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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灰飞虱种群空间分布型及抽样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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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灰飞虱不仅直接为害水稻、大小麦，还是水稻条纹叶枯病、黑条矮缩病的主要媒介。了解灰飞虱 

在越冬作物大小麦田的分布特证和合适的抽样技术，可以为春季防治灰飞虱从而控制水稻病毒病的发 

生流行发挥重要作用。为此笔者进行了麦田灰飞虱种群分布调查，并采用扩散型指标法和 1wao回归法 

测定呵浙江北部大小麦田灰飞虱的空间分布型。结果表明：麦田灰飞虱成虫、若虫和成若虫田间分布趋 

于聚集分布，其聚集原因主要是由灰飞虱生物学特性和环境因素引起的。根据空间分布型的参数，建立 

了理论抽样数模型为n1= 
X 

+37．46，n = 

X 

+9．36，n，= +4．16，适用于不同虫口密度下 
X 

的田间抽样。在每样方虫口密度5、10和 15头以上时，分别取样70、40和20个样方。研究结果为准确 

抽样调查和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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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mall Brown Planthopper，Laodelp， striatellus Fallen，Population 

and its Sampling Technique in W heat and Barle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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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mall planthopper Laodelphax striatellus Fallen (Homoptera：Delphacidae)is not only a di— 

rect pest of rice，barley and wheat etc．，but also a main vector of rice stripe disease and rice black streak 

disease．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ect and further developing a sampling technique 

to estimate its density in the winter crop fields are helpful to make decisions for controlling the planthopper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viral diseases．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mall planthopper population in barley and 

wheat fields in the Northern Zhejiang province was detected using the dispersal indices and 1wao regression 

approach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nthopper populations at the stages of adult，nymph and the 

pooled nymphs and adults in the sampled fields tended to be in aggregative pattern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Such pattern were resulted mainly from the planthopper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fac— 

tots．The theoretica1 s锄pling equations were established n = +37．46，n = +9．36，n，= 
X X 

兰 +4．16，for the aduhs(n1)，nymphs n2)and aduhs p1us nymphs(n3)，respectively．According 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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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equations，when the density of the planthopper is assumed as 5，1 0 and 1 5 per sampling 

unit，70，40 and 20 sampling units is needed to be sampled． 

Key words：Barley，W heat，Laode lphax striatellus Fallen， Spatial distribution， Sampling 

technique 

灰飞虱(Laodelphax striatellus Fallen)是水稻条纹 

叶枯病 (Rice stripe Virus，RSV)和黑条矮缩病(Rice 

black-streaked dwarf ir／／,S，RBSDV)的传播媒介【 。近年 

来，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耕作栽培制度改变，冬季 

气候变暖，主治药剂防效下降等多种因素影响，灰飞虱 

种群数量持续上升，带毒率不断提高，造成江浙稻区水 

稻两大病毒病暴发流行【，，4】；同时，还在晚粳稻抽穗至乳 

熟灌浆期集中穗部危害，造成水稻产量较大损失【3I5J，严 

重威胁水稻生产安全和种粮农民收入。麦田是灰飞虱 

越冬主要场所[2,3-6]，做好大小麦田灰飞虱监测与防治， 

对于控制全年灰飞虱种群数量和两大病毒病流行，具 

有十分重要意义。周强等(2001)对褐飞虱、白背飞虱在 

稻田空间结构进行初步分析n8J，但对于大小麦田灰飞 

虱种群空间分布与抽样技术，则尚未见报道。为此，笔 

者于2006--2007年对浙江北部大小麦田灰飞虱种群 

分布进行了调查，就其空间格局和抽样技术进行了初 

步研究。 

1材料与方法 

1 1调查地点及调查方法 

调查区位于浙江省嘉兴南湖区和绍兴诸暨市病虫 

测报观测区进行，该区域常年种植大小麦和单季晚粳 

稻，一年两熟，为浙江省主要产粮区。观察区农田面积 

在 100hm2以上，选大小麦不同播种期、长势与不同虫 

量的类型田块 10块田(大麦、小麦田各 5块)于 3月下 

旬大小麦分蘖至拔节期，用 33cm~45cm白瓷盘(盘内 

壁涂上粘虫胶)拍查[5J，方法是白瓷盘插入麦株并紧贴 

地面，快速拍击植株中、下部，每块田随机抽查 100个 

样点，以每一盆拍为一样方(0．15m2)，分别记载灰飞虱 

成虫、若虫和成若虫数量。 

1．2分布型测定 

将田问调查取得的实测值制成频次分布表，计算平 

均每个样方虫量(又)、方差(Sz)，参照文献【 ”的方法， 

计算聚集度指标，判断空间分布型，分析聚集原因。 

(1)扩散系数c= ； 
X 

(2)平均拥挤度击=又+ ．1； 

(3)聚块性指标 ：1+一sk一 ； 
X X X 

(4)聚集指数I： 一1； 
X 

(5)负二项分布K值，K= ； 
Sz-X 

(6)指数CA值，C；- 兰 
X 

(7)1wao回归法，盘_a+B又。 

(8)BlacR种群聚集均数(入)，人 X r 

1．3抽样技术研究 

-~ 1wao’法【Il】一 ( +13_1)；一 理论抽 

样数； ～平均密度(头／样方)；t一一定置信度下t分 

布值，取 t=1．96；I)_一允许误差，分别取 0．1、0．2、0_3； 

a、B—1wao回归式中的参数。 

2结果与分析 

2．1麦田灰飞虱种群空间分布型测定 

麦田灰飞虱种群空问分布型的聚集指标见表 1。 

从表 1看出，30个样区的麦田灰飞虱成虫、若虫、成若 

虫混合种群的扩散系数(c)、聚块性指标( )均大于 
X 

1，聚集指数(I)、负二项分布K值、指数CA值均大于 

0，由此可以判定麦田灰飞虱成虫、若虫、成若虫混合种 

群在田问呈聚集分布。 

Waters(1959)认为，K值与密度无关，K值愈小， 

种群的聚集度愈大，若 K值趋于 。o时(一般在 8以上 

时)，则逼近Poisson分布。表 1中，K值均不大于 8，因 

此，麦田灰飞虱种群的分布型不符合 Poisson分布。 

2．2聚集原因分析 

1wao的击一 回归分析，关系式Nffa=a+13又，根据 

表 1抽样数据的统计结果得方程为： 

成虫盎=1-3148+1．1 194Yo-=-0．9539**， 

若虫尚：1．2485+1．13226Xr=0．9518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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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若虫盎-2．0537+1．0975Y(r=-0．9735**， 

现灰飞虱成虫、若虫、成若虫 a 值分别为 1_3148、 

1．2485、2．0537，a均大于0，说明灰飞虱在种内均表现 

为不同个体之问相互吸引，分布基本成分为个体群；B 

值分别为 1．1 194、1．3226、1．0975，B 均大于 1，说明个 

体群的分布基本上是聚集分布的；a>0，B>1，则表明 

麦田灰飞虱种群为聚集型的负二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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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麦田灰飞虱不同虫口密度下的理论抽样数 

每样方灰飞虱 

虫量(头 ／o．15m') 

不同精度下抽查样方数 每样方灰飞虱 不同精度下抽查样方数 

D=0．1 D=0．2 D=0．3 虫量(头／0．15m') D=0．1 

应用Black种群聚集均数(人)进行检验，麦田灰 

飞虱成虫、若虫、成若虫共3O组抽样数据的人 值均 

2，说明麦田灰飞虱聚集原因是由灰飞虱本身生物学特 

性和环境因素共同互作引起的。 

2．3田间理论抽样技术 

应用 1wao理论抽样数公式，取概率保证值 t=-I．96， 

允许误差 D=0．1、O．2、0-3，a-2．0537，13=1．0975，建立 

理论抽样模型，计算出麦田灰飞虱不同虫口密度下所 

需的理论抽样数(表2)。 

t=-I．96 D=0．1 nI= +37．46 (1) 
X 

t：1．96 D=0．2 n2= +9．36 (2) 
X 

t：196 D=0-3 n3= 6 0) 
X 

从表2得知，当麦田灰飞虱虫口密度在每样方 1 

头以下，所需抽样数较多，而当每样方虫口密度在 1O 

头以上时，所需抽样数呈平稳的下降，虫口密度越高， 

理论抽样数则越少。综合比较3个模型，在麦田灰飞虱 

虫口密度较低，即低于每样方 5头时，以模型(2)、 

模型 (3)较为适宜 ，在虫 口密度较高，即每样方在 

25头以上时，以模型(2)、模型(1)较宜。就浙江北 

部大小麦 田灰飞虱实际调查而言，总体上以模型 

(2)抽样式为宜，当每样方灰飞虱虫 口密度在 5 

头时，抽查 7O个样方；每样方虫口密度 1O头时， 

抽查 4O个样方；每样方虫口密度 25头以上，抽查 2O 

个样方。 

3讨论 

空间分布型是种群在空间相对静止时的散布 

状况，它揭示了种群个体某一时刻的行为习性、环 

境因子对叠加影响，以及种群选择环境的内禀特 

性和空间结构异质性程度【 们。在估计种群密度的 

抽样调查、确定试验数据 的统计分析方法及考察 

受害形成过程和决定必需防治密度时，空间分布 

型的确定是必不可少的。 

灰飞虱不仅在晚粳稻穗期上穗危害，而且是 

U U U m m m 9 

拍 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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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纹叶枯病、黑条矮缩病的传播媒介[1-3]，麦田是 

灰飞虱越冬主要场所，做好大小麦田等虫源地灰 

飞虱的监测与防治，对于控制水稻二大病毒病流 

行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关于水稻稻飞虱空间分布 

型，周强等 (2001)曾等褐飞虱、白背飞虱在稻 田内 

空间结构进行调查分析 ，其分布型为聚集分布，提 

出了相应抽样技术，但对麦 田灰飞虱种群空间分 

布型与抽样技术研究则 尚未见报道 。研究表 明，在 

浙江北部大小麦田，灰飞虱的空间分布型为聚集 

分布中的负二项分布 ，其分布的基本成分是个体 

群 ，个体间相互吸引，其聚集强度随种群密度的增加 

而增加。根据麦田灰飞虱种群呈聚集分布特性，田间 

抽样调查可采用模盘式、双平行线等多种取样方 

法，在初步做出调查田块发生程度后 ，依据最适理 

论抽样数模型 n2=垒 +9。36，计算出麦田不同 
X 

虫口密度下所需的最适抽样数，为准确抽样调查 

和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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