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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 了桃红颈 天 牛 幼虫 的蛀道特性及排粪 习性
。

①该虫蛀道 曲折复杂
,

蛀害韧皮部的蛀道 洞 口 朝

上
,

蛀害木质部 的洞 口 朝 下
。

达木质部 的蛀道长度 。 ,

洞 底距洞 口 的垂直距离约为 。 。

②幼

虫 的粪屑不 直接排到洞 口 外
,

而 留是在蛀道 内
,

当粪屑堵塞蛀道时
,

才将其推到洞外
。

幼虫推粪时可 达距洞 口

处
。

当粪屑 被推紧挤实
、

不能掉出洞 外时
,

幼虫则另辟新洞 口
。

③幼虫推粪高峰在晚 压至早
,

推 次粪 的情况居多
,

占总观察频数 的 推 次及 次粪 的分别 占 及

推 次粪 的 占 也见
,

以至 推 次粪的现象
。

④概率分析的结果表明每 推 次粪至每

推 次粪的概率为
,

从而表明桃红颈 天 牛幼虫推粪的时间间隔主要 “ 出现在每 推 次

至每 推 次之间
,

其概率 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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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颈天牛 故 从 , , 是核果类果树的主要害虫
。

随着华北地区核果类

果树栽培面积的逐年增 大
,

果 园受桃红颈 天牛危害的面积也逐渐增大
。

北京地区杏
、

桃的种植

面积就有 万多公顷
,

盛果期后 的受害面积 已 达 万多公顷
,

重者受害率可达 以上
。

昆虫病原线虫是防治桃红颈天牛 的有效生物制剂
,

作者 自 年开始 了该制剂 的有效性

研究 一习 。

昆虫病原线虫优于敌敌畏
、

磷化铝等化学农药
,

它不污染环境
,

对人畜安全 ’’」,

能追

杀 隐蔽性 害虫〔一 “ 〕,

能主动在蛀道 内寻找寄主
,

能寄生 于那些化学熏蒸
、

钩杀等方法难 以奏效

的蛀干害虫
,

尤其对蛀道复杂
、

各虫蛀道不相通闭的桃红颈天牛更显其优越性
。

研究 中发现虽然 昆虫病原线虫对桃红颈天 牛幼虫有很强 的侵染力及很大的应用潜力
,

但

如果施用线虫 的时间不适宜
,

很可 能线虫刚被注人蛀道
,

就被 天牛幼虫随粪便推到洞外
,

起不

到应有的防治效果
。

因此
,

要想达到有效防治的 目的
,

首先要搞清桃红颈天牛幼虫蛀道及排粪

习性
。

对桃红颈天牛生物学 的研究曾有报道
”,

” 〕,

但未曾见其排粪习性 的详细报道
。

本试验根

据生产及研究 中面 临 的问题
,

为寻找有效 的施用线虫时期
,

年进行 了桃红颈天牛

幼虫蛀道特点及排粪习性的研究
。

材料与方法

观察室制作

在北京延庆杏 园砍伐受红颈天牛幼虫危害严重 的杏树
,

将树干运 回实验室
,

将每个有虫树

干锯成 个 长 的树段
,

按原顺序编号复原
,

用细铁丝捆紧成原树士状
,

正立放置
,

作

为一个观察室
。

用 同样方法制观察室 个
,

每室 个幼虫
,

龄不等
,

分别记录每条幼虫每

小时排粪
、

幼虫距排粪孔距离
、

蛀道长度等习性
。

观察时小心解开细铁丝
,

逐一取下各树段
,

记

录测量后
,

复原状
。

观察至幼虫死亡止
。

田 间树洞外有粪时间观察

在北京延 庆受桃红颈天 牛危害严重 的杏 园选排 粪孔 个 杏树胸径
,

排粪孔

距地面距离 以 内
,

月 一 月 间观察记录洞外有粪时 间
,

每天 次
,

分别在
, ,

。

每次观察后 清除孔外及地上粪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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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幼虫粪屑 出现概率

设不 同时间间隔 的洞外粪屑 出现概率具有正态分布
。

粪屑 出现 次的概率 尸 及

出现 次 的概率 尸 用下述公式表示

, , 、 吞 上 竺丛
,

一 万 “ ‘ , 一 万
。

瓦万丽
’ 、 ‘ · ’“ 犷 ,

。 , ,

一
、 。 , 、

「 上 止鱼
,

厂 、 飞 ‘ 簇 “ , 一 万‘ 气‘ , 一 百
。

瓦万云
、 ‘ ’“ 犷

式 中 。 一
专

一 。
·

粪屑 出现 次 。一

令
一

·

。 粪肩 “ 出现 次 一争
一

·

。 粪屑

出现 次 几 为 样本 的样本平均值 为 样本 的标准差 了 为 样本 的样本平均

值 为 样本的标准差
。

结果与分析

幼虫取食及蛀道特点

桃红颈天 牛幼虫 的蛀道较其它蛀干害虫复杂
,

其特点是 幼虫刚孵化时在树干韧皮部就近

取食
、

蛀孔
,

随后 向树下部蛀道
,

蛀道孔朝上
。

次年幼虫取食长到约 。 长时
,

由韧皮部逐渐

向木质部蛀食
。

幼虫在木质部取食时
,

头朝上或朝树干 中心
,

先润湿树木
,

再 啃食
,

并有
“

咔嚓
”

的声音
,

蛀成的隧道向上延伸
,

洞 口 朝下
。

不取食时
,

头朝 向另一端
。

将观察室上下倒置
,

并使

正在向上蛀道的幼虫头朝下取食
,

幼虫则逐渐转 向
,

先横向
,

而后 又 向上蛀食
。

一般 虫 个 曲

折 蛀 道
,

实 验 所 观察幼 虫 的蛀 道 长度 在 。 之 间
,

洞 底距 洞 口 的垂 直距 离约 为
。

有时 个幼虫常有多蛀道
,

彼此连通
,

但与另一幼虫的蛀道不相通
。

幼虫排粪及推粪 习性

蛀人木质部的幼虫一般在距洞 口 约 。 的洞底栖息
,

排粪时不 到洞 口 ,

而在蛀道 内
。

当

蛀道充满虫粪时
,

幼虫将其推至远 离身体 处
,

并不推至洞外
。

当粪屑又 充满虫体附

近段 的蛀道时
,

幼虫又将其 向外推 ⋯ ⋯
,

始终保持洞 口 蛀道 内无虫粪
。

只有 当蛀道

内粪屑很 多时
,

才被推到洞外
。

幼虫推粪时 即使粪屑量再多
,

幼虫也不靠近洞 口 ,

而是离洞 口

一
,

当粪屑被多次推紧压实
、

堵住洞 口 时
,

幼虫则另辟新洞 口
。

洞外粪屑 出现规律

昼夜 出现高峰 从每昼夜 个时间段 的观察资料 中统计发现
,

一昼夜 内任何时间段均

有粪屑推出
,

但是不 同时间段洞外有粪频数不 同
。

桃红颈天 牛幼虫将粪推出洞外的时间主要集

中在 至次 日 之 间
,

其频数 占各时间段总 洞 外有粪频数的
。

各时间段粪屑

出现频数分布见 图
。

不 同时间段 粪屑 出现 频数 田 间粪屑记录资料 的统计说明
,

桃红颈天牛幼虫在不 同时

间段 内推粪 的频数变化很 大
,

其概率分布见 图
。

从 图 可 看 出每昼夜粪屑出现 次的频数最大
,

达 次
,

占总频数 次 的
。

也

就是说绝大多数蛀道幼虫 昼夜推 次粪到洞外
。

少部分幼虫每昼夜可 次
、

次
、

甚至 次

推粪于洞 口 外
,

但 出现的频数相对较低
,

分别 占总频数的
,

及
。

幼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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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推一次粪 的现象也有发生
,

但出现频数更低
,

只分别 占
, ,

⋯
, ‘

洞 外粪屑 出现频数的概率分析 对 田 间桃红颈天 牛 幼 虫 不 同时 间间隔 的洞 外粪屑出

现频数进行概率分析 图
。

洞外 有 次粪至 有 次粪 的概率 图
,

其分布的函数为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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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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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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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桃红 颈天 牛幼虫 推 次粪至

推 次粪于洞外 的频数 占总频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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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飞暇壕

蜀
,

茹 笛 」

次派报壕

时 间

叼
‘ 一 , 八

次数 天 数

图 桃红颈 天 牛幼虫粪

屑 出现频数分布

图 桃红 颈 天 牛幼虫单位时间粪

屑 出现次数频数

讨论

桃红颈天牛幼虫
“

排粪
” 、 “

推粪
”

提法讨论

本研究表 明
,

桃红颈天 牛幼虫并不直接将粪屑排到洞 口 外
,

而是先排在蛀道 内
,

当蛀道 内

虫粪多时
,

幼虫才将其推 向洞 口
,

但此时洞外并不一定见到粪 屑
,

只有 当粪屑很多
、

被推到洞 口

时
,

洞外才能见到虫粪
。

因而
,

树下及洞 口 外的虫粪是桃红颈天牛幼虫推出来的
,

而不是排出来

的
。

因 此
,

作 者认 为有 必要将桃 红 颈 天 牛幼 虫 广 义 的 “
排

”
粪 习 性 明确 为

“

排
” 、 “

推
”两部分

。

“

排
”

粪是指幼虫将虫粪排 出体外 留在蛀道 内的现象 而
“

推
”

粪是指幼虫将排 出的粪屑推向洞

口 外的过程及现象
。

研究害虫生物学特性的意义

昆虫病原线虫是 防治害虫 有效 的生 物制剂
,

它对很 多害虫的侵染率都较高 一
·

卜 〕,

但往

往 田 间侵染效果不 如室 内好
,

其主要原 因之一 是靶害虫 的生物学特性 了解得不十分详细
,

关键

环节没抓住
,

导致 了施用线虫方法 的不得 当
,

进而影响了线虫的防治效果
。

因此
,

研究靶害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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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特性是有效地应用线虫 防治害虫 的基础
。

昆虫病原线虫能寻害虫释放 出 等 的气味找到寄主
,

这是常规 防治方法所不及 的
。

由于昆虫病原线虫具有主动寻找寄主的能力
,

虽然桃红颈天牛蛀道复杂
,

但作者 曾经成功地

进行 了昆虫病原线虫 田 间防治桃红颈天牛的研究〔‘一 〕,

取得了较好 的防治效果
。

其原 因是掌握

了桃 红颈 天 牛幼 虫蛀道 曲折
、

多数洞 口 朝下
、

幼 虫一般 只推 次粪于洞 外
、

并且集 中在

之间等特性
,

制定 出 了一整套施用措施
,

确定 了施用线虫 的时间为上午 一

之间
,

以使线虫有足够的时间爬 向寄主
,

而免于在未达到寄主时就被推出洞外
。

桃红颈天牛幼虫生物学特性的进一步观察与探讨

本研究表明桃红颈天牛幼虫洞 外 有 次粪的现象普遍
,

但也有 有多次粪及几天

一次粪 的现象
。

推测 前者的洞 内幼虫为高龄
,

因其食量大
,

所 以排
、

推粪的次数就多
,

而后者的

洞 内幼虫为低龄
,

其食量小
,

排粪亦少
。

对于洞外 以上才见一次虫粪的现象
,

推测洞 内幼虫

已 近于蛹期或逐渐进人越冬状态
。

上述推测有待于进一步观测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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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均衡
,

两者 的差别作为
“

冲击
”

产生 的影响效果
。

这种方法广泛用于评估一 国或多国进行政

策改革可能产生 的后果
。

模型数据库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 于有关 国际组织收集整理 的贸易统计数据
,

其

中包括 国家 间 的双边 贸易额及各种干 预措施造成 的误差
。

在对数据进行检查后发现
,

模型 原始数据在反 映我 国农产 品生产 的要 素密集度
、

投 人产 出关系和 贸易保护程度存在不合

理情况
,

为 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

本项研究将根据我 国有关资料及现有研究成果对我 国的

基础参数进行校正
。

此外针对我 国粮食市场的特殊情况
,

将在模型 中引人不完善竞争因素
,

评

价实行关税配额或完全关税化对我 国农产品市场和贸易的影 响
,

在此基础上针对 中国农产品

政策上 的选择提 出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