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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长期以来, 在白蜡虫种虫生产上经常出现“三红三黑”现象, 造成白蜡产量极不稳定。作

者经近 20 a的调查研究认为: 白蜡生产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干热风, 9～10 月阴雨、雾淞、寄主树不

合理利用等因素造成的, 而是白蜡虫的天敌昆虫, 主要是寄生蜂消长危害结果。白蜡虫的寄生蜂有

5 科 14 种,可在雌雄白蜡虫体内互相寄生, 9～10 月份寄生蜂危害达高峰期,致使大量雌虫死亡变

黑; 危害轻时,种虫红润, 获得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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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蜡生产上分虫区和蜡区,虫区主要是进行白蜡虫种虫生产;蜡区主要是用种虫生产白

蜡。但是,在我国种虫主产区的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四川的西昌和凉山等地区,经常出现“三红

三黑”现象(即 3 a 白蜡虫种虫红润而丰收, 3 a 雌蜡虫死亡变黑,种虫欠收或失收)。这种规律

性的变化, 是阻碍白蜡生产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此, 国内专家曾进行一些研究,各述其见,发表

了不同的观点。但产生这一现象的谜并没有揭开。为了发展白蜡生产, 从 80年代初就开始对

它进行研究, 现将观点报道如下,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 1)引白蜡虫种虫进行放养,观察白蜡虫雌虫生长发育;

( 2)对寄主树枝条上的雌蜡虫定枝、定时调查其死亡情况;

( 3)调查虫、蜡区的气候、寄主、病虫害等生态因子对白蜡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1] ;

( 4)在虫区发生“三红三黑”现象前后调查雌蜡虫的死亡率、死亡原因及“三红三黑”与白蜡

生产起伏变化的关系。

2　结果与讨论

2. 1　干热风与“三红三黑”现象的关系

干热风又叫干旱风、热风、火风、火南风、南洋风。其特点是持续时间较短(约 3 d) ,影响范

围较大。每年 3～10月为活动季节, 在我国东南地区5～6月最多, 长江中下游平原和西部地区

7～8月和 3～10月最甚。而云贵高原则以 3～5月或 3～4月最多。这段时间,空气干燥、雨少,

气温持续升高,地面水分蒸发和作物蒸腾加强,气压很低,气温上升≥30℃,相对湿度≤30%,

风速≥3 m·s
- 1 ,形成一股股又干又热的气流,即干热风。

据调查, 干热风对正在放养的白蜡虫影响很大。当白蜡虫种虫装入放虫包挂放于寄主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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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的寄主树由于树冠小,树矮, 易受地面高温和烈日光照及干热风的危害, 使 80%以上的

虫包内种虫的卵和幼虫被闷死在孵化腔内,因而导致白蜡虫放养失败。

干热风对正在吊糖的雌蜡虫有一定的影响。白蜡虫种虫在没有遮蔽的枝条上,由于干热风

的吹袭,把蜜露吹干,堵塞白蜡虫种虫的呼吸孔,因而造成白蜡虫缺氧窒息而死。

在白蜡生产上,产生“三黑”的时间,即白蜡虫大量死亡的时间,是在每年的 9～10月间,而

干热风产生的时间是在每年的 3～5月,说明干热风不是“三红三黑”产生的主要原因。

2. 2　阴雨天与“三红三黑”现象的关系

据调查,云、贵、川产虫区, 9～10月阴雨天较多, 但雨天降温不是急剧降温,因此,对白蜡

虫影响不大。昭通县 9 a的平均气象资料, 9月份平均气温 19. 8 ℃, 10月份为 15. 2℃; 16a 的

平均气象资料, 9月份平均气温 19. 9℃, 10月份为14. 6℃。可见,昭通地区多年 9～10月气温

变化不大,因而说明 9～10月份白蜡虫大量死亡不是阴雨天降温造成的,只是阴雨天的时间与

白蜡虫大量死亡的时间巧合而已。

2. 3　雾淞(凌)与“三红三黑”现象的关系

据气象资料和实地调查, 云、贵、川高原产生雾淞(凌)天气多在每年的 12月和翌年的 1

月,并在海拔 2 000 m 以上的地区发生,而白蜡虫的分布多在海拔 1 500～1 800 m 的地区, 这

些地区,在云贵高原属二半山区,气候温暖,下雾淞的机会很少,即使在海拔 1 900 m 以上的虫

区,雾淞对白蜡虫影响不大,白蜡虫不同于一般的昆虫, 它对不同的气候和不同的生态环境适

应性很强,可塑性很大
[ 2]
。白蜡虫在 40℃以上的地区能生长发育, 在- 30℃以下的地区也能生

存繁衍。鲁甸县棱山地区老虫农说:下凌、下雪对白蜡虫不但没有影响,反而使第 2年白蜡虫种

虫长得更好。说明这样的天气不但有利于消灭白蜡虫病虫害,而且对白蜡虫生长发育有利,并

能获得虫、蜡丰收。

2. 4　寄主树不合理利用与“三红三黑”现象的关系

寄主树是白蜡生产的物质基础, 白蜡虫只有寄生于寄主树上,才能生长发育,产虫, 产蜡,

繁衍生息。根据白蜡虫的生活习性, 雌虫喜固定在 1～2年生的枝条上, 雄虫喜固定在 2～3年

生的枝条上, 因此,只有满足白蜡虫雌雄虫的生活条件,才能获得虫、蜡丰收。

但是, 长期以来,我国虫、蜡区(尤其虫区)连年用一套寄主树进行生产, 第 1年虫、蜡生产

都好,但第 2、3年虫、蜡产量大大下降,若再连续利用,致使小树不长或死亡, 壮龄树老化严重,

白蜡虫无法寄生。因为白蜡虫取食的部位,其口针与口针鞘已残存在树皮的表面和木栓层内,

使内部的细胞大量坏死,枝条表面粗糙,韧皮部已丧失固定白蜡虫的功能
[ 3]
。据调查,由于对寄

主树不合理利用, 造成雌蜡虫不能固定或固定后死亡,多是在其幼虫阶段,而“三黑”发生的时

间是在雌蜡虫进入成虫期后产生的。因而说明, 对寄主树不合理利用不是导致“三红三黑”的原

因,但会影响白蜡稳产高产。

2. 5　天敌昆虫与“三红三黑”现象的关系

据多年对虫、蜡区调查,在白蜡生产上除人为的因素外,影响种虫产量的关键因素,主要是

白蜡虫寄生蜂:白蜡虫花翅跳小蜂(M icroterys ericeri Ishii) , 中华花翅跳小蜂(M . chinensis

Jiang ) ,黑褐纹翅跳小蜂( Cerap teroceroides simil is Ishii) ,日本纹翅跳小蜂( C. Jap onicus Ash-

mead) , 白蜡虫蓝绿跳小蜂( Blastothrix sericea Dalman) ,日本软蚧蚜小蜂( Coccop hagus j ap on-

icus Compera) ,蜡蚧阔柄跳小蜂(M etaphy cus tamakatakaigara T achikaw a) ,方柄扁角跳小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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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cerap tr ocer us sp. ) , 白蜡虫啮小蜂 ( Tetrasticus sp. ) , 刷盾长缘跳小蜂 ( Cheiloneurus

clauiger T homson) ,宽缘柄腹金小蜂( Pachyneuron sp. ) ,豹纹花翅跳小蜂(Marietta p icta An-

dre ) , 双带花角蚜小蜂( Az otus p er sp eciosus Girault )等; 白蜡蚧长角象( A nthribus laj ieuorus

Chao ) ;黑缘红瓢虫( Chilocor us r ubidus Hope) ; 黑益蝽( Picromer us griseus Dllas) , 蝽( Arma

chinensis Fallou)等; 在个别地区白蜡虫褐腐病( Gloesp orium sp. )对雌雄白蜡虫危害也相当严

重。

四川白蜡虫种虫产区, 经常发生“跳虫”现象,一般9月前雌蜡虫在寄主树枝条上生长很多,

但到10月份后,树上的雌蜡虫减少了, 虫区农民把这种现象称为“跳虫”。“跳虫”的产生主要是

寄生蜂危害雌蜡虫致死干枯, 在寄主树枝条上脱落造成的。据四川大学生物系昆虫组1974～

1975年在峨眉白蜡虫实验点观察 [ 4] , 1974年6月上旬至11月中旬观察样枝48个,枝条上雌蜡虫

共4 257头,至11月中旬观察结束, 小蜂危害雌虫致死2 717头, 占63. 8% ;自然死亡1 010头, 占

23. 7% ;余活雌虫530头,占17. 5%。1975年观察20个样枝,雌虫4 615头, 11月中旬结束, “跳虫”

4 517头,死亡率为97. 9% ,在 20个枝条上仅留 15头活雌虫,占0. 33%。1944年廖定熹、曾省 [ 4]

调查寄生蜂对雌蜡虫的危害,西昌虫区寄生率为 87% ,金口河、昭通虫区寄生率均为 98%。以

上说明,“跳虫”相当严重,已成为种虫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白蜡虫寄生蜂种类多,

有 5科 14种,繁殖快,代数多, 1 年达 4～7代, 数量大, 危害时间长, 它不但危害雌蜡虫,而且

也危害雄蜡虫, 在雌雄白蜡虫上转主寄生,严重地制约虫区生产的发展,造成白蜡虫种虫头年

丰收, 2 a 欠收, 3 a 失收的局面。

1979年, 湖南芷江白蜡虫研究所万益锋调查贵州产虫区威宁中水区,由于天敌昆虫危害

造成种虫颗粒无收。1982年4～5月作者调查贵州威宁高坎子,昭通水井湾、龙泉,永善县万和

产虫区, 发现上述产区 95%雌蜡虫是进入成虫后死亡的。1987年作者解剖昭通种虫 304头,寄

生蜂 216头, 蜡象 176头,其中有 228头种虫受害,受害率 65. 9%～91. 8% ,平均为 76%。

1994年,解剖昆明种虫 22头, 食卵小蜂寄生达 81. 8%,在种虫内寄生 10头以上食卵小蜂

的有 11头,占 50%;有 1头长 10. 10 mm、宽 9. 80 mm、高 9. 00 mm 的种虫内有 40头食卵小

蜂,几乎把虫卵吃光,仅剩 15粒卵;吴次彬教授解剖峨眉种虫,发现 1头种虫内有 42头食卵小

蜂
[ 4]
。湖南芷江县白蜡虫研究所 1978～1979年 7～12月在该县虫区调查, 从样枝雌蜡虫羽化

出寄生蜂有 10种, 2 653头,其中白蜡虫花翅跳小蜂 1 061头, 占 40% ;蜡蚧阔柄跳小蜂 1 099

头,占 41. 4%, 可见寄生蜂对白蜡虫危害是严重的。

1996年 10～12月, 调查了著名产虫区云南的巧家红山、永善万和、昭通炎山、鲁甸棱山,

贵州威宁高坎子和新区昆明、景东,以及实验区景洪等地寄生蜂的危害情况(表 1)。
表 1　云南、贵州主要虫区和实验区寄生蜂危害情况 1996年

调查时间(月-日) 　 地　　区 海拔/ m 样枝数/个 ♀虫/头 死♀虫/头 死亡率%

　　　11-5～6 　 永善万和 1 500　　 12 95 78 82. 1

　　　11-8～10 　 鲁甸棱山 1 700　　 3 30 23 76. 7

　　　11-11～13 　 昭通炎山 1 800　　 5 91 80 87. 9

　　　11-14 　 贵州高坎子 1 850　　 7 125 64 51. 2

　　　11-16～18 　 巧家红山 1 750　　 8 104 60 57. 7

　　　12-13 　 云南景洪 550　　 16 379 320 84. 4

　　　12-09 　 云南景东 1 200　　 11 519 359 69. 2

　　　12-15 　 云南昆明 1 900　　 10 435 355 8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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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所见, 无论是产虫老区还是新区、实验区,寄生蜂对白蜡虫危害严重。根据食物链的理

论,哪里有白蜡虫存在,哪里就有天敌昆虫存在。危害程度与食物因子多寡和天敌昆虫的消长

有很大关系。

除寄生蜂危害白蜡虫外,对雌蜡虫危害较严重的还有白蜡蚧长角象(表 2)。

表 2　蜡象对雌白蜡虫危害调查

调查年份 调查地区 调查人 雌虫数/头 寄生种虫数/头 寄生率%

1941 会理 陆纯庠 —　　　　 — 54. 7

1944 峨眉 廖定熹等 100　　　　 96 96. 0

1973 芷江 万益锋等 1 020　　　　 846 82. 9

1973 营山 郑发科 240　　　　 205 85. 3

1974 峨眉 吴次彬等 420　　　　 404 95. 2

1978 威宁 万益锋等 68　　　　 39 57. 4

1978 昭通 万益锋等 169　　　　 88 52. 1

1982 威宁 张长海等 250　　　　 189 75. 6

1984 西昌 张长海等 550　　　　 470 85. 5

1986 西昌 张长海等 345　　　　 333 96. 5

1996 永善 张长海等 155　　　　 132 85. 0

1996 昆明 张长海等 22　　　　 11 50. 0

　　表 2可见,蜡象对白蜡虫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据观察,在蜡象幼虫期, 1头蜡象幼虫最低

食种虫卵 1 164粒,最高 1 789粒,平均食卵 1 500粒, 以白蜡虫怀卵量平均 7 500粒计,那么,

20%的种虫卵被蜡象吃掉。

据调查, 凡是寄生蜂危害的地区,蜡象危害相对较轻;蜡象危害严重的地区,寄生蜂相对减

少。但在一个虫区,两种天敌昆虫同时在雌蜡虫内寄生较少, 只占 5%左右。

综上所述,已查明白蜡虫寄生蜂有 5科 14 种, 多数寄生蜂可在雌、雄白蜡虫体内互相寄

生。在虫区 8～9月份除原雌蜡虫体内的寄生蜂外, 又有大量的寄生蜂从雄蜡虫体内羽化转移

到雌蜡虫体上,因而形成 9～10月份寄生蜂危害高峰期, 它们取食雌蜡虫体液、组织,致使大量

雌虫死亡变黑,出现“三黑”现象,造成种虫产量欠收或失收;同时, 也使寄生蜂因食物因子减少

而减少。当白蜡虫重新放养,寄生蜂种群数量减少, 危害也轻,白蜡虫种虫健康红润,出现红年

种虫丰收的景象。因此,天敌昆虫——寄生蜂消长危害雌蜡虫的结果,是虫区白蜡虫种虫形成

“三红三黑”的主导因素。

寄生蜂是白蜡生产的大敌, 应加强对其防除。由于寄生蜂体小、活跃,行动迅速,代数多,数

量大,因此给防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我国虫、蜡产区沿用千百年来落后的方法,用玉米叶包虫

放养,因而使大量的天敌昆虫随之被扩散;再加上寄主树林地缺乏抚育管理, 因而造成寄生蜂

和其它天敌猖獗危害。尽管如此,只要掌握其活动规律和弱点进行防除,可以减轻其危害。实

行虫、蜡分区,并设 5 km 以上的隔离带,防止寄生蜂在雌雄白蜡虫互相寄生; 实行虫、蜡区林

地轮放制度,中断天敌昆虫与其寄主食物链关系,使其灭亡;在虫区严禁原株留种并采光树上

的蜡花, 断绝天敌昆虫繁殖场所; 采无病虫害种虫放养; 种虫下树后即进行摊晾, 用黑光灯照

射,浆糊粘杀;用 50～60目尼龙纱虫包放虫,囚杀寄生蜂和其它天敌; 在白蜡虫蛹期采收蜡花

加工白蜡,煮杀寄生蜂;清理寄主树林地,药物喷杀病虫害。这样层层把关设防,减少寄主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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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才能使虫、蜡稳产高产[ 5]。

另外,湖南虫区褐腐病( Gloesp orium sp. )严重,发病率达 85. 3%, 造成雌蜡虫大量死亡。

其原因是湖南春、秋季阴雨、高温高湿生态环境造成的[ 6]。今后要选地势开阔、通风向阳,海拔

稍高的环境;在造林设计上,加大寄主树株行距并注意修剪,使之通风透光,可减少褐腐病发

生。

3　结　语

　　经过近 20 a 的研究认为: 在白蜡虫种虫生产上出现的“三红三黑”现象, 不是干热风、9～

10 月阴雨、雾淞(凌)及不合理利用寄主树等因素造成的, 而是白蜡虫天敌昆虫——寄生蜂消

长危害雌蜡虫致死变黑造成的。当寄生蜂猖獗危害时,雌蜡虫死亡变黑;危害轻时,种虫红润,

白蜡虫种虫生产上“三红三黑”现象, 就这样出现的。为了使白蜡稳产高产,满足国民经济及外

贸出口的需要,今后应加强白蜡虫天敌昆虫和病害的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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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hree Reds and Three Blacks”Phenomenon of

White Wax Scales in the Production of Its Brood Insects

Zhang Changhai 　L iu H uaqing 　L i L i 　Cai J ing 　Shi L ei　 Chen Yup ei
( Th e Research In st itute of Resource Insects , CAF, 650216, Kunming, Chin a)

　　Abstract　There has ex isted “the three reds and three blacks”phenomenon in w hite

w ax scales br ood insects product ion for hundreds of year s, w hich brought about an up-and-

down of w hite w ax product ion. Af ter an invest ig at ion over 20 years, the autho rs considered

that the reasons w ere no t the results of dry hot wind, drizzle, fr og, unreasonable use o f host

t ree, but the result of enemy insect harm——mainly the parasit ic w asps′growth and decline.

5 families about 14 species of parasit ic w asps of w hite w ax scale can be par asitized in female

and male w hite w ax insect . At the peak period of dest ruct ion between September and Octo-

ber, a lot of female insects die and become black. When the harm is not ser ious, brood insects

are red and the farmer can get a g ood harvest .

　　Key words　white w ax scale; production of brood insects; parasit ic w 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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