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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昆虫病原斯氏线虫杂交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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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受 将大蜡螟幼虫或蛹剪成 2—3段，挑人配对种的感染期幼虫备一条， 24—26℃ 保湿条件 

下，一周左右可获杂交结果。较常规的注射法和昆虫血液悬滴法操作方便，培养条件也要求不严，试用 

效果良好。做过的 l，9●对线虫的交配试验，成功率在 95％ 以上。 

我国的昆虫病原斯氏线虫属 Steinernema 

(Neoaplectana)资源， 自王国汉 1985年 3月 

首次在广东省海陵岛采到后 ，不断被发现，因 

此，这些材料的分类鉴定也日益受到重视。由 

于只据形态特征及测量值等项来确定这些线虫 

在属内的分类地位尚有困难，因此，杂交就显得 

十分重要。另外，当保种的感染期线虫太少时， 

用类倒杂交的方珐进行种 内自交，繁殖培养新 

的种群，比现在通用的感染 大 蜡 螟 Galleria 

mellonelln(LinⅡ4eus)幼虫的方法更妥当。 

该属线虫的杂交方法 po； f (I979) 曾 

介绍过用昆虫血 液 悬 滴 (hanging drops of 

insect blood)的方法 ，Akhurst和 Bedding 

(1978) 介绍了将盛染期幼虫注射到大蜡螟幼 

虫体内的方法∞， 已为目前通用的方法。我们 

在 1985一l 988年对采自我国的斯氏线虫进行 

研究时，除参照上述两种方法进行之外，又设计 

了新的大蜡螟体段培养法，获得较 理 想 的 效 

果。现将新方法简称为体段法，简介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斯氏线虫 Steinernema sp-8506、850ll、 

8608、870l、8708均采自我国，Steinernema 

glaseri KG 品系、Nc一5l3品系、s．bibionis 

T31 9品系、 ．[sltiae DD— l 36 品系和 s． 

口 均 由广东省昆虫研究所自澳大利亚 ；1 

人后转赠。太蜡螟幼虫为人工饲养得到。 

线虫自大蜡螟幼 虫 尸体 上迁 出7一lO天 

后，用 o．2％柳硫汞或 1：1000的新结尔灭消毒 

0．5一l小对，也可反复冲洗千净不消毒。 用无 

菌生理盐水冲洗三遍，取存活正常者用于杂交。 

选健康的大蜡螟老熟幼虫或蛹，用 75％一8O 

酒精棉球擦洗其体表。以下均为无菌操作，所 

有用具均沸煮30分钟或高压灭菌。 

1．将大蜡螟幼虫剪成 2—3段，或将其蛹剪 

成两段，各段分别放人直径和高均为 1--I．5ore 

的 白塑幸丰的瓶盖内。 

乏将配对种线虫各一条挑人同一段太蜡螟 

组织里 ，再将抚针放人无菌水中，检查挑针上的 

线 虫是否确已放人。 

将置有大蜡螟幼虫体段及线虫的塑料瓶 

盖放人培养皿内，在瓶盖周围加 0．5cm深的无 

菌生理盐水，再扣上与放瓶盖的培养皿直径相 

等的另一培养皿。 

4．以相同的操作进行两个配对种的 自交处 

理 。 

每次杂交试验 ，自交的以 10—2O对、杂交 

的以3O一5O对为宜。对杂交未产生子代，两个 

配对种线虫的形态又比较接近的 ，最好再试验 

两次。 

无菌操作之后，用胶布或狡带把相扣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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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培养皿之间的缝隙从外边贴死，使塑料瓶 

盖处于一个密封的无菌空间之中。置 24—26℃ 

恒温箱内培养，48小时后开始逐个瓶盖在双管 

镜下检查。若有线虫子代产生时，可见大蜡螟 

组织里有很多蠕动的小线虫，几天后可迁出瓶 

盖落人水中。若见不到线虫子代产生时，应继 

续观察五天以上。对杂交后代还应进行重复感 

染大蜡螟幼 虫的试验 ，以确定其是否能进行正 

常的发育和繁殖。 

启 果 和 讨 论 

在做过的 296对自交配对试验中，雌雄配 

对的有 123对，产生子代的有 119对，成功率为 

96．75％，杂交的 1471对，被污染的 7对 ，成功 

率为 99．59弗。 

另外，还对注射法和昆虫血液悬滴法进行 

过数百对试验，认为三类方法均可行，但又各具 

特色。 

注射法的优点是，配对线虫的生存环境近 

乎自然侵人，产生出的子代可继续发育井具有 

产生第二代藏染期幼虫的条件，从而减少一次 

验证杂交后代是否能正常发育和繁殖的 试 验， 

培养观察期间不易污染，也不必保湿。该方法 

的不足是，同样的试验，需用的大蜡螟材料较其 

它两种方法为多，操作和解割检查时稍微麻烦 

些。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两条配对线虫不能同 

时注人，一是随涌出的血淋巴流出，二 是仍然留 

在注射器的针管中，可在冲洗针管时被检出。我 

们的经验是，将针管沿幼虫体壁多插进一些，使 

针头到达胸部时再注射，注射时不要缓缓推出， 

要稍猛一些。 

悬滴法可在双管镜下随时观察到线虫的发 

育进度、性别、交配及繁殖情况，准确地进行异 

性配对，使用的大蜡螟材料较省。但操作时易 

污染，较麻烦，培养观察时对湿度要求较严格。 

体段法操作方便，用材较省，也具备产生第 

二代感染期幼虫的条件，由于体段较血液悬滴 

耐干燥，故培养条件也容易满足，但不能象悬滴 

法那样直接观察到各时期线虫的发育进度和异 

性 配对 。 

不论采用那种方法，进行线虫杂交试验时 

均应注意三点厉拥4：第一，必须确保每个配对 

种线虫其被取用到一条存活正常的 痞 染 期 幼 

虫 ；第二，必须确保配对的两条线虫都放人同一 

培养物内；第三，必须确保培养物在一周之内不 

干燥，不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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