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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分析在聚块大小不同时天敌对假眼小绿叶蝉
@-

,

'#/)#<*%*/U:OAP

空间上跟随关系的密切程度"聚集

原因和聚集范围!为评价假眼小绿叶蝉的天敌优势种提供科学依据!用聚块样方方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法"空间聚

集强度指数"种群聚集均数法和
(

指数法对安徽省合肥市(乌牛早)和(白毫早)茶园不同大小聚块条件下的假眼小

绿叶蝉及其
B

种蜘蛛类的天敌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假眼小绿叶蝉与其
B

种蜘蛛类天敌均方差峰值时的聚块样方数

的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乌牛早)茶园中与假眼小绿叶蝉空间上跟随关系密切的前四种天敌依次是茶色新圆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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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毫早)茶园中与假眼小绿叶蝉空间上跟随关系

密切的前四种天敌依次是粽管巢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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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茶色新圆蛛&

"8B$&!

'$两种茶园前四种天敌中相同的天敌是茶色新圆蛛和锥腹肖蛸$假眼小

绿叶蝉在聚块内基本样方数
E

为
#

"

!

"

&

"

'

时!随着聚块内基本样方数的增多!聚集分布格局时的扩散系数
4

不断增

大!均匀和随机格局时扩散系数不断减小$聚块内基本样方数
E

为
!

"

&

"

'

时与
E

为
#

时的假眼小绿叶蝉的空间分

布聚集程度差异均不显著$假眼小绿叶蝉的种群聚集均数
#

多数情况均大于
!

!其聚集是该虫本身原因引起的!假

眼小绿叶蝉在种群聚集均数
#

为正值时!随着聚块内基本样方数的增加!则种群聚集均数
#

不断增大$用假眼小绿

叶蝉不同大小聚块的
"

指数判断个体群聚集时的最小范围是聚块中有
#

个基本样方!即本文的
&/

!

$该研究为该

虫抽样时确定样方大小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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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害虫是影响茶叶产量和品质的主要因子之

一+自然天敌是持续影响茶树害虫种群消长的重要

生态因子+假眼小绿叶蝉
@-

,

'#/)#<*%*/

是重要的

茶树害虫'

#

(

%其发生规律及其天敌种类有大量研究

报道+

*AP5

等'

!%

(报道了茶树 害虫 天敌蜘蛛三者

之间的化学联系及茶树的抗性机制+研究者研究了

次生物质对害虫和天敌行为的影响'

&7

(

+王沅江

等'

B

(

&扈克明等'

'

(报道瓢虫和蜘蛛都取食假眼小绿

叶蝉+曾莉等'

$

(研究了茶树品种对假眼小绿叶蝉的

抗性+钮羽群等'

#"

(研究了不同迷迭香挥发物组合

对假眼小绿叶蝉行为的调控+黎健龙等'

##

(研究了

周边不同生境条件对茶园蜘蛛群落及叶蝉时空结构

的影响+党凤花等'

#!

(报道了江淮地区0龙井
&%

.茶

园假眼小绿叶蝉的主要天敌优势种%王振兴等'

#%

(

&

柯胜兵'

#&

(

&毕守东等'

#+

(报道了江淮地区和大别山区

不同海拔茶园假眼小绿叶蝉及其天敌的分布与差

异+周夏芝等'

#7

(研究了大别山区低海拔的天柱山

群体种茶园中天敌对假眼小绿叶蝉的空间跟随关

系+刘飞飞等'

#B

(探讨了江淮地区0黄山大叶.种茶

园春夏季与秋冬季假眼小绿叶蝉天敌优势种的差

异+方国飞等'

#'

(研究了合肥地区0平阳特.早茶园

不同年度间和季节间假眼小绿叶蝉与其天敌在数

量&时间和空间上关系的差异+刘飞飞等'

#$

(研究了

大别山区不同种类蜘蛛天敌与假眼小绿叶蝉空间跟

随关系的差异+韩宝瑜等'

!"

(报道了间作密植和单

作茶园对假眼小绿叶蝉等害虫及其天敌种群数量的

影响及群落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差异+谢振伦'

!#

(研

究了茶园
%

种蜘蛛对假眼小绿叶蝉的捕食量+抽样

调查的样方大小和样方数量多少不仅与成本有关%

而且直接影响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W:>>1N#$$+

年对

样方提出了
'

条标准%其中两条都涉及样方大小'

!!

(

+

假眼小绿叶蝉在该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文采用

聚块样方方差分析法等研究聚块大小对假眼小绿叶

蝉及其天敌聚块数量均方差的影响%以及假眼小绿叶

蝉个体群聚集的最小范围%为评定假眼小绿叶蝉天敌

优势种及确定最佳抽样样方大小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调查地点和时间

调查地点为安徽农业大学科技示范园茶园%调

查茶树品种为树龄
#%

年的0乌牛早.和0白毫早.%茶

园面积为
"8!A/

!

+根据合肥地区茶园害虫及天敌

的发生特点'

#$

(

%即
%

月下旬才有少量种类害虫发

生%所以第一次取样时间选在
%

月下旬+调查时间

为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7

年
%

月
!B

日/

##

月
#B

日%约
#+Q

调查
#

次%

!"#+

年共调查

#B

次%

!"#7

年调查了
#7

次+茶园周边为其他品种

茶园%茶园按常规措施管理%但不施用农药+

$%5

!

调查方法

采用平行跳跃法随机在各个茶园选取
%

行%茶

树行宽为
!/

%每行间隔
#/

取
!/

长的样方#即
#

个样方的面积为
&/

!

+每行茶树选取
#"

个样方%共

取
%"

个样方+先目测调查%每样方随机选取
#"

片

叶%调查一些不易振落害虫及天敌种类和个体数%然

后用沾有洗衣粉水液的搪瓷盘对样方中的所有枝条

进行盘拍!搪瓷盘口长为
&"9/

%宽
%"9/

%洗衣粉水

溶液浓度为
#"""

倍"%调查记载害虫及其天敌物种

数和个体数%对于不能准确鉴定的物种样本编号保

存%装瓶带回室内鉴定+

$%6

!

数学分析方法

根据聚块样方方差分析的要求%参与数学分析的

资料是第
#

个样方连续至第
!&

个样方的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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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眼小绿叶蝉空间动态的聚块样方方差分析

聚块样方方差分析是在不同大小样方上的方差

分析%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生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

法+该法要求供试田块上的样方在空间上相互连

接%随着聚块所包含的基本样方数
E

从
#

%

!

%

&

%

'

2

!指数级数"不断增加%聚块方差值常随之改变%通过

不同大小聚块方差值的变化%了解研究对象随尺度

增大的变化动态'

!%

(

+

在一样带上连续分布的样方%以假眼小绿叶蝉

或天敌在每个聚块上的数量为变量!

O

"%让聚块内

基本样方数成指数增大%计算其均方差
=+

+均方

差的计算公式为$

=+

!

E

"

\

#

$

'

$

R

!E

S

#

*

P

#

!

O

*

KO

*o#

"

!

%其

中
*

为每次新生成聚块序列数%

E

为聚块内所含基本

样方数%

$

为参与分析的总样方数%本文取
!&

%即
E

的最大可能值为
#!

%但由于
E

按指数级增加%因而

取不到
#!

%所以本文聚块内基本样方数为
#

%

!

%

&

%

'

+

聚块样方方差分析的目的是研究聚块大小对方差的

影响%如果均方差在某一聚块大小上出现峰值%则表

明田间害虫空间分布具有规律性+

$8685

!

假眼小绿叶蝉与
B

种天敌在均方差峰值时

基本样方数上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将假眼小绿叶蝉及其
B

种天敌均方差峰值时的

基本样方数!即聚块空间大小"分别看作一个本征系

统%假眼小绿叶蝉每次峰值时的基本样方数作为该

系统的参照序列%其各种天敌的基本样方数作为该

系统的比较序列%不同时间点上的假眼小绿叶蝉聚

集空间大小及其天敌的聚块基本样方数作为序列在

第
1

个样方上的效果白化值%进行双序列关系分

析%求两者间的关联度%关联度大小反映了天敌对假

眼小绿叶蝉空间上跟随关系的密切程度%关联度值

越大%表明两者在空间上关系越密切'

!&

(

+

$8686

!

假眼小绿叶蝉空间格局及其差异原因分析

本文采用
X:1NN:5

扩散系数
4

分析测定假眼小

绿叶蝉的空间分布格局'

!+

(

+用
?0e1Q

等提出的
&

M

&

公式%

&

M

&

\K

#

!

25

!

+

!

#

,

8

K

#

+

!

!

,

8

K

!

"%判断
E

为
!

&

&

&

'

时与
#

时的聚集程度差异%

+

!

#

%

+

!

!

%

8

K

#

%

8

K

!

分别为聚块内基

本样方数为
!

%

&

%

'

与为
#

时的两种群的方差和均

数%若
&

M

&*

!7+

,

$槡 K#

%则按
+C

水平认为两者的

空间分布格局显著不同'

!7

(

+用
@>J:4N

等'

!B

(提出

的种群聚集均数!

#

"公式%

#

\

8

K

!E

-

<

%分析不同聚块

大小条件下假眼小绿叶蝉的聚集原因%式中
E\8

K

!

,

!

/

!

K8

K

"%

+

! 为方差%

<

为自由度等于
!E

时的
$

!

"7"+

值+用
[209M1OA

提出
)

值判断标准%分析引起种群

聚集的原因'

!'

(

+用
bI0:

'

!$

(的
"

指数公式%

"

\

U

-

*

K

U

-

*K#

8

K

*

K8

K

*K#

%依据一系列不同大小聚块的
"

指数来评定

假眼小绿叶蝉个体群聚集时占据的最小空间%即最小

的样方面积+式中U

-

*

和U

-

*K#

为
*

和
*K#

聚块的平均

拥挤度%

8

K

*

和
8

K

*K#

为
*

和
*K#

聚块的平均密度+

5

!

结果与分析

!"#+

年调查结果表明%0乌牛早.茶园共采集到

假眼小绿叶蝉
%!!B

头%

%B

种捕食性天敌%共
B%B&

头+

!"#7

年茶园共采集到假眼小绿叶蝉
+"&7

头%

捕食性天敌
&"

种%共
+""!

头+

!"#+

年0白毫早.茶

园共采集到假眼小绿叶蝉
#'$7

头%

&!

种捕食性天

敌%共
7###

头+

!"#7

年茶园共采集到假眼小绿叶

蝉
#"$&

头%捕食性天敌
%#

种%共
7"&+

头+蜘蛛类

天敌是假眼小绿叶蝉的主要捕食性天敌%

!"#+

年调

查数量大于
!!+

头%

!"#7

年调查数量大于
#&&

头的

前
B

种蜘蛛是鳞纹肖蛸
;(%&#

0

$#%2#/

I

3#-#%#

%锥

腹肖蛸
;(%&#

0

$#%2#-#8*""'/#

%草间小黑蛛
@&*

0

'5

$*A*3-

0

&#-*$*)'"3-

%三突花蟹蛛
=*/3-($'

,

/%&*5

)3/

,

*A#%3/

%八斑球腹蛛
;2(&*A*'$')%'-#)3"#%3-

%

粽管巢蛛
4"3C*'$#

B

#

,

'$*)'"#

和茶色新圆蛛
J('/)'$#

%2(*/*

+两种茶园
!"#+

年
B

种蜘蛛数量共
B$%B

头%

占全年捕食性天敌的
+'8'7C

%

!"#7

年
B

种蜘蛛数

量为
'#$&

头%占全年捕食性天敌的
B&8#BC

%本文

将
B

种蜘蛛作为假眼小绿叶蝉的主要天敌+

5%$

!

假眼小绿叶蝉及其
:

种天敌空间关系的聚块

样方方差分析

!!

为了体现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假眼小绿叶蝉选

择数量多的&数量中等的和数量少的
%

种类型作为

研究材料+0乌牛早.茶园
!"#+

年选择
+

月
#"

日

!

&B

头"&

B

月
#$

日!

+&'

头"&

$

月
#%

日!

%+'

头"%

!"#7

年选择
+

月
#!

日!

&$

头"&

B

月
#&

日!

%'7

头"&

##

月
!

日!

#'7

头"#0白毫早.茶园
!"#+

年选择
B

月

&

日!

!B+

头"&

B

月
#$

日!

!+7

头"&

$

月
#%

日!

#%%

头"%

!"#7

年选择
B

月
#&

日!

%#%

头"&

$

月
!+

日!

%'

头"&

##

月
!

日!

#&'

头"的假眼小绿叶蝉及其天敌作

为研究对象%将假眼小绿叶蝉及其
B

种天敌的聚块

样方方差分析的均方差列于表
#

和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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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乌牛早'茶园假眼小绿叶蝉与其
:

种天敌在不同大小聚块下的均方差
.!

(

9

#

$

#

&'()*$

!

Z*'-3

X

?'0*D*E,'2,/-

(

.!

(

9

##

/.:'

%

&4*)4;0"0*'-D,23:-'2?0')*-*1,*3,-2+*A)?32*03/.

D,..*0*-23,V*3,-

&

M?-,?V'/

'

4

)'-2'2,/-3

物种

=

E

P91PN

日期,月 日

?0OP

均方差!

!"#+

年"

=+

!

E

"

# ! & '

日期,月 日

?0OP

均方差!

!"#7

年"

=+

!

E

"

# ! & '

R

"+ #" #8'%%% %8"&#B &8&+'% %8+&#B "+ #! &87!+" &8"&#B !8"'%% +8&#7B

a

#

'8!"'% 7 ##8!+"" B8B"'% '8"&#B +8%B+ B8+""" !8!"'%

a

!

!8B+"" %8&+'% #8!$#B "8+&#B %8B"'% +8!+"" #!8+'%% !8"'%%

a

%

#8$+'% !8777B #87!+" %8"&#B #8"&#B # "8&+'% "8!"'%

a

&

"8!+"" "8+""" "8"'%% "8#77B "8!+"" "8!+"" "8"'%% "8!"'%

a

+

K K K K "8$+'% #8+""" "8$#7B "8!"'%

a

7

#8B+"" #8#!+" #8+&#B !8#77B #8"&#B #8B+"" "8+'%% "8B"'%

a

B

#8777B # #8&+'% %8"'%% %8"&#B #8&#7B #8!+"" %8%%%%

R

"B #$ #%&8"'%% #$$87!+" %''8!"'%#%%78'%%% "B #& ##B8'%%% #&#87!+" !&%8'B+" #"!8#77B

a

#

78!$#B '8B$#B !78$+'% !&8"&#B $8%%%% &8&#7B 78B$#B %B8+&#B

a

!

$8#77B &8'%%% ##8#77B !'8B"'% #B8%%%% !8'#!+ !8!$#B %8&#7B

a

%

#8#!+" "8B+"" #8B+"" !8+&#B #8!"'% #8"'%% "8+&#B "8"&#B

a

&

"8!+"" "8&#7B "8+&#B "8"&#B "8!+"" "8#!+" "8#77B "8!"'%

a

+

"87!+" "8$+'% !8&+'% "8&#7B "8B$#B "8777B #8+'%% !8!"'%

a

7

&8B$#B &8%%%% $87!+" B8"'%% !8&#7B !8%B+" !8!$#B #8"&#B

a

B

#8777B #8#77B #8+'%% !8"'%% #8"'%% !8B"'% + #8+&#B

R

"$ #% %+8#!+" +%8&+'% #!#8&+'% &B'8&#7B ## "! #$8B"'% %+8"'%% !78$#7B #78'%%%

a

#

#8B+"" !8$+'% #8'%%% "8&#7B ! 78$+'% !8"&#B B8"&#B

a

!

%8#!+" &8+'%% '8"&#B #8+""" #"8B$#B #78%%%% !78!"'% %&8#77B

a

%

"8B+"" "8B+"" "8%%%% "8!"'% "8%%%% "8!+"" "8#77B "8#77B

a

&

K K K K "8+""" "8!"'% "8#77B "8+&#B

a

+

#8#77B #8$#7B "8B+"" "8"&#B B8!+"" 78#77B #8777B #8"&#B

a

7

%8"'%% +8#77B 78'%%% %8%%%% #8B$#B !8"'%% #8!"'% %8"'%%

a

B

%8+&#B &8#77B #8+'%% #8'B+" !8"'%% # #8!$#B "8&#7B

!

#

"

R

$假眼小绿叶蝉#

a

#

$鳞纹肖蛸#

a

!

$锥腹肖蛸#

a

%

$草间小黑蛛#

a

&

$三突花蟹蛛#

a

+

$八斑球腹蛛#

a

7

$粽管巢蛛#

a

B

$茶色新圆蛛+下同+

R

$

@-

,

'#/)#<*%*/

#

a

#

$

;(%&#

0

$#%2#/

I

3#-#%#

#

a

!

$

;(%&#

0

$#%2#-#8*""'/#

#

a

%

$

@&*

0

'$*A*3-

0

&#-*$*)'"3-

#

a

&

$

=*/3-($'

,

/%&*)3/

,

*A#5

%3/

#

a

+

$

;2(&*A*'$')%'-#)3"#%3-

#

a

7

$

4"3C*'$#

B

#

,

'$*)'"#

#

a

B

$

J('/)'$#%2(*/*8LAPN0/PJP2:I8

表
5

!

&白毫早'茶园假眼小绿叶蝉与其
:

种天敌在不同大小聚块下的均方差
.!

(

9

#

&'()*5

!

Z*'-3

X

?'0*D*E,'2,/-

(

.!

(

9

##

/.:'

%

&4*)4;0"0*'-D,23:-'2?0')*-*1,*3,-2+*A)?32*03/.

D,..*0*-23,V*3,-

&

U',+'/V'/

'

4

)'-2'2,/-3

物种

=

E

P91PN

日期,月 日

?0OP

均方差!

!"#+

年"

=+

!

E

"

# ! & '

日期,月 日

?0OP

均方差!

!"#7

年"

=+

!

E

"

# ! & '

R

"B "& #'8%%%% #!8%%%% ##8+'%% +&8"&#B "B #& %'8"""" !+8+'%% ''8B"'% %%&8&#7B

a

#

!8+""" !8'%%% '8"&#B %8%%%% #"8"&#B '8!"'% #78"'%% &8+&#B

a

!

%8B+"" 78#!+" #!8!+"" 78!"'% '8#!+" $8!"'% 78!"'% 78""""

a

%

"8&#7B "8&+'% "8$#7B #8"'%% #8%%%% "8+&#B "8B"'% "8"&#B

a

&

#8!"'% "8%B+" "8+""" "8&#7B #8#!+" #8+&#B "8$#7B "8!"'%

a

+

#8"'%% "8%%%% "8B$#B !8+&#B #8+""" "8B$#B "8%%%% "8%%%%

a

7

!8B"'% %87!+" #8'B+" 78!"'% !8B"'% +8+""" +8B$#B %8&#7B

a

B

!8"'%% !8&+'% !8+'%% !8!"'% #8!+"" !8"""" #8777B !8"&#B

R

"B #$ B$8+&#B %!8+'%% '+8#77B !!'8"&#B "$ !+ %8#!+" %8+""" #8$+'% #8B"'%

a

#

78"&#B +8+'%% #%8!$#B !"8+&#B $8&+'% '8"'%% !8#77B !8777B

a

!

78#!+" +8+'%% &87!+" #78+&#B %8$#7B #87!+" %8777B #8"&#B

a

%

"8777B "8B+"" "8B+"" "8%B+" "8#77B "8"'%% "8"'%% "8%%%%

a

&

"8B"'% "8+&#B "8+'%% #8"&#B "8%B+" "8!"'% "8%%%% "8%%%%

a

+

"8#77B "8#!+" "8#!+" "8"&#B !8&+'% #8&+'% #8%%%% !8B"'%

a

7

%8%%%% +8!"'% %8B$#B %8B+"" !8'B+" !8"""" !8#!+" "8+&#B

a

B

"8B+"" #8"""" "8%%%% "8#77B #87!+" !8"""" #8!$#B "8&#7B

-

#&!

-



!"#$

续表
5

!

&'()*5

(

W/-2,-?*D

#

物种

=

E

P91PN

日期,月 日

?0OP

均方差!

!"#+

年"

=+

!

E

"

# ! & '

日期,月 日

?0OP

均方差!

!"#7

年"

=+

!

E

"

# ! & '

R

"$ #% B8"""" ##8'B+" ##8!$#B 78"&#B ## "! ##8$#7B #!8'B+" #'8+&#B '"8#77B

a

#

!8#!+" %8#!+" %8!+"" #8!"'% +8%B+" #"8!$#B !'8'B+" #$8"'%%

a

!

!8+&#7 +87!+" !8!"'% +8!"'% ##8B+"" 78!$#B B8"'%% #%8+&#B

a

%

"8%%%% "8!$#B "8!$#B "8B"'% "8+'%% "8$#7B "8'B+" "8%%%%

a

&

"8#77B "8#!+" "8!+"" "8"'%% !8&+'% #8#77B #8#77B #8&#7B

a

+

#8"'%% #8&#7B "8+""" "8#77B %+8"'%% ##8%%%% #%8&#7B ##8+&#B

a

7

+8%%%% &8'%%% "8777B #8+""" #8+""" %8!$#B #8'B+" "

a

B

"8&#7B "8%%%% "8%%%% "8!"'% #8%%%% #8'B+" &8#!+" +8"&#B

!!

从表中可看出%0乌牛早.

!"#+

年
+

月
#"

日&

B

月

#$

日&

$

月
#%

日&

!"#7

年
B

月
#&

日&

##

月
!

日和

0白毫早.

!"#+

年
$

月
#%

日&

!"#7

年
$

月
!+

日的假

眼小绿叶蝉的均方差均有一个峰值%0乌牛早.

!"#7

年
+

月
#!

日和0白毫早.

!"#+

年
B

月
&

日&

B

月
#$

日&

!"#7

年
B

月
#&

日有两个高峰+

B

种蜘蛛的均方差

均有
#

#

!

个峰值%表明假眼小绿叶蝉和
B

种天敌的

空间分布均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对其关系进行深

入研究+为了分析
B

种天敌与假眼小绿叶蝉空间关

系密切程度%将
B

种蜘蛛与假眼小绿叶蝉均方差峰

值时聚块内基本样方数列于表
%

%并进行灰色关联

度分析%结果表明%0乌牛早.茶园茶色新圆蛛与假眼

小绿叶蝉的关联度最大%为
"8B+%+

%其次是八斑球

腹蛛%为
"8B!"#

%第三是锥腹肖蛸%为
"87'#%

%鳞纹

肖蛸&草间小黑蛛&三突花蟹蛛和粽管巢蛛与假眼小

绿叶蝉的关联度分别是
"8+'$7

&

"87&&!

&

"8+$7+

和
"8+$+B

+表明茶色新圆蛛&八斑球腹蛛和锥腹肖

蛸与假眼小绿叶蝉空间关系密切+0白毫早.茶园粽

管巢蛛与假眼小绿叶蝉的关联度最大%关联度值为

"8'!%+

%其次是鳞纹肖蛸!

"8'""$

"%第三是锥腹肖

蛸!

"8B$&!

"和茶色新圆蛛!

"8B$&!

"%草间小黑蛛&

三突花蟹蛛和八斑球腹蛛与假眼小绿叶蝉的关联度

分别是
"87!+&

&

"87B!!

和
"87!#+

%两品种茶园中

前
&

位中相同的天敌是茶色新圆蛛和锥腹肖蛸+

表
6

!

均方差峰值时聚块内的基本样方数

&'()*6

!

P?1(*03/.('3,A3'1

4

)*3,-'()/AY'2

4

*'Y1*'-3

X

?'0*E'0,'-A*

品种

S0>1PO

R

年份

(P0>

日期,月 日

?0OP

(

m

#

m

!

m

%

m

&

m

+

m

7

m

B

乌牛早

T4514H0:

!"#+

年
"+ #" & & ! ' ! K ' '

"B #$ ' & ' ' & & & '

"$ #% ' ! & ! K ! & &

!"#7

年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白毫早

[01A0:H0:

!"#+

年
"B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7

年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5%5

!

聚块大小对假眼小绿叶蝉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用扩散系数
4

值作为判断空间分布格局类型的

依据%将假眼小绿叶蝉在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的扩

散系数
4

值列于表
&

+可看出%0乌牛早.茶园假眼

小绿叶蝉
!"#+

年
B

月
#$

日&

$

月
#%

日和
!"#7

年

B

月
#&

日聚块样方数从
#

到
'

的
4

值均大于
G

"8"+

%

表明是聚集分布格局%这
%

个时间的假眼小绿叶蝉

依次是
+&'

头&

%+'

头和
%'7

头%即该虫数量较多时

是聚集格局%而
!"#+

年
+

月
#"

日假眼小绿叶蝉为

&B

头%

!"#7

年
+

月
#!

日假眼小绿叶蝉为
&$

头%

!"#7

年
##

月
!

日假眼小绿叶蝉为
#'7

头%这些都不

是聚集格局%似乎表明聚集格局与一定的虫口数量

有关+但同一个时间与基本样方数
E

为
#

和
E

为
!

&

&

&

'

时相比%如
!"#+

年
+

月
#"

日%个体数是
&B

头%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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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

&

'

时是聚集格局%只有
E

为
#

时不是聚集格

局%

E

为
!

&

&

&

'

时的标准差为
!8&!$%

&

&8"B"!

和

78+"7&

%而
E

为
#

时只有
#8B7''

%表明决定分布格

局的原因与标准差大小有关%即与虫口数量的离散

性大小有关+同时可看出%这两个时段%随着聚块内

样方数的增加%

4

值不断增大+假眼小绿叶蝉在均

匀分布和随机分布时%

4

值变化的总趋势是%随着聚

块内基本样方数的增加%

4

值不断变小+

表
7

!

茶园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假眼小绿叶蝉的扩散系数$

#

&'()*7

!

!,..?3,/-A/*..,A,*-23/.:'

%

&4*)4;0"0*?-D*0D,..*0*-2()/AY3,V*3

品种

S0>1PO

R

日期,月 日

?0OP

4

值!

!"#+

年"

4e024P

!

!"#+

"

# ! & '

日期,月 日

?0OP

4

值!

!"#7

年"

4e024P

!

!"#7

"

# ! & '

乌牛早

T4514H0:

"+ #" #8+$B7 #8+"7' !8##&$ !8B"!# "+ #! #8%&"B #87!%& !8#B++ %8$%''

"B #$ ##87"!B !"8B#77 %'8+B'# B&8!&"$ "B #& &8$#$7 78+%%! ##8$'++ $8+!%%

"$ #% 78"!B! ##8"!%$ !"8&'&$ &%8&#"7 ## "! #87B&7 !8&'"$ !8!+'# !8%'B#

白毫早

[01A0:H0:

"B "& "8$$&" #8#BB' #8$+'+ &8+'++ "B #& !8B&%7 %8+%B% 78&$B' #%8$""$

"B #$ &8"&'$ &8&BB% '8"#!+ #B8$+B" "$ !+ #8%#%+ #8&'%% #8!&!# #87"+%

"$ #% #8##%' #8!!#+ #8!#7+ %8!7%! ## "! #8''&$ !8B&B" %8$'%' '8#%+#

!

#

"

4

值的判别标准$

$

#

\!%

%

$

!

\

p

%

G

"7"+

\#7+#

#

$

#

\##

%

$

!

\

p

%

G

"7"+

\#7B$

#

$

#

\+

%

$

!

\

p

%

G

"7"+

\!7!#

#

$

#

\!

%

$

!

\

p

%

G

"7"+

\%

+

*>1OP>103:>Q1N9>1/150O15

6

4e024PN

$

$

#

\!%

%

$

!

\

p

%

G

"7"+

\#7+#

#

$

#

\##

%

$

!

\

p

%

G

"7"+

\#7B$

#

$

#

\+

%

$

!

\

p

%

G

"7"+

\!7!#

#

$

#

\!

%

$

!

\

p

%

G

"7"+

\%8

5%6

!

假眼小绿叶蝉在聚块内基本样方数为
5

$

7

$

;

时与为
$

时的聚集程度差异

!!

用
?0e1Q

和
W::>P

提出的比较总体聚集程度的

方法%求出
&

V

&

值%结果列于表
+

+可看出假眼小绿

叶蝉在聚块内基本样方数为
!

&

&

&

'

时与为
#

时的

&

V

&

值均小于
&

V

&

"8"+

%表明聚块大小对假眼小绿叶

蝉空间聚集程度影响不显著+

表
8

!

茶园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假眼小绿叶蝉在
9

为
5

$

7

$

;

时的
&

<

&

值$

#

&'()*8

!&

<

&

E')?*/.:'

%

&4*)4;0"0*./09[5

%

7

%

;?-D*0D,..*0*-2A)?32*03,V*3

品种

S0>1PO

R

日期,月 日

?0OP

&

V

&

值!

!"#+

年"

&

V

&

e024P

!

!"#+

"

! & '

日期,月 日

?0OP

&

V

&

值!

!"#7

年"

&

V

&

e024P

!

!"#7

"

! & '

乌牛早

T4514H0:

"+ #" "8"!$% "8#&"% "8!7!' "+ #! "8"$+B "8!&!" "8+%''

"B #$ "8!'$' "87""B "8$!'" "B #& "8#&#' "8&&+! "8%%"%

"$ #% "8%"%7 "87#%& "8$''' ## "! "8#$7+ "8#&$+ "8#BB!

白毫早

[01A0:H0:

"B "& "8"'&' "8%%$# "8B7&+ "B #& "8#!B" "8&%## "8'##%

"B #$ "8"+"% "8%&#% "8B&&' "$ !+ "8"7"' "8"!B$ "8#""%

"$ #% "8"&7! "8"&&# "8+%B+ ## "! "8#''% "8B&'& #8&7!%

!

#

"

&

V

&

的判别标准$

$\!&

%

&

V

&

"7"+

\##7$'$7

#

$\#!

%

&

V

&

"7"+

\'7!$#7

#

$\7

%

&

V

&

"7"+

\+7+$"!

#

$\%

%

&

V

&

"8"+

\%8+%++

+

*>1OP>103:>Q1N9>1/150O15

6&

V

&

$

$\!&

%

&

V

&

"7"+

\##7$'$7

#

$\#!

%

&

V

&

"7"+

\'7!$#7

#

$\7

%

&

V

&

"7"+

\+7+$"!

#

$\%

%

&

V

&

"8"+

\%8+%++8

5%7

!

假眼小绿叶蝉在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种群聚

集均数的变化及其聚集原因

!!

将假眼小绿叶蝉在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的种群

聚集均数
#

列于表
7

%假眼小绿叶蝉两年的
7

个时间

点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的
#

值%除了0乌牛早.茶园

!"#+

年
+

月
#"

日
E

为
#

时和
!"#7

年
+

月
#!

日
E

为
#

时的
#

值小于
!

%其余的
#

值均大于
!

%且随着

聚块内基本样方数的增加%

#

值不断增大%即随着聚

块面积增大%

#

值不断变大+当
#

值为负值时%随着

聚块内基本样方数的增加%

#

值不断变小+由表
7

可看出%假眼小绿叶蝉在两种茶园两年
#!

次中有
'

次的
#

值均大于
!

%表明其聚集是由该害虫本身原因

引起的+

5%8

!

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假眼小绿叶蝉的
!

指数

表
B

为不同聚块条件下假眼小绿叶蝉的
"

指

数%以茶园为标准可看出两年0乌牛早.茶园聚块内

基本样方数
E

由
!

到
#

时%平均
"

指数最大%为

#8#&!B̂ "8"+$7

#两年0白毫早.茶园聚块内基本样

方数
E

由
'

到
&

时%平均
"

指数最大%为
#8"777̂

"8"!+7

+以年为标准两品种合并来看%

!"#+

年聚块

内基本样方数
E

由
&

到
!

时%平均
"

指数最大%为

#8#!+B̂ "8"&B&

%

!"#7

年聚块内基本样方数
E

由
!

到
#

时%平均
"

指数最大%为
#8"'#$̂ "8"#

%以年

和茶园为标准%聚块基本样方数由
!

到
#

的
"

指数

平均值最大
&

次中出现两次%由
&

到
!

和
'

到
&

各

出现一次%因此%综合考虑%假眼小绿叶蝉个体群

-

%&!

-



!"#$

在聚集格局时种群的最小面积是聚块内基本样方

数为
#

个%按照本文的调查设计%即每一聚块面积

是
&/

!

%即取样调查假眼小绿叶蝉时%每个样方应

不小于
&/

!

+

表
9

!

茶园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假眼小绿叶蝉及其天敌的种群聚集均数
"

值$

#

&'()*9

!

T/

4

?)'2,/-'

BB

0*

B

'2,/-1*'-

"

E')?*3/.:'

%

&4*)4;0"0*?-D*0D,..*0*-2()/AY3,V*3

品种

S0>1PO

R

聚块内基本样方数

=0/

E

2P54/JP>

种群聚集均数
#

X:

E

420O1:50

66

>P

6

0O1:50eP>0

6

P

!"#+

年

"+ #" "B #$ "$ #%

!"#7

年

"+ #! "B #& ## "!

乌牛早

T4514H0:

# #8'$&& #B8B"7' #%8&!!7 #8B7#& #&8%'&$ B8+%+%

! %87%%& &!8B'&# !78B7&" %8'&7% !'87"77 #+8"7#!

& B8&%7& '#8+&&! +!8"&%& B8!+!$ +78B$+" %"8&"B+

' #+87"'+ #$+8+&$+ ##%8!%&B #+8#$%7 #!+8"%77 7#8!7'

品种

S0>1PO

R

聚块内基本样方数

=0/

E

2P54/JP>

种群聚集均数
#

X:

E

420O1:50

66

>P

6

0O1:50eP>0

6

P

!"#+

年

"B "& "B #$ "$ #%

!"#7

年

"B #& "$ !+ ## "!

白毫早

J01A0:H0:

# K##8&+B& $877'+ %87"B! #!8+"#7 #8&7%7 +8$"#7

! !!8B$&' #$8B#7& 78+B'% !&8+%7B !8$'!7 ##87+!+

& &+8!#&B &"8'&!$ #!8!$$7 +"8&#&' 78!#B% !!8''+B

' $"8!&+' '%8$7$& &%8"7B# $'8$+"B #!8+"$+ &B8+$#'

!

#

"假眼小绿叶蝉的数量!

,

"$0乌牛早.茶园
!"#+

年
+

月
#"

日为
&B

头%

B

月
#$

日为
+&'

头%

$

月
#%

日为
%+'

头#

!"#7

年
+

月
#!

日为
&$

头%

B

月
#&

日为
%'7

头%

##

月
!

日为
#'7

头#0白毫早.茶园
!"#+

年
B

月
&

日为
!B+

头%

B

月
#$

日为
!+7

头%

$

月
#%

日为
#%%

头#

!"#7

年
B

月
#&

日为
%#%

头%

$

月
!+

日为
%'

头%

##

月
!

日为
#&'

头+

LAP54/JP>:3@-

,

'#/)#<*%*/15

0

T4514H0:

.

OP0

6

0>QP5

$

&B15Q1e1Q402N:5W0

R

#"

%

+&'15Q1e1Q402N:5c42

R

#$05Q%+'15Q1e1Q402N:5=P

E

-

OP/JP>#%

%

!"#+

#

&$15Q1e1Q402N:5W0

R

#!

%

%'715Q1e1Q402N:5c42

R

#&05Q#'715Q1e1Q402N:5,:eP/JP>!

%

!"#7

#

LAP54/JP>:3@-

,

'#/5

)#<*%*/15

0

[01A0:H0:

.

OP0

6

0>QP5

$

!B+15Q1e1Q402N:5c42

R

&

%

!+715Q1e1Q402N:5c42

R

#$05Q#%%15Q1e1Q402N:5=P

E

OP/JP>#%

%

!"#+

#

%#%15-

Q1e1Q402N:5c42

R

#&

%

%'15Q1e1Q402N:5=P

E

OP/JP>!+05Q#&'15Q1e1Q402N:5,:eP/JP>!

%

!"#78

表
:

!

不同聚块大小条件下假眼小绿叶蝉的
!

指数

&'()*:

!

!

,-D*R/.:'

%

&4*)4;0"0*?-D*0D,..*0*-2()/AY3,V*3

品种

S0>1PO

R

聚块内基本样方数变化

=0/

E

2P54/JP>e0>10O1:5

!"#+

年

"+ #" "B #$ "$ #%

!"#7

年

"+ #! "B #& ## "!

(

8 +̂

(

8

乌牛早

T4514H0:

!

+

# "8$+7# #8%&&B #8!$"! #8"$$+ #8"B$! #8"'7& #8#&!B̂ "8"+$7

&

+

! #8"$B% #8!''# #8!%%+ #8"B$7 #8#!&% "8$B&B #8#%!$̂ "8"&7"

'

+

& #8""+" #8#'$$ #8#$'$ #8"$$+ "8$&%& "8$$"7 #8"B#!̂ "8"&&#

品种

S0>1PO

R

聚块内基本样方数变化

=0/

E

2P54/JP>e0>10O1:5

!"#+

年

"B "& "B #$ "$ #%

!"#7

年

"B #& "$ !+ ## "!

(

8 +̂

(

8

白毫早

[01A0:H0:

!

+

# #8"##! #8"!#" #8""$+ #8"&B" #8"7%B #8##+& #8"&&7̂ "8"#77

&

+

! #8"!&# #8#!"7 "8$$"& #8"'%% "8'$B+ #8"7+" #8"%"!̂ "8"%!&

'

+

& #8"%## #8#!&# #8""%% #8#+"+ #8""++ #8"'+% #8"777̂ "8"!+7

6

!

小结与讨论

运用聚块样方方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法和聚

集强度指数法相结合研究了两种茶园
B

种蜘蛛类天

敌对假眼小绿叶蝉在空间上的跟随关系及聚集原因

等+假眼小绿叶蝉与其
B

种蜘蛛类天敌均方差峰值

时的聚块大小!聚块内的基本样方数"的灰色关联度

分析及扩散系数&种群聚集均数和
"

指数的分析结

果表明$

#

"0乌牛早.茶园与假眼小绿叶蝉空间上跟

随关系密切的前四位天敌是茶色新圆蛛&八斑球腹

蛛&锥腹肖蛸和草间小黑蛛#0白毫早.茶园与假眼小

绿叶蝉空间上跟随关系密切的前四位天敌是粽管巢

蛛&鳞纹肖蛸&锥腹肖蛸和茶色新圆蛛+

!

"假眼小绿

叶蝉在聚块内基本样方数
E

为
#

#

'

时%随着聚块内

基本样方数
E

的增加%聚集格局时的扩散系数
4

值

一直增大%而均匀格局和随机格局时
4

值不断变小$

%

"假眼小绿叶蝉在不同大小聚块条件下的聚集多是

由该虫本身原因引起的#

&

"假眼小绿叶蝉在种群聚

集均数
)

为正值时%随着聚块内基本样方数
E

的增

加%

#

值不断变大#

+

"用不同大小聚块的
"

指数判断

假眼小绿叶蝉种群聚集时的最小面积为聚块内有
#

个基本样方%即
&/

!

%为该虫抽样时确定样方大小

提供了科学依据+

周夏芝等'

#7

(

&王振兴等'

#!

(运用空间生态位重叠

-

&&!

-



&+

卷第
7

期 刘爱国等$假眼小绿叶蝉与其天敌的空间关系及最佳样方确定

指数和相似性系数大小来判断与假眼小绿叶蝉空间

跟随密切的天敌%其结果均分别有八斑球腹蛛&锥腹

肖蛸或茶色新圆蛛%与本文用聚块样方方差分析的

结果一致+刘飞飞等'

%"

(和王建盼等'

%#

(分别用聚块

样方方差分析法与其他方法相结合研究了大别山区

天柱山群体种茶园蜘蛛类天敌与茶尺蠖
@)%&'

,

*/

'C"*

I

3#

幼虫的空间关系及柑橘粉虱
W*#"(3&'A(/

)*%&*@NA/P0Q

与其捕食天敌之间的空间关系%在聚

集格局&均匀格局和随机格局时扩散系数
4

和
#

值

变化动态上的研究结论与本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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