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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昆虫病原线虫防治构祀负泥虫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4) 程惠珍

.

陈 君 杨 军

摘 要 拘祀负泥虫 L
e
m

a
d ce e

mP
u n t at a

cS
o p ol i 是药用植物构祀的重要害虫

。

我们从它的体背上

经常覆盖有茶褐色虫屎的特性考虑
,

应用昆虫病原线虫进行了防治试验
。

在室内筛选中发现这种

害虫对芫著夜蛾线虫 tS ie ne nr
em a fe ilt ae 及小卷蛾线虫 5

. ` a

rP co aP as
。
十分敏感

,

感染死亡率达

90 % 以上
。

在田间防治中
,

用 1 50 0~ 1 6 00 条 /m L 线虫悬浮液喷在拘祀上
,

杀虫效果可达 70 % 以

上
。

试验证明
,

昆虫病原线虫对拘札负泥虫的防治是具有应用前景的
。

关被词 拘祀负泥虫 芫著夜蛾线虫 小卷蛾线虫 防治

拘祀子为补肾强腰
、

滋肝明目之要药
。

构

祀负泥虫 eL m a
.

de
e e

mP
u n c t a at S e o p o l i 是药

用植物拘祀 切
`
iu m ` ih ne

s 。 M ill
.

和颠茄 A t
-

阳户a he “ a

do
n n a L

.

的重要害虫
,

国内外多有

分布
,

在我所药场危害也十分严重
。

成虫
、

幼

虫均嚼食叶片
,

幼虫危害比成虫更甚
。

幼虫食

叶使叶片造成不规则缺刻或孔洞
,

严重时全
部吃光

,

仅剩主脉
,

并在被害枝叶上到处排泄

乌黑虫屎
;
早春越冬代成虫大量聚集在嫩芽

上危害
,

至使构祀不能正常抽枝发叶
。

对构祀

的产量和质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

由于拘祀

负泥虫 1 年发生多代
,

该虫的发生期
,

正是拘

祀的开花结果期
,

多次喷药防治
,

造成农药在

拘祀中留下残毒
。

为了提高防治水平
,

达到拘

祀生产的高产优质的目的
,

我们从拘祀负泥

虫的生物学特性考虑
,

开展了应用昆虫病原

线虫 E n t o m op
a t h og

e n i: n e m o t o de
:
防治拘祀

负泥虫的试验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来源
:

供试线虫 芫著 夜蛾线虫

S t e i n e r n e m a
fe l t i a e ,

小卷蛾线虫 S t e i n e r n e m a

c a
rP oc aP

s a e ,

格 氏 线 虫 S t e i n e , e m a g l a s e n

N C s 4
,

S t e i n e o e m a s p p
.

N C 5 1 3 上述 4 个种

系均从中国农科院生物防治研究所引进 ;斯

氏长 尾线虫 S t e i n e r n e m a le n g ic a u d u m 从山

东莱阳农学院引入
; 9 2

一

1 号线虫是从为害天

麻的蟒蜡中分离培养所得 (未定种名 )
。

以上

6 种昆虫病原线虫
,

是经我们用海绵作栽体

的黄粉虫培养基上繁殖得到的
。

构祀负泥虫

来自本所药场
。

1
.

2 试验方法

室 内感染试验
:

用直径 9 C
m 的培养皿

,

垫上一层滤纸
,

将负泥虫幼虫放在滤纸上
,

每

皿 10 头
,

每处理重复 3 次
,

设对照
。

采用喷雾

法
,

以滤纸喷湿为度
,

线虫悬浮液用量为 800

~ 1 00 0 条 / m L
,

对照 喷清水
,

并喂 以新鲜拘

祀叶
,

然后放入 24 ℃士 1℃ ,

相对湿度 75 % ~

8 0%培养箱内培养
。

A d d r e s s :
C h e n g H u i z h e n ,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e in a l P la n t eD
v e lo p m e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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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n e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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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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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余霞参加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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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拘祀负泥虫对不同线虫种或

品系的敏感性测定

供试线虫种系 敏感程度

++
.

ǔù +++ǔ +++ǔǔ十
州一++

,

田间防治试验
:

在本所药场拘祀试验地

进行
。

采用喷雾法
,

线虫悬浮液浓度为 1 5 00

一 1 6 0 0 条 /m L
,

对照喷清水
,

均 以喷湿水不

下滴为度
。

48 h 后随机取样
,

检查害虫死亡

率
,

并收集死亡幼虫
,

带回实验室培养观察
。

2 研究结果

2
.

1 构祀负泥虫的生物学观察
:
1 年发生 5

代
。

各代的发生盛期见表 1
。

fe l t ia e

·

ca rP
o c a P s “ e

l o n g ic a d u m

创 a se ir N C 3 4
s p p

.

N C 5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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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生盛期
(月 旬 )

拘祀负泥虫各代发生盛期 ( 1 9 9 4 年 )

卵 幼虫 蛹 成虫

第 1 代 4 中
、

下 5 上
、

中 5 中
、

下 5 底 ~ 6 上

第 2 代 6 上 6 上
、

中 6 中
、

下 6 下 ~ 7 初

第 3 代 6 底~ 7 初 7 上
、

中 7 中
`

7 下

第 4 代 8 上 8 中 8 下 9 上

第 5 代 9 上
、

中 9 中
、

下 9 下 10 上
、

中

构祀负泥虫 以成虫及幼虫在拘祀的根际

附近的土下越冬
,

以成虫为主
,

约占越冬虫量

的 7 0%左右
。

4 ~ 10 月间
,

要构祀树上各期虫

态可同时见到
。

成虫寿命很长
,

0 4 一 1 0 捕回 20

对成虫
,

养虫室内饲养
,

产卵期从 0 4一 1 0 一直

延至 0 7
一 。4

,

长达 84 d
,

发生代成虫寿命最长

达 1 21 d
,

最短 23 d
,

平均 91 d
。

成虫寿命长及

产卵期长是造成世代重迭的重要原因
。

卵产

于嫩叶上
,

每块卵块 6一 22 粒不等
,

金黄色呈
“

人
”
字形排列

。

产卵量甚大
,

室 内饲平均每雌

产卵 44
.

3 块
,

35 6粒
。

卵孵化率很高
,

通常在

9 8%以上
,

且同一卵块孵化很整齐
。

1 龄幼虫

常群集在叶片背面取食
,

吃叶肉而留表皮
, 2

龄后分散为害
,

虫屎到处污染叶片
、

枝条
。

幼

虫老熟后入土 3一 5 c m 处吐白丝和土粒结成

棉絮状茧
,

化蛹其中
。

各虫态历期
:

卵历期因

世代而异
,

第 一代 一2~ 1 5 d
,

第 2 代 7 ~ s d
,

其余各代 5~ 6 d ;
幼虫期 7一 10 d ;

蛹历期 8

一 1 2 d ;
成虫寿命长短不一

,

平均 91 d
。

2
.

2 昆虫病原线虫不 同种或品系的敏感性

测定
:

对 6 个不同种或品系的昆虫病原线虫

进行了敏感程度测定
。

以试验 72 d 后拘祀负

泥虫幼虫被感染死亡作为敏感程度的指标
,

感染 死亡率不 足 50 %为 +
,

50 一 89 %为 +

+
,

9 0%以上为 + + 十
。

试验结果见表 2
。

.

1 2 0
.

从表中可见芫普夜蛾线虫和小卷蛾线虫

对拘祀负泥虫敏感
,

室 内的校正感染率分别

达 9 6
.

3%和 9 3
.

3 %
。

2
.

3 田间防治试验
:

在室 内感染试验的基础

上
,

我们于 6一 9 月间
,

即拘祀负泥虫的发生

为害盛期
,

选用芫首夜蛾线虫和小卷蛾线虫

进行了田间防治试验
。

48 h 后随机抽查 5 个

枝条
,

统计死虫数和活虫数
,

并将虫体收集回

实验室培养观察
。

死虫无臭味
,

解剖镜检
,

负

泥虫的肠道变成红棕色
,

粘附在虫屎上的昆

虫病原线虫还有存活的
,

死虫经 4一 s d 培养

后抽样镜检
,

每头死虫中均有巨形线虫
,

将死

虫体放在有水的培养皿内
,

虫体释出大量小

线虫
。

防治效果见表 3
。

表 3 两种斯氏线虫防治拘祀负泥虫的效果

试验日期 线虫种系
调查虫数 (头 )

死虫 活虫
死亡率 ( % )

3 结论与讨论

3
.

1 影响昆虫病原线虫自然分布及限制其

作为生物防治有效手段的主要因素是湿度
。

由于 负泥虫幼虫排泄出的稀湿虫屎覆盖于虫

体上
,

喷雾在拘祀负泥虫体上的线虫
,

得到了

适合生活的小生态环境
,

为线虫的寻觅和感

染寄主提供有利的条件
,

经试验认为
,

利用昆

虫病原线虫 防治拘祀负泥虫是具有应用前景

的
,

有待进一步进行应用推广研究
,

提高防治

水平
。

3
.

2 昆虫病原线虫是害虫的自然天敌
,

对人

畜安全
,

不污染环境
,

是进行生物防治的宝贵

资源
。

由于这类线虫与大肠杆菌科的嗜线虫

杆 菌 X
e
on hr

a

bd
u : en m at oP hi lu :

营共 生 生

活
,

两者形成病原复合体
,

线虫通过昆虫的自



然开 口进入虫体
,

穿过肠壁进入体腔
,

并把其

携带的共生菌排到体腔里
,

导致昆虫因患败

血症而死亡
。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十分重

视昆虫病原线虫在害虫防治上的应用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国昆虫病原线虫的生产

和应用 已得到政府注册
,

成为商品
。

近 10 年

我国也有不少有关应用方面的研究报道
,

如

中国农科院生物防治研究所用来防治行道树

上的木蠢蛾
,

广东昆虫所等单位用于 防治桃

小食心虫
、

竹直锥大象虫等均取得较好的防

治效果
。

据我们试验
,

格氏线虫对为害人参
、

西洋参
、

贝母的细胸金针虫 ( A gr i ot es fu is ` ol
-

11: M iw a )
、

斜纹夜蛾 ( P or d e n i a l i t u ar F a b r i
-

ic u s )
、

蟒蜡
,

室 内的感染致死率均达 80 %以

上
。

这些药用植物都喜荫
,

参棚内土壤潮湿
,

疏松通气性好
,

这将给昆虫病原线虫的生存

繁衍提供良好的条件
。

我们将继续吸取国内

外的先进技术
,

根据药用植物 自身的特点
,

开

展昆虫病原线虫的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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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33 3

在党参生产中应用的初步研究△

湖北民族学院园艺系 (恩施 4 4 5 0 0 0) 周光来
.

田长恩

摘 要 通过在党参生产中的应用研究
,

发现用 150 m g / L p p 33 3

于幼苗期进行叶面喷施
,

可以提高

党参苗叶绿素含量
,

抑制其茎叶生长
,

显著提高党参的平均根鲜重和干重
,

并显著增加其干成品的

醇浸出物含量
。

因此
,

此技术的应用可使党参增产优质
。

关扭词 P P 33 3

党参 增产 优质

8 0 年代以来
,

有关植物生长调节剂在中 草药生产中的应用研究已报道不少 l3[
。

P P 333

.
A d d r e s s

周光来 男
Z h o u G u a n g la i

,

H u b e i N a t i o n a l C o l
,

19 8 7 年大学毕业
,

实验师
,

现工作编
多项省

、

州
、

院资助的
的效益

。

E n s h i

北民族学院园艺系
。

主要从事教学
、

科研
、

科技推广工作
。

主持
、

参
题

,

1 9 9 2 年获科技进步奖
,

所引进和推广的农业新品种
、

新技术
,

在当地实际生产中发挥了巨
与
大

△ 湖北省教委资助课题

《中草药 》 1 9 9 5 年第 2 9 卷第 2期
.

1 2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