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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灰稻虱的饲养 虫源可从田间直接捕获繁殖 饲料用稻 !麦 !稗均可 但以稗草为最佳 ∀饲毒须

用低龄若虫在罹病小麦或水稻上吸毒 天以上 无毒虫饲毒后须经过 天以上的循徊期后才能用于感

染接种 ∀所用的带毒病株可直接从田间寻获 若需自己制备 可将通过了循徊期的带毒灰稻虱接种到麦

苗或稻苗 ∗ 叶期为宜 上传毒 待病苗症状表现后用于饲毒 ∀本文详细介绍了 ∗ 代灰稻虱饲养饲

毒的方法和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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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内容系浙江省重大课题 / 水稻黑条矮缩病灾变原理及

持续控制技术研究0之部分工作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2 2 再修回

  媒介昆虫的饲养 !饲毒是进行病毒的侵染

性测定以及品种抗病性鉴定等研究的基础工

作 ∀水稻黑条矮缩病是以灰稻虱 Λαοδελπηαξ

στριατελλυσ ƒ Υ 为媒介传染的病毒病 近年在

浙江省仙居县为害日趋严重 ∀为顺利开展对该

病的研究工作 ∗ 年在浙江省农科院

病毒实验室和台州市农科所的指导帮助下 作

者进行了室内饲养和繁殖 ∗ 代带毒灰稻虱

成虫的试验工作 现把有关经验介绍如下 ∀

1  饲养设备

养虫室可因陋就简 选择方向朝南 !通风 !

光线充足的闲置空房 面积约 即可 ∀根据

作者的饲养经验 以选择规格为 ≅ ≅

的养虫笼饲养最为方便 四周为 目的

塑料网纱 前面为纱门 以利通风透光 ∀其它与

饲养有关的材料有吸虫管 !白瓷盘 !花钵 !陶钵

或塑料钵 !所需的寄主植物种子 !氮肥和复合肥

等 ∀

2  饲养方法

灰稻虱的饲养 虫源可直接从田间捕获繁

殖 饲料用稻 !麦 !稗均可 但以稗草生活力强

组织松软 作饲料最好 ∀饲毒须用低龄若虫

∗ 龄 在罹病水稻 或麦子 上吸毒 天以上

且所用毒源植株要纯化 症状明显 生长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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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无毒虫饲毒后须经过 ∗ 天 最好

天以后 的循徊期后才能用来传毒≈ ∀根据作

者的经验 饲养灰稻虱并不困难 关键是在各代

低龄若虫期能否及时提供符合要求的毒源植株

进行饲毒 ∀当地 ∗ 代灰稻虱孵化盛期一般

分别出现在 月下旬至 月上旬 ! 月底至 月

上旬和 月下旬至 月上旬 ∀要饲获 代带

毒虫 毒源既可以自己制备 也可以从田间直接

寻获 ∀但 代虫饲毒须防病麦老化 宜采用早

发虫源饲毒 代低龄若虫期要从早稻田中找

到症状典型的病株并非易事 因此最好的办法

是自己制备毒源 ∀方法是将 代饲毒成虫接种

于 ∗ 叶期的感病品种杂交稻秧苗上传毒 待

病秧表现症状后集中种植于杂干盆钵上待用

可同时为 代饲毒提供毒源 ∀

3  饲养步骤

311  一代虫饲养

月上旬播种一批麦苗 可播在直径约

的花钵上 播种密度可稍高 所用土壤要

肥沃 ∀ 月上旬 选择晴暖无风的中午前后 温

度 ε 以上 从田间捕捉越冬代灰稻虱成虫放

入事先已备有麦苗的养虫笼中 每笼 ∗

头 每隔 天换 次苗 可换苗 次 ∀换出的麦

苗应放到室外阳光充足处 以使麦苗生长健壮 ∀

注意 开门作业时 养虫笼门口一方要背光 因

灰稻虱有较强趋光性 这样就不会从门口逃出 ∀

此外 换苗前要先轻摇麦株 ∀这时大部分灰稻

虱将飞到向光的网纱上停留 苗换出后要仔细

检查 将仍滞留其上的灰稻虱用吸虫管吸起重

新放回笼中 ∀至 月中旬应将麦苗移回室内放

在透光避风处 并密切观察 代虫孵化情况 ∀

一般低龄若虫活动性较差 能稳定地在原处取

食 不会逃走 但若放在风口处 大部分的若虫

将会被风刮跑 ∀当 代若虫达 ∗ 龄时 立即

从田间寻找症状典型 且较为嫩绿的病麦饲毒

此时病麦移栽后容易黄化 应不等恢复立即饲

毒 以后可转入新鲜麦苗或稻苗上继续饲养

∗ 个星期 即可通过循徊期而用于感染接种 ∀

如要自制病麦作毒源 步骤与上面基本相

同 不过麦苗要稀播 以使病苗充分分蘖 接种

的虫子应从病麦丛或重病麦田中捕捉 待病苗

症状表现后将健株拔除即可 其上的 代若虫

可放到病株上饲毒 ∀

312  二代虫的饲养

从 代虫开始饲毒起 每隔 天播种一批

稻秧 可播在瓷盘上 以稀播为宜 盘子大小以

能放进养虫笼为度 可连播 ∗ 盘 种子可选

用感病品种 如汕优 号等 每天可浇 次含

少量尿素的肥水 以保持土壤湿润为度 注意肥

料千万不可过量 以免秧苗死亡 ∀待 代饲毒

虫通过循徊期后 于秧苗 ∗ 叶期接虫传毒

每笼可接 ∗ 头 秧盘每天要更换一个方

向 以使其充分传毒 每隔 天及时换苗 ∀此时

应注意接虫量不能太大 接虫时间不能太长 否

则因稻秧上产卵量太多卵孵化后植株容易死

亡 ∀接毒后将秧苗寄栽于陶钵或塑料钵内 底

部可施适量复合肥 以后要经常浇水保苗 随着

稻苗的生长 应逐渐删去生长正常的稻苗 ∀

月下旬至 月上旬将症状明显的病株集中于几

个直径约 高 的建筑用塑料桶中待

用 ∀

月上旬开始按饲养笼数每隔 天播种一

批稻秧 可用早稻种子播 连播 ∗ 批 ∀ 月

下旬从田间捕捉 代成虫或高龄若虫饲养 每

笼放 只左右即可 ∀每隔 天换苗 换出的

苗放到透光避风处 一般换出的当天或次日即

可出现初孵若虫 ∀一般来说这样可产 ∗ 批

若虫 ∀当虫龄达 ∗ 龄时 用吸虫管将若虫吸

起放入事先已准备好毒源的养虫笼中饲毒 天

以上 以后可转入健康的稻苗或稗草 可于 月

中旬取自空闲田备用 继续饲养 ∀但此时如要

换饲料 因若虫不会象成虫那样飞向网纱 操作

时不仅花功夫大而且将会损失大量虫子 因此

在毒源充足的条件下应改全面换饲料为逐步换

饲料 ∀方法是 用于栽种毒源的缸钵要大些 病

株饲毒后不要拿走可继续作饲料用 用罐头瓶

等栽种稗草放入笼中以添加饲料 如病株发黄

可从齐泥处剪下放到养虫笼的边上 待第二天

虫子转移到稗草上后 水稻钵上再种上稗草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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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饲毒后在病株之间直接插上稗草 这样连续

饲养 ∗ 周 可顺利通过循徊期而供试验用 ∀

313  三代虫的饲养

虫源可于 月中下旬从田间捕获 代成虫

或高龄若虫繁殖 ∀毒源如直接从早稻田中寻

获 可于 月上中旬早作准备 ∀一般年份此时

田间以灰稻虱为主 其它飞虱很少 病苗无须处

理可直接使用 但在白背等飞虱迁入期早的年

份 病苗可在 ε 恒温箱内处理 结合剥

除外叶鞘 以消灭病苗上的其它飞虱卵≈ ∀其

它饲养方法可参照 代 ∀

在饲养过程中要防止蜘蛛等天敌的侵袭

一旦发现立即用吸虫管吸出 以保证灰稻虱的

安全 ∀此外还应认真做好观察和记录工作 ∀

按上述方法饲养 每笼可养获 ∗ 只

饲毒成虫 经对 年来所饲养的 代饲毒虫进

行取样测定 带毒率分别达 1 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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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多种多样 并占据丰富多样的生态位 ∀

昆虫按食性分 主要有以下 类 植食性种

类 取食花 !果实和种子 !叶子 或植物的内部组

织 捕食性种类 靠捕杀和取食昆虫和其它动

物为生 拟寄生和寄生性种类 生活在寄主的

体内或者体表 腐食性种类 取食死亡或腐烂

的有机体 菌食性种类 适应于在真菌上取食

子实体和隐藏的菌丝 血食性种类 如虱 !蚤 !

很多双翅目昆虫及臭虫需要吸食脊椎动物的血

液来维持生命或使它们的卵成熟 木食性种

类 取食活着的 !刚刚死去的或正在腐烂的树

木 粪食性种类 生活在其它动物的粪便上

蜜食性种类 取食植物的花蜜和花粉 以传粉

作为对植物的回报 具假胎盘的种类 有的

双翅目昆虫如采采蝇 其幼虫不独立于母体取

食 卵孵化后幼虫留在母体的窝室内取食分泌

物≈ ∀

综上所述 昆虫之所以成为地球上生物界

最为繁盛的类群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在于

它们的躯体构造和生理上都表现为明显的特化

和多样性 从而开拓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大大提

高了对环境的适应性 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生

命力 ∀昆虫学就是一门不断深入地认识昆虫生

命过程的学问 相信我们人类会从中学到不少

东西 ∀

参  考  文  献

 ≥ ⁄ ≥ ∏ × ∞ ° 2

¬ ≥ °∏ ∗

 钦俊德 动物的运动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艾特金斯 ⁄ 路进生译 昆虫展望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 × ≤ × ∞ ≠ ƒ ƒ

°∏ ∗

 ∏ √ ∗

 ∏ ∏ ≥ 2 •

°∏ ≤ ∗

 √ ≤ ≥ ×

⁄ ∗

 郑乐怡 归鸿 昆虫分类 上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

 王亚馥 戴灼华 遗传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北京农业大学主编 昆虫学通论 北京 农业出版社

∗

 ≤ ƒ × ≥ ∏ ∏ ƒ∏ 2

≤ ≤ √ ° ∗

##昆虫知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