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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茶尺蠖是茶园主要害虫，为开展茶尺蠖的大量饲养，研究制作了一种产卵纸条，该产卵条制作简单、应用效果

好，着卵量较之前的卵条提高４５．９５％；将之应用于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大量饲养，平均着卵量为１９５．９～２２５．４粒／

条。本研究结果对茶尺蠖的大量饲养和茶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生产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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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昆虫大量饲养过程中，取卵是一项重要的技

术环节。根据昆虫的习性，用简便的方法获得大量

的卵是昆虫大量饲养能否成功的关键。产卵条制作

就是一项实现昆虫大量饲养的关键技术。产卵条的

制作虽然简单，但意义重大，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茶尺蠖犈犮狋狉狅狆犻狊狅犫犾犻狇狌犪Ｐｒｏｕｔ和灰茶尺蠖

犈．犵狉犻狊犲狊犮犲狀狊Ｗａｒｒｅｎ是茶园发生最普遍的害虫，是

研究者最主要的研究对象［１］。在各项研究过程中均

需进行茶尺蠖或灰茶尺蠖的大量饲养［２３］。用产卵

纸条供其产卵不但取卵方便，而且还便于卵的冷藏

存放［４］，在茶尺蠖病毒生产过程中也十分有用。

过去鳞翅目昆虫饲养常用瓦楞纸供其产卵，但

茶尺蠖在瓦楞纸上产卵极少。前人对茶尺蠖产卵条

已有报道［４］，但在应用时发现，该产卵条产卵效果时

好时坏。本研究对该产卵条作了改进，并进行了对

比试验，找到一种产卵效果更佳的产卵条制作方法，

并在茶尺蠖和灰茶尺蠖的饲养中应用，效果很好。

现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为茶尺蠖和灰茶尺蠖的大

量饲养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茶尺蠖为浙江余杭（１１９．９０°Ｅ，３０．３９°Ｎ）种群，

灰茶尺蠖为浙江乐清（１２１．０８°Ｅ，２８．３６°Ｎ）种群，均

为田间采集幼虫在养虫室用新鲜茶叶连续饲养多代

的健康虫种。饲养条件：温度（２３±１）℃；光周期Ｌ∥

Ｄ＝１２ｈ∥１２ｈ；相对湿度７５％～８０％。

１．２　产卵条

设计制作了４种产卵条，其中Ａ为将纸片３次

折叠，形成４层纸３条缝的产卵条；Ｂ为将纸片２次

折叠，形成３层纸２条缝的产卵条；Ｃ为将纸片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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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形成２层纸１条缝的产卵条（同参考文献

［４］）；Ｄ为无缝的产卵条，做法是将产卵条Ｂ的两条

缝隙用胶水紧密粘合起来，自然晾干。

将Ａ４打印纸先裁切成一定大小的小纸片，折

叠后两端用订书机订合，形成长１００ｍｍ、宽１８ｍｍ

的纸条。以Ｂ为例，先裁切成长１００ｍｍ×宽５４ｍｍ

的纸片，折叠订合后形成长１００ｍｍ×宽１８ｍｍ的

产卵条（图１）。Ａ和Ｃ的起始纸片大小分别为长

１００ｍｍ×宽７２ｍｍ、长１００ｍｍ×宽３６ｍｍ，Ｄ的起

始纸片大小同Ｂ。

图１　茶尺蠖产卵条犅制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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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单一卵条的产卵试验

用同一批饲养的茶尺蠖成虫进行产卵试验，将

上述Ａ、Ｂ、Ｃ、Ｄ４种产卵条分别放入５００ｍＬ养虫瓶

中，每瓶中放入１个产卵条，接入１对刚羽化未交配

的成虫进行配对产卵，瓶内放入一片茶叶保湿，用白

纸和牛皮筋将瓶口封住。１个养虫瓶为１个重复，每

处理９次重复。饲养条件为：（２２．５±０．５）℃，Ｌ∥Ｄ

＝１０ｈ∥１４ｈ。３ｄ后取产卵条检查记录着卵量。

１．４　不同产卵条的选择性试验

在同一个养虫瓶中放入２种不同产卵条，共设

Ａ＋Ｂ、Ｂ＋Ｃ、Ａ＋Ｃ３种组合，每瓶接入２对刚羽化

未交配的茶尺蠖成虫进行配对产卵试验，瓶内放入

１片茶叶保湿，用白纸和牛皮筋封住瓶口。１个养虫

瓶为１个重复，每处理６次重复。饲养条件同１．３。

３ｄ后取产卵条检查记录着卵量。

１．５　产卵条犅在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大量饲养中的

应用

　　茶尺蠖和灰茶尺蠖的大量饲养：每批次５０～

１００瓶，每瓶接入一对成虫，并放置１～２个产卵条

Ｂ取卵，以确保每批次的幼虫数量达１～２万头。

成虫配对及饲养方法同１．３。每天定时取出有卵

的产卵条，连续取３ｄ。将同一天取的卵条集中放

置在同一个养虫瓶中冷藏保存，每瓶保存２５～３０

张卵条。成虫产卵结束后，分别从不同时间点保存

的卵条中抽取５张，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各取１５张，

检查着卵量。

１．６　卵量检查及数据统计

用医用微型剪刀将卵条从卵块附近的空白处剪开，

并剪取有卵的纸片，卵块朝上放在解剖镜载物台上，开启

透射灯，光线自下而上，透过纸片和卵粒进行观察和计

数。所得数据用ＤＰＳ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单一产卵条的产卵试验

试验结果（表１）表明，产卵条制作方法不同，产

卵效果有显著差异（犉＝１３．９６７，犘＝０）。供试的４

种产卵条中产卵条Ｂ的着卵效果最好，与前人报道

的产卵条Ｃ
［４］相比，卵条上着卵量显著增加，提高

４５．９５％。产卵条Ａ的缝隙虽有３个，但卵条上着

卵量与产卵条Ｂ相比略少，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试

验还表明，产卵条Ｄ着卵量非常少，成虫将卵产于

养虫瓶中，卵条上没有卵或只有极少的卵，可见缝隙

对产卵的影响很大。

２．２　不同产卵条的选择性试验

在同一个养虫瓶中放入２种不同产卵条，成虫

有明显的选择喜好（图２）。Ｂ与Ｃ组合时，成虫偏

好选择Ｂ产卵条产卵，两者产卵量有极显著差异（犉

＝６５．３８２，犘＜０．０１），Ｂ卵条上的着卵量占总卵量

的９４．５％；Ａ与Ｃ组合时，成虫偏好选择Ａ产卵条

产卵，两者产卵量有极显著差异（犉＝１４２．０６５，犘＜

０．０１）；在Ａ与Ｂ组合时，则出现Ａ、Ｂ上卵量约各占

一半，两者间无显著差异（犉＝０．１５２，犘＝０．７０４６）。

选择试验结果再次证明，产卵条Ｂ的产卵效果

显著优于卵条Ｃ。同时在制作方法上，产卵条Ｂ比

产卵条Ａ简单。因此，产卵条Ｂ是产卵效果最好而

且制作最简单的一种产卵条。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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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产卵条上着卵量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犲犵犵狊犾犪犻犱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狋狉犻狆狊

产卵条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ｉｐ

类型

Ｔｙｐｅ

制作方法

Ｆｏｌ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每卵条缝隙数量／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ｒｅｖｉｃｅｓ

ｏｎｅａｃｈｓｔｒｉｐ

每卵条上着卵量／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ｏｎ

ｅａｃｈｓｔｒｉｐ

Ａ ３折４层纸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ｓ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ｌａｙｅｒｓ ３ （２０１．６±４９．９）ａｂＡ

Ｂ ２折３层纸　Ｔｗｏｆｏｌ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ｓ ２ （２４５．２±８０．５）ａＡ

Ｃ １折２层纸　Ｏｎｅｆｏｌｄｗｉｔｈ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ｓ １ （１６８．０±７９．６）ｂＡ

Ｄ 同Ｂ，但人为将缝隙粘牢　ＳａｍｅｔｏＢ，ｗｉｔｈ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ｃｒｅｖｉｃｅｓ ０ （２６．５±２９．４）ｃＢ

　１）用同一批饲养、同一天羽化的成虫配对，每处理９次重复。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０．０５和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

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ｓｆ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ａｔｃｈ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ａｙｗｅｒｅｐａｉｒ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９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０．０５ａｎｄ

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ｓ．

图２　产卵条组合茶尺蠖产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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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产卵条犅在茶尺蠖和灰茶尺蠖大量饲养中的

应用

　　上述产卵试验结果表明，对于茶尺蠖，产卵条Ｂ

的应用效果显著优于产卵条Ｃ和Ｄ，是筛选出的比

较理想的产卵条。考虑到灰茶尺蠖和茶尺蠖为近缘

种，外部形态和生活习性［５］都十分近似，因此，将产

卵条Ｂ也应用到灰茶尺蠖的饲养中。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茶尺蠖每张卵条的着卵量在１１２～３８９粒之

间，平均为１９５．９粒；灰茶尺蠖每张卵条的着卵量在

１１９～３９６粒之间，平均为２２５．４粒。说明改进筛选

出的产卵条Ｂ可适用于这２种尺蠖。

３　结论与讨论

产卵条的制作对于昆虫大量饲养意义重大。昆

虫人工饲养中常需根据昆虫习性选择利于产卵和卵

孵化的基质［６］，满足实际饲养需要。本研究根据茶尺

蠖喜产卵于缝隙的习性，用普通Ａ４打印纸制作了具有

２条缝隙的产卵条，其着卵量高，且制作方法简单、成本

低，可方便取卵和卵的冷藏等操作，对茶尺蠖和灰茶尺

蠖大量饲养和茶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繁殖十分有益。

根据昆虫的产卵习性制作产卵条可以取得好的

产卵效果，否则会出现不产卵或极少产卵的情况。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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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茶尺蠖产卵行为的研究表明，成虫产卵时会伸长

产卵器，寻找裂缝，将卵产于裂缝中。所以产卵条的

缝隙对其成虫产卵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裂缝虽偶也

会产卵，但卵量极少。缝隙太大或者太小都不利于

产卵。上述试验结果也证实了这点。成虫产卵器长

３．４～４．７ｍｍ，具有伸缩性，直径０．５～０．６ｍｍ；卵

长径约０．７１ｍｍ，短径约０．４７ｍｍ。本研究制作的

产卵条（即产卵条Ｂ）缝隙大小为０．５～１ｍｍ，与产

卵器直径基本吻合，成为成虫最适合的产卵场所，同

时由于两边各有一个缝隙，提供了可选择场所，因此

产卵量高。而过去的方法制作的产卵条（即产卵条

Ｃ）常常出现缝隙过大（大于２ｍｍ）或过小（两层纸

紧密贴合）的情况，不利于成虫产卵，这可能就是导

致该产卵条产卵效果时好时坏的主要原因。

本产卵条不但具有制作简单且着卵量高的优

点，还使得检查卵量和卵孵化率准确易行。本研究

制作的产卵条裂缝大小合适，成虫所产卵块较薄，通

常为１～２层卵（图３），这样使得卵量的检查变得容

易，提高了产卵量和存活率计数的准确性。而产在

图３　产卵条犅上所产茶尺蠖卵块（示１～２层排列）

犉犻犵．３　犈犵犵犿犪狊狊狅犳狋犲犪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犱狅狀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狊狋狉犻狆犅（１－２犾犪狔犲狉狊）

　

图４　瓶中所产茶尺蠖卵块（示多层堆积）

犉犻犵．４　犈犵犵犿犪狊狊狅犳狋犲犪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犱犻狀犫狅狋狋犾犲

（犿狌犾狋犻犾犪狔犲狉狊狋犪犮犽犻狀犵）

　
缝隙大的卵条（产卵条Ｃ）或养虫瓶内的卵块则是多

层卵叠在一起（图４），必须要用毛笔刷下或拨下卵

粒才能进行观察，刷卵必会对卵粒有损伤，由拨、刷

卵造成的死亡率至少为１０％，影响试验的准确性，

误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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