迁蚜
,

于 10 月中旬和n 月中旬调查蜡球密度
,

翌年春收集春

迁蚜并计数
,

结果见表 2
。

衰 2 人工接种狱迁姗的. 生效果

冬 寄 主
组别 接种 日期 调查 日期

寄生密度

(头八 o o e m Z )

收集春迁蚜 日期和数 t (头八00
c m “)

名 称 收虫 日期 枣铁倍蚜 蛋 铁倍蚜

几U‘峡nJ工匕1几OJ�J
月吸nJ,山,二,且东亚毛 灰醉 1 9 9 1一 0 8一 1 0

1 9 91一 0 8一 1 0

1 9 9 1一 1 0一 15

1仑9 1一 1 1一 1 3

1 9 9 2一0 3一2 0

1 9 9 2一0 3一 2 1

东亚胃叶鲜 19 9 1一 0 8一 1 0

19 9 1一 0 8一 2 1

1 9 9 1一 1 0一 1 5

19 9 1一 1 1一 1 3

1 9 92 一0 3一 2 0

1 9 9 2一0 3一 2 1

注 : 秋迁蚜鲜 f音接种皇约为 I k g / m “ , 调 查方法同表 1 ; 寄生密度和收虫址均以 头/ 1 0 Oc m “表示
。

结果显示
,

人工接种秋迁蚜后所产下的性母若蚜可以在两种新冬寄主上形成蜡球
,

顺利

过夏越冬
,

并可羽化出发育正常的春迁蚜
,

尤其是东亚毛灰醉的寄生效果更好
。

3 两种新冬寄主鲜的繁殖栽培方法

3
。

1 两种靳冬寄主醉的生物学特性

从生活习性力面来看
,

东亚毛灰醉和东亚褶叶醉的生长发
一

育和有性生殖过程都 离 不 开

水
,

但它们均属于耐旱性较强的外吸水型醉类
,

性喜干湿交替的环境 [ ’] 。 根据实验
,

将这两

种醉在失水的情况下置于 65 ℃恒温环境中
, 6 ~ s h 后放回到倍林下的石面

,

它们仍能 吸 收

湿气和环境 中的水分
,

恢复活力
。

将已在标本室存放两个月的东亚毛灰鲜栽培于培养箱内
,

仍能继续生 L之
。

一般认为
,

这类醉类植物在失水的情况下能大大增强对不良环境的抵御能力

( Ri ch ar ds 011
, 1 98 1

.

) r“ ] 。 根据这些特点
,

采用配子体作营养繁殖
,

植鲜方法及其效果分述

如下
。

3
.

2 植碑方法

( l ) 于水下裸露石 面
、

林缘石坎植鲜 选在溪边湿润处
,

先将石面用稀泥浆 涂抹
,

把种醉分

成长约3一4 c m 的小块状
,

按上下左右 4一 6 c m 的距离
,

将鲜块贴放于石面上即可
。

植醉后

应定期检查
,

如有脱落应及时补上
。

( 2) 林内树于植鲜 在倍林内选择胸径 8一 10 c m 以上的红数杨或杂木树
,

一般 在距 离

地 !叮约 1
.

s m 以上 (东亚褶叶醉可植于树干基部 )的北侧树叉下
,

光用稀泥或米糊涂抹树 干
,

将鲜块分散成网状 (扩大约 1一 2倍 ) ,

将其贴于树干上
,

再用棉线绕树干数周将醉体缠住
,

待

到棉线腐烂之时
,

醉体 已在树干上牢牢贴住
。

(3 ) 杉树皮植鲜 将杉树皮粗面向上
,

作成大小约 40 c m x 50 c m 的 鲜盘
,

力法略同石

面植鲜
,

植醉后将其倾置于林荫下湿润处
。

( 4) 石渣土坎植鲜 在林下滤水性较好的石渣土坎上
,

先将土坎浇透擂紧
,

将醉块贴于

其上
,

扩大4一6倍移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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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育管理

为了让醉正常生长
,

植辞后要抓好光照和水分的管理工作
。

根据两种新冬寄主的生理生

态学特性
,

宜遵循
“

适度遮荫
、

干湿交替
”

的管理原则
。

就光照来说
,

以上层盖度 0
.

7一 0
.

8的

林下为好
,

地面醉床少直射光或仅在早晚有短时直射光照
。

当上层盖度在 0
.

5以下时
,

应适度

设置简易荫棚
,

但照度不应 低 于 2 o00 1 x
。

春季多雨
,

空气湿润
,

可少喷或免喷水
,

出 现 3

~ 5天晴天时应增喷水
,

进入仲夏以后
,

气温迅速升高
,

醉体蒸发量加大
,

此时的水分管理应

特别注意
。

一般情况下
,

醉类植物的最适生长温度为10 ~ 20 ℃
,

在25 ℃的环境中生长 速度

下降
,

环境温度超过30 ℃时停止生长
,

而处于失水休眠状态
。

如果在此期间过多地给 鲜层啧

水
,

对其越夏是不利的
,

特别是在气温超过35 一40 ℃以上的炎热天气给醉层大量喷水
,

有 可

能引起鲜体的严重损伤或死亡
。

秋冬往往是辞类的第二个生长季
,

气温渐渐回落
,

气候干燥
,

应加强喷水保湿
,

促进醉类生长
。

喷水一般应在上午8一 10 时
、

下午 16 一 18 时分两次进行
,

这

样可避免午间高温对醉体的损伤
。

3
.

4 植醉效果

采用上述力法
,

于 1 9 9 1年 3 月植鲜
,

分别于 6 月底和 12 月底进行调查
,

目测法测定植鲜

效果
,

结果见表 3
。

表 3 不同方法植辞的效果比较 (19 91 一。3)

植醉面积

(m Z )

6 月底调 查结果 1 2月底调查结 果
冬寄主 名称 植 醉 方 法

生 长 势 畏 盖 度 生 长 势 凌 盖 度

东亚毛灰醉

东亚摺叶鲜

东亚毛灰鲜

东亚褶叶醉

东亚毛灰鲜

东亚摺叶薛

东亚毛灰辞

东亚摺叶醉

石 面植鲜

树 干植醉

杉树皮植醉

石渣土坎植鲜

0
.

5 好 0
.

4 好

2
.

0 好 0
.

5 好

0
.

3 中 0
.

5 5 好

0
.

6 中 0
.

4 0 中

0
.

4 中 0
.

3 5 中

0
.

6 差 0
.

3 0 中

0
.

5 差 0
.

25 差

0
.

6 中 0
.

4 0 中

0
.

6 0

0
.

7 0

0
.

6 0

0
.

5 5

0
.

4 0

0
.

4 0

0
.

2 5

0
.

5 0

注 : 种醉用 量树干植醉为 0
.

5 m Z Zm Z ,

其余为 o
.

25 m 叮m
, , 生长势主要由群落的色泽

、

新枝数及新枝长度等确定
。

从表 3 可知
,

不同方法植鲜的效果
,

从好到差依次为
:
东亚毛灰辞

—
石面植鲜

、

树干

植醉
、

杉树皮植辞
、

石渣土坎植醉 ; 东亚褶叶醉
—石面植醉

、

树干植鲜
、

石渣土坎植醉和

杉树皮植醉
。

在人工栽培条件下
,

东亚褶叶鲜的生长速度一般稍快于东亚毛灰鲜
。

在采用石

面植鲜和树干植鲜时
,

扩大 4 ~ 6倍繁殖
,

约需经过 2~ 3个生长季
,

可达到基本长满基 质 (覆

盖度 0
.

6一。
。

7以上 )
。

一般春季植醉
,

当年即可接种秋迁蚜
。

4 结 论

(1) 东亚毛灰醉和东亚褶叶鲜是两种东亚特产的石生或树生醉类
,

是新发现的铁倍类蚜

虫的越冬寄主
。

从铁倍类蚜虫在两种新冬寄主上寄生的效果来看
,

东亚毛灰鲜优于东亚褶叶

醉
,

而从资源量和生长速度看
,

东亚褶叶鲜优于东亚毛灰醉
。

<幻 东亚毛灰辞和东亚褶叶辞都是耐旱性较弧的外吸水型醉类
,

植辞后的管理宜遵循
“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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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遮荫
、

干湿交替
”

的原则
。

(3) 东亚毛灰醉和东亚褶叶醉均宜采用小块状石面植醉和树干植醉的方法繁殖
,

用杉树

皮鲜盘繁殖的效果也可以
。

东亚褶叶鲜也可采用石渣石坎植鲜的力法繁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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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几2‘: p 。: ja右
-

e , 2 5 15 v a r
。 sin ic a

.

In o r d e r to g e t a h ig h ye ild o f b o t h g a lln u t s
, a s u ff ie ie n t

a m o u n t o f o v e r w in t e r in g h o s ts
,

s o m e sPe e ie s o f m o s s e s , sh o u ld be Pla n te d

in th e g a lin u t w o o d la n d
.

In th is p a p e r , 2 n ew o v e r w in te r in g ho s ts
,

H o优
-

o 沉a lliu m eo n n e x o m (C a r d
.

) B r o th
.

(H yp n a e e a e ) a n d P a la m o e la dio m m a c r o s te g iu m

(S u ll
。
e t le sq

.

) Iw a ts
.

e t T a k
。 ,

(B ra e hyth e e ia e e a e ) fo r b o th a Ph id s a r e

r ePo r te d
.

B o th o f th e m o s s e s a r e e e to hyd r ie a n d e PIPhy tie m o s s e s 0 11 th e

r o e k o r o n th e tr u n k
,

b e lo n g in g to d r o u g h t
一
e n d u r in g m o s s e s

.

T h e Po P以la t io n

d e n s ity o f tlle a p h id s
,
w h ie h a r e p a r a s itie o n th e n 一o s s e s , s ho w s t ha t th e

H
。 e o n n e x u m a n d P

。

仇a e ; o s re g i:‘m a r e b o t h e x e e lle n t o v e rw in t e r in g h o st s fo r

t h e a Ph id s
。

T h e B io lo g ie a l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 e u ltiv a t io n te e h n iq u e s a n d fie ld

m a n a g e m e n t fo r tr a n sP la n t in g th e s e 2 n e w o v e r w in te r in g 11o s ts a r e a lso

d is e u ss e d in t his Pa Pe r
。

K e y w o r d s m o ss e s ,

爪a llfu 从

o v e r w 二n te r in g h o s ts
-

C O 刀刀己X 扮拢 P a la m o e la d i扮执

Chin e s e g a lln u t a Ph id
,

H o 从。
-

柳 a c r o ste g iu切

L iu Y in g d i
,
L o e tu re r ,

L i Jill g (B io lo g y D e p a rtm e n t o f J ish o u U n 五v e rs ity Jis h o u ,
H u n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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