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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传播昆虫病毒的观察

戴冠群 陈庆雄 洗炳才 钱国才

华南农业大学
,

广州

在三年时 间内
,

在 个 自然保护区 和一个集体林场里
,

做了鸟类在 自然情 况下 有 否

携带昆虫病毒包涵体的调查
,

共 份标本
,

种鸟类分属于 科
。

发现在 自然 情 况

下
,

带昆虫病毒包涵体的鸟类数量不多
,

占调查总数的 肠
,

含有病毒包涵体的 鸟 粪 可

以使昆虫致病
,

包 涵体在鸟粪 中 小时 后很少发现其存在
。

昆虫病毒多角体随鸟粪排泄后
,

仍具有感染昆虫的能力
,

这种现象国内外都有过记

录
。

年华东蚕业研究所发现家蚕脓病蚕喂鸡后
,

鸡粪中含有病毒多角体
,

弓起家蚕

发病 ‘’。

年 和 等分别在一种北美鸣禽 和欧鸽
忿 。 乙 的粪便里含有松针黄叶蜂 , 核型多角体病

毒
。

年姑汽千寻
、

游佐富士雄发现家蚕脓病多角体通过鸟灰鹤 二 ’

消化道后
,

污染桑叶而引致家蚕发病
,

等试验脓病多角体在鸡消化道内
,

小

时内的鸡粪便仍有很强感染蚕的能力
。

一 年 等系统地研究了鸟类在

传播云杉锯角叶蜂 左 核型多角体病毒 中作用〔礴 〔”了 日 ,

其后
,

年

和 报道了舞毒娥 、 , ,
·

核型多角体被食虫鸟

类传播的情况 吕 。

同年和 年河北省微生物研究所病毒室报道 了菜青虫颗粒 体 病

毒
,

·

可被麻雀所传播 〕【”。

对森林鸟类传播昆虫病毒的研究
,

国内报道不多
,

只有零星记载‘’ 〔“ ’。

我们对此做了

一些观察
,

有两个方面 鸟类传播昆虫病毒的调查和含有病毒包涵体的鸟粪感染昆虫
。

餐 现在福建省林业 所

关 先后参加外业 工 作的 尚有华南农业大学 林 业 届学 生 孙绝炽
、

陈 泽 涵
、

陈 韩 辉 和林业 届 学生 冯 召

年
、

姜里文
、

吕坤
。

本稿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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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

豆 跳

材 料 和 方 法

病毒多角体和颗粒体的检出
,

采用氨基黑染色法染色鸟粪涂片
,

油镜观察
、

检测昆

虫病毒包涵体的存在
。

氨基黑染色剂成分是 氨基黑
、

甲醇
、

醋酸
、

苦味酸
。

自然状态下鸟粪病毒的检出

通过猎杀获得鸟类
,

在剥制鸟类标本的同时
,

从鸟肠里挤出粪便
,

装入指形管
,

塞

上棉花
,

放进瓶底垫有一层生石灰的广 口瓶里
。

在取得粪便后
,

用 试纸测定鸟肠道

值
。

广 口 瓶存入冰箱
,

以备重新利用鸟粪
。

在前后三年 一 年 间
,

我们在野外共调查了 种鸟类的 号鸟粪样品

见表
。

笼养鸟饲以病毒试验

试验的方法是 把病毒液拌入饲料以喂鸟
,

然后计算收集粪便的时间
,

将粪制片镜

检
。

试验用的病毒材料为双线盗毒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认。 ’ 川 尸 ,

菜

青虫颗粒体病毒 ’
,

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 “ , 。

。

’

饲以双线盗毒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

把浓度为 毫升的 定量拌在鸡饲料里
,

然后强迫喂鸟
。

从此
,

开始收

集鸟粪并计录时间
。

鸟粪涂片镜检
。

画眉 盯翔 却 饲以菜青虫颗粒体病毒死虫
。

把一定数量的菜青虫养在备有椰菜 的广 口 瓶内

喷入菜青虫颗粒体病毒液气 数日后
,

出现死虫
。

对若干死虫组织液进行病理 检 查
,

发

现了颗粒体
,

说明虫因病而死
。

把病死虫强迫喂鸟
,

从此开始计时收集粪便
。

画眉饲以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
。

供试画眉 只
,

分二组
,

每组设一个重复
,

把 。 毫升 的马尾松毛虫 稀

释成 毫升和 毫升二个浓度
,

每一浓度用 毫升拌入 份等量的鸡饲

料中
、

喂给 只画眉
,

然后计时收集粪便
。

粪便涂片镜检
。

含有病毒的鸟粪感染昆虫

把饲以病毒试验的鸟粪收集起来
,

加水制成悬浮液
,

污染昆虫饲料
,

让虫取食
。

试

验分二种类型 个组
,

组内设一对照
,

对照试验的昆虫饲料喷清水
。

对照试验同感染试

验相隔离
,

以免相互感染
。

鸟粪来源于上述笼养鸟饲以病毒试验
。

把该鸟粪制成悬浮液
,

用吸管吸取
,

长 因在野外 , 没有定里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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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抹在椰菜叶上
。

放入菜青虫取食
。

观察死虫数
。

滴菜青虫颗粒体病毒兑 滴水气 二等分
,

分别从 只画眉嘈中滴入
。

从此
,

将 小时内的鸟粪收集起来
。

按 的方法做二个感染试验
。

结 果

镜检发现大山雀 号
、

灰鹤鸽 号
、

树麻雀 号
、

珠颈

斑鸿 号
、

黄眉鸦 号 的粪便里 含有病毒多角体
。

电镜复查也证实了以

上 种鸟粪便 含有病毒多角体 图
、 。

含有病毒多角体的鸟数占调查鸟数 的百分之一
。

鸟肠道的 值在 。一 间
,

以 一 居多
。

笼养鸟饲以病毒试验的鸟粪镜检结果见表
、

表
。

试验 的鸟粪中颗粒体病

毒较难检出
。

竺少丫

不 词 以双 线盗毒娥 的鸟粪镜检结果

瓜 ,

鸟 名
毫升粤

时 间 小 时
备 注

珠 颈斑鸿

自喉红臀卑粤

棕背伯劳

厌 卷尾

凤头 鹃华

“ 十 ” 表示有多角
百套

。

二

体 , “ 一 ” 表示无

多角体
。

以下 同
。

一六一十十工一丹一

脚坡

表 饲 以马尾松毛虫 的鸟粪镜 检结果

巴 ,

一 ⋯二引、一 。弋
一

箫七
一 一

、、
。

一 ⋯ ⋯ ⋯⋯
一

⋯二⋯⋯
。 毫升

⋯ ⋯⋯⋯⋯⋯⋯
一

⋯‘
。

感染菜青虫的二个试验结果 见表
、

表
。

书 此项 观察在 自然 保护区做 的没 有用显微 镜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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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鸟粪感染莱青虫 试验 的结果

五 , 。 , “ , 。

二二
一

粼斋 奇瑞
。 、 。

⋯
,

扮
十

卜
’ “ ,

上

’”

表 中
,

对照号死虫率为
,

感染号死虫率为
。

用阿勃序公式 辛校正感染试

验死虫率
,

结果为
。

阿 勃序公式
尝黯最三爵撑撬套篡

· 。“

对感染号的死虫做了电镜检
,

发现大量的颗粒体
。

表 鸟粪 感染莱青虫试脸 的结果
, 丑

对 照 号 感 染 号 感 染 号
虫 龄

数 量 死虫 数 数 量 死虫 数 数量 死虫 数
一
﹄

自一山马,目司一︸内心月,弓曰口」

表 中
,

对照号死虫率为 , 感染 号死虫率为
,

感染 号死虫率为
,

校 正后
,

感染 号死虫率为
,

感染 号死虫率为
,

平均感染死虫率为
。

讨 论

自然状态下
,

天然林中的鸟类携带病毒多角体的概率很少
。

本调查发现
,

这种概率

为
。

但珠颈斑鸿
、

树麻雀和黄眉鸥主要活动于田野间及住宅旁
,

不是森林鸟类
,

所

以实际上
,

森林鸟类携带病毒多角体的概率只有
。

这样低的概率是合理 的
。

因为

在天然林里
,

害虫天敌多
,

害虫虫口 密度小
,

不致引起病毒流行病 , 鸟类捕食到病虫的

可能性也很小
,

即使捕到
,

病毒多角体在鸟体内滞留的时间也短
。

所以
,

被猎到的鸟类

粪便里含有病毒多角体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
。



仑 病毒学杂志 ,

主

据 等报道
,

在 中威尔士地 区云杉林中
,

当云杉锯角叶蜂核型多角

体流行季节
,

森林中有 种鸟的粪便带有核型多角体
。

可见在纯林里
,

病毒多角体流行

阶段
,

鸟粪含有病毒多角体的概率可达到较高的比例
。

病毒多角体在鸟体内滞留的时间有限
。

笼养鸟饲以病毒试验表明
,

病毒在鸟体内滞

留的时间不超过 个小时 表
、

表
。

从饲以病毒开始
,

小时内就有病毒随粪便
‘

排出
。

报道
,

大量的病毒在 一 分钟内就随粪便排出
,

以后病毒量逐

渐减少
。

大部分鸟的粪便在二
、

三天内依然有感染力
,

个别甚至在六
、

七 日还有感染力
,

但感染力减弱
。

在笼养鸟饲以病毒试验中
,

喂以低剂量病毒多角体的鸟
,

其粪便没有检出多角体
。

可能鸟粪中的多角体很少
,

涂片没有发现多角体
,

也不排除鸟体吸收一些多 角 体 的 可

能
。

鸟粪里的病毒多角体具有活性
。

在感染菜青虫的试验中
,

对照号死 虫 率 达
、

。

对照试验同感染试验相隔离
,

病毒传播到对照试验的可能性小
。

但这两次的试验

是在广 口瓶内进行的
,

瓶底沉积了水
,

致使一些供试虫子溺死
。

感染试验的一部分虫子

溺死也有可能
,

但校正死虫率达
、 ,

至少说明有些虫并非溺死而是 死 于 病 毒

病
。

而且感染菜青虫试验 中感染号死 虫的电镜照片也有力地支持了虫子死于病毒病

的事实
。

在野外环境
,

鸟粪所含病毒也感染昆虫
。

用菜青虫颗粒体防治菜青虫时
,

从试验地

收集的鸟粪亦感染 一 龄的菜青虫
,

可使其发生颗粒体病毒病 〔“ ’。

昆虫病毒对鸟没有毒害
。

用以试验的 只画眉
,

除 只因饲料断绝饿死外
,

其余

只生龙活虎
,

试验后喂养至今一年过去
,

依然健康
。

根据前人的工作
,

我们知道鸟类可以传播昆虫病毒
,

并可以把昆虫病毒带到较广远

的范围〔‘ ’ ,

作为自然防治森林害虫的一个重要生物因素
。

由此是否可考虑到驯化某些

鸟类
,

利用它的食虫特性有目的地 以 传播一些特定的昆虫杆状病毒呢 我们对这方面的

工作还不够深入
。

许多问题如病毒包涵体活性保持时间的长久
,

食下的包涵体数量与排

出的量是否相似 著文尚待进一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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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调 立 鸟 类 览 衰 苦

五 吐 几 , 二 甲 主。

盆

,

, 。

住

。 正 七五

万

功 , 亡

吕

、
一

人 五 丈。 。 。 丘 七

之 五

七 习 ,

乃 。

, 五

己 孟 , ,

, 几

以 主 以 己

厂 】 让 。 二 亡 , 舀

比 、 五 。 、 工

人 。

孟
。

主 、

, 皿 主 口

五 住 , 旦 , 刀

, 主乙

刀 上

王 忍 定

, 只 五

至 , 肠

五

定。 口 口 工户 、

, 。 。 。 之。 心 。 , , 。

。一 , 石 , 功 云

, 二 , ‘

旦 巴 夏

三 已 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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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
以

续上 表

中 名 学 名 数 量
消 化 道 值

。

一
。

。

。

。

。

。

。

。

。

一
。

。

叹场,

⋯
尺口品台

。 。

︸‘

⋯
比﹄曰肉公刀任自

,

户勺一勺众

。

一
。

。

一
。

,

性

‘马,,‘︸勺内九︸

。

一
。

。

。

。

一
。

。

通一
。

一
。

。

。

一
。

。

。

。

。

一
。

。

一
。

。

。

一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一
。

。

一
。

。

。

‘

橙 腹 叶 鸭

棕 背 伯 劳

黑 枕 黄 鹉

鹉 色 黄 耐

黑 卷 尾

灰 卷 尾

发 冠 卷 尾

黑 领 丰屯 鸟

普通 八 哥

松 鸦

红 嘴 蓝 鹊

喜 鹊

灰 树 鹊

白 颈 鸦

红 胁 蓝 尾 鸽

鸽 鹤

灰 背 燕 尾

黑 背 燕 尾

北 红 尾 鹤

红 尾 水 鸿

黑 喉 石 砰鸟

灰 林 鹦

蓝 头 矶 鹤

紫 啸 绝离

白 眉 地 东冬

灰 背 东乌

工令 灰 东鸟

乌 毛乌

锈 脸 钩 嘴 万乌

棕 颈 钩 嘴 眉鸟

红 头 穗 眉乌

黑 脸 噪 眉鸟

黑 领 噪 暇粤

画 眉

白 颊 噪 耀鸟

红 嘴 相 思 鸟

白 眶 雀 鱿乌

白 腹 凤 军容

芦 莺

黄 眉 柳 莺

黄 腰 柳 笃

极 北 柳 莺

暗 绿 柳 鸳

金 头 缝 叶 莺

钾‘ 七 七 卜

, 。 五

。三

宜 , 口 弓 扭 。

户

五。 。

。 二

。 。

二。。

。

分

匕七 吕

日 ,

, 。

刀 。。 。 , ,

, 。

。

王
。 。

主

,

五

, 盈吕

,

,

。 ,

五 主 五

‘

。

宜, 】

。 。 。

二
钾

主 功 。 一 份

盆扭 五

‘ “

了 , 刀 。

。 ‘ ,

五 , 巴

五 。吧 ,

口 三

。

一
。

。

一
。

。

。

一
。

。

。

已
。

一
。

。

一巧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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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上 表

中 名

棕 扇 尾 莺

揭 头 鹅 莺

灰 头 鹅 莺

黑 喉 山 鹤 莺

白 腹 蓝 鹅

鸽 貂

鸟 鹅

北 灰 鹅

寿 带 鸟

大 山 雀

黄 颊 山 雀

黄 腹 山 雀

红头长尾 山雀

红 胸 啄 花 鸟

暗 绿 绣 眼

树 麻 雀

白 腰 文 鸟

斑 文 鸟

灰 头 鹅

小 酌

黄 眉 鸦

白 眉 巫乌

凤 头 峭

学 名
消 化 道 位

一 胃 肠

, ,

五 主

主, 遥。

主 名 玉

。

主

,

。宜 五 ,

也

犷 盆 ‘ 月

吕

宜

, 主 。二 二 。 。五 。 。

, ‘ 。

。五 几 。

‘ 。

进 亡 】

,

。 ,

五

入
。

。 。

。 。

。

。

。

。

。

二勺人

。

一
。 。

一
。

。

。

一
。

。

俞数

。

。

一
。

。

一
。

。

。

。

。

。

。

。

。 。

一
。 。

一
。 。

。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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