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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犪狆１型棉蚜在５种春季杂草上的生长发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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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棉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Ｇｌｏｖｅｒ是重要的棉花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和葫芦科蔬菜害虫，严重影响寄主植物的生

长发育、产量和品质。棉蚜在冬季寄主上产卵越冬，早春孵化后进行寄主转移扩散。阿拉伯婆婆纳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狊犻

犮犪、猪殃殃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飞蓬犈狉犻犵犲狉狅狀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等是早春时期的优势杂草，可能是棉蚜向棉花转移过程中的

中间寄主。本试验选用Ｈａｐ１型棉蚜，记录其取食棉花以及阿拉伯婆婆纳、猪殃殃、飞蓬、荠菜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

狋狅狉犻狊、飞廉犆犪狉犱狌狌狊狀狌狋犪狀狊等５种早春优势杂草时的生长发育、产仔量等数据，并通过计算、对比各组的生命表参

数，从而得出Ｈａｐ１型棉蚜在此５种春季杂草上的适合度。试验表明，Ｈａｐ１型棉蚜在不同寄主上的若虫发育历期

及各龄若虫的发育时间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取食棉花叶片的Ｈａｐ１型棉蚜，取食杂草的棉蚜总生殖前期缩短０．２

～０．９ｄ，每雌生殖力最多减少５０％。Ｈａｐ１型棉蚜取食５种杂草及棉花的生命表参数显示，Ｈａｐ１型棉蚜最适寄主

为棉花，寿命比取食杂草高０．４～０．９倍。Ｈａｐ１型棉蚜在杂草上能建立种群，内禀增长率高于０．２９。Ｈａｐ１型棉蚜

在取食荠菜时体型最大，其平均体长可达１１００μｍ以上，取食其余４种杂草的棉蚜平均体长与取食棉花叶片的棉

蚜没有显著差异。体宽方面除了取食飞蓬叶片的棉蚜较小以外，其余均无明显差别。本研究证实春季杂草可以作

为Ｈａｐ１型棉蚜的寄主，可能是棉花苗蚜的重要虫源地。研究结果对于揭示棉蚜寄主间转移规律，制定棉花苗蚜防

治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早春棉田；　杂草；　寄主；　生命表；　发育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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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属于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蚜

科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是一种广泛分布的多食性害虫
［１］。棉

蚜的寄主植物可达１１６科９１２种之多，主要包括锦

葵科、葫芦科、茄科、芸香科和菊科的农林作物及观

赏花卉［２］。研究证明棉蚜的越冬寄主为木槿

犎犻犫犻狊犮狌狊狊狔狉犻犪犮狌狊、花椒犣犪狀狋犺狅狓狔犾狌犿犫狌狀犵犲犪狀狌犿

和石榴犘狌狀犻犮犪犵狉犪狀犪狋狌犿 等木本植物，而夏寄主几

乎覆盖了所有种类的蔬菜。生产上，由于对瓜类为

害较为严重，又叫做瓜蚜。通过寄主转接试验，采自

棉花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和黄瓜犆狌犮狌犿犻狊狊犪狋犻狏狌狊

上的棉蚜不能在对方寄主上建立种群［３４］。随着研

究的深入，分子鉴定技术逐步应用于棉蚜的研究，在

棉蚜线粒体基因组序列的基础上，Ｚｈａｎｇ等
［５６］分析

了华北棉蚜的单倍型，将华北地区棉蚜分为５７个单

倍型，其中Ｈａｐ１型棉蚜为棉花上的主要类型，占华北

棉蚜总数的５４％（共计采集到１０４６个棉蚜）。生物

测定结果表明 Ｈａｐ１型棉蚜属于典型的棉花型

棉蚜［７］。

棉蚜的生活史可分为全周期型和不全周期型。

研究表明，大多数采自棉花上的棉蚜经诱导都可产

生性蚜，而Ｈａｐ１型棉蚜为棉花上的主要类型，推测

Ｈａｐ１型棉蚜在我国主要营全周期型生活史
［８］。即

其在秋季转移到冬寄主上产卵越冬，早春时孵化成

干雌，经数代孤雌生殖之后，迁移到夏寄主上繁殖为

害。经过观察，越冬寄主上棉蚜在３月底和４月初

就已孵化并大量繁殖。而其主要为害作物———棉

花，最早在４月底播种。在棉花出苗之前，已有大量

棉蚜迁离越冬寄主，所以推测在棉蚜迁移到棉田之

前存在中间寄主供其繁殖。之前研究也发现，棉蚜

除了在木本植物上越冬，也可在刺儿菜犆犻狉狊犻狌犿犪狉

狏犲狀狊犲、夏至草犔犪犵狅狆狊犻狊狊狌狆犻狀犪等杂草上产卵越冬、

繁殖，到棉花出苗时迁移到棉田为害棉苗［９１０］。

早春一般指一年中的２月到３月。在这期间，

温度和湿度普遍较低。以扬州地区为例，温度一般

在５～１５℃，而湿度仅有５０％。在此环境下大部分

作物尚未播种或是刚出苗，但适宜荠菜犆犪狆狊犲犾犾犪

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飞廉犆犪狉犱狌狌狊狀狌狋犪狀狊等杂草生长。

因此大部分地块边缘和部分地块中央呈现出杂草丛

生的状态，在早春棉田中更是如此。此外，棉田杂草

还作为中间寄主传播病虫害，加重了棉田病虫害的

发生，给棉田病虫害防治带来诸多困难。比如，早春

小地老虎犃犵狉狅狋犻狊犻狆狊犻犾狅狀会先在野豌豆犞犻犮犻犪狊犲狆犻

狌犿上产卵孵化，生长至２～３龄期时再转移到小麦

和棉花上为害［１０］。棉田杂草种类多，不仅各季节群

落差异巨大，其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群落组成。

以我国３大棉区为例，长江流域棉区雨水充沛，气候

温润，根据王荣龙等［１１］的调查结果，赣北棉区棉田

共有３５种杂草分属１４科。黄河流域棉区因地区气

温低于长江流域，降水量也较少，故杂草多为喜凉耐

旱型。根据房锋等［１２］的调查结果，山东主要棉区的

棉田杂草有２４科８１种。而西北内陆棉区降水量稀

少，昼夜温差大，因此棉田杂草多为耐盐、耐旱型。

南疆棉田的杂草有１６科，４２种，其常见杂草有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芦苇犘犺狉犪犵犿犻狋犲狊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狊、

田旋花犆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狌狊犪狉狏犲狀狊犻狊、马齿苋犘狅狉狋狌犾犪犮犪狅犾

犲狉犪犮犲犪、苘麻犃犫狌狋犻犾狅狀狋犺犲狅狆犺狉犪狊狋犻、刺儿菜、龙葵犛狅

犾犪狀狌犿狀犻犵狉狌犿等。其中常见阔叶杂草占比达棉田

杂草的８０％左右。北疆地区棉田主要杂草有１７

科，４４种，龙葵、灰绿藜犗狓狔犫犪狊犻狊犵犾犪狌犮犪和田旋花

为优势杂草［１３］。在田间害虫防治过程中，消灭虫源

是重要的技术手段。推测春季杂草可以作为棉蚜种

群扩张的寄主，成为棉田棉蚜的重要虫源地，而对于

春季杂草在棉蚜种群繁殖过程的作用以及棉蚜可以

取食的杂草种类还未见报道。本文选择扬州早春田

间棉蚜发生较重的荠菜和阿拉伯婆婆纳犞犲狉狅狀犻犮犪

狆犲狉狊犻犮犪，及其他３种优势杂草，通过生命表的方式研

究了棉花型棉蚜中具有代表性的Ｈａｐ１型棉蚜对它

们的利用情况，试图揭示早春杂草在棉蚜为害棉花

过程中的中间寄主地位，为日后棉田棉蚜发生的预

测、预报以及防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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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卷第１期 鲍安等：Ｈａｐ１型棉蚜在５种春季杂草上的生长发育情况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供试昆虫

供试棉蚜２０２０年采自扬州市扬州大学文汇路

校区试验田的棉花植株，将其带回实验室，单头饲养

建立种群。按照Ｚｈａｎｇ等的
［５］方法使用单倍型特异

序列进行生物型鉴定。确定其为 Ｈａｐ１型棉蚜后，

在人工智能光照培养箱［（２６±１）℃，Ｌ∥Ｄ＝１４ｈ∥

１０ｈ，ＲＨ＝７０％～８０％，下同］内的健康棉花植株上

饲养数代，用于后续试验。

１．１．２　供试植物

试验所用棉花品种为‘ＳＧＫ３２１’，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提供；杂草选用阿拉伯婆婆纳，

荠菜，猪殃殃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飞廉，飞蓬犈狉犻犵犲狉狅狀

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所有植株均种植于人工气候室内，种植

条件与供试昆虫培养条件一致。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棉蚜生命表的建立

试验在人工智能光照培养箱内进行。将植物叶

片的叶柄处用吸水脱脂棉保湿，正面贴于含有

１．８％ （质量分数）固体琼脂的培养皿（直径９ｃｍ）

中，适时换叶以保持叶片新鲜。将棉花上的无翅

Ｈａｐ１型棉蚜成虫接到目标寄主植物叶片上，寄主

植物包括５种早春杂草，以棉花叶片作为对照，每

种寄主上接２０头棉蚜成虫。当２４ｈ内棉蚜产仔

超过３５头时，移去成蚜，保留３５头仔蚜，以后每天

调查并记录存活虫量。待其长到３龄左右时将其

单独移至对应的寄主叶片上，每天观察产仔量，并

及时扫除所产仔蚜，直至起始蚜虫全部死亡。选

Ｈａｐ１型棉蚜在目标寄主植物上的子一代成虫２０

头，使用ＭｏｔｉｃＳＭＺ１７１图像测量系统测量成蚜的

体长、体宽。

１．２．２　数据分析

试验记录的原始数据按照生命表软件处理数据

所要求格式进行统计，计算棉蚜各阶段发育历期、雌

成虫寿命、总发育历期和产卵历期等。根据ＣＨＩ

等［１４］的计算方法，基于年龄阶段、两性生命表理论，

采用计算机程序ＴＷＯＳＥＸＭＳＣｈａｒｔ对所有个体的

原始生命表数据进行分析。利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技术估

计种群参数的方差和标准误差，采用 ＴＷＯＳＥＸ

ＭＳＣｈａｒｔ程序中Ｐａｉｒ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ｔｅｓｔ对数据进行

差异显著性检验，并采用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８．０以及

Ｏｒｉｇｉｎ软件进行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犎犪狆１型棉蚜取食５种杂草及棉花的若虫发育

历期

　　棉蚜若虫共有４个龄期，本研究共测定了其在

５种杂草及棉花叶片上的若虫发育历期。结果（表

１）显示，供试棉蚜在不同寄主上的若虫发育历期存

在明显差异。取食荠菜叶片的棉蚜成虫前期最短，

为４．１６ｄ。取食阿拉伯婆婆纳、飞廉和飞蓬叶片的

棉蚜成虫前期相差不到０．１ｄ。取食猪殃殃叶片的

棉蚜成虫前期大于５ｄ，显著长于取食棉花、阿拉伯

婆婆纳、飞廉、荠菜和飞蓬叶片的棉蚜成虫前期。比

较各龄若虫的发育历期发现，取食猪殃殃叶片成虫

前期较长主要是由于１龄若虫发育历期显著长于取

食其他寄主。取食各种寄主的棉蚜４龄若虫的发育

历期无显著差异（表１）。

表１　６种寄主植物对犎犪狆１型棉蚜生长发育的影响
１）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狊犻狓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狅狀狋犺犲犵狉狅狑狋犺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犎犪狆１狋狔狆犲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寄主

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

发育历期／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成虫前期

Ｐｒｅａｄｕｌ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龄若虫

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２龄若虫

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３龄若虫

３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４龄若虫

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棉花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４．８０±０．１３）ｂ （１．０６±０．０５）ｃ （１．４３±０．０９）ａ （１．３７±０．１０）ａ （０．９３±０．０８）ａ

阿拉伯婆婆纳　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狊犻犮犪 （４．４５±０．２６）ｃ （１．１７±０．０２）ｂ （１．２３±０．０４）ｂ （１．０４±０．０２）ｂ （１．０１±０．０８）ａ

荠菜　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 （４．１６±０．２２）ｄ （０．９６±０．０７）ｃ （１．０７±０．０８）ｃ （１．１４±０．１１）ｂ （０．９８±０．０９）ａ

猪殃殃　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 （５．２４±０．８２）ａ （１．８７±０．１２）ａ （１．４４±０．０８）ａ （０．９８±０．０３）ｂ （０．９５±０．０９）ａ

飞廉　犆犪狉犱狌狌狊狀狌狋犪狀狊 （４．４３±０．４２）ｃ （０．９８±０．０６）ｃ （１．２１±０．０９）ｂ （１．２４±０．１３）ａ （０．９９±０．０６）ａ

飞蓬　犈狉犻犵犲狉狅狀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 （４．５３±０．１２）ｃ （１．２２±０．０３）ｂ （１．１３±０．１０）ｃ （１．１２±０．０６）ｂ （１．０３±０．０４）ａ

　１）成虫前期为１～４龄若虫历期之和。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Ｔｕｋｅｙ检验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Ｐｒｅａｄｕｌ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ｔｏ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ｎｙｍｐｈ．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Ｔｕｋｅｙ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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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２．２　犎犪狆１型棉蚜取食５种杂草及棉花的繁殖力

相较于取食棉花叶片的Ｈａｐ１型棉蚜，取食杂

草的棉蚜成虫生殖前期缩短，产仔数减少。在５种

杂草叶片上饲养的蚜虫的总生殖前期显著短于在棉

花叶片上饲养的蚜虫。取食５种杂草的Ｈａｐ１型棉

蚜间总生殖前期无显著差异，其中取食猪殃殃叶片

的Ｈａｐ１型棉蚜总生殖前期最短，为５．３１ｄ。取食

阿拉伯婆婆纳和飞蓬的Ｈａｐ１型棉蚜成虫生殖前期

显著短于取食其他寄主的成虫生殖前期。取食荠

菜、猪殃殃和飞廉叶片的Ｈａｐ１型棉蚜的成虫生殖

前期无明显差异，但显著短于取食棉花叶片的成虫

生殖前期（表２）。Ｈａｐ１型棉蚜在棉花叶片上平均

每雌产仔数为６４．３０头，显著高于其他５种寄主；产

仔最少的是飞蓬上饲养的Ｈａｐ１型棉蚜，平均每雌

产仔数为２９．２２头，产仔数显著低于其他５种寄主。

２．３　犎犪狆１型棉蚜取食５种杂草及棉花的存活率

Ｈａｐ１型棉蚜在５种杂草上普遍可以存活２５ｄ

左右，但明显低于在棉花上的存活时间，在棉花叶片

上最长可以存活４４ｄ。取食杂草叶片的Ｈａｐ１型棉

蚜在第１０天左右开始出现死亡，取食５种杂草的棉

蚜死亡率变化趋势相似。而取食棉花叶片的Ｈａｐ１

型棉蚜在第３０天时才开始出现死亡。

表２　寄主植物对犎犪狆１型棉蚜繁殖的影响
１）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狅狀狋犺犲狉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犎犪狆１狋狔狆犲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寄主

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

成虫生殖前期／ｄ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ｄｕｌｔ

总生殖前期／ｄ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繁殖历期／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每雌生殖力／头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棉花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０．４４±０．０５）ａ （６．１７±０．８２）ａ （１６．７８±０．１５）ａ （６４．３０±１．８５）ａ

阿拉伯婆婆纳　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狊犻犮犪 （０．２５±０．０１）ｃ （５．９８±０．１５）ｂ （１０．２３±２．６０）ｂ （３３．９２±３．７８）ｂ

荠菜　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 （０．３６±０．０７）ｂ （５．４２±０．２２）ｂ （１５．１２±３．０５）ａ （４８．８４±３．０５）ｂ

猪殃殃　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 （０．３３±０．０８）ｂ （５．３１±１．１５）ｂ （１２．０８±１．３２）ｂ （３１．６１±４．１０）ｃ

飞廉　犆犪狉犱狌狌狊狀狌狋犪狀狊 （０．３８±０．０２）ｂ （５．３３±１．２４）ｂ （１５．２２±２．４３）ａ （３３．４３±５．２８）ｂ

飞蓬　犈狉犻犵犲狉狅狀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 （０．２３±０．０４）ｃ （５．５０±２．２８）ｂ （１０．４９±１．４１）ｂ （２９．２２±２．２５）ｃ

　１）成虫生殖前期：从若蚜蜕变为成蚜开始到第一次产仔的间隔期；总生殖前期：成虫前期＋成虫生殖前期。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ｄｕｌ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ｌ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ａｐｈ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ａｌｖｉｎｇ；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Ｐｒｅ

ａｄｕｌｔｐｅｒｉｏｄ＋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ａｄｕｌｔ．

图１　犎犪狆１型棉蚜在６种寄主植物上的存活率

犉犻犵．１　犛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狊狅犳犎犪狆１狋狔狆犲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狅狀狊犻狓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

　
２．４　犎犪狆１型棉蚜在５种杂草及棉花上的生命表

参数

　　Ｈａｐ１型棉蚜取食５种杂草及棉花的生命表

参数结果显示（表３），Ｈａｐ１棉蚜最适寄主为棉

花，取 食 棉 花 时 寿 命（４１．５０ｄ）和 净 增 殖 率

（６４．３０）都最高，显著高于取食其他寄主；但其在

杂草上也能建立种群。取食荠菜和飞廉的净增

殖率均超过４０，显著高于取食其他３种杂草的

Ｈａｐ１型棉蚜；取食飞蓬叶片的 Ｈａｐ１型棉蚜净增

殖率最低，为２９．４３。在世代平均周期方面，按寄

主依次为：荠菜（１１．９３ｄ）＞猪殃殃（１１．５９ｄ）＞

棉花（１１．３８ｄ）＞飞蓬（１１．１７ｄ）＞飞廉（１０．２２ｄ）

＞阿拉伯婆婆纳（８．８８ｄ）。此外，棉蚜在６种寄主

植物上生活的内禀增长率也各不相同，其中取食棉

花和阿拉伯婆婆纳的内禀增长率分别为０．３７和

０．３９，显著高于取食其他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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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犎犪狆１型棉蚜在６种寄主植物上的生命表参数
１）

犜犪犫犾犲３　犔犻犳犲狋犪犫犾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犎犪狆１狋狔狆犲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狅狀狊犻狓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

寄主

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

净增殖率（犚０）

Ｎｅ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世代平均周期（犜）／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内禀增长率（犚犿）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寿命／ｄ

Ｌｉｆｅｓｐａｎ

阿拉伯婆婆纳　犞犲狉狅狀犻犮犪狆犲狉狊犻犮犪 （３３．５０±３．８４）ｃ （８．８８±０．２２）ｂ （０．３９±０．１０）ａ （２１．４０±１．０９）ｃ
棉花　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犺犻狉狊狌狋狌犿 （６４．３０±１．８５）ａ （１１．３８±０．３９）ａ （０．３７±０．０１）ａ （４１．５０±１．１２）ａ

荠菜　犆犪狆狊犲犾犾犪犫狌狉狊犪狆犪狊狋狅狉犻狊 （４７．５１±６．６３）ｂ （１１．９３±０．３６）ａ （０．３２±０．０９）ｂ （２６．５０±１．５６）ｂ

猪殃殃　犌犪犾犻狌犿狊狆狌狉犻狌犿 （３０．２３±５．１０）ｃ （１１．５９±０．５９）ａ （０．２９±０．０１）ｂ （２４．５１±１．４０）ｂ

飞廉　犆犪狉犱狌狌狊狀狌狋犪狀狊 （４２．３４±２．１３）ｂ （１０．２２±０．４６）ｂ （０．３４±０．０３）ｂ （２２．６７±１．２６）ｃ
飞蓬　犈狉犻犵犲狉狅狀犮犪狀犪犱犲狀狊犻狊 （２９．４３±４．３４）ｃ （１１．１７±０．３３）ａ （０．３０±０．０７）ｂ （２８．８３±１．１６）ｂ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Ｔｕｋｅｙ检验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

Ｔｕｋｅｙｔｅｓｔ．

２．５　犎犪狆１型棉蚜在５种杂草及棉花上的形态参数

取食荠菜的Ｈａｐ１型棉蚜体型最大，其体长平

均达１１００μｍ以上，取食飞蓬、阿拉伯婆婆纳、猪

殃殃的棉蚜体长在１０００～１１００μｍ之间。取食

棉花叶片的Ｈａｐ１型棉蚜平均体长为９８５μｍ。取

食飞廉叶片的棉蚜平均体长为９１６μｍ，明显小于

取食其他５种寄主植物的棉蚜。在体宽方面，取

食飞蓬叶片的 Ｈａｐ１型棉蚜平均体宽最小，为

５００μｍ左右，远低于取食其他５种寄主植物的棉

蚜（图２）。

图２　犎犪狆１型棉蚜取食６种不同植物后子一代的体长和体宽

犉犻犵．２　犅狅犱狔犾犲狀犵狋犺犪狀犱犫狅犱狔狑犻犱狋犺狅犳狋犺犲狅犳犳狊狆狉犻狀犵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犎犪狆１狋狔狆犲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犪犳狋犲狉犳犲犲犱犻狀犵狅狀狊犻狓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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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棉蚜是棉花上的主要害虫之一，具有体型小、世

代短、繁殖快和适应性强的特点。在冬季比较寒冷

的区域，棉蚜产生性蚜，以卵越冬。在其他季节，棉

蚜以孤雌生殖方式进行繁衍，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

棉蚜可迅速扩大种群规模，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为

害。在棉花苗期和蕾铃期，棉蚜为害较严重，生产上

称为苗蚜和伏蚜［１５］。一般情况下，苗蚜的发生频率

和为害程度要高于伏蚜［１６］。在以往研究中，棉花苗

蚜的虫源被认为是来自于木槿、石榴和花椒等越冬

寄主。笔者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越冬寄主上棉蚜

的种群数量在棉花种植之前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而

且有翅蚜的产生也要早于棉花播种时间，推测在棉

蚜从越冬寄主迁飞到棉田之前，种群已经扩散。早

春时节，主要农作物小麦和油菜不是棉蚜的适宜寄

主，而早春杂草生长茂盛，可能会作为棉蚜的迁移对

象。从而导致早春杂草上繁殖的棉蚜和越冬寄主上

的棉蚜共同构成苗蚜的虫源。

杂草是生态系统中种类较为丰富的一类生物，

杂草作为棉蚜寄主已有较多的报道。李昌学［１７］在

山西进行了棉蚜接种试验，表明夏至草（后续研究表

明文献中的夏枯草犘狉狌狀犲犾犾犪狏狌犾犵犪狉犻狊应为夏至草，

夏枯草不能作为棉蚜的寄主［１８］）、鼠曲草犘狊犲狌犱狅犵

狀犪狆犺犪犾犻狌犿犪犳犳犻狀犲、紫花地丁犞犻狅犾犪狆犺犻犾犻狆狆犻犮犪、刺

芋犔犪狊犻犪狊狆犻狀狅狊犪、芥菜等可作为棉蚜的寄主。朱弘

复等［１９］根据接种试验，确定车前犘犾犪狀狋犪犵狅犪狊犻犪狋犻犮犪

是棉蚜的寄主。近期，景玉玺等［２０］通过生物测定试

验表明棉蚜在龙葵、裂叶牵牛犐狆狅犿狅犲犪狀犻犾、刺儿菜

和棉花等４种寄主植物上均可完成世代发育，棉蚜

在龙葵上的适合度、嗜食性最好，其次是裂叶牵牛，

在刺儿菜上适应性最差。本研究选择５种早春优势

杂草，通过生物测定试验表明，Ｈａｐ１型棉蚜可以在

阿拉伯婆婆纳、荠菜、猪殃殃、飞廉和飞蓬上建立种

群。尽管Ｈａｐ１型棉蚜在５种杂草上的生长和繁殖

能力低于取食棉花的种群，但杂草是春季优势植物，

分布广，种类丰富，是不可忽视的苗蚜虫源地。

Ｈａｐ１型棉蚜在早春杂草上能够建立种群，完成

生活史，可能与早春季节杂草的繁盛和棉蚜最适寄

主的缺失相关。取食经历影响昆虫对寄主的适合

度［２１］，由于本试验所用虫源为使用棉花饲养多代的

种群，棉蚜可能对棉花产生寄主偏好性，从而导致

Ｈａｐ１型棉蚜对５种杂草上的适合度低于对棉花的

适合度。后续通过多代饲养，结合生物测定可进一

步明确早春杂草在棉蚜种群周年繁殖中的作用。

４　结论

通过生物测定的方法，本研究证实 Ｈａｐ１型棉

蚜可以利用５种杂草完成世代发育。结合田间观

察，推测田间早春杂草可能是棉花苗蚜的虫源之一，

生产实践中可通过铲除田间杂草切断棉蚜传播途

径，降低棉田苗蚜的虫口基数。研究结果对于填补

棉蚜周年生活史中的寄主转移规律和指导棉田苗蚜

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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