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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澳洲瓢虫防治吹粽蚜
,

在国外已有 加 多年的历史
,

防治效果显著
,

我国引入澳洲瓤虫后
,

在防治上亦取得很好的效果
。

据我佣室内铜养桔果
,

一年发生 8 代
,

完成一世代的历期 1 9ee 22 9 夭
,

平均
5 6

.

2 6 天
。

每雌虫产卵 5一6 1 2 粒
,

平均产卵 1 7 3
.

8 2 粒
,

歹日孵化率为 3 0
.

5 5一夕9
.

4 2%
。

过冬的成虫于 3 月上

旬大量产卵
,
3 月中旬出砚产卵高摹

,

第一代成虫于 呜月下旬出砚
。

澳洲瓢虫在重庆地区防治吹辐蛤的有效

期为 3一n 月
。

成虫杭躺力最张
,

卯次之
,

幼虫最差
。

在生物防治区
,

当澳洲瓢虫与吹粽蛤的虫口比例为

1 : 巧左右时
,

握 l斗一20 天后
,

吹粽蚜便被啃灭
。

从放虫的日期起
,

豹艇 55 we 6 9 天
,

可将全园内的吹栩蛇渭

灭
。

~ 〕』 j 二二巴
.

一
、

即1 亩

吹棉螃 (Ic er ya 沁rc 加51 M as ke n) 原产澳洲
,

随 自然和人为的传播而遍及全球柑桔产

区
,

繁殖力很强
,

寄主植物广泛
,

据作者 1 9 6 1 年夏
、
秋季在重庆北赔初步稠查

,

歌虫寄主的

植物有 73 科
, 1 46 属

, 1 84 种
。

敲虫一理传播
,

利用人工和化学防治
,

很难彻底消灭
,

是柑

桔严重害虫之一
,

为国内外重要的检疫对象
。

四川荣昌 1 9 3 7一1 9 4 8 年
,

柑桔受害后
,

,

死亡

竞达 2一 3 万株
,

严重威胁着柑桔果树的生产
。 7 0 多年来

,

美国
、

苏联
、

意大利等国家
,

利

用澳洲瓢虫【及
口
do l;’a ca r d i刀a

价 M u ls
.

]防治吹棉螃
,

获得了显著效果
。

蒲鳌龙(1夕, 力报告
,

澳洲瓢虫 由苏联引入广州
,

趣繁殖利用拮果
,

有效的消灭了吹棉螃为害
。

浙江黄岩柑桔拭

驮站(19 5 9 )报告
,

澳洲瓢虫 由广东引入黄岩
,

防治吹棉螃效果很好
,

但室内甸养拮果
,

发现

生活力有退化现象
。

陈方洁(1 9 6 2 )报告
,

大杠瓢虫繁殖力不及澳洲瓢虫
,

但食量大
,

在实

际应用上
,

二者效力差不多
。

作者于 1 9 61 一 1 9 6 2 年开展了这项研究工作
,

现将初步枯果
,

整理于后
。

(一) 材料及方法 本研究主要在四川北赔进行

生活史甸养
: 1 9 6 1 年 6 月一1 9 6 2 年 2 月

,

在北赔西南农学院养虫室内
, 1 96 2 年 3

月一 6 月
,

在金堂县三星农锡内进行
。

成虫期 以同 日羽化的成虫集体甸养于培养皿内
,

能其自行配偶成对
一

后
,

分对移置于

以培养皿作底
、

上蒙抄布的玻璃景内甸养
,

以抽子
、

海桐
、

刺槐枝叶上的吹棉螃作为食料
,

每隔 1一3 天换一次
,

逐 日就载死亡数
,

产卵量
,

求得成虫寿命及其繁殖力
。

‘

卵期 于各世代成虫产卵盛期
,

留取同日所产在带吹棉螃枝叶上的卵 1卯一3 00 粒
,

标甜福号
,

置于培养皿内(若空气干燥
,

枝叶干枯
,

剧以湿棉花球保湿 )
,

逐 日昆载卵的孵化

数
,

求得卵理历的 日期
。

*
后期部分生活史由金堂县农水科安汀新同志代为阂养

。

在工作进行期简
,

西南农学院植保系罗祥云
、

胡国文二

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本文原稿蒙敲系李隆术教授审阴
,

就此致榭
。

(本文于 1 9 6 3 年 s 月 1 5 日收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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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期 (孵化
—

固定的四龄幼虫 )留取各代卵孵化盛期的初孵幼虫 50 一70 头
,

供

以食料
,

分别甸养于培养皿内
,

逐 日昆载各龄幼虫握历 日期
。

前蛹期(固定的四龄幼虫
—

破壳)和蛹期 (破壳—
弱化)

,

在幼虫期观察的基础上

进行
,

千燥时仍以湿棉球保湿
,

湿度太大
,

RlJ 物皿盖半开以降低湿度
。

食量 把初孵化的幼虫和刚羽化的成虫
,

以吹棉螃的若虫和雌成虫作盒料
,

分别甸养

于培养皿内
,

逐 日检查昆载吹棉螃的死亡数
,

求得成
、

幼虫 日平均盒吹棉螃量
。

越冬观察 从室外收集到室内越冬的澳洲瓢虫
,

于 1 9 6 1 年 12 月中
、

下旬在田简收

集
,

收后将成虫
、

蛹分别甸养在 30 又 30 X 50
c m 的同一木制养虫箱内(养虫箱置放于养虫

室内)
,

于晴天中午开箱更换甸料
,

同时检查昆载瓢虫的死亡数
。

室外过冬翎查
,

于 1 9 6 1

年 12 月一1 9 6 2 年 2 月
,

每 1 , 天在 19 6 1 年 8 月各散放澳洲瓢虫 80 0 余头的沙坪公园和重

庆市挡案馆的袖子园内进行
,

每次稠查抽树 20 株
,

全树检查
,

昆载各虫态澳洲瓢虫的虫数

和死亡数
。

残杀性 按栽脸处理
,

将澳洲瓢虫置于培养皿内
,

在不抬食甸的情况下
,

速擅观察

3一 7 天的夔杀死亡数
。

抗扔力 以果园中常用的接触
、

胃毒两类药剂进行裁验
。

供就药剂种类有
:
石硫合剂

(西南农学院化保室制原液浓度波美 20 度 )
,

棉油皂
、

6 多可湿性 6“ 粉剂 (重庆农药厂)
,

2 5 拓 D D T 乳剂
、 5 0多敌百虫 (北京农药厂)

, 4 6
.

6 务 E 一6 0 , (德国拜尔厂 )
。

‘

卵的抗稍力 将吹棉螃寄生的袖子叶片
,

放入玻璃罩内
,

侠瓢虫产卵一 日后取出
,

丢

其卵的遮盖物
,

将卵标豁福号 后
,

将药液喷射于带卵的叶片上
,

待茹液风干后放入培养皿

内
,

逐 日昆载卵的孵化数和初孵幼虫的存活情况
。

成
、

幼虫的抗漪力 将药液喷射于吹棉螃寄生的抽子
、

海匀祠枝叶上
,

待茹液风干后
,

旬

喂瓢虫
,

在 3一8 天内
,

豁载瓢虫的死亡数
。

澳洲瓢虫与吹棉妙田简消长关系稠查
:
地点

,

梨园村柏子园于 1 9 6 。年 8 月散放瓢虫

20 0 头
,

护士学校袖子园和金龙公社畜牧锡抽子园于 19 6 1 年 6 月
,

分别散放瓢虫 60 14 头
,

飞2 4 0 头
。

稠查方法
,

以果园中心为起点
,

五点取样
,

每点铜查一株
,

在树冠的四周
,

稠查叶

片
,

20 一10 0 张
,

分别昆载吹棉螃和瓢虫的虫口数
。

(二) 桔果分析
‘

1
.

生活史 自 1 9 6 1 年 6 月 10 日至 1 9 62 年 6 月上旬
,

系枕甸养了 8 个世代
。

(1 ) 卵历期 卵期随着世代不同而异
,

以第七代最短
,

平均 2
.

85 天
,

第一代最长
,

平

均 1 2
.

2 7 天 (表 1 )
。

(2 ) 幼虫历期 幼虫期以第六代为最短
,

平均为 5
.

夕7 天
,

第一代最长
,

平均 24
.

23 天

(表 2 )
。

功虫不同龄期长短 幼虫各龄期随温度的高低而异(表 3 )
。

(3 ) 前蛹历期 前蛹期随世代不同而异
,

以第三代最短
,

平均 1
.

51 天
,

第一代最长
,

平均 7
.

55 天(表 的
。

(4 ) 蛹历期 蛹期以第六代最短
,

平均 3
.

30 天
,

第八代最长
,

平均 14
.

13 天(表 , )
。

(5 ) 成虫寿命 成虫寿命随世代
、

性别不同而异
。

以第 8 代寿命最长
,

第 3 代寿命最

短
,

第 8 代雌成虫寿命平均 10 3
.

的 天
,

雄成虫平均为 46
.

30 天
。

第 3 代雌成虫平均 19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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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卵 膝 期

代代 别别 年 份份 铜 养 日 期期 阂养卵数数 歹日 期 (日))) 平均温度度

(((((((((((((((((((((((((((((((((℃)))平平平平平平 均均 最 长长 最 短短短

33333 19 6 111 10/ v l一 l写/ v lll 2 6 888 3
。

1 888 555 222 3 1
.

0 555

4444444 llv ll一, IV llll 2 6 000 3
。

9 111 555 333 2 9
.

9 777

5555555 2 5 /v ll一3 0 /v 1111 15 555 3
。

4 000 444 333 3 0
.

7 222

6666666 1 3 / V lll一1 8 / V lllll 3 1 111 3
.

3 777 555 333 30
。

3 777

7777777 6 / Ix ee lZllXXX 19 666 2
。

8555 444 222 2 9
。

6 999

8888888 4 /X 一1 2 / XXX 3 5 111 6
.

0 333 888 斗斗 2 1
.

0 666

孟孟孟
19 6222 10 / 111一2 / WWW 2 8 222 12

.

2 777 1777 666 1 6
.

5 777

6666666/ V 一1 6 / VVV 2 6 555 8
。

0 666 1000 666 2 0
.

7 666

表 2 幼 虫 魔 期

代 别 年 份

1 9 6 1

阂阂养虫数数 幼 虫 期 (日)))

刀刀刀阵 为为 县 招招 县 切切
666 333 7

.

1666
Jl 民 沪月口口 碑飞口

.
IU ‘‘

777 000 5
。

夕666 l000 777

555 000 5
.

9 000 777 555

666 OOO 5
.

7 777 666 555

999999999 555

666 666 8
。

0 444 1 ZZZ 666

555 555 17
.

7 555 2‘‘ l555

,jJ’tlJj夕6tj六吕

1 9 6 2
11内乙

表 3 澳洲瓤虫幼虫不同龄期长短(拍61 一19 62 室内)

珠珠泳
、、

一 龄龄 平均均 二 龄龄 平均均 三 龄龄 平均均 四 龄龄 平均均

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温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

温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温度度

最最最长长 最短短 平均均 (oG ))) 最长长易俪俪 平均均 (oC ))) 最长长最短短 平均均 (℃))) 最长长最短短短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匀匀匀

111 32111一 3 / IVVV 1 000 444 333 3
.

7 000 19
。

4555 555 333 3
.

5 000 1 5
.

0 555 999 888 8
.

2 555 14
.

3 222 777 555 6
.

2 555 1 7
。

6 222
111 2/ v l一 2理/ vIII 6 333 333 222 2

。

0 555 3 2
.

2 222 333 111 1
.

5 444 3 5
.

8 000 333 111 1
。

8222 3 4
.

0 000 444 111 1
,

8 555 3 3
,

4 999
222孕/ yll一 5 / Ylllll 5 000 222 111 [

_

1 000 3 2
。

1333 222 111 1 1 000 33
.

0 888 222 111 1
。

4 222 3 2
.

5 777 333 lll 1
。

6 000 3 2
.

2 999

男男 Ix we 婴/ IXXX 6 999 333 22222222222 2 9
.

0 444 333 11111111111 2 7
。

5 777 666 lll 1
.

7 555 2 4
.

3 666 555 111 , 1 气气 2 3
.

2 888999 / X一 5/ X lll 6 222 888 444 2
。

4 555 2 1
。

5 666 555 111 圣
·

6 111 20
。

7 777 777 222 3
。

6 666 1 9
。

8 444 1222 33333333333 1 8
。

7 666

斗斗斗斗斗斗
.

7 777777777 3
.

2 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 5
。

6 00000

表 4 前 蛹 睑 期

代代 别别 年 份份 词 养 日 期期 铜养虫数数 前 蛹 期 (日))) 平均温度度

(((((((((((((((((((((((((((((((℃)))平平平平平平 均均 最 长长 最 短短短

33333 1 9 6 111 19 / v l一2 4Zv lll 5 444 1
.

5 111 333 111 3 3
.

0 555

4444444 1 1/ v ll一1互/ v llll 5 777 2
.

5 111 444 111 30
。

0 888

5555555 3 Zv lll一 7 / ylllll 4 777 2
.

0 222 333 lll 3 1
.

6 888

6666666 2 1 / v lll一2 7 Iv lllll 5 333 2
。

4 111 444 222 32
.

4444

7777777 1 5 / IX 一2 6 / IXXX 6 555 斗
.

3 666 666 222 2 3
.

呼888

8888888 2 5 / X ee l l/ X lll 4 777 7
.

2 333 1444 333 16
。

3 333

孟孟孟
1 9 6 222 刃不v一2 4ZIvvv 6 777 7

.

5 555 1444

全全
17

.

7 555

2222222 3 / V ee 3 1/ VVV 8 999 3
.

2 444 66666 2 5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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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蛹 脸 期

I t { } 蛹 期 (日)
代 别 } 年 份 } 阂 养 日 期 I阂养虫教 I

—
}
一

}
.

一 } ! 平 均 l 最 长 ! 最 短

平均温度

(℃)

J
,4Q
了肉j声b
. .1受J2

J.工O矛冷j矛O

:⋯
内j,l,10了,j工工J工J几j1

.�
2,‘

, .�,�内jZ3d
‘11

�.工

,�d
.,1

0
�

6IJ一夕、,盖魂j,j11
咭
1

:⋯
,jd

.

43
11了
4

司.二

1 9 6 1

34
1,声b臼了8

盛 1
‘96 2

1 那岩侣
5 7 } 8

·

4 5

8 1 1 4
。

7 8

19
.

6 1

2 4
.

5 7

4554722一127

天
,

雄成虫平均 n
.

86 天
。

在温度的极限范围内
,

成虫寿命长短与温度的高低
,

基本上成

食相关
。

雌成虫寿命比雄成虫寿命长
。

雌成虫寿命最长 1 82 日
,

最短 26 日
,

平均 39
.

32

日
。

雄成虫寿命最长 1 35 日
,

最短 1 日
,

平均 21 .5 7 日 (表 6 )
。

表 6 澳洲颐虫成虫卷命

代代 别别 年 份份 阂养 日期期 甸 养养 雌 虫 寿 命命 雄 虫 寿 命命 平均温度度

对对对对对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平平平平平平 均均 最 长长 最 短短 平 均均 最 长长 最 短短短

33333 1 9 6 111
_

Zg/
v l一l之/ v lllll 2 555 19

。

2 333 斗555 333 1 1
.

8666 3 888 222 3 1
。

3 999

4444444 1了/ v ll一7 / I XXX 2 444 2 4
.

2 000 4 999 666 10
.

0 000 4 222 111 3 2
。

1 111

5555555 9 /v 111一1 5 /XXX 2 555 2 2
.

0斗斗 6‘‘ 999 14
.

0 444 2 666 999 2 5
.

1999

6666666 2 7 /v lll一2 6/ XXX 2 111 3 9
.

1222 5 888 l 000 2 2
。

6 888 5 555 333 2 2
.

3 444

夕夕夕夕 2 5 / I X se 2 4 / Xl lll 2 555 5 4
.

0 555 7 666 333 3 0
.

2 333 8 555 333 1 6
.

2 111

8888888 1 3 / X l一2 1 / VVV l555 10 3
.

0 777 1 8 222 4 555 斗6
。

3 000 13 555 444 14
.

2 222

孟孟孟
19 6 222 22 /不卜叮viii 2 555 3 1

。

3 666 斗333 l 999 2 4
.

0 444 4 111 1666 2 3
。

1444

3333333 0 / V 一2 6 / V lll Z 555 2 1
.

4 888 2 666 1 888 1 3
。

斗333 2 000 555 2 6
.

2 333

全全 代代代代 1 8 555 3 9
.

3 222 1 8 222 333 2 1
.

5 777 13 555 lll 2 3
.

9 111

( 6 ) 世代历期 世代历期最长 2 29 日
,

最短 19 日
,

平均 5 6
.

26 日
。

各世代历期的长

短与温度的高低成食相关
,

日平均温度 31
.

7 8℃
,

平均历期 30 .9 1 日 ; 日平均温度 巧
.

5℃

平均历期 1 19
.

5 2 日 (表 7 )
。

表 7 澳洲瓢虫各世代趣眨之 日数(室内)

代代 别别 年 份份 起 迄 日 期期 粗 历 日 数数 平均温度度

(((((((((((((((((((((((((((((((℃ / 日)))平平平平平 均均 最 长长 最 短短短

33333 1 9 6 111 10 / v l一1 7 / v xxlll 3 0
.

9 111 6 999 2 lll 3 1
.

7 888

4444444 1/ v ll一7 / I xxx 3 3
.

6 222 6 999 2 000 3 1
。

1 666

5555555 2 5 / v ll一1 5/ XXX 3 3
。

6 777 8 lll 2 444 2 9
。

9 999

6666666 13 /Ylll一2 6 / xxx 4 4
.

9 444 7 555 1999 2 4
。

0 555

7777777 6 /伏一2 4式X llll 6 2
.

5 555 10 999 2 222 17
。

0 000

8888888 斗/ X ee Z I / VVV 1 1 9
.

8 222 2 2 999 9 555 15
.

0 000

孟孟
’’

1 9 6 222 1 0 / 111一8 / V lll 8 0
。

2 000 9 000 6 lll 2 0
.

3 888

6666666 / V 一29 / vIII 4 4
.

3 666 6 000 2 444 2 4
.

6 777

全全 代代代代 5 6
.

2 666 2 2 999 1999 2 4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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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习性

(1 ) 成虫

(1)
.

生活期简 性情活跃
,

飞翔力较强
,

喜窿蔽环境
,

常活动于树冠内
,

杂草简
。

一理

触动便落地假死
。

在枪食的情况下
,

可存活 7一15 天
。

在食料奇缺时 ‘常座杀二
、

三龄功

虫
,

据室内观察
,

残杀后幼虫死亡率分别为 88 .9 务
,

20 .0 %
。

成虫 日平均食幼纷 (三龄)

1
.

19 头 ;平均食成螃 0
.

61 头 。

成虫羽化后便可交配
,

有多次交配习性
。

交配后 1一2 日就可产卵
,

一生产卵 5一 6 12

粒
,

平均一生产 1 7 3
.

5 2 粒(表 s)
。

表 8 澳洲瓢虫成虫座卵量

代代 别别 年 份份 阂 养 日 期期 阂养虫数数 一 生 产 卯 量量 平均温度度

(((((((((((((((((((((((((((((((((((((oc / 日)))平平平平平平 均均 最 多多 最 少少少

33333 19 6 111 2 9 / vi 一 17 / v lllll 1 555 2 1 9
.

3 333 6 1 222 555 3 1
.

3 999

4444444 IXXX 1 555 1 1 9
.

7 333 3 9 555 1 888 3 2
。

1111

5555555 / XXX 2 333 1 9 7
.

7000 4 1 777 666 2 5
.

] 999

6666666 / XXX 1555 1 83
。

4 666 40 444 1555 2 2
.

3 444

7777777 /Xl lll l 777 3 4 5
。

8222 5 8 444 8 111 17
.

2 222

8888888 l /vvv l斗斗 89
.

7000 2 6 888 l000 14
。

2 222

11111 1 9 6 222 2 2 /兀v一8 / V lll 2 555 巧 1
.

8 000 2 5 777 4 777 2 3
.

1 444

2222222 3 0 / v一2 9 /vIII 2 555 5 3
.

习444
‘

士9 444 一 2 9
---

’

2‘二2 333

全全 代代代代 1 4 999 1 7 3
.

8 222 6 1 222 555 2 3
.

9 999

对22

图例
:
旬平均谧度 一一 一 一

‘
一 ’

旬车均产如量石二二二二

印55

I

产

l

四
., ‘

}
、。

50朽

韦莎彭海d、国
抖12108

t,’I 玩/

、 . ~ 一 ~ 气

_ 一尹 ..

I

- - -

一 _ .,

6d
.

2

卜卜卜
l

少
和35302520巧10,

水、刻喇母代牙冷

图 1 越冬代瓢虫成虫产卵量与温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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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越冬期简 室内甸养的越冬代 (第 8 代) 成虫
, 1 月中旬停业产卵

, 2 月份产卵

很少
, 3 月中旬出现产卵高攀

,

产卵量的多少
,

受温度的高低所左右(图 l)
。

-

室内系就甸养的越冬代成虫
,

自 n 月至次年 2 月简
,

越冬死亡率为 68 泊拓
。

各月的

死亡率依次为 8
.

。并
,

24
.

0外
,

36
·

o %
。

从田简收集到室内过冬的成虫
,

自 12 月至次年 2

月简
,

越冬那亡率为
_

99
·

8务
。

_ _

各月的死亡率依次为 35
·

31 %
,

斜
·

51 多
, 9. 98 多

。

两者均以
1 月份低温时(日平均温度 7

.

8 2℃ )死亡率最高 (表 9
、

1 0 )
。

表 9 澳洲瓢由越冬代成虫死亡
.

清况 (室内阂养)

年年度度 月月 旬旬 死亡数数 死 亡 率率 平均温度度 温 度 范 围围

(((((((((((((℃))) (℃)))

1119 6 111 l 111 中中

:::
: 斗

.

000 17
.

0 888 13
.

0 0一2 0
.

6 777

下下下下下下 4
.

000 1 3
.

5 444 12
.

3 7一 15
.

0 777

小小小
一

针针 222 8
.

000 l今
.

6 111 12
.

3 7一2 0
.

6 777

11111 222 上上 111 斗
.

000 1 1
。

6 888 9
。

斗7一 14
。

0 333

中中中中中 333 12
.

000 1 0
。

8 000 7
.

7 7一 12
.

1777

下下下下下 222 8
.

000 1 0
。

5 666 习
.

13一 12
.

4 000

小小小 箭箭 666 2 4
.

000 1 0
。

9 999 7
。

7 7一 l斗
.

0 333

1119 6 222 lll 上上 222 8
.

000 8
.

0 777 6
.

4 3一 10
.

5 777

中中中中中 444 1 6
。

000 7
.

7 444 5
.

9 一 9
.

6 000

下下下下下 333 12
.

000 7
.

2 222 4
.

5 7一 10
.

1000

小小小 箭箭 999 3 6
.

000 7
。

8 222 斗
。

5 7一 10
.

5 777

2222222 上上 000 0
.

000 1 1
。

4 555 6
。

9 3一1 5
.

3 777

中中中中中 000 0
.

000 1 1
。

9 999 8
.

9 3一1 7
.

6 777

下下下下下 000 0
.

000 1 3
.

8 000 9
.

2 3一 19
.

1 777

小小小 箭箭 000 0
。

000 1 2
.

7 444 6
.

9 3一 19
.

1777

3333333 上上 000 0
.

000 1斗
。

4 555 13
.

3 0一1 6
.

4 000

中中中中中 111 4
.

000 1 8
.

6 666 1 6
。

3 3
.

二‘1 9
.

8 333

下下下下下 lll 4
。

000 l咚
.

3 111 8
.

7 7一1 8
.

3 333

小小小 针针 222 8
.

000 巧
.

7 666 8
.

7 7一1 9
.

8 333

4444444 上上 111 4
。

000 1 6
.

3 333 1 3
.

6 7一 1 9
.

8 333

中中中中中 000 0
.

000 1 8
.

0 777 l呼
.

6 7一2 1
.

0 000

下下下下下 lll 4
.

000 2 1
.

9 333 2 0
.

0 0一2 4
.

0 000

小小小 箭箭 222 8
·

QQQ 1 8
.

7 888 13
.

6 7一2 4
.

0 000

5555555 上上 333 1 2
.

000 2 0
。

2 111 14
。

0 0一2 4
.

3 333

中中中中中 000 0
.

000 2 2
.

5 333 2 0
.

0 0一2 5
。

6 777

下下下下下 111 4
.

000 2 5
.

0 444 2 2
.

8 3一2 7
.

3 333

小小小 舒舒 咚咚 16
,

000 2 2
.

6 777 14
.

0 0一2 7
.

3 333

合合 补补 2 555 1 0 0
.

0000000

(2) 卵 散生或堆生
,

排列不整齐
。

卵常产于吹棉螃的背上
、

腹下
、

卵囊内
,

卵的孵化

率由 3 0
.

3 , 一9 9
.

4 2 多(表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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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徙田周收集的飘
‘

澳洲
’

虫千室内越冬死亡豁截

时时 简简 成虫(5 2 1 头))) 蛹(3 9 6 头))) 平均温度度 温度范围围

(((((((((((((((((((((((((((((((((((((((((((((((((((((((℃ / 日)))))年年年 月月 死亡数数 死亡率率 死亡数数 死亡率率率率

111 9 6 111 1 222 1 8 444 3 5
.

3 111 8 333 2 0
.

9 555 11
.

2 222 7
.

7 7一 1 2
.

7000

(((((2 1一3 0 )))))))))))))))

1119 6 222 111 2 8 444 5 4
.

5 111 斗斗 1
.

0 111 7
。

8 222 4
.

5 7一 10
.

5 777

2222222 5 222 9
.

9 888 3 0 555 7 7
.

0 222 1 2
。

4 777 6
。

9 3一1 9
。

1 777

3333333 000 000 000 000 1 5
.

7 666 10
.

5 0一2 1
。

2 333

合合 黔黔 5 2 000 9 9
。

8 000 3 9 222 9 8 9999999

表 1 1 卵 孵 化 率

代 ”明
{ 年 份 }

日 期 卜总 卵 数 }
.

孵 化 数
.

}⋯ 孵 化 率 二

4
11少
4
内Ij月咔,‘1‘受J11夕只�44

⋯
‘

:
口J八UfJ内巧20
了

O护,j,j尹0tj02受Jn�,白,工,�月,�j
1.i1工Jtl4
‘

OJ,一,工,j,止,j。O�U护O,�尹0
..尹 几O护O�,一j021乡

,‘,‘114
,.二
310 / v l一1 5 / v工

1 / v ll一9 / V ll

2 5 / v ll一3 0 / v ll

13 / v lll一 1 8/ v lll

6八x 一12 / IX
4 / x 一1 2 / x

1 0 / 111一2 / I v

6 / v一1 6 / v

2 8 2

2 6 5

1 3 5

1 6 0

4 7
。

8 7

6 0
.

3 7

根据室内甸养观察
,

在 12 月下旬至次年 2 月上旬
,

低温时所产的卵
,

多不孵化
。
田背

从 12 月上旬至次年 2 月中旬
,

亦发现新解卵粒
,

但未见到初孵幼虫
。

( 3 ) 幼虫 幼虫一生脱皮 3 次
,

四龄
。

一
、

二龄幼虫常集中于吹棉螃腹下
,

取食虫体

汁液和卵粒
。

根据盒量测定
,

一龄幼虫 日平均盒吹棉纷卵量 7
.

, 粒
,

二龄幼虫 日平均食卵

量 8. , 粒
。

三龄幼虫 日食卵量多达 18 粒
。

但是光以卵为食料的幼虫
,

生长发育很差
,

不

能通过蛹前期而死亡
。

幼虫 日平均盒幼螃 0
.

85 头
。

澳洲瓢虫在食料奇缺的情况下
,

常自相凌杀
,

以一
、

三龄幼虫 自相凌杀最为严重
,

据室

内观察
,

一龄幼虫自相理杀死亡率为 68
.

7 5 %
,

三龄为 6 7
.

68 % (表 1 2 )
。

二
、

三龄幼虫常

嫂杀固定的四龄幼虫
,

而成虫glJ 常夔杀各龄幼虫
。

表 12 澳洲剧虫各龄幼虫盛杀性比较

供供 藏 虫 龄龄 供 拭 虫 数数 残 杀 死 亡 数数 残 杀 率率

11111 1 666 1 111 6 8
.

7 555

22222 1 999 999 呼7
.

3 666

33333 2 888 1 999 6 7
.

6 888

44444 2 222 444 1 8
.

1 888

(4 ) 蛹 固定的四龄幼虫
,

多在叶背或较阵蔽的树千键隙 内化蛹
,

羽化后蛹壳常长留

于原处
。

当食料奇缺的情况下
,

亦有被迫提早化蛹的现象
,

但个体较小
。

从田简收集的蛹 39 6 头
,

于室内过冬
,

12 月下旬至次年 2 月底业
,

越冬死亡 率达

98
.

9务(兑表 10 )
。

存活的 4 头蛹于 3 月上旬羽化
,

因发育不正常
,

未翘交配产卵而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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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抗药力

(l) 卵抗茹力 波美 , 度的石硫合剂对卵的杀 伤率为 35 .4 6 务
, 0

.

1 % D D T 乳 剂 为

17
.

14 务
,

棉油皂(7 0 倍液) + 0
.

0 3 务下6 6 6 为 1 1
.

7 2 %
,

波美 1一 0
.

3 度石硫合剂为 7
.

6 3 %和

夕
.

3 4多
, 0

.

0 4夕拓 E 一6 0 , 乳剂为 4
.

2 1 拓
, 0

.

0 5 拓敌百虫为 0
.

0 务(表 1 3 )
。

表 13 澳洲瓢虫卵抗药力

处处 理理 供拭卵数数 孵 化 数数 孵 化 率率 杀 伤 率率 幼虫存活率率

波波美 , 度石硫合剂剂 6 777 4 222 6 2
。

6 999 3 5
.

4 666 000

000
.

1% D D T 乳剂剂 8 222 6 666 80
。

4 999 1 7
。

1 444 000

000
.

0斗7% E 6 0 5 乳剂剂 7 222 6 777 9 3
.

0 555 4
。

2 111 000

000
.

05 % 敌百虫虫 7 222 7 lll 9 8
.

6 111 000 4 6
.

斗888

000
.

0 3% 7 6 6666 8 888 8 888 10 0
.

0 000 000 000

对对 照照 7 000 6 888 9 7
.

1 44444 3 ,
.

3 888

棉棉油皂(7 0 火) + 0
.

0 3% 了6 6666 4 333 2 555 5 8
.

1444 1 1
.

2 777 000

波波美 1 度石硫合剂剂 3 888 2 333 6 0
.

5 222 7
.

6 333 能存活活

波波美 0
.

3 度石硫合剂剂 2 888 l777 ‘0
.

7 111 7
.

3 444 能存活活

对对 照照 2 999 1999 6 5
.

5 22222 10 0
.

0 000

(2 ) 成
、

幼虫抗药力 0
.

0盯多 E 一6 05 孚L剂对幼虫的杀伤率为 1 00 界
, 0

.

1外 D D T 乳剂

为 95 多
,

棉油皂 (7 0 倍液 ) + 0. 03 多下6“ 以及波美 0. 5 度石硫合剂均为 80 务
, 0. 05 外敌

百虫为 30 多
。 0

.

0 4夕% E 一60 5 乳剂和 0
.

1拓 D D T 乳剂
,

对成虫的杀伤率均为 1 00 外
,

其余

各病剂对成虫无多大影响(表 1斗)
。

表 14 淇洲瓢虫幼
、

成虫抗药力

供供裁虫态态 处 理理 供裁虫数数 死 亡 数数 死 亡 率率

幼幼虫(二龄)
··

0
.

0 4 7% E 6 0 5 乳剂剂 2 000 2 000 1 0 0
.

0 000

00000
.

1% D D T 乳剂剂 2 000 1 999 9 5
.

0 000

棉棉棉油皂(70 X ) + 0
.

0 3% 了6 6 666 2 000 1 666 8 0
.

0 000

波波波美 0
.

5 度石硫合剂剂 2 000 1 666 8 0
.

0 000

波波波美 0
.

3 度石硫合剂剂 2 000 1 666 8 0
.

0 000

00000
.

05 %敌百虫虫 2 000 666 3 0
。

0 000

对对对 照照 2 000 000 000

成成 虫虫 0
.

0 4 7% E 6 0 5 乳剂剂 1 555 1 555 1 0 0
.

0 000

00000
.

1% D D T 乳剂剂 1 555 1 555 1 0 0
.

0 000

棉棉棉油皂(7 0 只 )+ 0
.

0 3% 7 6 6 666 1 555 000 000

波波波美 0
.

5 度石硫合剂剂 l 555 000 000

波波波美 0
.

3 度石硫合剂剂 l555 000 000

00000
.

0 3% 丫6 6 666 l 555 000 000

00000
.

0 5%敌百虫虫 1 555 000 000

对对对 照照 1 555 000 000

粽述各虫态抗药力测定拮果
:
以成虫杭药力最强

,

卵次之
,

幼虫最弱
。 0

.

04 7 务 E 一
60 ,

乳剂
, 0

.

1 外D D T 乳剂对卵
、

幼虫
、

成虫均有极大的杀伤能力
, 0

.

05 多敌百虫对卵
、

幼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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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比较安全
。

4
.

澳洲瓢虫与吹棉螃的消长关系 从三个生物防治区铜查看出
,

散放瓢虫后
,

吹棉螃

虫 口密度呈直拔下降
。

当澳洲瓢虫与吹棉螃虫 口比例为 1 : 1 5 左右时
,

吹锦螃虫 口便迅速

被压精
,

14 一20 天后
,

吹棉螃便被消灭
,

梨园村 5月 29 日一6 月 5 日瓢盼比 由 1 :
14

.

02
一1 :1

.

12
, 6 月 1 9 日吹棉螃全部被消灭

,

相距 20 天 ; 金龙公社畜牧爆 7 月 13 一20 日
,

瓢纷

比由 i : 1 6
.

53 ~

一) i : 1
.

2 , 2 7 /v ll 日吹棉螃全部被消灭
,

相距 1 4 天(表 1 5 )
。

表 15 澳洲飘虫与吹棉蚊的消长关莱

翎翎查地点点 稠查日期期 稠查叶数数 平均每叶上上 平均每叶上上 瓢 蚜 比比
吹吹吹吹吹棉蛤数数 澳洲瓢虫数数数

北北猎梨园村村 2 2 /vvv 2 5 555 1 8
.

7333 0
。

3 222 l : 5 8
.

5 333

22222 9 /vvv 2 5 000 7
.

0 111 0
.

5 000 1 : 1 4
.

0 222

55555 /v lll 2 5000 0
.

1999 0
.

1777 1 : 1
。

1 222

111112 /v lll 2 5 000 0
.

0 222 0
.

0 9
··

1 : 0
.

2 222

11111 9 /v lll 2 5 000 000 000 0 : 000

北北错护士学校校 l /v lll 12 000 49
。

9 555 0
.

5 888 l : 2 8
.

8 111

111113 / v lll 1 8 000 16
.

7 111 0
。

1444 1 : 1 5
.

5 777

22222 8/ v lll 6 0 000 2
.

1888 0
。

0 666 l : 3
.

3 444

111113 /v llll 6 0 000 0
.

2 000 0
.

DS
...

1 : 0
。

4000

22222 0 /v llll 6 0 000 0
.

0 222 0
.

0 111 1 : 4
.

0 0 ***

22222 7 /v lxxx 6 0 000 0
.

0 444 000 0 : 000

加加加 /v lxlll 6 0 000 0000000

北北暗金龙公社社 2 8 /v lll 2 0 000 6
.

2 333 0
.

0 777 1 : 8 9
.

0 000

畜畜牧婚婚 13 /v llll 5 0 000 2
.

0 2
‘‘

0
.

1 222 1 : 1 6
.

8 333

22222 0 /vl lll 5 0 000 0
。

1888 0
.

1666 l : 1
.

1222

22222 夕/v llll 50 000 000 0
.

0 555 1 : 000

22222 0 /v lxxxx 5 0 000 000 000 O: 汀汀

*
有一株稠查树

,

因木层浅薄
,

在61 年特大于旱的情况下
,

枝枯叶少
,

阳光直射
,

瓢虫避而不去因而个别枝条上的

吹棉蚊
,

一时未被消灭 ;故在瓢鱿比上有上升的趋势
。

5
.

澳洲瓢虫扩散情况锢查 1 9 6 1年 6一 9 月
,

分别在散放虫和未放虫的柑桔园内进行

澳洲瓢虫扩散情况锢查
,

得知
:
金龙公社抽子园

,

有树 7 0 余株
, 6 月 2 日放虫 1 24 0 头(集

中散放于 5 株树上 )
, 6 月 28 日瓢虫扩散到全园

, 8月就迁飞到一华里外的吹棉螃新区 ;西

南农学院于 6 月上旬
,

在抽子树上散放瓢虫 1, 00 0 余头
,

到 8 月下旬
,

瓢虫就扩散到纵横

两华里内的校园内
, 9 月中旬就将全校园内的吹棉螃消灭

,

迁飞至离放虫中心两华里外
,

附近金龙公社梅花大队的抽子树上
,

糙擅消灭吹锦螃 ; 东文公社
、

西南师范学院和重庆第

一师范学校的柑桔园
,

吹锦纷历年来为害严重
,

从未引种澳洲瓢虫
,

进行生物防治
,

据 8一
9 月在三地的锢查

,

瓢虫已 自行迁入
,

并将吹棉螃消灭
,

敲三地均距放虫中心两华里习仔卜
,

东文公社果园
,

有嘉陵江相隔
,

其余两地均有山丘
、

建筑物相阻
。

由此砚明澳洲瓢虫迁移

扩散能力很张
。

6
.

防治效果 从两处生物防治区效果翎查看出
,

护士学校 20 0 多株抽子树
, 6 月 1一8

日放虫后
, 6 月 1 3一 8 月 2 0 日业

,

防治效果 由 6 6
.

5斗一一) 9 ,
.

6 5 - 一争 9 9
.

, s 一一争 9 9
.

9 5 一一
目

)

99
.

92
- ~ 一) 10 0 务

,

历时 69 天吹棉螃被消灭 ; 金龙公社 70 余株抽子树
, 6 月 2 日放虫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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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 5 日一7 月 2 7 日止
,

防治效果 由 7 3
.

3斗一一) 9 1
.

0 9 一令 9 9
.

2 0
一争 1 0 0 拓

,

历时 5 5 天

消灭了吹棉螃 (图 2 )
。

产
. 一 ~ 碑~

厂 护士学校 _ _ _ _ _

金龙公社

_
, ,,,

洲

80604020

�瞬�咪划犯扭

1 0 1砚2 0 2 , 30 1砚 1 0 2钮 20 / 皿 3 0 / 匹 10 1皿 2 0 2‘

日期 ( 日/ 月)

图 2 澳洲瓢虫防治吹棉蚊效果

二
、

甜 肃

利用澳洲瓢虫防治后吹棉螃的再度猖撅固短
:
三年来在四川重庆

、

成都
、

金堂等地利

用澳洲瓢虫歼灭了吹棉螃为害的果园达数十个
,

使 15
, 0 0 0 余株柑桔解除了 吹 棉螃 的 威

胁
,

据 1 9 6 3 年 5 月锢查
,

有个别果园的部分树上
,

吹锦纷有再度猖撅的趋势
,

查其原 因
,

由

于吹棉螃被消灭后
,

歌果园从未进行化学防治和其他管理工作
,

因而使度留的吹棉螃
,

在

无天敌
、

无药剂
、

无人工控制的条件下
,

逐渐得到繁殖
。

因此
,

在进行生物防治后的果园
,

应定期检查
,

加强管理
,

发现虫情
,

辅之以人工和化学防治
,

巩固防治成果
。

澳洲瓢虫适应的温度范围 澳洲瓢虫原产热带
,

要求温度较高
,

据室内观察
,
日平均

温度 10 一38 ℃
,

成虫均可交配产卵
,

日平均温度 10 ℃ 以下
,

郎停一产卵
。

根据重庆地区历

年来的豁载
,

每年 3 月和 n 月的平均温度
,

均在 1 4℃ 左右
,

据室内甸养
,
日平均温度 14 ℃

左右时
,

成虫可大量产卵
,

各虫态均能正常生长发育
。

因此
,

提出澳洲瓢虫在四川柑桔产

区的有效期为 3一11 月
,

在此前后仍可活动
,

但食量和产卵均少
,

由此可兑
,

澳洲瓢虫在四

川地区
,

并无真正的越冬休眠现象
。

澳洲瓢虫在我国可利用的地理范围 据昆载吹棉螃分布于广东
、

广西
、

台湾
、

福建
、

江

苏
、

浙江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安徽
、

四 川
、

青州
、

陕西
、

河北
、

山东
、

辽宁等省区
。

据观察拮果
,

澳洲瓢虫在 日平均温度 10 一38 ℃范围内
,

均可产卵
,

在 日平均温度 13 ℃以上
,

就可控制吹

棉螃
。

兹据么枕生 ( 1 9 5 7 )糟制的“ 15 ℃ 以上平均温度持擅 日期图
”

( 图 3 )
,

可觅澳洲瓢虫

在吹棉螃分布的区域内
,

均可利用
,

但随地区之不同
,

澳洲瓢虫可利用的 日期
,

RlJ 有长短
,

在东握 1 0 5一1 2 3 度
,

北樟 2 2一 2 3 度
,

澳洲瓢虫有效利用 日期
,

达 1 5 0一3 4 0 日
,

北樟 3 3一

40 度
,

澳洲瓢虫有效的利用 日期
,

则为 1和一 1 80 日。

但在冬季温度较低的地区
,

应采取

有效措施
,

保护澳洲瓢虫过冬
。

保护澳洲瓢虫过冬简短 澳洲瓢虫在四川主要以成虫过冬
,

据 1 9 6 0
、

1 9 6 1 年 12 月

简
,

从室外收集于室内过冬的成虫
,

过冬死亡率均在 98 多以上
,

而 1 9 6 1 年室 内甸养的成

虫
,

过冬死亡率仅 68 多
,

两者的死亡率相差 30 多左右
。

因此
,

建裁澳洲瓢虫过冬的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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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 11 月中旬于田简收集成虫
,

或于 10 月中
、

下旬从野外收集老熟幼虫和蛹
,

于室 内甸

养出成虫
,

保护过冬
,

提高存活率
。

对于澳洲瓢虫保护过冬的有效措施
,

尚需通过研究查

明
。

利用澳洲瓢虫防治吹棉螃的郭价 据观察澳洲瓢虫
,

不仅繁殖率高
,

迁飞扩散快
,

抗

逆性孩
,

适应范围广
,

而且利用的有效时简长
,

这些都比大杠瓢虫优越
。

同时利用方法篙

便
,

需劳力少
,

成本低廉
,

这又为化学防治不及之处
。

因此
,

在防治吹棉螃上
,

澳洲瓢虫
,

具

有广泛应用 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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