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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背 飞 虱 介 是 南

亚
、

东南亚和东亚地 区水稻上主要的害虫之一
,

其为

害严重阻碍了水稻生产
。

近年来
,

由于杀虫剂越来越

昂贵
,

长期使用农药又往往导致害虫产生抗药性
、

再

猖撅以 及环境污染
,

因而抗性品种的应用被公认为

是防治该虫的最经济实用的方法
。

明确水稻品种对

白背飞 虱的抗性机制无疑对水稻 育种具有重要 意

义
。

川经多年研究
,

首次提出抗虫性的三种机

制 非嗜性
,

也即 及

提 出 的忌 避性 抗 生性

耐害性
。

为探索水稻 品种抗

白背飞虱的机理
,

我们于 年 月一 月在中国

水稻研究所对不 同类型 的水稻 品种进行 了忌避性
、

抗生性和耐害性的测定
。

一 苗龄的感虫对照品种 上饲养
。

供试品

种有汕优
、

汕优 号
、

协优
、

协优
、

春江

等 个
,

其中 为感虫对照品种
,

为抗虫

对照品种
。

忌避性测定

若 虫 忌避性 测 定 基本同标准苗期非选择

性的测定方法 〔
,

〕。

接 一 龄若虫后
、 、

分

别计数各 品种秧苗上 的若虫数量
,

各 品种重复

次
。

以 各品种秧苗上的虫量计算平均值
。

成 虫 忌避性 测 定 采用 圆圈排列法比 ,

重

复 次
。

接每苗 对成虫放入各圆圈的中心点
。

接虫

后
、 、

分别计数各品种秧苗上的成虫数
,

以

材料和方法

供试虫源为 月迁入浙江富阳的 田 间成虫
,

在

年 月 日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正

稿
。 ,

注 本研究为中 日合作项 目
“

东亚季风 区水稻迁飞性害

虫大范围迁飞动态研究
”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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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上的虫数为准
,

求各品种的平均虫量
。

产 卵忌避性 浏 定 方法同 接虫

计数虫量后
,

将稻 株齐泥割下
,

保湿
,

在双筒解剖镜

下逐苗剥 查卵数
,

按性 比 折算成 各品种的平均

虫量
。

抗生性测定

取食忌避性测定 采用 等方法川
。

取

食 后
,

将叶鞘割下
,

在 的龙胆紫溶液 中染

色
,

口 针鞘被染成粉红色
,

镜检 口 针鞘

数
。

设 次重复
。

若 虫 生存率测 定 方法同文献巨
, 。

将一

龄若虫 头接入罩有单株苗的聚 乙烯罩中
,

设 次

重复
。

接虫后 检查活虫数
,

换算成存活率
。

产 卵量及孵化率测 定 将不同品种 一

苗龄的稻苗单株移入直径为 的盆钵 内
,

罩以

直径为
、

高 的透明聚 乙烯罩
,

接入羽化

的雌雄成虫一对
,

重复 次
。

接虫 后
,

逐 日

观察记载各品种苗上孵 出若虫数 待雌成虫死 亡

后
,

将稻株齐泥割下
,

剥查未孵卵数
,

统计产卵量及

孵化率
。

耐害性测定

方法同
。

取供试品种 苗龄的秧苗
,

每盆

株
,

罩以透明聚 乙烯罩
,

按 头 株接入 龄若

虫
,

设不接虫对照
。

当 受害达 级时
,

目测各品

种的受害程度
,

参照 「〕分级标准评级
。

各品种上的

白背飞虱
、

受害后的稻株以及对照稻株均在 下

烘烤
,

然后在
’

恒温箱里烘至恒重
,

分别称

重
。

用 和 「,, 〕改进的 估计水稻对

褐飞虱的耐害性的方法
,

求出功能植物损失指数
。

一

、 、、、、 、 、匕 、 。。 ,, 、 , 八 八 ,

受害株千重
、 、

功能植物损失指数 一 一 二三架镖尖若岁鳌 又
一

“ 口“ ’ ’“ 沙‘ “ 、 门 、

“
一 ‘ 一

‘ ’

未受害株干重
‘ 、

受害级别
又

结果与分析

不同类型品种对白背飞虱的忌避性

供试的 个水稻品种中
,

除感虫对照 品种

与抗虫对照 品种 对 白背飞虱若虫的忌避性有些

差别外
,

其余各品种间均无显著差异 表
。

从表 还可看 出
,

对成虫具有 明显忌避性的品

种有 个
。

忌避性强弱的排列顺序为
、 一 、

丙
一 、

丙
、

丙
一 。

另外
, 、

丙
一

对成虫

产卵具明显忌避性
。

釉型杂交组合汕优 号
、

汕优

非常适宜白背飞虱产卵 表
。

不 同类型的水稻 品种对白背飞虱的忌避性测定

表 不同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的忌避性
一

品种
季型

若虫数 头 苗 成虫数 头 苗 产卵量 粒 苗

日口门︸卜︺﹃吕“,赶凸叹︸自︺︵丫
上改占几口斗几匕曰月了︸︵今口一口八︸一么乙协优

丙
春江早 号
汕优 号
丙

一 一

丙
一 一

一

协优
汕优
春江

一

嘉
丙

一 一

丙
一 一

丙
一

抗虫对照

感虫对照

釉粳杂交稻

粳稻

梗稻

釉型杂交稻

粳稻

梗稻

粳稻

粕梗杂交稻

粕型杂交稻

粳稻

粳稻

粕稻

梗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粳稻
釉稻
釉稻

注 每一列中大小写字母相同分别表示在 和 水平差异不显著
。

下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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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白背飞虱在不同水稻品种上的探食频率

品种或组合
拳型

、

平均取食痕点数 苗

协优
汕优 号

协优
春江 ,

汕优
抗虫对照

感虫对照

釉粳杂交稻 “
釉型杂交稻 。。

釉稻
釉粳杂交稻

粳稻
粕型杂交稻

粕稻
釉稻

旦

表 若虫生存率

, 盈

品种或组合

汕优 号 一。

汕优
协优
春江
协优

、

抗虫对照

感虫对照

类型
’

粕型杂交稻
粕型杂交稻
粕粳杂交稻

粳稻
釉粳杂交稻

釉稻
釉稻

平均生存率

结果表 明
,

各供试 品种对 白背飞 虱若虫无 明显忌避

性
。

粳稻品种
一 、

丙 和丙
一

对成虫定居具

明显忌避性 粳稻品种丙
一

对成虫定居和产卵均

有明显忌避性 另一粳稻 品种丙 对成虫 定居有

一定忌避性
,

但对成虫产卵无明显忌避性 釉型杂交

稻汕优
、

汕 优 号
,

釉粳杂交稻 协优
、

协优

及釉稻 品种 较适宜 白背飞虱成虫定居和

产卵
。

供试的 个粳稻 品种除春江早 号和丙

外
,

其余的 个品种对 白背飞虱成虫定居和产卵的

忌避性表现趋势基本一致
,

即不适宜 白背飞虱成虫

定居和产卵
。

抗生性的测定

白背飞 虱的探食频率

白背飞 虱在协优 和 这两个水稻 品种

上探食频率显著高于感虫对照 品种
,

表明这两

个水稻品种不适合白背飞虱取食
。

其它 个品种上

白背飞 虱的探食频率与 上的均无显著差异
,

表

明这 个品种较适宜白背飞虱取食 表
。

若 虫 的 生存率

从表 可 看 出
,

几 个 供 试 品 种 除 抗 虫 对 照

的若虫存活率与感虫对照 品种 均无显著

差异
。

从试验结果看
,

协优
、

汕优 〕 号
、

汕优
、

、

协优 这 个品种在产卵特性上不抗 白背

飞虱 春江 抗 白背飞虱
,

表现为产卵量少
,

卵孵化

率低
。

虽然白背飞虱繁殖第一代时的卵孵率较高
,

但

同代在抗虫对照 的卵孵化率更高 表
。

耐害性测定

从表 可看出
, 、

协优
、

春江 上虫体

重量 小
,

且植物 损 失功 能 指 数亦 小
,

属 抗性 品种
、

汕优 号上虫体重量大
,

植物损失功能指数

亦大
,

属感虫品种 协优 上虫体重量大但植物损

失功能指数小
,

属耐虫品种
。

抗生性和耐虫性的研究结果表 明
,

釉粳杂交稻

协优 及粳稻 品种春江 上的白背飞虱产卵量

少
、

虫体重量小
,

植物损失功能指数亦小
,

具抗生性

釉粳杂交稻 协优 的白背飞虱产卵量大
,

虫体重

量相对大
,

但植物损失功能指数小
,

因而具耐虫性

白背 飞虱在釉 型 杂交稻汕 优
、

汕优 号产 卵量

大
、

卵孵化率高
,

若虫生存率高
,

植物损失功能指数

表 产卵量及卵孵化率的测定

品种或组合
迁入代

类型
’ 产卵量 卵孵率

协优
汕优 号
汕优

协优
春江

抗虫对照

感虫对照

粕粳杂交稻
釉型杂交稻
釉型杂交稻

粕稻

粕粳杂交稻

繁殖第一代

产卵量 卵孵率

﹄肉九日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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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的耐害性

品种或组合
娄型

’

植物损失

功能指数
虫体重量

稻品种外层叶鞘组织结构差异性与 白背飞虱产卵及

卵孵率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

春江 在田间为抗虫品种
,

但若虫生存率测定

结果表明这一品种上的若虫生存率并不显著低于感

虫对照品种
。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

春江 的抗

性并不表现在若虫生存率方面
,

而表现在其它方面

如抗产卵
、

卵孵化率低
、

具一定的耐害性等
。

另外粳

稻品种春江 迁入代
、

繁殖代白背飞虱在其上产卵

量少
,

但卵孵率的结果表现并不一致
,

迁人代的卵孵

率极低而繁殖代的卵孵率却相对较高
,

前后两代的

卵孵率差异很大
,

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由于人

力等条件所限
,

抗生性和耐虫性研究中的供试 品种

较少为一不足之处
,

以后的工作 中可增加一些品种
,

进 一步研究不同类型的水稻 品种对 白背飞 虱的抗感

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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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优 号

协优
春江

协优

抗虫对照

感虫对照

釉型杂交稻

釉型杂交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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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虫体重量均高
,

因而不具抗生性和耐虫性 釉稻 品

种 上探食频率高
、

产卵量大及卵孵化率高表明

它不具抗生性
。

由本文试验结果可初步看出
,

釉型杂交稻 汕优

和汕优 号 感白背飞 虱 釉稻品种 较感

白背飞虱 釉粳杂交稻 协优 和协优 对 白

背飞虱具一定抗性 大多数供试的粳稻 品种 如春江

和丙
一

等 抗白背飞虱
。

讨 论

成虫在不同水稻品种上的产卵量是否有差异的

问题
,

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报道
。 , 二报道 白背

飞虱在 个感性品种和 个抗性品种上的产卵数

相似 和 如亦认为白背飞 虱在感虫和抗

虫品种上的产卵数基本一致
。

胡国文等贾认为不同水

稻品种上成虫和卵量有显著差异 俞晓平等匡亦报道

成虫在各品种上的栖息量与 自由选择产卵量之间呈

极显著相关
。

由此可见
,

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白背飞 虱

在不 同水稻 品种上产卵存在差异性
,

而 国外一些学

者意见恰恰相反
。

本文试验结果表明白背飞虱在不

同类型抗感水稻 品种上产卵确实存在差异
。

胡国文等认为不同的水稻 品种对 白背飞虱若虫

有明显忌避性川 ,

本文的若虫忌避性测定结果与上述

结论不一致
,

认为主要是 由于所选 品种特性不 同所

致
。

胡国文等选择了对 白背飞 虱具有中抗水平以上

的品种进行研究
,

本文所研究的大多为供生产上推

广种植的育成品种
,

故有些方面的抗性表现不好
。

由

忌避性测定结果还可以看出
,

对成虫产卵有明显忌

避性的大多数为粳稻品种
,

而釉型杂交稻汕优 号

和汕优 非常适宜白背飞虱成虫产卵
。

可能因釉型

杂交稻与粳稻品种相 比具有外层 叶鞘厚
、

组织 间隙

大等特点因而适宜白背飞虱产卵
。

釉型杂交稻与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