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树
”

系统的调控与持续发展
。

贵州经济基础 不通 ; 中密度兼顾 了人
、

地的承受力
,

较能接

薄弱
,

水土流失严重
,

适林 区交通条件落后
,

受
。

另一方面
、

由于红豆杉质优异
,

建立材药

药用林建设 以枝叶为 目的
,

高密度需高 投人 两用林更能适合省情
。

维持才能有高产量
,

大规模基地建设势 必行 3
.

3
.

贵州红豆杉药用原料林建设的种苗问

表 4 贵州红豆杉栽培分区品种配 t 裹

因子 黔中区 黔北区 黔东北区 黔东南区 黔南区

首先种
红豆杉

、

南方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南方红豆杉
、

杉 杉 杉 杉 红豆杉

叶西区 麟西南区

红豆杉
、

云南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杉
、

南方红豆杉 杉

建议种
云南红豆杉

、

东北 云南红豆杉
、

东北

红豆杉 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东北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引进种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衫 曼地亚红豆杉

题
。

目前红豆杉的种苗繁殖方式有种子
、

扦

插
、

组培 3 种
,

主要以扦插苗供应规模化基地

建设
。

与国内同行比较
,

省内种子和组培育苗

几无进展
,

扦插成活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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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翅豆芜普繁殖习性观察

重庆市药物种植 研究所 (南川 市 4 0 8 4 0 0) 胡周 强
’

韦 波 张含藻 韩健华

摘 要 对小翅 豆芜蔷繁殖 习性进行 了系统 的观察研究
。

实验结果表 明
,

小翅豆 芜普雌雄虫均可

多次交配
,

性别不 同交配 次数各异
,

每雌可产卵 1~ 3 次
,

产卵量的多少与寄主植物有关
。

在变温条

件下
,

卵期平均为 65 d
,

以 含水量 n % ~ 14 % 的河砂孵化率最 高
。

关键词 小翅豆 芜著 繁殖 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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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周强 中专
,

副研 究员
,

主要从事药用 动物 的生态生物学
、

培 养繁 育工作
,

在国 内各级 刊物公 开发表论文 4 0 多篇
,

先
后完成研究课题 7 项

,

分别获得各级成果奖 12 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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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翅豆芜著 EP i c a u t a aP t a ar K a s z a b 属

芜普科昆虫
,

为民 间常用中药
,

其药用功能与

斑鳌相同
。

近年来随着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

以及农业生产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

芜蔷资

源越来越少
,

原料用药和处方用药十分紧缺
,

为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现有资源
,

我们连续

多年对小翅豆 芜著 的繁殖特性进行 了探索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试虫采 自南川三泉
、

涪陵龙潭
。

试验主要

采用 了 5 种方法进行探索
,

1) 按雌雄 1 ` 1 配

对饲养
。

2) 不同性 比的饲养
。

3) 不同饲料的

饲养
。

4) 室 内外笼养
,

每笼 2 0 对
。

所喂饲料

为马铃薯叶
,

凤尾草
,

豆叶
,

马兰等
,

每天换料

1一 2 次
,

保持饲料新鲜
,

换料时 向饲料上喷

洒少许水或将饲料浸湿后放人
。

除笼养虫外
,

以上各试验均喂养于烧杯中
,

杯底垫河砂
,

杯

口用纱布罩住 ; 重复 10 次
。

5) 孵化试验
,

采用

洁净河砂或壤土作基质
,

在罐头瓶内和培养

皿 内进行
,

罐头瓶 口 用玻璃片盖住
。

各项试验

均在 自然变温条件下进行
,

观察记录其交配
、

产卵
、

孵化等情况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求偶行为
:

小翅豆芜昔为复变态昆虫
,

1

年 1 代
,

幼虫有 6 个龄期
。

在南川地区成虫于

5 月下旬 以后
,

旬温达 1 9
.

7 C 时陆续羽化 出

土
。

成虫出土后集群取食和栖息
,

3 d 后便有

爬背求爱行为
。

爬背时
,

雄虫先在雌虫旁边爬

行或追逐
,

并用 口 器试探雌虫
,

如雌虫无求偶

要求
,

便用嘴奋力驱赶雄虫或用足将爬于背

上的雄虫赶下
,

若雌虫愿意
,

雄虫便十分迅速

地爬上雌背
,

并用触角缠住雌虫的触角
,

直至

爬背结束
。

爬背期 间
,

雄虫触角时紧时松
,

不

断地颤动
,

并常伸出阳具刺激雌虫生殖部
。

每

次爬 背时 间长短不一
,

最短 90 m in
,

最 长达

24 0 m in
。

在整个生活期间
,

爬背活动较为频

繁
,

除雄虫取食外
,

全 天均可进行
,

但下午多

《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12 期

于上午
,

雨后天晴较其他天气为多
。

爬背后 1

~ 4 d 即可交配
,

交配后 3 d 后又有爬背求爱

行为
。

2
.

2 交配
:

小翅 豆芜著爬背后 1一 4 d 便开

始交配
,

交配多在较清静的场所进行
。

交配时

雄虫爬上雌虫背上
,

求爱几分钟后 即行交配
,

交上后雄虫脱离雌虫背部
,

转头与成一字形
。

交配期 间
,

雌虫可 以取食
,

但雄虫不取食
,

而

是间隔一定时间摆动几下腹部 ; 若遇其它虫

干扰
,

雌虫便拉着雄虫逃避
。

交配结束时
,

雌

虫腹部剧烈摆动几下
,

随即雌雄交配器官分

离
。

雄虫离去时
,

用足梳理身子 5~ 10 m in 后

到处爬行
,

安静后便开始取食
。

交配结束后的

雌虫生殖节仍张开
,

阴道外露
,

约 Z m in 后便

排 出一似精包的 白色物质粘附于 阴道 口 上
,

约 3 0 m in 后随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

随后阴道

缩 回体 内
,

生殖节闭合
。

交配结束后雌虫便开

始取食
,

如遇雄虫干扰便奋起驱咬
。

交配多在

取食后进行
,

一般上午多于下午
,

其最适温度

为 2 2
.

6 C ~ 2 7
.

1
L

C
,

相对湿度为 7 2
.

4% ~

8 6
.

3%
。

雄虫可交配 2 一 4 次
,

雌虫 1一 3 次

(表 1
,

2 )
。

表 1 小翅豆笑蔺交配情况统计表

项 目
交配前期

(d)

交配次数

(次/头)

交配历期

(un n )

交配间期

(d)

沮度 沮度

( C ) (% )

幅度 4~ 21 1~ 4 130~ 355 9~ 21 19
.

3~ 28
.

8 69~ , 4
.

3

王土, 7
.

8士4
.

2 1
.

5士0
.

6 221
.

7士56
.

5 13
.

4士4
.

4 25
.

0士2
.

3 76
.

7士7
.

4

表 2 小翅豆芜普不同性别与交配的关系

雌
;

雄 l : 1 1
:

2 1
: 3 2

:
1 3

:
l

合计交配次数 13 27 1 1 2 1 29

雌虫平均交配次数 1
.

3 2
.

7 1
.

1 1
.

1 1
.

。

雄虫平均交配次数 1
.

3 1
.

4 0
.

4 2
.

1 2
.

9

从表 2 看出
,

性别不同
,

交配次数也因此

而异
。

雌虫随雄虫的增多而交配次数增多
,

其

中以 1 雌 2 雄的交配次数最多
,

而雄虫亦随

雌虫的增加而增加交配次数
。

据我们观察
,

1

雌 3 雄的处理
,

1 雌虫背上往往负有两个雄
一

9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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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

因饲养 空间太小
,

个体间干扰太大
,

交配 虫体的宽度
。

穴 的深浅视土质而异
,

一般为

次数反而减少
。

4一 s c m
。

在挖穴过程中
,

若遇干扰将弃穴而

2
.

3 产卵
:

小翅豆芜著 6 月上旬开始产卵
,

6 去
。

有时穴成后而不产卵
,

又寻找其它场所挖

月中下旬为产 卵高峰期
,

产卵期 4 o d 左右
。

穴
。

穴挖成后
,

雌虫爬出穴外
,

头向穴 口
,

将整

其产卵的最适温度为 23
.

5 ℃一 2 8
.

I C
,

湿度 个虫体潜人穴 中
,

即开始产卵
。

产卵时
,

雌虫

为 69 %一 8 2
.

1%
,

产卵情况见表 3
。

用阴道上的两个 毛撮将卵扶住
,

慢慢地往外

雌虫交配后 4一 ZO d 开始产卵
,

产 卵一 排
,

每产 1 粒需 50 一 12 0 5 。

卵粒排列整齐
,

全

般在下午或天黑前进行
,

卵集产于土室中
。

产 部卵粒粘连成团
。

整个产卵过程需 14 2~ 2 10

卵前
,

雌虫寻找适宜的产卵场所
,

用前足和 口 m in
。

卵产完后
,

雌虫爬出穴外
,

用土将穴 口

器挖一土穴
、

穴 口 较小
,

底部较大
,

约一个半 封住
,

然后离开
。

表 3 小翅豆芜普产卯统计

项 目
产卵前期

( d )

4 ~ 2 0

8
.

9士 4
.

7

产 卵次数

(次 /雌 )

1~ 3

1
.

9士 1
.

0

产卵量

(粒 /次 )

4 8~ 2 2 3

总产卵量

(粒 /雌 )

4 8~ 4 9 8

产 卵间期

( d )

6~ 2 2

1 0
.

6士 5
.

0

温度

( ℃ )

8士 30
.

8

.

3士 2
.

8

湿度

(写 )

梦度
x 士 s 1 2 5

.

6士 5 1
.

0 1 7 9
.

8士 1 4 4
.

2 议
6 5 ~ 96

7 6
.

4士 8
.

6

在室内
,

我们 曾饲养 了一笼未给产卵土 豆芜蔷有推迟产卵的习性
。

的成虫 30 头
,

雌虫腹部被卵胀得特大而迟迟 经不同饲料的饲养观察
,

食物不同
,

产卵

不产卵
,

有的直至死亡亦不将卵产出
,

大多数 量各异 (表 4)
,

其中以凤尾草作食物的产卵

被迫将卵产在饲料 上
,

但一次产卵多在 2 00 最多
,

马兰 叶喂养的产卵最少
。

其产卵量经方

粒以上
。

这表明
,

若无适宜的产卵环境
,

小翅 差分析
,

差异显著
。

`

表 4 饲料与产卵的关系

饲料

种类

试虫数

(对 )

产卵次数

合计 平均

每次产卵粒数

幅度 平均

合计产卵量

(粒 )

平均产卯量

(粒 /雌 )

黄豆叶

马铃薯叶

凤尾草

马兰 叶

56 ~ 15 6

70~ 17 9

63~ 22 3

48~ 14 3

10 3
.

4 16 54

1 14
.

1 194 0

14 8
.

6 2 6 75

83
.

7 108 8

;{: ;

::;一一一
109108

2
.

4 孵化
:

小翅豆芜脊 6 月上旬后陆续开始

产卵
,

8 月初始见幼虫
,

8 月下旬 至 9 月上旬

为孵化盛期
。

在 日均温 19
.

S C ~ 32
.

g C 的

自然变温条件下
,

卵期 最短为 45 d
,

最长 86

d
,

平均为 6 5 d
。

2
.

4
.

1 土壤含 水量与孵 化
:

孵 化结果见 表

5
。

表 5 河砂含水 . 与屏化的关 系

含水量 (% ) 5 8 11 14 17 2 0 23

卯拉数 429 360 492 4 50 396 450 450

幼虫数 36 165 4 68 3 93 273 147 48

孵化率(% ) 8
.

4 45
.

8 95
.

1 87
.

3 68
.

9 32
.

6 10
·

7

从表 5 可见
,

小 翅豆 芜脊 卵在 含水 量

5%一 2 3%的范围内均可不 同程度 的孵化 出

幼虫
,

其中以 n %和 14 % 的含水量孵化率

一

9 3 8
-

最高
,

17 % 以 上者 卵易生霉长 菌
,

孵化率 降

低
,

8 % 以下的卵易干瘪
,

生长发育受阻
,

孵化

率很低
。

2
.

4
.

2 性别与孵化
:

不同性别所产卵粒
,

经

在含水量为 n %的河砂中孵化
,

其结果差异

不大 (表 6 )
。

表 6 性别与孵化

雌
:

雄 l
:

1 1 :
2 1

:
3 2

:
1 3 ;

l

卵粒数 3 0 0 2 7 9 3 4 5 3 60 2 7 1

幼虫数 2 8 3 2 6 6 3 3 2 3 38 2 5 1

孵化率 ( % )
.

9 4
.

4 9 5
.

3 9 6
.

3 9 3
.

9 9 2
.

6

注
:
3 次重复结果

3 小结

小翅豆芜著为多 次交 配和多次产卵昆

虫
,

其繁殖力较强
。

在 1 7
.

g C ~ 37
.

4
`

C 的成



虫生活期 内
,

爬 背求爱行 为较频繁
,

爬 背后

1一 4 d 即可交配
。

性别不同
,

交配次数各异
,

雄虫为 2一 4 次
,

雌虫为 1一 3 次
,

交配历期平

均为 2 21
.

7 m in
。

卵集产于土室中
,

每雌可产

1一 3 次
,

每次产卵 4 8一 2 23 粒
。

产卵的多少

与寄主植物有关
。

在 19
.

8 ℃ ~ 3 0
.

8 ℃的变

温条件下
,

卵期长短不一
,

平均为 “ d
,

以含

水量 为 n % ~ 14 %的土壤孵化率最高
,

性 比

对孵化率无明显影响
。

( 1 9 9 9
一

0 2
一

0 5 收稿 )

山紫莞类药材的性状与显微鉴别△ ( W )

中国药科大学生药学研究 室 (南京 2 1 0 0 38) 张 勉
`

徐洛珊 王峥涛 赵显国 徐 国钧

摘 要 继前 3 报
,

继续对 n 种 山紫莞类药材 (基源为案吾 属 L ig ul ar ia 植物 ) 的生药性状和 显徽

鉴别特征进行报 道
。

关妞词 山 紫莞类 豪吾属 性状和显微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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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前 3 报 l[,
2〕

,

继续对 n 种山 紫苑类药

材 即舟 叶 囊吾 L i g u l a r i a 卿m bu l ife ar (W
.

W
.

S m i t h ) H a n d一M a z z
. 、

浅 苞 案 吾 L
.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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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人i c eP
s H a n d一M a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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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 山 案 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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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u 巨3〕
、

大头案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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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u m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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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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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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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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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 n k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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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 B
.

F e d t s e h
.

的生药

性状和显微鉴别特征进行报道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 除少数种外 )均为 自采
,

正确

鉴定学 名
,

凭证标本及药材标本均存于中国

药科大学标本馆
。

舟叶雍吾采 自云南中甸雷

达站及 中云公路
,

浅苞豪吾采 自云南 中甸碧

塔海
,

苍 山囊吾采 自云南中甸仙人洞
,

异叶囊

吾采 自新疆阜康 白杨沟
,

帕米尔囊吾采 自新

疆和静巩乃斯林场
,

侧茎豪吾
、

黄帚豪吾
、

毛

茎紊吾采 自云南 中甸雷达站
,

大头雍吾
、

藏雍

吾
、

天山雍吾的实验材料取 自北京植物标本

馆
。

方法同前报
。

2 结果

A d d r e s s :
Z h a n g M i a n

,

D e p a r tm e n t o f P h a r
m a e o g n o s y ,

C h i n a P h a r m a e e u t i e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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