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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要 

银纹夜 蛾 NPV(P．NPV)，柞蚕 NPV(ApNPV)和赤松 毛虫 Cpv(D．CPV)可密集 玉米 

螟。D．CPV对 玉米螟 1龄幼虫的IDl。为5．9X10‘PIB／ml饲料 ．对 幼虫的生 长发育 蛹重、 

弱化率和成 虫寿命 有显 著蟛 响。 D-CPV主要侵染 幼虫 中肠柱状 细胞， 在 细胞质 中增殖 ； 

P-NPV和ApNPV主 要侵染 幼虫的体 壁细胞 和气 管壁细胞。D-CPV在 玉米 螟幼虫 体 内增 殖 

后 ，多角体 形 由正六角 形变为锥形 或四方形；成 虫弱化时排 出的蛹 便可 观察 到多角体， 

病毒可传递给子代。利用其他昆虫病毒有防治玉米螟的可能性 

关键饵：核型多角体病毒质望多角体病毒玉米螟 禹主 杖 
玉米螟是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害虫，但有关昆虫病毒感染玉米螟的试验，迄今仅 见 

少量报道 ”。作者进行了几种 昆虫病毒交叉感染玉米螟试验，并对赤松毛虫 CPV感染 

玉米螟作了较详细的观察，现将试验结果作一报道。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供试 昆虫： 试验用昆虫为亚 洲玉米螟 (Ostrinia／urnacalis)系人工饲料室 内饲 养，室 温 

28± l ℃ 。 

=、供试 寓● ：银纹夜 蛾 (Plusia agnata) NPV (PaNPV)和棉 锋虫 (Heliothis armiaera) 

NPV为本实验 室分 离保 存；扬尺蠛 (APoe hernia einerarius)NPV为中国林科 院林科 所 提 供； 柞 

蚕 (Antheraca Pernyi)NPV(ApNPV)系辽宁 省蚕业 所 提供； 斟 纹 夜 蛾 (Prodenia litura) 

NPV和甘兰夜蛾 (Mamestra brassicae)NPV系 北京市植 保所提供； 术撩尺蠛 (Cufcula Dante— 

rlnaria) NPV为河北省植保所提供； 赤松 毛虫 (Dendrolimu*sPectabilis)Cpv (DsCPV)系中国 

林 科院 自 日本 5i进- 云南林 科院在文 山松 毛虫上繁殖提供；粘虫 (Leucania seffarata)GV系沈阳 

农业大 学土化系提 供。 

三 、感染试验 ：人工饲料温度降至 50X3对，加 入病毒包蔺 体悬液， 均 匀撼 占 ， 分 装于 死菌玻 

璃容器，饲料冷凝后，接入 玉米螟幼虫 ，一定时 间后，对每头 幼虫进行镜捡，有病 毒 包涵体 者确 定 

为病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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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组奴寅理琨寨：采用常规 石腊切片， Harem 氏改 进法染色【a1。 

五、 电境琨寨：多角体 和蛹便分 别制样后 ，扫描 电境观察。组织样 品用戊 =醯和锇酸 固定 ，环 

氧树脂包理，醋 酸铀染 色，透射 电境观察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一 些昆虫病毒交叉感染玉米螟的结果 

用 9种昆 虫病毒 感染玉米 螟幼虫， 首次观 察到银 纹夜蛾 NPV(PaNPV)、 柞蚕 

NPV(A。NPV)和赤松毛虫 CPV(D．CPV)可感染玉米螟， 后者的感染率在 97％以上 

(表 1)。 

表 1． 一些昆丑扇毒变卫感染玉米螟的结果 

T ble 1．Re自 Its of 0 ．fMrnacall s 1 r啪 iale~ti⋯ ith 80m e i⋯ ct Ti⋯ c0 

二、D．CPV对玉米螟的感染力 

用 D．CPV以及从 D．CPV感染的玉米螟幼虫中肠提取的多 角体(D．OCPV)对1龄幼虫 

进行测定 ，结果如图 1。 计算所得发病率与病毒浓度关系的直线方程分别为 Y：o．77 1x 

h-0．55和 Y=0．63x+0．72，ID．。分别为5．9×10 PIBIml饲料和i．6×l0 PIBIml科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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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似显示出 D。OCPV较D。CPV感染力有 

所提高，但统计分析表 明，两者差异不显 

著 。用相同浓度的病毒感染 1— 3龄幼虫， 

结果表明，幼虫对病毒的敏感性随龄期增 

长而显著 降低。 

三、D．CPV对玉米螟不同虫态的影响 

试验结果 表 明， 玉米 螟取食 D。CPV 

后，生长缓慢，发育极不整齐，幼虫历期 

最短 15天，最长达 78天，显著长于对照 

组 (历期14-- 17天 )。病毒可引起约4O％ 

的幼虫死亡，多数幼虫仍能化蛹，但蛹重、 

羽化率和成虫寿命均显著降低(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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龠 毒}盘度对敲 

图 I． 发 病车 与病毒浓虞 的关系 
Pig．1 1teIatlOn bet m  the 0m  r⋯ ce 

of eytDP】．日Ⅲi0 p0l7h0drosi日 and tbe D日CPV 

PlB ⋯ ceⅡtratiO11 

表 2． D cPV 对玉米螟不同虫态的影响 

Tlble 2
．
Effe ct of D5CPV iⅡfeeti Ⅱ the O．，Hrn4c fis larvJe， P P‘I·口d ~dult 

注：处 理与对照之阃的差异显著挂测定结果 

Not0： ltcsu]tm 0f the diffe rentî l signi ri C ⋯ bet eⅡ treat t ●Ⅱd ⋯ lr0 

幼虫历期： 差 异 显 著 (P<a．01) 

LIt rv·‘P⋯ d：djffe re口 e-日ig口iflm t (P<0．01) 

蛹 重： 差 异 显 著 (P<0．o1) 

P PB1 welght￡ diff e rⅢ cc-0iBnifi c 0t (P(0．01) 

蛹 帮： 差异 不显 著 (P>0．05) 

PuP p r LDd： dlffe⋯ ee， Dot g 【fic n P>0．05) 

成旦寿命 罕差异显著 (P一0．05) 

Adu】t loag tY： fem日】 g⋯fi BⅡt (P=0．05) 

0差异不显著 (P>0．D ) 

m·le．Ⅱot 5ig ifi t (P>0．05) 

四、多角体形态和组织病理观察 

1． 多角体形 态观察 P NPV和 A，NPV感染玉 米螟后， 多角体形态无 明显变 

化，而 D。cPV感染玉米螟后， 多角体形态由正 六角形变为锥形 和四方形(图版 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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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Ⅳ 3)，类似现象在几种松毛虫 CPV的交叉感染中曾观察到。 

2． 组织病理观察 组织切片表 明，P．NPV和 A，NPV主要侵染玉米螟幼虫的体 

壁细胞和气管壁细胞，脂肪体细胞极少被侵染(图版 IV"4)。此两种病毒在侵染其原来的 

宿主时，脂肪体是主要侵染组织 。主要侵染组织的差异，可能是病毒对不同宿主毒力 

不同的反映。 

D
。CPV主要侵染玉米螟的中肠， 发病较重时， 后肠亦被侵染。 组织切片表 明，病 

毒侵染柱状细胞(图版 Ⅳ5)。超薄切片表 明，病毒系在细胞质中增殖，胞质内有游离的 

病毒粒子和多角体(图版Ⅳ 6)。 

五 、D．CPV的垂直传递 

1． 成 虫携带病毒检查 我们通过检查蛹便 了解成 虫是否携带病毒 ’。显微铸检 

查表 明，病虫羽化时排出的蛹便，8O 以上的样品检查到多角体(表 3)，扫描 电镜观察表 

明，蛹便中混杂有多角体(图版 Ⅳ 7)，说明玉米螟感染 D．CPV后， 成 虫携带有病毒。 

表 3． 玉米螟成虫携带病毒的捡查结果 

T自b】e 3．Re】-tiou betw⋯ O．，ⅡrH口c口ci5 】·rTge inteeted witb DBcPV ·nd tke 

o⋯ ⋯ n f PIB iⅡ the m⋯ o ium 

2． 子代发病率观察 感病成 虫所产的卵 孵出的幼虫， 自然发病率为 25．4％， 

远高于对照幼虫的发病率(表 4)。结合前一项观察结果，证明了玉米螟感染D．CPV后， 

病毒可以传给子代。其传递机制可能是：成 虫羽化时，排出含有多角体的蛹便污染腹部 

末端。产卵时，由于机械接触作用，使腹部末端上的多角体粘附于卵的表面。幼虫孵化 

时，取食卵壳而感染病毒 。这可能是昆虫病毒世 代间传递的一种 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1．玉米螟对亲缘上相距较远的多种昆虫病毒敏感 ，揭示了通 

过更广泛的交叉感染试验， 有可能获得对玉米 螟毒力更高的病毒， 2．D。CPV对玉米螟 

有较高的病原性，对各个虫态均有显著影响，病毒能传给子代，表明有一定应用潜力。 

因此 ，利用其他昆虫病毒防治玉米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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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感病玉米螟的子代发扁率 

ff⋯t f 0．f"r”acIi 1⋯ ⋯ i feeled witb D日cPV oⅡ 

ef eytoPI i。 Potyhed r。8i日 in the Dezt g⋯ r●ti0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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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fection of Ostrinia furnacalis with Some 

Insect Viruses 

Huang Guan-hui W ang W ei -guo Liu Yu-。hua 

Zhang Zeng—Van Li Hui—yu 

( nstitute。f M icrobiotog Y， Hebei Academy 0f Sct enc es Baoding OH 0．51) 

The larvae of 0strinia furnacalis are susceptlble to the infection with 

the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of Plusia agnata(PaNPV )， the Antheraea 

pernyi N PV (ApNPV )and the cytoplasmic polyhedrosls Virus of Dendrolim一 

”s spectabilis(DsCPV )． The ID5口for the 1st instar larvae infected with 

DsCPV is 5．9×10 PIB／ml diet． The DsCPV infe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0n larvae deveIopm ent， pupa1 weight， em ergence percentage and adult longe— 

vity．While the DsCPV is propagatfl~g with the larvae of 0s打 口 ／nrna 

calls， the shape of the polyhedra change s． The poly hed ra is detected in the 

m econium
． Trai~sovum transmission can be occurred in the Os~rinia fu,rnaca— 

lis infected by the DsCPV
．
The potential for the control of Ostri,g a，"rn— 

acalis by the insect viruses is discussed． 

K ey w ords： Nuclear polyhed rosis Virus Cytoplasmic polyhed rods 

virus 0s r i口 ， nac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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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plateⅢ 

D~CPV多角体的于二描电镜照片 ．多角体i要 E亢向 。 800 0× 

DsOcPV多角休的扫描电饺照片，多角体主要呈锥 5 900 

ApY PV感染的玉米孽幼 皇坷片，病毒圭要侵染体 细艳和气管壁绍胞。 07 0× 

D c PV感染的玉采螟幼 虫’l 晒切片，可见中肠吐特轩雎内充满多套体。 670× 

D sC PV感染的三米蜒劫血中脑细 包起茸剞片，在缸盥质申可见姑琏的 

病毒粒干和多角体。 I230 0× 

感染 DscPV的三张塞的蛹便扫描电镜删片．在蛞便斗可见儡杂青多角 。 620,3× 

2 Se⋯ i g 】⋯ t⋯ i⋯  Uph 0f DsCPV PIB
．

8 c 0O× 

3 S⋯ n⋯ g 】e t ron ⋯i 。g apb of Ds0CPV PIB． 自h0wi g th e 

⋯ pbologY diffe T nt ftom that of DuCPV PlB．5g00× 

Fig．4 stcti0n of O．f“r"0cⅡfis la⋯ e in fected ith ApNPV， tbe mai 

target l“⋯ e bei。g epidErmh aⅡd t rn be自】mat rlx． 670× 

Fig．5 Secti0Ⅱ of O．f̈ rHac0Ii s I rv自】midg t inf P eted witb DgcPv． 67 x 

Fi g．6 TbiⅡ 自ection of 0．f̈ r”af0li s m；dg t ctl!，the cPV P。Tli c】c 

nd PIB 日e Ⅱ in tbe eyt。p】 ． 12 300× 

Fjg．7 s⋯ ni。g 】⋯ t⋯ ；e rogr~ph 0f ⋯ 0口i⋯ ￡ O
． furH口cdl i f ted 

w；tb DaCPV_ ghowi g th e PlB iD t be ㈣ 0nium
．  6000x 

m 那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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