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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马尾松毛虫的松树筛选试验初报
浓

李 海 鹰

( 广 西科学院 生物研 究室 )

摘 要

本 文通过对马尾松毛虫 具有杭 虫性松树 的筛选试验
,

表明无论田 间观察和 室内

饲养
,
湿地松

、

火炬松对马尾松毛虫都具有杭虫性
,

均可作为抗 源树种
。
而湿地松

对 马尾松毛虫具有抗性
,

可能与该松树 的松叶的物理性状有密切关 系
,
因其针叶粗

硬
,

分泌 多量松脂
,
一

、

二龄令 幼 虫往往在咬食松叶 后被拈住不 能挣脱而死亡 ; 火炬

松却因其针叶所含 营养成份或次生 代谢物不 利于松毛虫的生 长发育
,
因而从长远考

虑
,

火拒松作为杭 源树种比 湿地松更具有重要意 义
。

同时
,

通过试验初步说 明
,

杭

虫树种在 养虫 笼中受到严重感染的情况下
,

会逐步丧失其杭虫性能
,

但在 自然条件

下
,

究竟要经过 多长时间才会丧失杭 虫性能
,

这 一 问题须进一 步衬杭虫机制
.

抗性

遗传方式和害虫生物型的深入研 究
,

才能得 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

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
,

国外农作物的抗虫性研究进展较快
。

目前
,

许多国家除了广泛

收集作物品种进行筛选
、

鉴定
、

寻找抗源外
,

对不 同作物的抗虫特性
、

抗虫机制
、

抗虫性遗

传方式
、

抗虫育种等方面
,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

利用农作物抗虫性作为防治 害 虫 的 手

段
,

在生产实践中越来越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
。

马尾松毛虫 ( D e n d r o l i l i n u s p u n e t a t u s
W

a l k e r ) 是马尾松毁灭性的大害 虫
。

要 做

好对它的防怡工作
,

实践证明
,

不能采取单一防治方法
,

必须综合治理
,

而利用抗虫松树进

行改良和营造松林
,

以达到防治的目的
,

在生产实践中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我区林业工作者经二十多年来的观察
,

在马尾松毛虫大发生的年份
,

邻近或间种于成灾

的马尾松林的火炬松 ( P i n u s t e a d a ) 湿地松 ( P
. e l l i o t t i i E n g e l n ) 海南松 ( P

。

i k e d a i

Y a m a m ot 。 ) 等松林受害轻
,

虫口密度低
。

为筛选出对马尾松毛虫具有抗性的松树
,

笔者于

1 9 8 1年开展室 内饲养观察
:

( 1 ) 验证在田间具有抗虫性的松树
,

在室 内饲养中是否仍 具 抗

性
。

并进一步了解这几种松树对马尾松毛虫幼虫的生理状态
,

成虫的生活力和繁殖力有何影

响
。

( 2 ) 通过实验
,

初步 了解这几种松树
,

其物理性状和化学因素谁是抗性的主导 因 素
。

从而为进一步研究这几种松树的抗虫特性
,

抗虫机制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 一 ) 材料
. :

1 9 8 1年 3月 25 日
,

在桂 林雁山广西植物研究所的松林中选择健壮 的 四
、

五龄起冬幼虫
,

放在与 自然条件相接近的养虫笼 内饲养
,

再从两头雌虫产卵后孵 出的 幼 虫

中
,

选取 5 6 0头
,

以该所种植中马尾松 ( P i n u s m a s s n i a n s L a i n b ) 湿地松 ( P
。 e l l i o t t i i

E n g e l n ) 火炬松 ( P
。

t e a d a ) 等三种松叶为松毛虫的饲料
。

( 二 ) 方法
:
每种松树作一种处理

,

共三种处理
,

马尾松为对照组
。

每一处理三个重复
,

每一重复 20 头虫
。

1 9 8 1年 5月 19 日幼虫孵化
, 5月 20 日接虫

。

三龄前饲养在用消毒纱布罩口的

* 本试验在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尤其傲副研究员指导下进行
,

特此致谢
。

广西植物研究所贺祥英同志参 与了 整 个

试验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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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罐头瓶内
,

四龄后移入养虫笼
。

每处理二天换一次饲料
,

同时记录幼虫死亡头数
,

蜕皮

头数和次数
,

直到全部化蛹为止
。

幼虫预蛹后
,

逐头标志及称量
。

羽化时
,

按性别称茧壳重

量和记录产卵量
。

孵化出的幼虫继续用原松 叶饲养 ( 即湿地松叶饲养的马尾松毛虫繁殖出的

第二代幼虫继续用湿地松针叶饲养 )
。

按上述方法连续饲养一年
,

共三个世代
,

直到幼虫越

冬为止
。

实 验 结 果

实验结果表明
:

( 一 ) 马尾松毛虫取食不 同松叶后
,

幼虫长势及体型有很大差异
。

对照

组的幼虫
,

生长发育快
,

虫体粗壮
,

色泽鲜艳
,

毛具光泽
。

以湿地松为饲料 的 一 组
,

三 龄

前
,

生长缓慢
,

体形弱小
,

体色淡黄 , 四龄后
,

虫体迅速增粗
,

体色加深
,

五
、

六龄后虫体

已超过对照组的同龄幼虫
。

整个幼虫期比其他松树饲养的都长
,

龄期增多
,

九龄幼虫占半数

以上
。

预蛹最重
。

以火炬松饲养的松毛虫幼虫生长不 良
,

体色淡黄
,

体形瘦弱
,

预蛹最轻
。

( 二 ) 不同松叶饲养的幼虫
,

死亡率显著不同
,

( 详看表 1 ) 对照组的幼虫 死 亡 率 为

85 % ( 接近 自然死亡率 )
,

湿地松
、

火炬松饲养的幼虫死亡率分别为 9 1
。

6 7 %和 9 3
。

3 3 %
。

( 三 ) 不 同松种饲养的马尾松毛虫其雌雄性比具有明显的差异
。

以马尾松
、

湿地松
、

火

炬松为饲料的试验组
,

雌雄性比分别为 1 : 2
,

l : 4
,

1 , 3
,

性偏离现象明显 ( 详见表 l )
。

表1 不同松树叶饲养第一代马尾松毛虫的发育
、

性比
、

产卵量及预蛹重量表

议议议
幼虫历期 ( 天 ))) 雌 雄雄 产卵量量 幼 虫 的的 预蛹重量 ( g )))

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此此 ( 粒 / 头 ))) 死 亡 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早早早早 古古古古 ( % ))) 罕罕 台台

马马 尾 松松 5 777 5222 1 : 222 1 8 000 8 5
.

0000 0
.

8 7 0 666 0
.

58 6 777

湿湿 地 松松 6 444 S999 1 : 444 19000 9 1
.

6777 0
.

9 8 0666 0
,

656 555

火火 炬 松松 S999 6 333 1 : 333 1 3999 9 3
.

3333 0
.

69 7 111 0
.

558 888

表2 不同松树叶饲养第二代马尾松毛虫的发育
、

性比
、

产卵量
、

死亡率预蛹重量表

预蛹重 ( g )

罕 { 台

虫率)
亡%

死幼̀虫量知卵\
成产啦幼虫历期 ( 天 )

目\

\ù印

树种
\

\

…早

马 尾 松

湿 地 松

火 炬 松

一

瓦陈…戈
以八

、

九令越冬

以三
、

四令越冬

8 7
.

9 9

8 1
.

0 5

8 7
_

8 3

( 四 ) 不伺处理的松毛虫各个生育期发育速度各异
,

种间相差整整一个世代
。

对照组的

群体一年三个世代 ( 与当地自然松林世代数相一致 )
。

用湿地松针叶饲养的幼虫
,

对其发育

速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前几龄上
,

即 l一 3龄发育期延缓
,

虽然四龄后发育迅速加快
,

但已不

能丰般失去的时间
,

故全年的发育期比对照组延迟了一个世代
。

而以火炬松为饲料的幼虫
,

对发育速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前几龄上
,

几乎各龄发育期都有延缓现象
,

从而与对 照 组 对

比
,

延迟了一个世代
,

比湿地松延迟个 4一 6个龄期
。

本文19 84 年9月生O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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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 ( 1 )在田间对马尾松毛虫具有抗虫性的湿地松

、
.

火 炬 松
,

用于

室内饲养
,

对该虫亦具抗性
,

田间观察与室内试验结果互相吻合
。

因此湿地松与火炬松均可

作为抗源树种
。

( 2 ) 通过一年多的饲养观察
,

初步认为湿地松对马尾松毛虫具有 抗性
,

可

能与该松树的松叶的物理性状有密切关系
。

因其针叶粗硬
,

刚孵化的幼虫难 以咬食
,

特别是

受损伤的松叶能分泌多量松脂
。

一
、

二龄的幼虫咬食后
,

针叶所分泌的松脂往往将其粘住
,

不易挣脱而死亡
。

随着龄期的增长
,

抗粘附能力加强
,

故四龄以后其生长速度逐渐加快
,

虫

体发育健壮
,

表明湿地松针叶所含营养成份适宜于马尾松毛虫生长发育
。

而 火拒松则不然
,

各生育期均发育不 良
,

初步认为其针叶所含营养成份或次生代谢物不利于松毛虫生长发育
。

从长远考虑
,

火炬松作为抗源树种比湿地松更具有重要意义
。

( 3 ) 据表 2 ,

用湿地 松
、

火

炬松连续饲养到第二代后其死亡率稍有下降
,

从而说明抗虫树种在养虫笼中受到严重感染的

情况下
,

会逐步丧失其抗虫性能
,

至于在 自然情况下
,

究竟要经过多长时间才会丧失抗虫性

能 ? 这一问题须进一步对抗虫机制
,

抗性遗传方式和害虫生物型的探入研究
,

才能得出比较

准确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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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全院科研成果简况

全院五项科研成果通过 自治区级
、

院级鉴定
。

△ 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的
“
银杏早实苗繁殖技术

”
经过五年的试验

,

银杏早实苗繁殖

技术获得成功
。

部分植株开始挂果
,

较传统栽培方法提早 10 一 15 年结果
。

专家们认为
:

这一

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 广西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完成的
“ L一 6 00 型长寿命C O :

激光器研制
” 对 C O

:
激光器的

玻璃材料
、

电极材料气体配方
、

粘接制造工艺的研制
,

获得很好效果
。

专家们认为
: L一 6 00 型

C O
:
激光器寿命长

、

性能可靠
,

输出功率稳定
,

填补了我区激光器维修配气的空白
。

△ 广西计算中心承担的
.

“
微机在 电弧炉炼钢中节 电的应用

”
取得成功

。

应用微机进行

管理
,

使电弧炉炼钢逐步由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分析
,

用以指导电炉炼钢生产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科学管理方法
,

节电效条明显
。

( 以上三城已登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第一批公报上
。

)

△ 广西计算中心研究的
“
物资财务计算机管理系统软件

” 项 目
,

是采用类 B 树文件组

织方法
,

提高了查询速度
,

便于更新
,

数据文件采用压缩技术
,

提高了数据处理速度及外存

的使用效率 , 程序组织采用分层模块化结构
,

便于扩充和修改
。

该软件的研究在程序设计技

巧和程序的功能方面均达到国内同类软件产品的水平
。

△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承担区科委下达的中试项目 “ 食用菌良种培育及制种新工艺

生产试验
”

( 1 8 82 年一 1 8 8 5年 ) 于 8 5年 1 2月 19 日通过区科委的检查验收
。

该项 目实验的完成
,

将大大提高我区食用菌种质量
,

降低制种成本
,

推动全区食用菌生产的发展
。

( 陈迎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