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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肚倍蚜冬寄主及其验证试验
‘

赖永棋 张燕平

关被词 肚倍蚜
、

冬寄主
、

长肋青醉
、

灰白青醉

肚倍蚜 所致肚倍为五倍子重要种类之一
,

经济价值高
。

原知

肚倍蚜的冬寄主仅 种
,

即细枝赤齿醉 咧加记
。 护 入 ‘ ,

其

后有的专家将该鲜鉴定为美灰鲜 君
。

经 一

 年在位于肚倍 中心产区的陕西省西乡县马踪乡的调查和验证试验
,

新发现几种肚倍蚜的

冬寄主
。

现作一简要报道
。

发现经过

年冬在 自然结倍较 多
,

且 当年从倍子内飞出的夏季迁移蚜也较多的倍林内及其 附

近
,

寻找到有蚜虫寄生的醉 种
,

并把这些带蚜醉分别收集培养
。

年春
,

分别收集这些醉

上的春季迁移蚜
,

发现有 种鲜上的春季迁移蚜的形态和迁飞时间与细枝赤齿醉上羽化出的

肚倍蚜的春季迁移蚜相 同
。

如细枝赤齿醉一样
,

醉上仍留有无翅侨蚜
。

年夏
,

将这 种鲜

及对照醉细枝赤齿鲜单独培养
。

肚倍爆裂时
,

隔离接种肚倍蚜的夏季迁移蚜
。

发现肚倍蚜的夏

季迁移蚜在这 种鲜 含对照鲜 上都产生幼蚜
,

幼蚜也在其上寄生繁衍
。

种醉中
,

长肋青鲜

勺 和灰 白青鲜
 羽化出

春季迁移蚜
,

将其接种到肚倍蚜的夏寄主树青教杨  ’ 上结出了肚倍
。

密

叶兴嚎鲜 。刃厂 理 入
、

东亚小锦醉 勿 夕

、

狭 叶绢鲜  和

等 种鲜上的性母若蚜发育至 龄时
,

因缺水而致醉 株干枯
,

倍蚜死亡
,

无春季迁移蚜

羽化出
。

验证试验结果

方法

年夏
,

把新发现 的羽化出与肚倍蚜春季迁移蚜形态相 同的 种鲜及细枝赤齿鲜提

纯
,

在发现原地分别栽植于较 阴湿环境的斜坡土面上
,

用纱罩罩严培养
,

以防它种倍蚜或非倍

蚜飞入
。

肚倍爆裂后
,

把倍子内羽化的夏季迁移蚜收集起来
,

按每平方米 万头的量
,

分别接种

于上述 种鲜上
,

让其在罩 内生长发育
。

年春调查性母若蚜和侨蚜及羽化的春季迁移蚜

数
。

把春季迁移蚜收集到三角牛皮纸袋内
,

待开始产干母时
,

挂在未被肚倍蚜侵染的青鼓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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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年夏至 年春各供试鲜及对照醉的试验面积为
,

取样调查面积
。 , 。

调查结果如表
。

长肋青鲜
、

灰 白青醉和对照鲜细枝赤齿鲜有春季迁移蚜飞出
,

其余 种醉

 年 月调查均有 龄性母若蚜和侨蚜存在
,

年 月调查时鲜枯蚜死
,

未收集到春季

迁移蚜
。

镜检长肋青鲜和灰 白青鲜上飞出的春季迁移蚜的形态
,

其翅脉序和触角次生感觉圈的

排列和形状与细枝赤齿鲜上飞出者相同
。

袋装长肋青鲜上的春季迁移蚜 头
,

挂放后结肚倍

枚 袋装灰白青鲜上的春季迁移蚜 头
,

结肚倍 枚
。

对照 头
,

结倍 枚
。

经寄生调查
、

蚜虫形态鉴别和越冬世代
表 供试醉培养越冬蚜验证试验结果

一 调查

一

虫型

羽化春

蚜数 季迁移

头 蚜 数

头

薛 名

供试鲜序号

龄性母若蚜及无翅侨蚜
灰 白青鲜

长肋青鲜

密叶尖咏鲜

东亚小锦鲜

狭叶绢醉

, , 正

细枝赤齿醉

 

试验 中断

试验中断

试验中断

试验中断

 !

验证试验
,

证明灰 白青鲜和长肋青鲜是肚倍

蚜的冬寄主
。

密叶兴嚎醉
、

东亚小锦醉
、

狭叶

绢醉和

等 种醉在越冬世代验证试验中
,

因人为管

理原因未羽化出肚倍蚜的春季迁移蚜
,

但其

性母若蚜 已发育至最后一龄 龄
,

如细枝

赤齿鲜上的 龄若蚜一样
,

若食料供应充足
,

也会脱皮羽化为春季迁移蚜
,

且在 自然接种

后经分离单独饲 养
,

已羽化 出与肚倍蚜形 态

相同的春季迁移蚜
。

所以可以肯定这 种鲜

也是肚倍蚜的冬寄主
。

这些鲜在 自然生长状

态下有一定的生产价值
,

应予以保护利用
。

其

栽培价值如何
,

尚待进一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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