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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10～26 ℃恒温条件下, 角倍蚜雌蚜的世代生长发育历期符合总积温法则, 发育起点温度

为 3. 6 ℃±1. 1 ℃, 有效积温为 358. 7 日度;应用中可根据理论公式和倍蚜的生物温度参数预测雌

蚜的世代发育历期, 并通过调控存放虫袋环境温度的方法控制性蚜的发育速率, 使干母的发生期应

合盐肤木的最适致瘿结倍物候期,提高倍蚜虫袋的挂放效果;干母的耐饥饿能力弱, 室温存放只能

存活 2 d 左右,开始发生干母的虫袋应及时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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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倍子是我国的林特产品,为用途广泛的医药和化工原料。由角倍蚜( Schlechtendal ia

chinensis ( Bell) )寄生于盐肤木( Rhus chinensis M ill)叶片形成的角倍, 是最具经济意义的五倍

子种类。自藓圃养蚜挂放虫袋方法作为角倍生产中的主要增产措施之一在五倍子产区推广应

用以来,与角倍蚜培养技术有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倍蚜越冬世代的生物

学习性和生态学特性已进行过系统研究 [ 1～3] , 现在已经能够大批量地生产倍蚜干虫袋, 解决了

越冬蚜世代培养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
[ 4]
。但是,对春季虫型的研究开展相对较少, 制约了挂放

虫袋这一生产环节技术的深入研究。在挂放虫袋的实践中,错过挂放虫袋时机的现象时有发

生。在远距离调运虫袋时, 由于倍蚜产地与挂放地的气候类型的差异,虫袋内倍蚜与盐肤木生

长发育的物候进展不相协调——干母发生期与盐肤木第 3～8叶片的展叶期不同步,是影响虫

袋挂放效果的主要原因 [ 5]。本研究以无食物条件下(袋内贮存)的角倍蚜春季虫型为对象,重点

探讨雌蚜的世代生长发育速率与环境温度的关系,通过对倍蚜生物温度参数的观测研究,实现

对角倍蚜干母发生期的预测和调控。

1　材料和方法

1. 1　倍蚜来源

越冬蚜取自角倍主产地的四川峨眉山市川主乡养蚜点, 以侧枝匐灯藓 ( P lagiominum

max imoviz cii ( L indb. ) T . Kop. )作为冬寄主,采用藓盘养蚜的方法培养越冬蚜, 2月中旬取

回昆明室内继续饲养备用。

1. 2　春季虫型倍蚜的存放温度设置

将盛飞期内收集的春迁蚜分装于培养皿内,每组 100头,于收虫当天 18∶00分别置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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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温度条件下。在 6～30 ℃范围内每间隔 4℃设一恒温处理,用人工气候箱控制温湿度,恒温

处理的相对湿度设置为 75%。在盛虫培养皿底部垫一层硬纸板,令粗糙面向上并用单面刀片

划上刻痕,以利性蚜栖居和方便观察与虫口统计。

1. 3　虫口数量调查及发育参数计算

春迁蚜分别在不同温度设置的处理环境下, 每天观察倍蚜活动情况, 统计各春季虫型(春

迁蚜、雄蚜、雌蚜和干母)的虫口数量,挑除当天统计虫口时确认已死亡的倍蚜,并观察自迁飞

后各春季虫型的种群数量和世代发育历期。雌蚜世代的有效总积温 K 和发育起点温度 C的计

算式为
[ 6]
:

C = ( V
2

VT - V T ) / [ n V
2 - ( V ) 2]

K = ( n VT - V T ) / [ n V
2 - ( V ) 2]

2　结果与分析

2. 1　春迁蚜

将当天收集的春迁蚜, 分别存放在不同恒温设置和室内温度条件下,其存活期和生殖力有

明显的差异(见表1) ,当春迁蚜在22℃以上的恒温条件下, 最长寿命为 3 d,多数在 2 d内产完

性蚜后死亡, 当恒温达 30℃时,未产性蚜便死亡的春迁蚜达 31% ;在 6 ℃的恒温存放条件下,

春迁蚜最长寿命长达 17 d, 但有近 40%的未产性蚜、30%未产完性蚜, 产完性蚜后死亡的春迁

蚜仅占 30%左右,说明较低或较高的温度都不利于春迁蚜的正常生长与生殖;在 10～22℃的

恒温环境条件下,产完性蚜后才死亡的春迁蚜比例高达 95%以上。但在变温存放条件下,短期

内(不超过 24 h)的低温( 3～5 ℃)对春迁蚜的生殖力没有明显影响。

表 1　角倍蚜各春季虫型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种群数量与历期

温　度/

℃

存活最大量与历期 累计发生最大量与历期

雄　　蚜 雌　　蚜 干　　母 雄　　蚜 雌　　蚜 干　　母

虫量/

头

历期/

d

虫量/

头

历期/

d

虫量/

头

历期/

d

虫量/

头

历期/

d

虫量/

头

历期/

d

虫量/

头

历期/

d

19. 6( CK) 121 3 106 3 40 25 - 4 - 4 53 27

26. 44 187 2 81 2 34 18 - 3 - 3 42 20

22. 35 160 2 93 2 38 20 - 3 - 3 50 22

18. 85 136 5 122 5 61 26 162 6 133 6 64 29

14. 80 199 6 160 6 72 38 236 11 183 11 82 40

10. 52 191 11 159 11 57 54 251 12 198 12 87 58

6. 43 46 15 40 15 0 - 70 17 61 17 0 -

　　注: CK 为室内平均值,历期指自收集春迁蚜至各虫型发生期所需时间。

2. 2　雌蚜发育速率及干母发生期预测

2. 2. 1　有效积温和发育起点温度　据对角倍蚜性蚜世代的试验观察结果,得出雌蚜的世代发

育总积温K = 358. 7日度,发育起点温度 C= 3. 6 ℃±1. 1 ℃, 发育起点温度的标准误差

S t= ( T - T′) / N　　　(其中 T′= C + K V )

= 6. 35/ 5≈ 1. 13

　　在自然(变温)环境条件下, 2～5 ℃的短期低温(小于 12 h)不会造成性蚜的死亡。雌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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蚜在 6℃的恒温环境下不能发育成熟。贮存性蚜的恒温超过 22℃开始影响到雌蚜的存活率,

超过26℃时,正常生长发育速率将受到高温的干扰,不适合用总积温法则计算 C、K 等生物温

度参数。

表 2　角倍蚜(雌)性蚜虫型世代发育起点和有效积温

T /℃ D (所需日数) / d V (发育速率) V T V 2 T′计算值 T - T′ ( T - T′) 2

10. 52 45 0. 022 2 0. 233 8 0. 000 5 11. 59 - 1. 07 1. 15

14. 80 32 0. 031 3 0. 462 5 0. 001 0 14. 82 - 0. 02 0. 00

18. 86 22 0. 045 5 0. 857 3 0. 002 1 19. 92 - 1. 06 1. 12

22. 35 19 0. 052 6 1. 176 3 0. 002 8 22. 49 - 0. 14 0. 02

26. 44 17 0. 058 8 1. 555 3 0. 003 5 24. 71 1. 73 2. 99

5. 28

2. 2. 2　干母发生期预测及控制　根据观察结果, 雌蚜世代的发育速率与温度的关系可表示为:

V = [ T - ( 3. 6± 1. 1) ] / 358. 7( d ℃)

　　根据有关雌蚜的生物温度参数的原理 [ 6] ,在已知贮存性蚜的温度环境下,可以计算出雌蚜

的发育历期 N ,并依此预测干母的发生日期,同时, 还可以通过调整贮存环境温度的方法调控

性蚜的世代发育历期, 达到调控干母发生期的目的。其经验公式为:

N = 358. 7/ [ T - ( 3. 6± 1. 1) ] ( d) ;　T = 358. 7/ N + ( 3. 6± 1. 1) (℃)

　　对同期收集的春迁蚜, 其世代发育速率存在着个体间的差异。在计算性蚜的世代发育历期

时以样本的加权平均值代表该虫型的总体水平,实际应用中应加以注意。此外,不同角倍主产

区存在地理上的隔离, 在产区之间, 倍蚜为适应当地气候而经历了长期的演化过程, 春季虫型

的生物温度参数是否因此而存在差异及其差异的程序如何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2. 3　干母耐饥饿时间

图 1　不同温度环境下干母的存活时间

自然环境下, 干母出生后 2 h 就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一般在 24 h 内到寄主叶片上固定

取食。无食物条件下,干母的存放时间较短, 有的在出生后第2天便死亡,在 22℃恒温及10℃

的恒温条件下最长能存活 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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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和建议

　　( 1)在倍蚜春季虫型中,以性蚜世代雌蚜虫型的生长发育历期最长,研究雌蚜的生物温度

参数对人工控制其发育历期,预测干母发生期等生产实用技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实际应用中, 可以通过调控贮存性蚜的方法控制性蚜的世代发育历期,使干母的发生期应合夏

寄主的最适致瘿结倍物候, 从而提高干母致瘿结倍率。通过协调干母发生期与夏寄主物候期的

方法,将明显地提高虫袋的挂放效果,可作为增加角倍产量的新措施, 使挂放虫袋增产技术由

现在的数量扩张型向将来的经济效益型改进发挥积极的作用。

( 2)存放倍蚜的环境温度不仅决定着倍蚜的生长发育速率,而且还影响到保存期内的存活

率和最后干母发生的比率。低于8 ℃或高于 26 ℃的恒温环境条件下死亡率较高, 10～18℃的

恒温环境春季虫型倍蚜的存活率高, 有利于虫袋的保存。

( 3)角倍蚜及其夏寄主树盐肤木的分布范围甚广,它的物候情况随产地、气候不同而差异

很大,应用本方法时须注意了解当地的气候和盐肤木的物候情况, 确使蚜袋的干母发生期能与

盐肤木的致瘿物候相吻合。

( 4)无食物的条件下,干母的耐饥饿能力极弱,存活时间短,室温存放条件下第 2天以后开

始大量死亡。因此要求在贮存虫袋这一环节上应特别注意干母发生期的预测和观察工作,在性

蚜开始产干母时就应及时挂放, 才能确保虫袋内倍蚜的充分利用。已经发生干母的虫袋若不能

当天挂放,可将虫袋置于 10～12 ℃的低温环境下保存,作为减少干母损失的补救措施。同一袋

内干母的发生期一般持续 4～8 d, 当干母大量发生时才挂放,早期出生的干母已经死亡,挂放

后干母也只能集中地分布在 1～2片复叶上,结倍效果差,在干母大量发生时挂放虫袋的这一

传统习惯应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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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condit ion of 10～26 ℃, the development per iod of female generation

co rresponds to th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theo rem . T he threshold of development o f

female aphid is 3. 6 ℃±1. 1 ℃, the effect 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is 358. 7 ( d ℃) .

According to the parameters o f biotemperatur e and theoretical equat io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female generat ion can be predicted. T he emer gence period of fundat rigena can be

control led so as to co rrespond with the suitalbe phonological per iod of Rhus chinensis, by

means o f regulat ion the sto rage temperatur e condit ion. It w ould achiev e good result if the

emergence per iod of fundat rigena cor responding to the phonolo gical period o f host tr ee, w hen

the 3rd～8th leaves o f Rhus chinensis is breaking successively . The ability endurance to

starvat ion is very w eak. Fundatr ig ena can only sur vival around 2 d. T her efore, the bag s

should be put up on to host tree w ithout any del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mergence period.

Key words: Schlechtendal ia chinensis; sexual aphid; fundat rigena emergence period;

pr edi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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