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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人工饲料及繁殖技术对大草岭

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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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验室条件下
,

研究了啤酒醉母干粉等 4 种饲料对大草岭各虫态发育历期
、

存活率和成虫繁殖力等的影

响
。

结果表明 : 不同供试饲料对大草岭的各发育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
。

啤酒醉母干粉和柞蚕蛹冻干粉 2 种人 工饲

料饲喂时
,

幼虫在一龄期间便死亡 ; 人工卵赤眼蜂蛹和米蛾卵 2 种代饲料可以使大草岭完成整个世代
,

两者之间

在幼虫
、

蛹发育历期上无明显差异
,

但均显著长于用蚜虫饲养的草岭 ; 用米蛾卵饲养的草岭成虫没有产卵能力
。

供试饲料饲喂的大草岭
,

各虫态的主要生命特征及生殖能力与对照相比明显降低
。

采用红
、

黄
、

绿
、

紫红
、

白
、

粉

红 6 种颇色的衬纸
,

以蚜虫或啤酒醉母干粉为饲料
,

研究大草抖产卵与墓质颇色的关系
,

并采用纸条
、

钢丝
、

铝条

作隔离物
,

对大草岭自残阻隔进行了研究
。

试验表明 :墓质颇色对大草岭产卵前期
、

总产卵t 无 明显影响
,

但大草

岭在紫红色
、

红色衬纸上产卵 t 比例比其它颇色墓质高
。

纸条
、

钢丝
、

铝条 3 种隔离物中
,

纸条的隔离效果最好
。

关扭词 有害生物生物防治 ; 大草岭 ; 人工饲料 ; 墓质颇色 ; 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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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翅目草岭科草岭亚科大草岭属
,

是一种分布很广

的捕食性天敌昆虫
,

其食性广
、

食量大
,

在田间害

虫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l[ 21
。

对于草岭的大量繁

殖
,

已经有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验
,

在幼虫的人

工大量饲养
,

成虫代饲料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进

收稿 日期
: 2以M 一 02 一 19

展〔卜 5]
,

但研究对象多为中华草岭
。

大草岭的食性

与中华草岭有所不同
,

其成虫和幼虫均捕食蚜虫以

及其它昆虫的卵或低龄幼虫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能满足中华草岭正常生长发育的人工饲料不能满足

大草岭的营养需要
。

在大草岭饲养中出现生长发育

延迟
,

幼虫死亡率高
,

成虫产卵量下降
,

甚至不能

甚金项 目
:
北京市科技合同

二
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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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代
。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试验证

实
,

用有色纸 (最好是粉红色 )[
“ 〕作内衬供成虫产卵

的效果最好
,

既不影响成虫产卵
,

又容易查看卵

粒
。

产卵基质颜色对草岭产卵有无刺激作用及草岭

对颜色有无明显偏好
,

还未见专门报道
。

草岭幼虫

有自相残杀的习性7[]
,

在集体饲养中
,

如饲料不

足
,

加剧 自相残杀
,

在饲料充足的情况下
,

自相残

杀也不能完全避免 s[ 一 l2]
。

作者在实验室条件下
,

对大草岭的人工饲料筛

选
、

产卵与基质颜色关系及幼虫自残阻隔技术等进

行了试验研究
,

以便为大草岭的大量繁殖和应用提

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昆虫

大草岭采自北京市郊
,

在实验室中以豆蚜活体

饲喂由越冬虫茧羽化的大草岭成虫至产卵
。

将其卵

置于玻璃饲养筒 中
,

玻璃筒两端均以单层棉布封

口
,

然后放入温度 ( 25 土 l) ℃
,

相对湿度 60 % 一

70 %
,

L // D = 16 // 8 条件下的人工气候箱中培育
,

孵化出幼虫供试验用
。

试验在 R X Z 型智能人工气

候箱 (宁波江南仪器厂制造 )中进行
。

1
.

2 供试材料

人工饲料有啤酒酵母干粉 ( W 啤酒酵母粉
:
W

蔗糖 = 10
: 8 )

、

柞蚕蛹冻干粉 ( W 冻干粉
:
W 蜂蜜

:
W

蔗糖 = 5 : 2 : 2 )
、

活体饲料有人工卵赤眼蜂蛹
、

米蛾

卵
、

豆蚜 ( C K )
。

产卵基质材料为红
、

黄
、

绿
、

紫红
、

白
、

粉红 6 种

彩色纸 ;隔离物为纸条
、

铝条
、

钢丝 3 种
。

1
.

3 试验方法

1
.

3
.

1 饲料对大草岭发育历期的影响

试验按照不同饲料设 5 个处理
,

3 次重复
。

初孵

幼虫分别装入饲养筒中饲养
,

每筒 10 头
,

在瓶底放

人碎纸条作为隔离装置
,

防止相互残杀
。

每天分别

饲喂 5 种饲料
,

并定时更换
,

用海绵球供应水分
。

每

日观察记录幼虫发育进度
,

直至化蛹
、

羽化
、

死亡
。

1
.

3
.

2 饲料对大 草岭结茧率
、

羽化 率
、

成虫存活

率的影响

试验按照不同饲料设 5 个处理
,

每瓶分别放人

10 头初孵幼虫
,

重复 3 次
。

每天间隔 s h 观察各虫

态发育进度
,

计算结茧率
、

羽化率
,

并记载成虫羽

化至产卵的存活率
。

1
.

3
.

3 饲料对大草岭成虫产卵量的影响

将 1
.

2
.

2 试验处理中新羽化的成虫雌雄配对
,

放置于饲养筒内饲喂
,

用海绵球保湿
,

待产卵时
,

每日隔 s h 收集卵粒
,

统计雌虫产卵量
,

同时计算

成虫寿命
。

1
.

3
.

4 饲料对大草岭卵孵化率的影响

将 1
.

2
.

3 试验中
,

大草岭 1 2 h 日龄的卵粘在纸

片上制成试验用卵卡
,

每处理 100 粒
,

装人玻璃筒
,

用棉布封 口
,

放人培养箱内发育
,

孵化后计算孵化

率
。

重复 3 次
。

1
.

3
.

5 基质颜色与草岭产卵间关系

分别采用红
、

黄
、

绿
、

紫红
、

白
、

粉红 6 种彩色

纸单用及几种颜色相同比例混放作为产卵衬纸
,

衬

在筒顶和筒壁作卵箔
。

每瓶选择新羽化的大草岭成

虫 5 对
,

用啤酒酵母和蚜虫两种饲料饲喂
。

共 14

个处理
,

每处理 3 次重复
。

不同饲料分别设 1 对

照
,

即不放产卵衬纸
。

每天 8 :
oo 和 20

:
oo 分 2 次

调查各处理产卵数量及特点
,

观察混色试验中每种

颜色上停留成虫数量
。

1
.

3
.

6 大草岭幼虫 自残阻隔技术

设纸条
、

铝条
、

钢丝 3 种隔离物
,

纸条折叠成
“

菊花形
” ; 铝条用易拉罐剪成 ; 钢丝采用清洗球

。

用蚜虫饲喂大草岭成虫至产卵
,

将卵龄一致的卵放

入饲养盒中
,

待幼虫孵化分散时
,

移人试验饲养玻

璃筒中
,

每筒 5 0 头
,

用新鲜豆蚜饲喂
,

共 3 个处

理
,

每处理重复 5 次
,

分别调查记载不同处理的各

龄幼虫存活率及化蛹率
、

羽化率
。

1
.

4 分析方法

由 S P SS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 T 检验
,

并

比较其差异显著性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发育历期

用啤酒酵母干粉
,

柞蚕蛹冻干粉作为人工饲料

饲喂大草岭初孵幼虫
,

幼虫在一龄期间陆续死亡
。

以人工卵赤眼蜂蛹
、

米蛾卵
、

蚜虫 3 种活体饲料饲养

大草岭初孵幼虫
,

对大草岭幼虫
、

蛹
、

成虫各虫态发

育历期以及产卵前期和产卵历期的影响见表 1
。

结果表明
,

用赤眼蜂蛹和米蛾卵饲喂大草岭
,

其幼虫
、

蛹的发育历期无明显差异
,

但均与蚜虫饲喂

的对照处理差异极其显著
,

分别延长 1
.

8一 3 d
,

而

且发育整齐度下降
。

用赤眼蜂蛹饲养的草岭成虫寿

命 27
.

3 d
,

比用蚜虫饲喂的成虫寿命略短
,

比用米

蛾卵饲养的草岭成虫寿命略长
,

但均无明显差异
,

且米蛾卵饲养的成虫不产卵
。

用赤眼蜂蛹饲养的草

岭成虫产卵前期比豆蚜饲养的显著延长约 2 倍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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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3 种饲料对大草绮发育历期的影晌 , )

饲料 幼虫期 1) 蛹期 成虫寿命 产卵历期 产卵前期

赤眼蜂蛹

米蛾卵

蚜虫

8
.

6 1士 0
.

2 9 A

9
.

4 2 士 0
.

5 9 A

6
.

4 1士 0
.

0() B

14
.

0 5士 0
.

2 5 A

14
.

8 2土 0
.

8 3 A

10
.

8 6 士 0
.

13 B

2 7
.

3() 士 5
.

2 l a

2 3
.

00 土 4
.

15
a

3 1
.

9 3土 3
.

5 7 a

7
.

3 3 士 3
.

5 4 18
.

6 7士 3
.

3

2 5
.

50 士 3
.

8() 9
.

0士 0
,

5 1

l) 历期用
“

平均值士标准差
”

表示
,

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有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大写字母不同表示有极显著差异 (户 = 0
.

0 1)

的草岭成虫最长寿命为 49 d
,

用米蛾卵饲养的为 37

d
,

用蚜虫饲养的为 60 ;d 用赤眼蜂蛹饲养的草岭

最短寿命为 ll d
,

用米蛾卵饲养的为 10 d
,

用蚜虫

饲养的为 巧 do

2
.

4 产卯 t

大草岭成虫一生产卵量见图 2
。

00000nùn甘OC
ù
0八U只一6d̀八乙

ǎ理à训恩礼

产卵历期明显低于蚜虫饲养的大草岭
,

仅为其 1乃

左右
。

2
.

2 存活率

观察记载了 3 种饲料饲养的大草岭幼虫结茧

率
、

羽化率以及成虫存活率 (成虫自蛹蜕皮展翅至

产卵 )
,

结果见表 2
。

用人工卵赤眼蜂蛹饲养的草岭

幼虫结茧率 ( 76
.

7 % )比用米蛾卵饲养的幼虫结茧率

( 63
.

3 % )略高
,

但无明显差异
。

两者与用蚜虫饲养

的大草岭结茧率 (%
.

7 % )相比
,

有极显著差异
。

用

赤眼蜂蛹饲养的大草岭的羽化率 ( 69
.

6% )极显著低

于用米蛾卵饲养 ( 89
.

5 % )和蚜虫饲养 ( %
.

6 % )的大

草岭
。

此外
,

用赤眼蜂蛹饲养的草岭成虫存活率仅

为 50 %
,

与对照用蚜虫饲养的草岭 (%
.

7 % )差异显

著
。

用米蛾卵饲养的草岭成虫不产卵
。

裹 2 3 种饲料对大草蛤存活率的影响 , ) %

饲料 结茧率 羽化率 成虫存活率

赤眼蜂蛹 7 6
.

7 A , ) 6 9
.

6 A 50
.

0

米蛾卵 6 3
.

3 A 8 9
.

5 B 0

蚜虫 %
.

7 B %
,

6 B %
.

4

l) 同列大写字母不同表示有极显著差异 ( P 二 0
.

01 )

2
.

3 成虫寿命

3 种饲料对大草岭成虫寿命的影响如图 1 所

示
,

赤眼蜂蛹饲养的成虫平均寿命为 27
.

3 d
,

米蛾

卵饲养的为 23 d
,

蚜虫饲养的为 31
.

93 ;d 赤眼蜂蛹

和米蛾卵饲养的大草岭平均寿命比用豆蚜饲养的草

岭略短
,

但无明显差异 ; 3 种饲料饲养的大草岭成

虫最长寿命和最短寿命差异很大
,

用赤眼蜂蛹饲养
7 0

1最高产卵量
,

2 平均产卵量
,

3最低产卵 t

圈 2 3 种饲料对大草蜻成虫产卯t 的影晌

尽 4 0

1最长寿命
,

2 平均寿命
,

3最短寿命

圈 1 3 种饲料对大草幼成虫寿命的影响

图 2 表明
,

3 种饲料饲养大草岭成虫时
,

产卵

量差异很大
。

用米蛾卵饲养的成虫不产卵
,

用人工

卵赤眼蜂蛹饲养的草岭产卵量少
,

平均为 77
.

67

粒
,

最高为 293 粒
,

最低为 2 粒 ; 用蚜虫饲养的成

虫产卵量
,

平均为 382
.

69 粒
,

最高为 780 粒
,

最低

为 10 粒
。

用人工卵赤眼蜂蛹饲养的成虫平均产卵

量
,

最高产卵量
,

最低产卵量均明显低于用蚜虫饲

养的成虫产卵量
。

2
.

5 墓质颜色对产卵前期的影响

用啤酒酵母饲喂
,

对照产卵前期为 16 d
,

不同颜

色衬纸产卵前期分别为
:
红色 12 一 18 d

,

黄色 n 一20

d
,

绿色 6一 2 6 d
,

紫红色 7一 Z l d
,

白色 6一 1 8 d
,

粉

红色 11 一 19 d
,

混色 7 一 14 ;d 用蚜虫饲喂
,

对照产卵

前期为 10 d
,

不同颜色衬纸产卵前期分别为
:
红色 8

一 g d
,

黄色 7一 1 2 d
,

绿色 9一 10 d
,

紫红色 8一 g d
,

白色 6一 1 1 d
,

粉红色 8一 g d
,

混色 8一 g d
。

同一饲

料
,

各处理间并无显著差异 (尸 > 0
.

05 )
,

即颜色对产

卵前期长短无影响
。

用蚜虫饲喂的产卵前期短于用

啤酒酵母饲喂的产卵前期
,

营养条件对产卵前期长

短有明显影响 ( P < 0
.

05 )
。

2
.

6 基质颜色对产卵t 的影响

用啤酒酵母饲喂大草岭
,

在 so d 内
,

白天共产

óUó11ù决七口勺

n甘0
心口n乙

回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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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28 3 粒
,

占总产卵量的 3
.

6 %
,

晚上共产卵 7 6 02

粒
,

占总产卵量的 %
.

4 %
。

用蚜虫饲喂大草岭
,

在

ZO d 内
,

白天共产 卵 2 5 64 粒
,

占总产卵量 的

4
.

4 %
,

晚上共产卵 55 93 7 粒
,

占总产卵量的 95
.

6 %
。

由此可见
,

大草岭 白天和晚上均可产卵
,

但

以 2 0 : 0 0一 2 2 : 0 0 最多
。

表 3 基质颜色对用啤酒酵母饲喂大草岭产卵量影响
` )

纸色

红色

黄色

绿色

紫红

白色

粉红

总产卵量

(粒 )

衬纸上产卵量

(粒 )

衬纸上产卵量
百分率 ( % )

2 9 3
.

0 士 1 1 2
.

5 a

3 36
.

7 士2 0 3
.

2 a

3 92
.

0 士 5 2
.

0 a

5 3 2
.

7 士 8 0
.

6 a

2 2 0
.

3 士 4 0
.

9 a

4 14
.

7 士 1 5 6
.

5 a

1 4 7
.

7 士 5 4
.

0 a b

1 2 8
.

3 士 7 9
.

5 a b

1 7 5
.

3 士 3 6
.

3 a b

2 3 6
.

3 士 2 1
.

5 a

6 5
.

7 士 2 4
.

8 b

1 3 5
.

0 士 5 8
.

7 a b

5 0
.

4

3 8 1

4 4
.

7

4 4
.

4

2 9
.

8

3 2
.

6

l) 产卵量用
“

平均值 士标准差
”

表示
,

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有

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

产卵量为前 30 d 累计产卵量
。

表 4 基质颜色对用蚜虫饲喂大草岭产卵量影响川

最低
,

为 21
.

3 粒
,

仅占 9 %
。

用蚜虫饲喂时
,

紫红

色和红色衬纸上着卵量多
,

分别为 2 07 粒和 16 5

粒
,

各占衬纸上总着卵量的 25 % 和 21 %
,

在白色和

黄色衬纸 上着卵量最低
,

都为 94 粒
,

仅 占 12 %
。

结果显示大草岭均偏好于在紫红色和红色上产卵
。

2
.

8 不同阻隔材料对幼虫的影响

在不同阻隔材料对幼虫生长影响的试验中
,

各处

理初孵幼虫都为 2 50 头
。

各龄幼虫的存活率见表 5
。

表 5 3 种隔离物对大草岭幼虫存活率的影响
’ )

隔离物 1龄幼虫 2龄幼虫 3 龄幼虫

纸条 8 6
.

4 上 1
.

7 2 a 9 1
.

7士 1
.

7 8 a 92
.

8士 l
.

6 a

钢丝 8 0
.

0 士 1
.

2 6 b 9 3
.

5士 1
.

8 9 a 9 6
.

1 士 1
.

9 a

铝条 7 9
.

2 士 l
.

6 2 b 8 5
.

1士 7
.

8 7 a 9 0
.

3 士 3
.

7 a

l) 存活率用
“

平均值 土标准差
”

表示
,

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

有显著差异 (尸 < 0
.

0 5)

纸色

红色

黄色

绿色

紫红

白色

粉红

总产卵量

(粒 )

衬纸上产卵量

(粒 )

1 5 3 0
.

3 士 1 5 1
.

0 a

6 3 5
.

3 土 1 6 3
.

8 b

9 8 7
.

7 士 19 3
.

9 a b

9 9 6
.

3 士 2 8 2
.

9 a b

6 4 8
.

3 士 2 1 7
.

6 b

5 9 0
.

7 土 2 4 4
.

5 b

衬纸上产卵量

百分率 ( % )

34 3 5 士 4 8 6
.

6 a

2 4 80 士 6 1 5
.

9 a

2 8 8 7 士 6 3 0
.

7 a

2 8 0 1 士 1 0 4 0
.

l a

2 42 2 士 6 7 9
.

7 a

2 0 5 9 士 8 4 9
.

2 a

4 4
.

6

2 5
.

6

3 4
.

2

3 5
.

6

2 6
.

8

2 8
.

8

1) 产卵量用
“

平均值士标准差
”

表示
,

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有

显著差异 (尸 < 0
.

0 5 )
,

产卵量为前 20 d累计产卵量
。

单色试验中
,

各处理的产卵量比较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

总产卵量各处理间无明显差异
,

即不同颜色

对大草岭产卵多少并无明显影响
。

用啤酒酵母饲喂

大草岭总产卵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
红色 293 粒

,

黄色

3 3 6
.

7 粒
,

绿色 3 9 2 粒
,

紫红色 5 3 2
.

7 粒
,

白色 2 2 0
.

3

粒
,

粉红色 4 14
.

7 粒
。

用蚜虫饲喂总产卵量的平均

值分别为
:
红色 3 4 35 粒

,

黄色 2 4 80 粒
,

绿色 2 887

粒
,

紫红色 2 8 0 1 粒
,

白色 2 4 2 2 粒
,

粉红色 2 0 5 9

粒
。

用啤酒酵母饲喂大草岭紫红色与白色衬纸上着

卵量间存在显著差异 ; 用蚜虫饲喂大草岭红色与黄

色
、

白色
、

粉红色衬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衬纸上着

卵量占总产卵量百分率以红色最高
,

啤酒酵母饲喂

和蚜虫饲喂分别为 50
.

4 % 和 44
.

6 %
,

紫红色次之
,

分别为 44
.

4 %和 35
.

6 %
。

白色和黄色上最低
。

2
.

7 大草岭对颜色的偏好

混色试验中
,

大草岭在不同颜色衬纸上着卵量

差异很大
。

用啤酒酵母饲喂时
,

在紫红色和红色衬

纸上着卵量多
,

分别为 65
.

3 粒和 50 粒
,

各占衬纸

上总着卵量的 28 % 和 21 %
,

在绿色衬纸上着卵量

由表 5 可知
,

大草岭幼虫在 1 龄时自相残杀最

严重
,

1 龄幼虫的存活率较低
。

纸条
、

钢丝
、

铝条 3

种隔离物
,

处理间 1 龄幼虫存活率存在显著差异
,

用钢丝
、

铝条作隔离物的效果比用纸条作隔离物的

效果差
。

在纸条
、

钢丝和铝条作隔离物试验中
,

分别收

获茧 1 75
、

172 个和 142 个
,

化蛹率分别为 70 %
、

6 8
.

8 %和 5 8
.

7 % ; 羽化成虫分别为 1 2 8
、

1 0 1 头和

9 8 头
,

羽化率分别为 73
.

2 %
、

58
.

7 %和 69 %
,

比较

各处理的化蛹率和羽化率
,

以纸条作隔离物效果较

好
。

3 讨论

( 1) 啤酒酵母干粉和柞蚕蛹冻干粉不能满足大

草岭幼虫的生长需要
,

应考虑填加其它物质成份
,

作进一步的试验
。

人工卵赤眼蜂蛹和米蛾卵可以作

为大草岭幼虫的代饲料
,

但饲喂效应与蚜虫相 比显

著降低
。

建议实际饲养时
,

可 同时填加少量蚜虫
。

人工卵赤眼蜂蛹和米蛾卵均可使大草岭从幼虫发育

到成虫
,

但后者饲喂的大草岭成虫不能产卵
。

赤眼

蜂蛹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大草岭代饲料
,

而米蛾卵

饲喂时应在成虫期补充其它饲料
。

( 2) 通过单色试验和混色实验表明
,

基质颜色

虽然对大草岭产卵前期和总产卵量无明显影响
,

但

是在不同颜色衬纸上的着卵量存在明显差别
。

在紫

红色和红色上着卵量最多
,

而且紫红色和红色颜色

较深
,

与卵粒颜色对比鲜明
,

便于观察
。

因此在大

量繁殖过程中
,

可优先考虑采用紫红色和红色衬纸

作卵箔
。

草岭产卵有明显趋上性 〔” 〕
,

但在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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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担任南方卷主编 ;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沈美娟女士担任该卷顾问 ; 天津市蔬菜研究所现任所长运广荣研究员担任沈方卷主 编 ; 中国园

艺学会蔬菜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志信先生担任该卷顾问 ; 中国农科院北京时成星火科技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

高级农艺师王刚先生担任该书的责任

主编
。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大全》 集权威性
、

实用性
、

科学性为一体
,

是全国蔬菜科研
、

教学单位
、

大 中小型蔬菜园艺场
、

蔬菜专业村

(户 )
、

蔬菜新技术
、

新产品推广中心 (站 ) 的 良师益友
。

此书重在推广
、

传播蔬菜科学技术
,

是一部脱贫致富的科学技术 巨著
。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大全》 为十六开精装
,

全书分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 大全
·

南方卷》 和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大全
·

北方卷》 两

卷
。

《南方卷》 1 20 多万字
,

有代表性的精 美彩 色蔬菜照 片 3 60 幅
,

随文线条指图 68 幅
,

总主编邹学校 ; 《北方卷》 1 72 多万字
,

有代表性

的精美彩色蔬菜照片 4 80 幅
,

随文线条括图 88 幅
。

南
、

北方卷分设十六章
、

十四大类 ( 139 种 )
,

其中包括白莱类 ( 5种 )
、

根莱类 ( 8 种 )
、

甘蓝类 ( 6种 )
、

芥莱类 ( 4 种 )
、

茄果类 ( 5种 )
、

豆类 ( 1 1种 )
、

瓜类 ( 17 种 )
、

葱蒜类 ( 1 0 种 )
、

绿叶菜类 ( 2 5种 )
、

薯芋类 ( 12 种 )
、

水

生菜类 ( 10 种 )
、

多年生菜类 (巧 种 )
、

野生莱类 (10 种 )
、

芽苗菜类 以及设施栽培
、

蔬菜产品及种子质量标准等 (南北卷各侧重 于南北方

栽培技术编 写 )
。

每个种类介绍若干个优良品种
,

每个品种从品种选种~ 育苗~ 栽培一 (设施
、

露地 ) ~ 管理 ( 土肥水管理
、

病 虫害防治
、

品种套种 间作管理 ) ~ 采收一贮藏一深加工
,

全方位
、

各角度分别介绍
,

相应介绍推广蔬莱专业用肥
、

农药新产品
、

新技术等
。

我国蔬菜生产如何持续发展
、

如何高产优质高效
、

如何集约化科学管理是各级领导
、

科技工作者及生产第一线的广大 实践者所共 同关

心的课题
。

为此我们组织 了中国园艺学会蔬菜专业委员会 1 80 多位专家
、

学者
、

教授共 同编 写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大全》 一 书
。

本书内

容系统全面
,

技术新颖 实用
,

信息准确可靠
,

文字通俗易懂
,

图文并茂
,

是一部十分难得的蔬菜专业 巨著
。

此 巨著的出版是中国蔬菜界的

一 大幸字
,

它将极为有力地推动 中国蔬菜事业有序
、

健康良性发展
,

将极为有力地促使
“

科技兴 国
”

战略的顺利 实施
。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 大全
·

南方卷》 198
.

00 元 ; 《中国蔬莱实用新技术大全
·

北方卷》 22 8
.

00 元 ; 本中心另有存书 《中国果树实用新

技术 大全》 常绿果树卷
、

落叶果树卷
,

各定价 168 元
。

单位名称
: 北京时成 星火科技丈化发展中心 ( 100 08 1) 联 系人

:

王刚 汇款地址
: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中国农科院 87 号信箱

电话
、

传真
: ( 0 10 ) 8 6 6 4 16 1 8 ( 0 1 0 ) 6 2 1 8 3 2 7 7 手机

: 13 6 0 1 19 7 6 4 8 本中心批发零售均可
,

零售七折 (免邮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