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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半自然状态下 o用生命表方法初步比较了褐飞虱 Νιλαπαρϖαταλυγενσ和白背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2

ερα在 w个抗褐飞虱水稻品种 �≥⁄z o�� vy o�÷{|和 �∏§ª²上的种群参数 ∀初步的结果表明 o白背飞虱在 w

个抗褐飞虱水稻品种上具有较高的繁殖率 o较短的发育时间和较大的种群增长 ∀对褐飞虱各种群参数

影响最大的是 �÷{| o对白背飞虱影响最大的是 �∏§ª²∀与感性品种 ×�t比较 o这些抗褐飞虱的水稻品种

对 u种稻飞虱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抗性 ∀这些结果说明 o抗褐飞虱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同样具有一定的

抗性 o但白背飞虱对这种抗性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o如果在一个地区长期推广抗褐飞虱的水稻品种 o势必

会导致白背飞虱的大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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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物抗性的研究有三重目的 }ktl确定抗性

品种的抗性机制和抗性强度 ~kul监测害虫对抗

性品种的适应性 ~kvl选择最优抗性品种应用于

生产实践 ∀在水稻品种抗稻飞虱的研究中 o抗

性鉴定是水稻抗稻飞虱研究中必要的环节 o现

有的抗性鉴定方法主要是 ≥≥× 和 �≥≥× 法≈t  ∀

这 u种方法所需时间相对较短 o评价方法也非

常直观 o是水稻抗性研究中非常有效的方法 ∀

但这 u种方法不能追踪稻飞虱在目标抗性水稻

品种上取食多个世代后在种群水平上的反应 o

特别是无法测知稻飞虱对目标抗性水稻品种的

适应性演化 o如生物型的产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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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表方法是昆虫种群生态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u ov  ∀应用生命表方法不仅可以鉴定水稻

品种的抗性 o而且对监测稻飞虱种群对抗性品

种的适应性及比较种间对同一水稻抗性品种的

适应性差异均可获得非常理想的结果 ∀和其它

昆虫相比 o稻飞虱的生命表研究相对较为薄弱 ∀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田间种群≈w ox 
o研究的基

点是种群系统理论≈y  ∀这些研究没有排除天

敌 !农药及生长环境与农事操作的影响 o因而纯

粹就抗性这一单因素而论 o这种田间生命表方

法无法进行准确估计 ∀但这类方法在研究稻飞

虱田间种群时非常有用 ∀

作者应用昆虫实验种群生命表的方法 o初

步研究了褐飞虱 Νιλαρπαρϖατα λυγενσ ≥·…̄和白背

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²µ√ ·«在几个抗褐飞虱

水稻品种上的种群参数 o比较了 u种稻飞虱在

这些水稻品种上的适应性差异 ∀

2  材料及方法

111  供试虫源

褐飞虱于 t||y年采自广东省四会市大沙

镇田间 o前期在室内感性品种七袋占上饲养 o后

期在中稻 ≥tt上饲养 ∀白背飞虱先后于 t||y年

采自广东省四会市大沙镇田间和 t||{年采自

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省农科院植保所试验田 o

于室内 ×�t上饲养 t代以上后供试 ∀

112  水稻品种

供试水稻品种有 }×�t o�≥⁄z o�� vy o�∏§ª²

和粳籼 {|k�÷{|l o其中 ×�t为感性品种 o�÷{| o

�≥⁄z和 �� vy为抗褐飞虱品种 o�∏§ª²为兼抗 u

种稻飞虱的品种 ∀所有供试品种于播种后 vs §

供试 ∀

113  方法

将各供试水稻品种 vs §苗种于直径 us ¦°

的陶瓷钵中 o每钵 v丛 o每丛 x株并罩以直径 ux

¦° o高 {s ¦°的塑料纱笼 o以防止其它昆虫及天

敌进入 ∀每品种重复 v次 o每钵为 t个重复 ∀

试验按随机区组排列 ∀每钵接入 x对羽化 v §

的长翅型成虫 ov §后移去成虫 o并从接虫后第

{ §起逐日记载各处理苗上各发育阶段的虫数 o

直至第 u代成虫羽化产卵结束 ∀从若虫孵化起

ts §后 o将所有若虫移至新苗上 o并割下飞虱产

卵之苗 o按 �«¤±和 ≥¤¬̈ ±¤
≈z 的方法染色观察计

数未孵化的卵粒数 ∀

参数的计算方法参考钟作良 !何桂铭≈{ 和

贺达汉 !田畴的计算方法≈|  ∀

3  结果

总的来说 o在各抗性水稻品种上褐飞虱的

繁殖率低 o完成 t个世代所需时间长 o种群增长

倍数小k表 tl ∀在供试的 w 个抗性水稻品种

中 o以 �÷{|对褐飞虱的影响最大 o种群增长指

数仅为 s qttw o发育时间最长 o超过 vs §∀在

�≥⁄z上 o褐飞虱的繁殖率最大 o种群内禀增长

率约为在 ×�t 上的 tΠu o种群增长指数达到

u quvx ∀因此 o经过 t个世代后在 �≥⁄z上的褐飞

虱种群将增长 u 倍以上 ∀褐飞虱在 �� vy 和

�∏§ª²上的情况较为相似 o内禀增长率分别为

s qsy和 s qsx o净增殖率分别为 x qt|和 v qzs o但

二者均无显著差异 ∀

表 1  褐飞虱在不同水稻品种上的实验种群参数

ku{ ∗ vw ε o � � ys h ∗ {x h ot||| q{ o武汉l

种群参数

°²³∏̄¤·¬²± ³¤µ¤° ·̈̈µ¶

水稻品种 ∂¤µ¬̈·¬̈¶

�≥⁄z �� vy �÷{| �∏§ª² ×�t

净增殖率k Ρsl { q{v� x qt|≤ s q{t⁄ v qzs≤ vt qzz�

平均世代周期k Τl uz qyt� u{ q|u�� vs q|x� uz qzu� uu qvw≤

内禀增长率kρµl s qs{�� s qsy�≤ p s qssz⁄ s qsx≤ s qtx�

周限增长速率kΚl t qs{v� t qsyu� s q|vu� t qsxt� t qtyu�

种群增长指数kΙl u quvx� t quvz≤ s qttw⁄ t qstz≤ y qvst�

注 }同一行相同大写字母为 Α� s qst时无显著性差异k邓肯氏

≥≥� 多重比较l≈ts  ∀

  白背飞虱对这 w个抗褐飞虱水稻品种的反

应 o和褐飞虱的反应差别较大k表 ul ∀在 �∏§ª²

上 o白背飞虱平均世代周期大于 vs §o种群增长

指数仅为 s qs|y o净增殖率小于 t ∀但在其余 v

个抗性水稻品种上的情形则大不相同 o各种群

参数k除平均世代周期外l均大于褐飞虱的各相

应指标 o说明这 v个品种有利于白背飞虱的种

群增长 o这一结果与生长指数的结果一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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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v个抗性水稻品种上 o经过 t个世代后 o白背

飞虱的种群数量均将增长 u倍以上 ∀从 u种稻

飞虱的世代存活率曲线k图 t oul o同样可以看

出 o白背飞虱在这 v个抗褐飞虱水稻品种上的

存活率大于褐飞虱的存活率 ∀因此 o单一地大

面积推广抗褐飞虱的水稻品种不可能减轻白背

飞虱的危害 ∀

表 2  白背飞虱在不同水稻品种上的实验种群参数

ku{ ∗ vw ε o � �ys h ∗ {x h ot||| q{ o武汉l

种群参数
水稻品种 ∂¤µ¬̈·¬̈¶

�≥⁄z �� vy �÷{| �∏§ª² ×�t

净增殖率k Ρsl us q|z� ts q{y≤ | qxw≤ s q{u⁄ uz qwz�

平均世代周期k Τl u{ qu{� u| qt{� u{ qzt� vu qyu� uz qtv�

内禀增长率kρµl s qts{� s qs{u� s qsz|� p s qssy� s qtuu�

周限增长速率kΚl t qttw� t qs{x� t qs{u� s q||w� t qtvs�

种群增长指数kΙl w qzuv� u qxwv≤ u qvuz≤ s qs|y⁄ x q|zz�

注 }同一行相同大写字母为 Α� s qst时无显著性差异k邓肯氏

≥≥� 多重比较l≈ts  ∀

图 1  不同水稻品种上褐飞虱种群的世代存活率

图 2  不同水稻品种上白背飞虱种群的世代存活率

4  讨论

对稻飞虱种群参数的研究目前主要是针对

褐飞虱进行的 o关于白背飞虱种群参数的研究

未见报道 o更未见对二者的比较研究 ∀

在对褐飞虱的研究中 o庞雄飞等kt||ul
≈x 

对褐飞虱自然种群生命表的组建与分析做了大

量的工作 o以探讨从种群系统的角度对褐飞虱

的生态控制 ∀曾玲 !吴荣宗kt|{wl
≈tt 研究了褐

飞虱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o通过不同抗性水稻品

种的单个抗性指标的研究为基础 o进行褐飞虱

实验种群生命表的组建 ∀研究结果表明 o褐飞

虱在不同的抗性水稻品种上的种群发展趋势存

在明显的差异 ∀

作者初步比较了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在不同

水稻品种上的种群参数 ∀u种稻飞虱在供试的

不同抗性水稻品种上 o具有不同的种群参数 o褐

飞虱在这些品种上的种群参数与白背飞虱的在

相应品种上的相应参数存在较大的差异 o说明

白背飞虱对抗褐飞虱而不抗白背飞虱的水稻品

种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在抗

褐飞虱而不抗白背飞虱的水稻品种上的适应性

差异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o其一 o在这些抗性水

稻品种中只存在抗褐飞虱的抗性基因 o而缺乏

抗白背飞虱的抗性基因 o因此从质量性状的角

度看 o抗褐飞虱的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不具有

抗性 ~其二 o在水稻抗性品种中 o都存在大量的

微效基因 o这些基因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o其中最

主要的是控制水稻品种中的次生代谢 ∀目前在

许多水稻品种中都已鉴定出多种对稻飞虱有各

种抑制作用的次生物质≈tu ∗ tx 
o在白背飞虱取食

这些抗性水稻品种的过程中 o这些次生性物质

对其取食行为和生长发育可能具有一定的负面

影响 o这也许是抗褐飞虱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

具有部分抗性的主要原因 ∀在水稻中 o微效基

因在指导抗性化合物合成和代谢中的作用 o尚

缺乏深入的研究 ∀

由于在水稻品种推广应用上 o抗褐飞虱的

水稻品种所占的比例很大 o在白背飞虱对这类

品种有良好适应性的情况下 o如果长期使用抗

褐飞虱而不抗白背飞虱的品种 o这种适应性差

异势必会引起白背飞虱的种群增长 ∀由于在田

间 ou种稻飞虱的迁入时间不完全一致 o因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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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地 u种稻飞虱迁入时间的差异 o适时推广

水稻多抗品种将会减轻稻飞虱的危害 ∀

传统的抗性鉴定方法是在幼苗期或生长

vs §的苗上接种害虫 o在一定时间后k如 vs §

或 wx §l调查计数害虫种群的数量 o同时根据作

物受害的情况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级 ∀在水稻

品种抗性的研究中常用这种方法 ∀利用生命表

方法研究害虫对作物品种的适应性是一种很有

效的方法 o但费时较长 o费工较多 ∀其好处在于

可以长期跟踪某一害虫或比较几种害虫在不同

作物品种上取食所引起的种群变动 ∀如只考虑

作物抗性这一个因素 o这一方法的优点会更加

突出 ∀用这一方法甚至可以对害虫适应作物品

种的生态遗传机制进行研究≈ty 
o对衡量一个作

物品种的抗性程度和害虫的适应性演化很有帮

助 ∀因此 o在作物抗性研究中 o广泛采用这一方

法并在不同的害虫 ) 作物系统中加以改进 o如

进行两性生命表的研究≈tz 
o将会对作物抗性的

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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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o31ktl }ttt ∗ tt{ q

tx  �«¤±ª �∏2� ±̈ o �«¤±ª • ±̈2±¬±ªo �¬¤± �¬±o �∏ �¬¤±2±∏¤±o

�«²∏ ±¬¤±ªo�¬∏×²±ª2÷¬¤±q ϑq Χηεµ q Εχολqot||| o25k{l }

t {wv ∗ t {xv q

ty  ∂¬¤≥ q Εϖολυτιον ot||t o45 : {uz ∗ {xu q

tz  ≤«¬� q Ενϖιρον q Εντοµολqot|{{ o17ktl }uy ∗ vw q

  
   收稿日期 }usst2s{2tv o修回日期 }ussu2st2tx

凤阳县白背飞虱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

黄保宏
k安徽技术师范学院  凤阳  uvvtssl

 
雷  鸣

k凤阳县植保站  凤阳  uvvtssl

Τηε οχχυρρενχε πρινχιπλε ανδ ΙΠΜ οφ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ιν Φενγψανγ Χουντψq����� �¤²2�²±ªo�∞� �¬±ª

k Ανηυι Τεχηνιχαλ Τεαχηερσ. Χολλεγε o Φενγψανγ Στατιον οφ Πλαντ Προτεχτ o �±«∏¬ƒ ±̈ª¼¤±ª uvvtss o≤«¬±¤l q

Αβστραχτ  �¤¶̈§²±·«̈ ¤±±∏¤̄ ©²µ̈¦¤¶·̈§§¤·¤²© Σογατελλαφυρχιφερα¬± ƒ ±̈ª¼¤±ª≤²∏±·¼ ²© �±«∏¬°µ²√¬±¦̈ o·«̈ ²¦2

¦∏µµ̈±¦̈ µ̈ª∏̄¬·¼ ²© Σ q φυρχιφερα º¤¶¬±·µ²§∏¦̈§q �¼·«̈ ¤±¤̄¼¶¬¶²©·«̈ °¤²µ©¤¦·²µ¤©©̈¦·¬±ª·«̈ ²¦¦∏µµ̈±¦̈ ¬̈·̈±·

¤±§¤¶¶²¦¬¤·̈§º¬·«·«̈ ³µ¤¦·¬¦¤̄ ¦¤¶̈ q×«̈ ¶·µ¤·̈ª¼ ¤±§° ·̈«²§²©�°� º µ̈̈ §¬¶¦∏¶¶̈§¬±·«¬¶³¤³̈µq�·³µ²√¬§̈§·«̈ ²2

µ̈·¬¦¤̄ ¥¤¶¬¶©²µ·«̈ �°� ²© ²̄¦¤̄ Σ q φυρχιφερα q

Κεψ ωορδσ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 o²¦¦∏µµ̈±¦̈ ³µ¬±¦¬³̄¨o�°� oƒ ±̈ª¼¤±ª ≤²∏±·¼

摘  要  根据安徽省凤阳县历年水稻白背飞虱的测报资料 o探讨了水稻白背飞虱 Σογατελλα φυρχιφερα在江

#{yu# 昆虫知识  ∞�×�� �����≤����� • �∞⁄�∞ ussu v|kw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