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活 习 性

一年常为三代
,

以卵包于卵囊内在土里或

附在寄主地下部分越冬
。

越冬卵于
‘

月上旬开

始孵化
,

中旬为孵化盛期
。

刚孵出的幼虫可爬

行扩散到大约为 米半径范围之内
。

这一代

主要寄生在小蓟
、

小旋花的嫩地下茎上
。 乡月

上旬雄虫化蛹
,

月中下旬雌虫成熟
,

与雄成虫

交配后形成绒囊
。

第一代历期为 天
。

第二

代自 月上旬孵化
,

此时正是夏播大豆苗期
,

所

以刚孵化的幼虫大量寄生于大豆
,

月中旬形

成卵囊
,

历期 天
。

月上旬为第三代孵化盛

期
,

正是大豆开花期
,

孵出的幼虫仍寄生大豆
,

因而大豆又遭二次为害
,

而且受害程度更加严

重
,

造成落花落芙或豆荚卷曲干枯
。

月中
、

下

旬雌虫老熟
,

交配
,

产卵越冬
,

历期 。一 天
。

初孵幼虫先在卵囊周围聚集
、 , 分钟

,

而

后爬行扩散
。

当寻到适当寄主时即开始第一次

固定为害
,

经 天蜕皮成为二龄
,

触角变为

节
, 、 、节等长均无感觉毛

。

蜕皮后的幼虫负

趋光性
,

多钻往深处做第二次固定
,

经 一

天
,

雄虫体增厚
,

体色逐渐红而发亮
,

继而老熟
,

体壁上的蜡丝很快增多
,

伸长
,

一昼夜即可将

虫体包裹在白色绒囊里
,

并在囊内化蛹
,

蛹期

一巧 天
。 二龄的雌幼虫

,

自蜕皮后
,

虫体渐

呈圆形
,

而且很扁
,

体侧蜡刺长而上翘
,

体色初

为红褐色
,

约经 天再蜕皮一次
,

触角与成虫

相同
,

第斗节已有感觉毛
,

体逐渐增厚 体色渐

为紫褐
,

老熟时略带灰色
,

背部发亮
,

蜡丝短而

稀疏
。

约经 。一 天则老熟
。

经交配后的雌

成虫 一 天内
,

体壁上的蜡丝骤然增多
,

很快

地伸长
,

并互相交织在一起
,

形成绒囊包裹虫

体
,

第一
、

二代再经 天或 天而第三代则经

天产卵于囊内
,

完成一个世代
。

每雌成虫产

卵量
,

据初步观察统计最多可产 粒
,

最后虫

体收缩死在囊内前上方
。

雄成虫交配后约

小时开始死亡
。

幼虫期耐干旱
,

在高温干旱的 月中旬
,

当

厘米土壤含水量在 “ 肠 以下时
,

仍能正常

生长发育
,

但有往深处转移的行为
,

有的幼虫可

深达 厘米
。

在土壤湿度较大或作物生长茂

密的环境下
,

多靠近地表面为害 若连续 天积

水则幼虫大量死亡
。

光周期与温度的联合作用对棉铃虫

种群滞育的影响
’

李 超 谢 宝瑜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棉铃虫 月 , 牙。从 , 耐 召 是一种

多化性并且具有兼性滞育的昆虫
,

在北京郊区

每年发生四代
。

目前国内对棉铃虫种群滞育间

题研究不多
,

为了明确北京郊区棉铃虫种群的

光周期反应的一般特点
,

以及光周期与温度的

联合作用对该虫种群滞育的影响
,

为分析该虫

种群数量变化的原因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

我们

以北京郊区昌平县中越人民公社史各庄村大队

的棉铃虫种群为材料
,

进行了初步研究
。

材 料 和 方 法

年 月
,

自北京郊区昌平县中越人

民公社史各庄村大队棉田采回的第四代棉铃虫

老龄幼虫
,

于室内饲养至化蛹
。

滞育的蛹在 ℃

本实验光照设备由肖跃同志协助制作
,

特致以谢意
。



下的土壤中保存越冬
。

年 月上旬开始逐

渐升温
,

并给以每天 小时光照
,

羽化后的成

虫饲以 外的蜂蜜水做为食料
,

并让它们在养

虫笼内交配产卵
。

养虫笼上面覆盖湿纱布以保

持高湿
。

在孵化后的一天之内
,

将小幼虫移到

装有 毫升左右人工饲料的指形管内

厘米
。

每一指形管内装一头
,

管口用棉花塞塞

住
。

整个幼虫阶段均饲以人工饲料
。

人工饲料

的成分是在 的饲料配方的基础

上改进的
,

主要成分改为玉米粉和豆腐粉
。

饲

养情况据初步观察
,

化蛹率在 务以上
,

能完

成一世代生活史的占 外以上
。

滞育的最后确定是采用 和

“ 所描述的方法
。

在化蛹后的第十天
,

检

查蛹的后颊部的眼点是否消失
。

若不消失
,

则

可肯定是滞育蛹
。

光照条件系采用 瓦日光灯多支
,

使照度

均达 勒克司左右
。

恒温条件的误差最大不

超过 土 ℃。

结 果 和 分 析

一
、

光周期对滞育诱导的影响

试验在 ℃恒温条件下进行
。

结果见图

时
,

棉铃虫种群滞育率明显地突然下降 当光胃

期超过每日 小时光照时
,

棉铃虫种群滞育率

仅发生很小的变化
,

一般可稳定在 〕 左右
。

这个试验结果说明 棉铃虫的滞育诱导是否发

生
,

以及滞育百分率的高低是与幼虫发育期间

每昼夜光照时间的长短有密切的关系
。

在 ℃

恒温条件下
,

使 多个体进人滞育的临界光周

期约为 小时 钧 分左右的光照
。

二
、

不同温度对临界光周期的影响

试验分别在 ℃
、

℃
、

℃
‘

巨温条件下

进行。
每昼夜分别给予幼虫

、 、
以

、

小

时光照处理
。

而 ℃恒温条件下每昼夜另加

小时光照处理 。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温度的降低使临界

光周期增长
,

温度的升高使临界光周期缩短
。

在
。℃条件下临界光周期约为每日 小时 分

左右光照
。

而 ℃时
,

临界光周期为每日

小时 分左右光照
。

说明高温使棉铃虫种群

有避开滞育的倾向 而低温有利于滞育诱导的

开始
。

在 ℃恒温条件下进行的试验中
,

棉

铃虫种群未出现滞育
,

这一结果为上述推论提

供了证据
。

每日 一 小时光照处理的结果

见图
。

在 。℃恒温条件下
,

每昼夜 小时光

照处理中
,

也未发现有滞育蛹
。

。卜 ℃

℃

狄

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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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光照时间 小时

图 在乃 ℃下光周期对栩铃虫种群浦育率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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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光照 小粼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当光周期小于每日

小时光照时
,

棉铃虫种群滞育率随光照时间

的增长而上升 当光周期为每日 一 小时光

照时
,

棉铃虫种群滞育率为 一 。多
,

变化不

大
,

比较稳定 当光周期为每日 一 小时光照

图 不同通度下
,

每日不同光照时数对

拂铃虫幼虫潇育率的影晌

由试验的结果还可以进一步分析
,

首先
,

在

不同温度条件下
,

不同光周期对棉铃虫滞育诱

导的发生所能起的最大影响是不同的
。

在 ℃



条件下
,

滞育完全不发生 ℃条件下
,

每日光

照 一 小时可对滞育诱导发生的影响最大
,

为 夕务 而 ℃条件下
,

每日光照 小时
,

可

对滞育诱导的发生影响最大
,

达 朋 多
。

由此

看来
,

似有随温度的升高
,

不同光周期对棉铃

虫滞育诱导发生的最大影响有下降的趋势
。

其

次
,

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光周期反应曲线在临界

光周期点的切线坡度是不同的 见图
。

坡度

越大说明对光周期反应越敏感
。

即在光周期有

一个很小变化的情况下
,

就能引起滞育率的较

大变化
。

图 中的 ℃ 光周期反应曲线在临

界光周期点的切线坡度
,

比 ℃光周期反应曲

线在临界光周期点的切线坡度小
。

由此可知
,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

随着温度的降低
,

棉铃虫对

光周期反应的敏感性亦下降
。

给以每昼夜
、 、 、 、 、 、 、

一
、 、

小时光照
。

结果如图 所示
。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

在每日光照 一 。

小时的情况下
,

棉铃虫幼虫发育厉期的变动并

不大
,

差异范围不超过一夭
。

只有当每日光照

小时以下和 小时以上时
, 万对棉铃虫幼虫

的发育历期发生明显影响
。

由此可得出结论

在自然条件下的每日光照时数变化范围内
,

对

棉铃虫幼虫发育进度影响很小
。

讨 论

有关多化性昆虫的生杰调节问题
,

曾进行了部分综述
。

现在的试脸证明
,

不论在全黑暗或全光照

条件下
,

棉铃虫都能够完成它的生活史
,

但天数

不同
。

除接近全黑暗或全黑暗
,

以及接近全光

照或全光照以外
,

在其它光照时数条件下
,

棉铃

虫幼虫发育天数是比较稳定的
。

所以
,

光照条

件与温度
、

食物等因子不同
,

它不是棉铃虫幼虫

阶段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
。

在自然界
,

每天不同的光照时间的变化
,

对棉铃虫发育进

度并不发生显著的影响
。

光周期条件对棉铃虫

的发育
,

只是因为它的有规律的变化为棉铃虫

种群提供了一个季节变化的信息
。
北京郊区棉

铃虫种群的光周期反应类型与一般多化性昆虫

的光周期反应类型一样
,

属于长日照类型
。

在

夏季
,

它们能连续发育几个世代
,

并于秋季开始

进人滞育
。

短光照周期有利于滞育诱导的发

生
,

而长光照周期的作用正相反
。

棉铃虫种群的光周期反应是从属于温度

的
,

它只发生于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

在试验中
,

℃和 ℃条件下
,

光周期对棉铃虫的滞育诱

导发生作用
。

而在 ℃条件下
,

不论光周期的

长短
,

棉铃虫均不发生滞育
。

〔

的资料也表明了棉铃虫在 ℃条件下
,

光周期

对滞育诱导发生的最大影响不超过 。 。

而

在 ℃条件下
,

影响可达 多
。

和

报告 美国棉铃虫 月。 , 。‘为

,

在 ℃以下温度条件时
,

短光照

每天光照 。小时 可引起滞育诱导的发生
。

而

︹味︶丹征提

每日光照 小时

图 不同温度下的光周期反应曲线在临界光周期点的切线

三
、

光周期对幼虫发育历期的影响

试验在 ℃恒温条件下进行
,

分别对幼虫

,‘,‘,‘

︵米︶缀返

每日光照时间 小时

圈 不同光周期对棉铃忠幼虫发育历期的形晌

· ·



在 ℃情况下
,

滞育就差不多完全不发生
。

这

与我国棉铃虫的光周期反应是近似的
。

这些资

料说明 早秋的温度对种群结构一致的种群的

滞育诱导影响并不大
,

只有当光周期和温度适

合时
,

才使种群中滞育个体百分率达到最大值
。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
,

临界光周期并不是一

个固定不变的值
,

而是一个随着温度变化而有

规律地变化的值
。

温度的降低常引起临界光周

期的增长
。

试验的结果表明
,

在 ℃时的临界

光周期比 ℃时的临界光周期延长了刊 分钟

左右
。

这个结果与 的报告虽

然在趋势上是柞同的
,

但具体数据是不同的
。

在

他的试验中
,

℃时的临界光周期比 ℃ 时

的临界光周期延长将近 小时
。

这两个试验结

果的不同
,

即相差 分钟
,

可能是由于不同地

理分布的棉铃虫种群在生理生态学特性上所产

生的差异而造成的
。

因为北高加索地区处于北

纬斗 “ ,

而北京郊区处于北纬刊
“

左右
。

纬度

越高
, 一年中光照时间的变化幅度也越大

,

所

以临界光周期随温度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也越

大
。

另外
,

这两个试验结果的不同
,

部分地也可

能是由试验误差引起的
。

从两个不同地区棉铃

虫种群为材料所得出的试验结果都证明了在同

样光周期条件下
,

温度越低
,

对滞育诱导的影响

就越大
。

也说明了短日照和低温的联合作用比

单一短日照对棉铃虫种群的滞育诱导能产生更

强的刺激
。

因此
,

虽然同一地区的光周期变化

是很稳定的
,

但棉铃虫种群中滞育个体出现的

早晚
,

在不同年份中是不一样的
,

它主要取决于

秋季降温的早晚
。

如果降温比较早
,

则棉铃虫

种群中滞育个体出现较早 若降温较晚
,

则滞育

个体出现也较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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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棉铃虫环境条件的研究

卓乐似 黄月兰 杨家荣 胡崇文
湖北省荆州地区微生物研究所

我们就人工饲养棉铃虫过程中
,

温度
、

湿度

和光照等三大要素对棉铃虫各虫态的影响进行

过一些研究
,

现将资料整理报告于后
。

材 料 与 方 法

棉铃虫 月亡 勿动 , 口 虫源是

从大田采回的越冬老熟幼虫
,

室内化蛹羽化的

成虫繁殖的后代
。

饲养室温度
、

湿度用电热蒸气和喷水控制

在 一 ℃之间
,

相对湿度 一 并
,

光照以

瓦或叨 瓦日光灯为光源
,

距 一 米
,

光

照时间为 阳

初孵幼虫置于 厘米的玻璃管内
,

用
“

号饲料
”
喂养 老熟幼虫在管内人土化蛹

土壤含水量为 一 多 成虫放在直径 厘

米
,

高 厘米的铁纱笼内交配产卵
,

喂食 。外

蔗糖溶液
,

天后逐日计算产卵量
。

计算方法

配方 黄豆粉 克 玉米粉 克 大麦粉 克 维生

素 克 酵母 克 棉油 夕毫升 ‘ 酷酸 毫

升 苯甲酸钠 克 甲醛 毫升 琼脂 克 水

毫升 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