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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蓟马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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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探讨西花蓟马
3+%$O("$"-((%,''"4-$)%("2

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发生及为害规律$以
"

个辣椒品种作为试验

材料$组建西花蓟马种群生命表%结果表明$从西花蓟马各个虫态的发育历期来看$+杭椒五号,和+太空辣,比较适

合蓟马生长繁殖$其次为+洋大帅,$+娇龙,&+

<! :8

,最不适合西花蓟马生存%西花蓟马在
"

个品种上的存活曲线

类型不同$在+杭椒五号,上的存活曲线偏向
(

型'在+洋大帅,&+太空辣,品种上偏向
7

型'在+娇龙,&+

<! :8

,品种

上则偏向于
-

型%通过种群参数分析表明西花蓟马比较喜好取食+洋大帅,&+太空辣,&+杭椒五号,

#

个品种$+娇

龙,和+

<! :8

,品种则不利于西花蓟马的生长繁殖%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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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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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蓟马
3+%$O("$"-((%,''"4-$)%("2

隶属缨翅目

0=

V

FBHC

?

>GDB

蓟马科
0=DR

?

RIBG

花蓟马属
3+%$O("$"-(8

(%

"是一种世界性检疫害虫$

$

%

"也是我国第一批重点防

治的外来入侵物种$

8

%

#

$LL;

年"我国农业部把西花蓟

马列为进境植物检疫害虫"西花蓟马于
899#

年在北

京市郊大棚上暴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

%

"随后

相继扩散到吉林.南京等地$

";

%

#

西花蓟马个体小"易隐匿"繁殖力强"食性广"寄

主多达
"99

余种#同时"在取食过程中"还会传播凤

仙花坏死斑病毒'

,)5_

(.番茄斑萎病毒'

05]_

(等多

种病毒"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

<L

%

#

昆虫种群生命表分析法是筛选抗虫品种的有效方法

之一#本研究通过组建西花蓟马在
"

个辣椒品种上

的种群生命表"探明不同辣椒品种对西花蓟马种群增

长的影响"为今后抗性辣椒品种选育.推广使用等方

面提供技术.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植物

供试辣椒品种!/娇龙0./杭椒五号0./洋大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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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庞洪翠等!西花蓟马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

<! :8

0和/太空辣0的种子购自宁夏天缘种业有限

公司#将辣椒种子在'

8"a$

(

b

下浸泡催芽
!:=

后"播于育苗盘'营养土(内#

$%&

!

供试虫源

供试西花蓟马采自宁夏大学农科实训基地"在

温室大棚罩网中栽培的黄瓜植株上繁殖种群#

$%'

!

试验方法

待辣椒幼苗长至
!

#

;

片真叶时"挑选长势旺

盛.均匀的辣椒苗移栽到消过毒的塑料花盆内"每盆

$

株#辣椒苗生长期间"常规水肥.无差别管理#

$6'6$

!

实验种群参数观察

选择直径
LTQ

的培养皿"洗净烘干后用
<"c

乙醇进行消毒"自然晾干#每品种设置
$9

个重复"

重复试验
#

次#剪取同培养皿底部相同大小的纱

布"消毒"铺在培养皿底部"再在纱布上铺一层滤纸"

用蒸馏水湿润"在培养皿侧壁上涂抹一层凡士林"

防止蓟马逃脱"每个培养皿里放置新鲜干净.适当

大小的辣椒叶片"用毛笔轻轻地将西花蓟马扫到培

养皿内的叶片上"每只培养皿接入约
"9

头成虫"用

保鲜膜封口"待其产卵
$9=

后移去成虫#每天
:

!

99

和
$L

!

99

观察记录卵的孵化情况"直到没有若虫孵化

出来为止"记录从卵到孵化出若虫的时间#对初孵若

虫进行接虫试验"单头若虫接在凹玻片'

8"6!QQf

<;68QQ

.凹面直径
$:QQ

(构成的小室内$

$9

%

"凹玻

片内事先放入对应辣椒品种的叶片"并做标记"每种

寄主植物供试若虫
;9

头#待蓟马羽化为成虫后"把

配对的雌雄蓟马转移到试验开始时所用的培养皿

里"在同样的配置.温度下"观察记录成虫的存活情

况#叶片萎蔫后"更换新鲜干净的叶片"在解剖镜下

观察替换下来的叶片上是否有卵"并为纱布滤纸补

充水分"清理前一天死去的成虫"将替换下来的萎蔫

叶片在
8"b

下继续培养
"I

"直至所有的卵孵化出

若虫"记录孵化的若虫数量"作为蓟马产卵量的估

计值"每品种辣椒供试蓟马
8"

对"继续饲养若虫至

成虫期"鉴定雌雄并计数#

$6'6&

!

实验种群生命表分析方法

西花蓟马种群参数的主要指标!净生殖率
>

9

d

*

L

C

G

C

-平均世代周期
Id

*

L

C

G

C

C

&

>

9

-内禀增

长率
+

1

d

'

PH>

9

(&

I

-周限增长率
%

dGU

?

'

+

Q

(-种群

加倍时间
)dPH8

&

+

1

#

C

为按照年龄划分的单位时

间间距-

L

C

表示任一个体在
C

期间的存活率-

G

C

表示在
C

期间平均每雌产雌数#

$6'6'

!

西花蓟马存活曲线分析方法

存活曲线分为三种类型$

$$$8

%

!

(

型为凸型曲线"

表示种群个体基本都能达到生理寿命-

7

型为对角

线型的曲线"表示各年龄期具有相等的存活.死亡

率-

-

型为凹型曲线"表示幼体的死亡率高"随后死

亡率低而稳定#

$%=

!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1UTGP89$9

.

5(5:68

和
5R

E

QB

?

PC>

$869

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利用
'XHTBH

氏新复极差

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测验"

969"

水平差异显著#

&

!

结果与分析

&%$

!

辣椒品种对西花蓟马各虫态发育历期的影响

由表
$

可见"不同辣椒品种上西花蓟马的卵.

$

龄若虫.预蛹.伪蛹等发育阶段历期及总产卵量.

单雌单日产雌量都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

%

969"

(#

卵历期以在/杭椒五号0和/太空辣0上最长"平均历

期为
!6L;I

和
!6:#I

"/洋大帅0次之"/娇龙0和/

<!

:8

0依次缩短#卵在/杭椒五号0上的孵化率最高"

为
$99c

"在其他品种上的孵化率都在
L9c

以上"说

明从卵到若虫阶段"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

$

龄

若虫的发育历期普遍小于
8

龄若虫"这两个若虫阶

段"在/杭椒五号0和/洋大帅0上发育历期均长于其

他品种"

$

龄若虫阶段"在/

<! :8

0上的发育历期介

于/娇龙0和/太空辣0两个品种之间"而
8

龄若虫阶

段"在/

<! :8

0上的发育历期短于/娇龙0和/太空

辣0#预蛹在/杭椒五号0和/太空辣0上发育历期同为

$6#:I

"且与其他
#

个品种差异较大"/洋大帅0预蛹阶

段
$

/

<! :8

0

$

/娇龙0#西花蓟马在/洋大帅0上的总

产卵量远高于其他品种"为
#<6:

粒"在同样为高感品种

的/杭椒五号0上"其产卵量为
##68

粒"其次为/娇龙0和

/太空辣0"在/

<! :8

0上产卵量最低"仅为
8;6!

粒#

&%&

!

西花蓟马在辣椒品种上的存活曲线类型

根据生命表数据得到西花蓟马在
"

个辣椒品种

上的存活曲线类型"如图
$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西花蓟马在/杭椒五号0上的存活曲线偏向
(

型-在

/洋大帅0./太空辣0品种上偏向
7

型-在/娇龙0./

<!

:8

0品种上则偏向于
-

型#以上分析表明"在以不

同辣椒品种为寄主'食物(时"西花蓟马的存活曲线

有差异"西花蓟马在/杭椒五号0上的存活率最高"无

外界干扰情况下"西花蓟马能达到生理寿命"个体死

亡主要发生在成虫后期#/洋大帅0./太空辣0品种

上"西花蓟马的死亡率无差别"/

<! :8

0./娇龙0品种

上西花蓟马若虫的成活率相对低"不易成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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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西花蓟马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发育历期$

#

()*+,$

!

!,;,+2

/

<,46)+8.0)6324729<"#1='(1(+''#&22(5+1)#'(,248399,0,46

/

,

//

,0;)03,63,7

品种

_BDRG>

V

卵历期&
I

1

EE

IXDB>RCH

孵化率&
c

3B>T=RH

E

DB>G

发育历期&
I'GYGPC

?

QGH>BPIXDB>RCH

$

龄若虫

$F>RHF>BD

8

龄若虫

8HIRHF>BD

预蛹

WDG

?

X

?

B

伪蛹

WX

?

B

单雌总产卵量&粒

0C>BPG

EE

FPBRI

?

GDAGQBPG

单雌单日产雌量&粒

)C6CAG

EE

FPBRI

?

GD

AGQBPG

?

GDIB

V

洋大帅

[BH

E

IBF=XBR

'

!6<$

a96$8

(

BZT

L"

'

$6#L

a969:

(

B

'

!6"9

a9688

(

B

'

$6#$

a96$:

(

BZ

'

$6;<

a969<

(

B

'

#<6:9

a$6!<

(

B

'

$68"

a96$"

(

B

娇龙

KRBCPCH

E

'

!6;#

a968$

(

ZT

L!

'

$6$9!

a969:

(

T

'

!6!"

a96$;

(

B

'

$6$:

a96$9

(

Z

'

$6;#

a969L

(

BZ

'

#$6:9

a86!:

(

Z

'

$688

a96$$

(

B

<! :8

'

!6!;

a969;

(

T

L9

'

$688:

a96$#

(

ZT

'

!6#:

a96$"

(

B

'

$68$

a96$9

(

BZ

'

$6!#!

a969<

(

T

'

8;6!9

a$698

(

T

'

96L<

a96$"

(

Z

太空辣

0BRSCH

E

PB

'

!6:#

a96##

(

BZ

L;

'

$6##

a96$$

(

BZ

'

!6;8

a96$9

(

B

'

$6#:

a96$#

(

B

'

$6"9

a96$8

(

ZT

'

#$699

a8699

(

Z

'

$6$!

a96$#

(

BZ

杭椒五号

3BH

È

RBC@X=BC

'

!6L;

a96$!

(

B

$99

'

$6!"

a969"

(

B

'

!6"<

a96$<

(

B

'

$6#:

a96$;

(

B

'

$6<$

a96$9

(

B

'

##68

a86$!

(

Z

'

$68$

a96$$

(

B

!

$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a

标准差"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969"

水平差异显著#

'B>BRH>=G>BZPGBDGQGBHa5'6'RAAGDGH>PC@GDTBFGPG>>GDFRH>=GFBQGTCPXQHRHIRTB>GFR

E

HRARTBH>IRAAGDGHTG

'

*

%

969"

(

6

图
$

!

西花蓟马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存活曲线

>3

5

%$

!

-.0;3;)+1.0;,729<"#1='(1(+''#&22(5+1)#'(,248399,0,46

/

,

//

,07

&%'

!

西花蓟马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种群参数

根据西花蓟马连续饲养结果"组建了西花蓟马在

8"b

下
"

个辣椒品种上的实验种群生殖力表"通过计

算得出种群参数"见表
8

#从表中可知"西花蓟马在

/洋大帅0上净生殖率
>

9

'

$86#$;

(最高"其次为/杭椒

五号0'

$$6$!!

("表示两者的后代均可增长
$9

倍以

上"西花蓟马在这两个品种上有暴发的潜能"其余三

个品种后代增长倍数均在
$9

倍以下#西花蓟马内禀

增长率'

+

Q

(在
"

个品种上均大于零"说明种群数量在

"

个辣椒品种上都呈上升趋势#内禀增长率在/洋大

帅0'

96$<"!

(品种上最大"其次为/太空辣0'

96$"8:

("

明显高于/娇龙0./

<! :8

0品种#平均世代周期'

I

(

在/

<! :8

0品种上最短'

$!6$9"

("在/杭椒五号0品种

上最长'

$<6!:<

("由平均世代周期数据可知"/杭椒五

号0品种发生的世代为害数高于其他品种"在/

<!

:8

0品种上的为害数最小#种群加倍时间在/洋大

帅0./太空辣0./杭椒五号0上为
#

#

"I

"在/娇龙0./

<!

:8

0品种上为
"

#

<I

#综上所述"/洋大帅0./太空

辣0./杭椒五号0

#

个品种比较适合西花蓟马生存"/娇

龙0./

<! :8

0品种不利于西花蓟马的生长繁殖#

表
&

!

西花蓟马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种群参数

()*+,&

!

J2

/

.+)6324

/

)0)<,6,0729<"#1='(1(+''#&22(5+1)#'(,248399,0,46

/

,

//

,0;)03,63,7

品种

_BDRG>

V

净生殖率'

>

9

(

)G>DG

?

DCIXT>R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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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世代周期'

I

(&

I

OGBH

E

GHGDB>RCH

>RQG

内禀增长率'

+

Q

(

,H>DRHFRTDB>GCA

RHTDGBFG

周限增长率'

(

(

%RHR>GRHTDGBFG

DB>G

种群加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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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C

?

XPB>RCH

ICXZPR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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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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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BF=XBR $86#$; $!6#$L 96$<"! $6$L$< #6L"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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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6!:L $!688; 96$$L< $6$8<$ "6<L$!

<! :8 !6:8< $!6$9" 96$$$; $6$$:$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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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RSC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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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BC@X=BC $$6$!! $<6!:< 96$#<L $6$!<: "698<;

,

;#$

,



!"

卷第
#

期 庞洪翠等!西花蓟马在不同辣椒品种上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

!

结论与讨论

生命表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昆虫对寄主的适应

性"是研究昆虫种群数量变动的重要方法$

$#

%

#西花

蓟马在一定时间内的繁殖能力能反映出其对寄主的

适应性$

$!

%

#内禀增长率
+

Q

和净生殖率
>

9

是反映

昆虫种群动态的重要参数"

>

9

可直接显示昆虫后代

种群的增长情况"

+

Q

则综合考虑了种群的出生率.

死亡率.种群的年龄组配.繁殖力及发育速度等诸多

因素$

$"$;

%

#本文对
"

个辣椒品种上西花蓟马种群生

命表的研究"包括对西花蓟马各虫态在不同辣椒品

种上的发育历期"存活率曲线及生命表种群参数数

据分析后表明"西花蓟马的卵历期.

$

龄若虫.预蛹.

伪蛹阶段及产卵量等方面在
"

个辣椒品种之间"均

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不同辣椒品种在西花蓟马繁

殖及生长发育过程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裴昌

莹等人以
:

种不同的蔬菜叶片饲养西花蓟马"在此

基础上研究西花蓟马的发育历期"得出不同寄主植

物对西花蓟马的发育历期有明显的影响$

$<

%

"这与沈

登荣等人研究西花蓟马取食不同食物对其生长发育

影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

"以上结论可能是因为

西花蓟马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喜好存在差异"或

不同种类寄主植物及同种寄主不同品种间均存在次

生物质含量及成分的差异#

近年来对辣椒上蓟马的防治多以化学防治为

主"关于辣椒品种对西花蓟马的抗性研究相对较少"

符伟等人对不同辣椒品种抗'耐(西花蓟马的初步筛

选研究中"得出/湘研
$#

号0和/博辣
!

号0对西花蓟

马的抗性较强$

$L

%

"白宇等人对
##

个苜蓿品种对蓟

马的田间抗性研究证明"抗性最强的品种为

/

7BDBPAB!8$J

0"感虫的品种包括/

"5!#

0

$

89

%

#本研究

通过组建西花蓟马的生命表发现"西花蓟马对/杭椒

五号0./洋大帅0的喜食性强"这两个品种最利于西

花蓟马的生长繁殖"相对而言对/娇龙0./

<! :8

0品

种的喜食性弱"这两个品种是比较理想的种植品种"

可能各品种抗性物质在为害胁迫下的变化程度不

同"寄主植物的防御机能被激发或抑制"这一结论在

曹宇等研究的西花蓟马寄主选择性与寄主物理性状

及次生物质的关系中有同样验证$

8$

%

#

本试验的不足之处在于离体叶片的机械损伤造

成的挥发物质对西花蓟马的刺激作用没有被排除"

而且一些次生代谢物如单宁.酚类等含量随植物生

长及害虫取食的变化没有分析在内"这些作用机制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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