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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新黑地珠蚧发生为害及其系统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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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以花生地下害虫花生新黑地珠蚧为研究对象$对其田间危害及虫体发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利用分子生

物学技术对其进行系统发育研究'田间调查结果表明$花生新黑地珠蚧在河南省一年发生一代$多发生于沙壤土$主

要以珠体状的
/

龄若虫为害花生根部(雌雄珠体数量及大小差异均较大$单株花生上为害的雌珠体数
;A

!

AE

头$雄珠

体数
"L

!

;!D

头$雌雄珠体性比为
;>CCk/>D;

$雌雄珠体直径分别为
!>A/

!

A>/D99

和
;>EH

!

/>D"99

'通过系统

发育分析和传统形态学分类的综合分析表明本研究中所采集害虫为花生新黑地珠蚧$隶属于半翅目蚧总科珠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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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新黑地珠蚧
I(&1)"

:

)"&'(,

:

&,,

#$

--

Z,1

)

(属半翅目
I.9*

&

-.%,

蚧总科
:$++$*2.,

珠蚧

科
#,%

)

,%$2*2,.

#

;

$

(在我国华中+华东+华北及西北

地区均有发生(是一种严重为害花生的地下害

虫#

/"

$

*该虫主要以
/

龄若虫聚集在花生根部刺吸

根系汁液为害(导致根系衰弱(侧根减少(进而花生

生长不良(结果少而瘪或不结果(严重影响花生产量

和品质#

D

$

*据调查(一般田块可造成花生减产
/CR

!

HCR

(严重田块可达
"CR

以上(甚至绝收#

A

$

*近

年来(花生新黑地珠蚧的为害越来越严重(已成为制

约我国花生产业发展的重大阻碍*

新黑地珠蚧又名乌黑新珠蚧(其最早于
;L;/

年

由英国学者
M%..1

作为新种以
A)"

:

)"&'(,7-

:

("

的拉丁学名发表(并将其归类至珠蚧属
A)"

:

)"&'(,

下(

;L/E

年
#$%%*4$1

将该虫归类至新珠蚧属
I(&5

1)"

:

)"&'(,

下(并沿用拉丁文种名
7-

:

("

#

E

$

*我国

学者侯璋德等首次将为害我国花生的珠蚧定为乌黑

新珠蚧
I(&1)"

:

)"&'(,7-

:

("

%

M%..1

&

#

L

$

(随后此名

称被多名学者沿用*

;LAL

年(杨集昆先生通过对各

地为害花生的新珠蚧标本进行对比鉴定(确定为害

我国棉花+豆类等作物的新珠蚧是新种(应为棉根新

珠蚧
I(&1)"

:

)"&'(,

:

&,,

#$

--Z,1

)

(随后的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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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珠蚧主要为害豆科植物且能完成生活史(却不

能在棉花上完成生活史(因此建议将其中文名改为

花生新珠蚧#

;

$

*目前(国内学者习惯将其称之为花

生新黑地珠蚧#

!"

$

*

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对花生新黑地珠蚧的研究

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对其生物学特性及防治方

法的研究(未见其系统发育的相关报道(国外更是

鲜有关于花生新黑地珠蚧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

地了解花生新黑地珠蚧的发生为害及其系统发育(

我们对其田间危害及虫体发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

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M

!

材料与方法

M0M

!

田间调查

选取有花生新黑地珠蚧发生的田块(调查其为

害花生的症状及花生受害情况(同时定期调查花生

各发育期及收获期后田间花生新黑地珠蚧的发生发

展情况*

M0!

!

样本采集

于田间花生新黑地珠蚧高发期(在河南省开封

市和濮阳市分别选取受害严重的地块采集花生新黑

地珠蚧珠体(分地域标记记录后带回室内*

M09

!

花生新黑地珠蚧基因组
@AB

提取

将田间采集的花生新黑地珠蚧珠体放入玻璃培

养皿中(置于
/Eg

的恒温培养箱中避光培养(

;"2

左

右后雌珠体可羽化出成虫)收集单头雌成虫于灭菌

;>"9U_P

离心管内(每管加入
H

"

U0GP

%

C>;9$(

.

U

W,:(

)

;C99$(

.

UG%*43:(

(

&

IE>C

)

;99$(

.

UPK3

GF

(

&

IE>C

&裂解液及灭菌小玻璃珠若干(于
O6((.-

O(.12.%0G<]#

研磨仪%

W.=-F27,1+.

&上研磨至

匀浆(每管补足裂解液至
HC

"

U

并加入
C>/

!

C>H

"

U

蛋白酶
Y

(

"Dg

恒温水浴裂解
/

!

H'

(然后
L"g

水

浴
;C9*1

灭活蛋白酶
Y

(短暂离心(吸取每管内

KWF

溶液于新的灭菌
;>"9U_P

离心管(分别标

记后置于
i/Cg

冰箱保存备用*

M0=

!

花生新黑地珠蚧序列扩增及测定

花生新黑地珠蚧的序列扩增选取核糖体小亚基

%

;E0

&基因#

;C

$

+核糖体大亚基%

/E0

&基因的
K/

和
K;C

扩展区域#

;;;/

$以及蛋白编码延伸因子
;

'

%

.@5;

!

&基

因#

;H

$

(各序列扩增引物信息见表
;

*

_:]

反应体系为
/"

"

U

(其中
/lD)

L

_:]

#,4-.%#*=;/

"

U

(

22I

/

<;C

"

U

(上+下游引物各

;

"

U

%

;C

"

9$(

.

U

&(模板
KWF;

"

U

*扩增程序为!

L!g

预变性
!9*1

)

L!g

变性
!"4

(

"Ag

%

;E0

&.

"Dg

%

/E03K/

&.

D/g

%

/E03K;C

&.

""g

%

.@5;

!

&退火
HC4

(

A/g

延伸
;9*1

(

HC

个循环)

A/g

延伸
"9*1

(

!g

保

存*取
!

"

U_:]

扩增产物(在
;R

琼脂糖凝胶上电

泳检测(将含有目的片段的
_:]

扩增产物送生工生

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表
M

!

序列扩增引物信息

"#$%&M

!

Q5+3&5+)8(53#*+()8(56&

X

,&)4&#3

7

%+8+4#*+()

基因

M.1.

引物名称

_%*9.%1,9.

引物序列%

"n3Hn

&

_%*9.%4.

e

6.1+.

扩增大小.
?

&

F9

&

(*+$14*d.

;E0%]WF ;E03/EEC :GMMGGMFG::GM::FMGFM

"HH

!

DHE

;E03O ::M:MM:GM:GMM:F::FMF

/E0K/%.

)

*$1 /E03K/3Q FMFMFMFMGG:FFMFMGF:MGM

H!H

/E03K/3] GGMMG::MGMGGG:FFMF:MMM

/E0K;C%.

)

*$1 /E03K;C3Q MGFM::FFFGM::G:MG:F

E!C

/E03K;C3] :F:FFGMFGFMMFFMFM::

.@5;

!

#H :F:FGZFF:FGGMG:MG0FGZMM

HCA

%+#!!>L :GGMFGMFFFG:Z:GMGMG::

!

!

结果与分析

!0M

!

花生新黑地珠蚧田间为害

花生新黑地珠蚧喜干燥疏松的沙土或沙壤土(

在黄壤土+黏壤土中发生较轻或不发生*该虫主要

以
;

!

/

龄若虫聚集在花生根部(大量刺吸花生汁

液(造成花生主根发黑(侧根减少(甚至腐烂(植株

严重矮化(叶片自下而上褪绿发黄甚至整株花生干

枯死亡(花生结果少而瘪(甚至不结果*将受害花

生植株连根拔起(可见大量
/

龄珠体吸附于根部(

花生新黑地珠蚧在田间常成片发生(且为害严重

%图
;,

(图
;?

&*

'

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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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李绍建等!花生新黑地珠蚧发生为害及其系统发育

图
M

!

花生新黑地珠蚧田间为害及其卵和雌雄珠体

.+

/

0M

!

.+&%-2#Y#5-(8B(&0)"

>

)"&'(,

>

&,,

#$

--#)-

+*6&

//

&

8&3#%&#)-3#%&

7

&#5%

!0!

!

花生新黑地珠蚧虫体发育循环

通过对花生新黑地珠蚧在花生各发育期及收获

期后的定期调查发现(花生新黑地珠蚧在河南省各发

生地区均
;

年发生
;

代(以
/

龄若虫在花生主根层

土壤中越冬(

/

龄若虫珠体状(分深褐色和黑色两

种!大的为雌性(小的为雄性*

!

月初至
"

月下旬(

/

龄雄珠体先蜕壳变为
H

龄若虫(然后变为前蛹(

再变为蛹(

!

月底至
D

月上旬蛹羽化变为雄成虫爬

出地面*

/

龄雌珠体于
!

月底至
D

月初蜕壳变为

雌成虫(爬上地面与雄成虫交配产卵*

"

月中下旬

至
D

月中下旬(卵孵化成为
;

龄若虫(

;

龄若虫部

分爬出地面寻找花生寄主(部分直接在土壤中寻找

花生根部(进而取食花生根部汁液(于
A

月上旬至

E

月下旬发育为大小不同的雌雄
/

龄珠体(聚集吸

附在花生根部为害%图
;,

(图
/

&*

花生新黑地珠蚧雌成虫交配后即爬回地下产

卵(卵块多分布于距地表
;C+9

左右(每个卵块中卵

粒数从
;;C

粒到
;C"E

粒不等(单株花生根上为害的

花生新黑地珠蚧雌珠体数
;A

!

AE

头(雄珠体数
"L

!

;!D

头(花生新黑地珠蚧卵及珠体数量详见表
/

*同

一株花生根部为害的花生新黑地珠蚧雄珠体数量明显

多于雌珠体数量(雌雄性比平均为
;>CCk/>D;

*

/

龄雌

雄珠体大小相差较大(雌珠体直径
!>A/

!

A>/D99

(

平均
D>/A99

(雄珠体直径
;>EH

!

/>D"99

(平均

/>HC99

%表
H

&*

图
!

!

花生新黑地珠蚧虫体发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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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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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花生新黑地珠蚧卵及珠体数量

"#$%&!

!

B3(,)*(8&

//

6#)-

7

&#5%6(8B(&0)"

>

)"&'(,

>

&,,

#$

--

虫态

0-,

)

.

性别

0.=

数量.粒或头
F9$61-

最小
#*1*969

最大
#,=*969

均值
F7.%,

)

.

卵粒
P

))!

i ;;C>CC ;C"E>CC "EH>DCBA/>LC

珠体
_.,%(

雌
Q.9,(. ;A>CC AE>CC !H>HEBD>A"

雄
#,(.

!

"L>CC ;!D>CC EE>"CBL>E/

表
9

!

花生新黑地珠蚧雌雄珠体大小

"#$%&9

!

>+Y&(88&3#%&#)-3#%&

7

&#5%6(8

B(&0)"

>

)"&'(,

>

&,,

#$

--

性别

0.=

珠体直径.
99K*,9.-.%$8

&

.,%(

最小

#*1*969

最大

#,=*969

均值

F7.%,

)

.

雌
Q.9,(. !>A/ A>/D D>/ABC>CE

雄
#,(. ;>EH />D" />HCBC>C/

!09

!

花生新黑地珠蚧系统发育

本研究中所测河南省开封%

YQ

&和濮阳%

_Z

&的

花生新黑地珠蚧
;E0

+

/E03K/

+

/E03K;C

和
.@5;

!

基

因序列分别上传到
M.1O,1X

数据库并获得登录号!开

封的花生新黑地珠蚧
;E0

+

/E03K/

+

/E03K;C

和
.@5;

!

的
M.1O,1X

登录号分别为
#IC";LCE

+

#I;HH/;D

+

#I;HH/;E

和
#I/HCEAC

)濮阳的花生新黑地珠蚧

;E0

+

/E03K/

+

/E03K;C

和
.@5;

!

的
M.1O,1X

登录号分

别为
#IC";LCL

+

#I;HH/;A

+

#I;HH/;L

和
#I/HCEA;

*

为更加准确地分析花生新黑地珠蚧的系统发

育(将所测得的两个地区花生新黑地珠蚧的
;E0

+

/E03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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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花生新黑地珠蚧的田间发生为害

调查"已基本摸清该虫在田间的为害时期#为害特

征#虫体发育循环等特性$花生新黑地珠蚧主要在

河南省境内黄河故道及黄泛区区域内的沙土及沙壤

土中发生为害"这与马铁山等关于花生新黑地珠蚧

主要发生在沙质土壤"在黏土和壤土中未见有发生

的调查结果一致%

#$

&

$花生新黑地珠蚧雌成虫需钻

入土中产卵"卵孵化出的
#

龄若虫需钻出地面找寻

花生寄主并钻入地下取食为害花生根部"沙土或沙

壤土土质疏松的特性有利于花生新黑地珠蚧成虫和

若虫的活动和入土$本研究前期调查发现"开封地

区花生新黑地珠蚧各虫态发育时期均比濮阳地区

花生新黑地珠蚧的各虫态发育时期稍早"如开封地

区
!

月底
"

月初花生新黑地珠蚧
%

龄雌珠体即蜕

壳为雌成虫爬上地表"而濮阳地区这一时间则要稍

错后至
"

月中下旬"由于濮阳地处豫北"我们推测

可能是由于地域上的南北温度差异造成开封地区

虫体发育的提前"这一推测与马铁山等对濮阳地区

花生新黑地珠蚧生物学特性的研究及马铁山对不

同温度条件下花生新黑地珠蚧发育历期的影响结

果是一致的%

$

"

#$

&

$

本研究中"根据所采集的珠体及卵块的形态特

征"田间初步认定为珠蚧科昆虫$结合武三安先生

对于花生新黑地珠蚧的形态特征描述%

#

&

"我们在室

内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其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

综合分析后确定本文研究对象确为花生新黑地珠

蚧"系统进化分析结果与传统形态学分类结果相互

佐证并保持一致$

近年来"花生新黑地珠蚧在河南省的发生越来

越严重"其整个发育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均生活在地

下"这给生产上采用化学药剂防治提出了很大挑战$

本研究中对花生新黑地珠蚧虫体发育的研究表明"

其卵孵化为
#

龄若虫后需爬回地表进行寄主搜寻"

这一时期在地表活动的
#

龄若虫易接触药剂"因此

可作为花生新黑地珠蚧的防治适期"此时期可选用

适宜药剂进行喷雾并辅以花生根部喷淋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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