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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角倍生产技术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 1～3] , 生产面积扩大, 种倍需要量剧增。人工收

集秋迁蚜的量多, 技术要求较高。种倍采收和秋迁蚜收集技术必须跟上为提高种倍利用率的要

求,笔者在产区进行了角倍种倍采收和秋迁蚜收集方法试验, 旨在探索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条

件,简便、易行、高效、低成本的种倍采收和秋迁蚜收集的方法。以供角倍产区农户参考使用。

1　材料和方法

1. 1　种倍林倍子爆裂历期的观察

在云南省盐津县角倍试验点,选一块面积为 0. 23 hm
2左右人工倍林为种倍林, 在倍子爆

裂期间( 9月下旬到 11月下旬) ,观察记录林内倍子爆裂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1. 2　不同采收期种倍利用率的调查

从种倍林内选取 6株长势、结倍数基本一致的倍树,在爆裂倍占所结倍子数的 10%、20%

时,分两次(每次3株)全部采下倍子。以倍内干雌已长出翅膀或虽未长出翅膀但体色已呈黑色

为种倍“成熟”的标准, 逐个剖倍检查,调查成熟倍的百分率。

在第 2次采倍时(即爆裂倍占 20%时采倍) ,将成熟与不成熟的倍子分别摊晾在室内竹笆

上(破口合拢) ,逐日观察倍壳变化情况及倍内干雌的羽化情况。

1. 3　四种收虫方法收虫效果的测定

把各产区目前现行的和可能使用的四种秋迁蚜收集方法设置为四个处理。在倍林内倍子

爆裂倍占20%时,一次性全部采下林内倍子, 从中称取 4×500 g 倍子为供试种倍(每个处理的

种倍大小搭配基本一致)。将种倍分别装入一端罩透明塑料薄膜袋的纸盒内,置于屋檐下收集

秋迁蚜。收虫结束,测定各种方法的收虫效果。

1. 4　剖倍抖虫方法对秋迁蚜生殖的影响

分别取剖倍抖虫和自然爆裂迁飞的 50头刚羽化的秋迁蚜各装入 50只小指形管中,置于

室内窗台上。逐日观察记录产若蚜数,以自然爆裂迁飞的秋迁蚜产若蚜数作为对照,了解剖倍

抖虫收集秋迁蚜方法对所收集秋迁蚜生殖的影响。

1. 5　剖倍抖虫方法收集的秋迁蚜散放结果

将剖倍抖虫和自然爆裂迁飞的秋迁蚜,按 4头/ cm
2的标准分别散放到生境、纯度、长势基

本一致的 0. 3 m
2
的侧枝匍灯藓 P lagiomnium max imovicz ii ( Lindb. ) T . Kop. 上。30 d后,用

对角线法取 5点面积各为 4 cm
2
藓块,调查虫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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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倍林内倍子的爆裂历期

通过对整块倍林的倍子爆裂情况的观察,林内倍子最先出现爆裂的时间为 10 月 6日, 爆

裂基本结束的时间(发育正常的倍子都已爆裂, 尚有少数发育不良的倍子未爆裂)为 11 月 3

日。可见,种倍林内倍子的发育进度很不一致, 倍子的爆裂历期为 29 d。

2. 2　不同采收期种倍的利用率

　　通过对两种采收期采下的种倍的检查,

统计不同爆裂时期采下的种倍的成熟度即成

熟倍子占所结倍子的比例见表 1。由表 1可

以看出,爆裂倍占 20%时采倍,所余倍子有

75%左右倍子已成熟。成熟倍加上刚爆裂或

爆裂不久倍子(有收虫价值爆裂倍) ,倍子的

利用率达 80%以上。而采摘过早,较多的倍

子未成熟;采摘过晚, 较多的倍子已爆裂, 秋

迁蚜已飞光, 种倍的利用率反而低。

不同成熟度的未爆裂倍在常用保存条件

下的变化情况(表 2) , 表明决定倍子内的干

雌羽化与否的主要因素是倍子的成熟程度,

而不是倍子存放时间的长短; 倍子存放时间

不宜超过 3 d, 3 d 以后倍子即逐渐变黑腐

烂。

表 1　不同采收期种倍的成熟度 (云南盐津, 1986)

采　收　期 倍子数(个) 成熟倍子数( 个) 种倍成熟度( % )

爆裂倍占 10% 94 35 37. 2

爆裂倍占 20% 96 66 76. 7

表 2　种倍在常用保存条件下的变化

(云南盐津, 1986)

保存
天数
( d)

成熟倍( 60个) 未成熟倍( 20个)

倍子变化情况 干雌羽化 倍子变化情况 干雌羽化

1 有部分羽化 不羽化

2 羽化数增多 不羽化

3 变软 大部分羽化 变软 不羽化

4 变软 变黑 不羽化

5 变黑 烂 不羽化

6 变烂 烂 不羽化

2. 3　四种收集秋迁蚜方法的收虫结果

用四种收集秋迁蚜方法收得的秋迁蚜数和种倍损失情况见表 3。

表 3　四种收集秋迁蚜方法的收虫结果 (云南盐津, 1986)

收　集　方　法
倍子鲜重

( g)

倍子数

(个)

爆裂倍

数(个)

迁飞期

( d)

秋迁蚜数

(头)

获干倍重

( g )

倍子自行爆裂后迁飞收集 500 50 5 15 76 280 0(烂)

剖倍让虫自行迁飞收集 500 46 - 16 107 730 0(烂)

剖倍抖虫自行迁飞收集 500 44 - 9 64 080 225

保湿倍子拣爆裂倍自行迁飞收集 500 49 4 - 44 010 0(烂)

由表 3可以看出, 离树后的倍子能自行爆裂的仅为 10%左右, 存放期和收集期过长,造成

倍烂虫死。剖倍收集秋迁蚜的方法较好。

2. 3　剖倍抖虫收集法对秋迁蚜产若蚜数量的影响

剖倍抖虫和自然爆裂迁飞两种方法收集的秋迁蚜产若蚜数见表 4。与正常情况下秋迁蚜

产若蚜数比较,剖倍抖虫收集秋迁蚜方法对所收集的秋迁蚜在产若蚜数量上没有不利的影响。

2. 4　剖倍抖虫收集的秋迁蚜的散放结果

通过对两种藓圃的虫口密度的调查见表 5。表明剖倍抖虫收集秋迁蚜方法对所收集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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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蚜产下若蚜的活力没有不利的影响。
表 4　不同收集方法对秋迁蚜产若蚜的影响

(单位:头)

收集方法
生殖历期

1 d 2 d 3 d 4 d 5 d 6 d
合计

每秋迁蚜

产若蚜数

剖倍抖虫
迁飞收集

26 208 278 318 329 - 1 159 23. 2

自然爆裂迁飞

收集( CK)
31 216 282 326 331 - 1 186 23. 7

　　注:表中的数据为 50头秋迁蚜累计产若蚜数。

表 5　不同方法收集的秋迁蚜散放后的效果

(单位:头)

收集方法
各样点若虫数

1 2 3 4 5
合计

每 cm2

若虫数

剖倍抖虫迁飞收集 3 7 5 4 9 28 1. 40

自然爆裂迁飞收集

( C K)
6 4 7 8 4 29 1. 45

3　结　语

　　( 1)一次性大批量采收种倍,林内爆裂倍占所结倍子的 20%时是采种倍的最佳时间。此时

采倍,种倍利用率达 80%左右,过早或过晚, 种倍利用率都低。

( 2)为使一定量的种倍能获得较多的秋迁蚜,且烂倍少或不烂倍。收虫时必须辅以人为“剖

倍”和“抖虫”措施。用这种方法收集秋迁蚜,对秋迁蚜的生殖及其产下的若蚜的生命力没有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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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for Collecting Brood Horned-galls

and Autumn Migrants

P eng X ingming

　　Abstract　It is impor tant to improve the ut ilizat ion r ate of brood horned gall and au-

tumn migrant for raising the y ield of ho rned gall aphid, S chlechtendalia chinensis. It is a

good t ime fo r harvest ing the brood gal l w hen the burst g alls amount to about 20% of the to-

tal of the gall in the gall w oodland. And the best w ay o f collect ing the m igrant is repo r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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