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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一些粳稻抗性品种对褐稻虱 抗性进行了评价
,

水稻品种

秀水 作感性 品种对照
。

结果表明 褐稻虱在感性品种上分泌的蜜露面积显著地大于抗性品

种 饲养在不同品种 上褐稻虱 一生产卵量 粒 军 秀水 为
,

秀水 为
,

嘉 为
,

为 不 同品种 上褐稻虱若虫的存活率 秀水 为
,

秀水 为
,

嘉

为 相对取食量 与抗性等级
、

田间累计虫量
、

若虫存活率及产卵量呈正相关 不同抗

性品种上褐稻虱的种群增长率
,

秀水 为 。
,

秀水 为 仪。
,

嘉 佗 为
。

供试

品种上逻辑斯蒂模型的 值
,

秀水 为
,

秀水 吞 为
。

本试验各品种对褐稻虱的内

察控制率
,

秀水 为
。

秀水 为
,

嘉 为
,

为
。

各品种对褐

稻虱田间控制率
,

秀水 为 。
,

秀水 为
,

幕 一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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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稻虱 叮 江 是典

型的 对策或暴发型害虫 〔 〕 ,

严重威胁水

稻产量
。

品种抗性已成为水稻病虫害综合防

治的关键措施之一
。

近几年来
,

我国把釉稻

中抗褐稻虱基因导入粳稻已获得成功
,

不少

粳稻抗褐稻虱品种如秀水
、

秀水 “ 等

正在太湖流域大面积推广
。

对这些品种的抗

性评价和分析
,

有利于与其它防治措施相协

调
,

在 综 合 防 治 中发 挥 更 大 的 效 益
。

〔 〕曾提出 种用于评价植物对昆

虫抗性的鉴别标堆
。

本文按照抗褐稻虱粳稻

品种的具体情况
,

把若干粳稻抗褐稻虱品种

在实验室和 田间试验的结果
,

用抗生性参

年 月 收到
,

年 月 日收到修改

稿
, 。



中国水稻科学 第 卷第 期

数
、

种群数量分析和田间控制作用等方法
,

对若干粳稻品种 系 抗褐稻虱特征进行评

价和分析
。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一 年在浙江省农科院

实验室及杭州市郊
、

萧 山通游两地 田间进

行
。

供试粳稻抗褐稻虱品种有秀水 丙字

系
、

嘉 字 系
,

感虫 品种秀水 作对 照

作抗虫品种对照
。

供试褐稻虱为生物

型
,

在养虫室用秀水 饲养繁殖
。

了相 对取食量试验 用蜜露一茹三酮

法 〔, , ,

褐稻虱长翅型雌成虫
,

羽化后第

二天
,

在供试品种的单株上单个饲养
,

分别

计算蜜露面积
,

作为相对取食量
。

连续进行
,

每处理重复 一 次
。

李存率 测 定 各供试品种单株种

植
,

接入初孵若虫 头
,

次重复
,

逐 日

记录存活数
,

并绘制存活曲线
。

产 卵量测 定 用各供试品种饲养的

刚羽化雌雄成虫一对
,

接人产卵装置
,

天

换一次稻苗
,

并解剖卵数
,

至雌成虫死亡

止
,

累计产卵总量
,

重复 次
。

种 群 增 长 模 型 在

水泥槽 内
,

用 网孔为 目的网罩

罩住各供试

品种稻株
,

以隔离天敌干扰
。

在褐稻虱发生

季节
,

接上配对的雌雄成虫
,

初始密度为

头 丛
。

每 一 调查虫 口密度
,

直

至水稻乳熟期止
。

至种群趋向指数模 型 用有机玻璃罩

装置 〔 〕
。

各供试品种单株种植
,

每株接入

初孵若虫 头
,

重复 次
,

逐 日观察
,

计

算各参数
,

其中产卵量由解剖稻株法数取
。

饮逻 辑 斯 蒂 模 型 和 田 间 控 制 作 用

一 年在杭州市郊和萧 山通游

乡田间进行
,

试验田面积约 亩
,

不施杀虫

剂
,

自 月中旬至 月中下旬止
,

各品种

每隔 一 调查褐稻虱成若虫一次
。

重复

次
,

随机排列
。

结果与分析

一 抗生性参数分析

相对取食量

供试 个不同抗性程度的粳稻抗褐稻

虱品种 其 中秀水 为感性对照
,

经褐稻

虱取食量测定
,

结果表明 感性对照品种上

褐稻虱相对取食量为
,

显著大于

个供试品种
,

说 明供试的一系列粳稻抗

性品种对褐稻虱具有显著的取食抗生性
。

另

外
,

这一系列粳稻抗性品种上
,

褐稻虱的相

对取食量呈现明显的等级差异
,

即数值上具

有连续统 的关系 表
。

为了检验相对取食量这一参数的可靠性

和实用性
,

用这一参数与 级的抗性标

淮 与 田 间累计虫量作相关分析
。

结果表

明
,

相对取食量与抗性等级呈密切正相关
,

相关系数
,

即相对取食

量越大 的品种
,

抗性等级 一 越高
,

抗 性 越差
。

相 对 取 食量 与 田 间累计 虫 量

日
·

头 丛 也呈密切的正相关
,

相关系

数 丈
,

即相对取食量越大

的品种
,

田间褐稻虱的虫 口越多
。

上述分析

表明
,

供试的一系列丙字
、

嘉字系统的抗褐

稻虱品种
,

相对取食量这一参数
,

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该品种的抗性程度
。

存活率和存活 曲 线

供试的 个品种
,

在实验室测得褐稻虱

若虫的存活率依次为 秀水

嘉 一 丙

秀 水
,

秀 水

嘉 一
,

嘉
。

上述品种上若虫的存活率与相

对取食量经相关分析
,

呈正相关
,

相关系数
一 ,

表 明褐稻虱在粳稻

品种上的存活率与该品种的取食量有密切关

系
。

生存曲线常用于昆虫种群生命分析
,

褐

稻虱在品种上的生存曲线不仅反映品种间的

抗 性 差 异
,

同 时 也 反 映 了 褐 稻 虱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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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褐稻虱在不同水稻品种上的相对取食 杭州
,

目
,

加 毗 即 免 七
,

品 种 蜜露面积 品 种 蜜露面积 ’》

嘉

丙 一 一

丙

丙

嘉 一 一

嘉粳

丙

嘉

观

丙

丙 一 一

丙

丙

丙

丙

丙

丙

嘉

秀水 为 山

,,八少内,倪︸矛﹄袄

长 翅 型 雌 成 虫 平 均 累计蜜露 面 积
。

介

罗 〔以

秀水 飞川旧

秀水今吕

、‘

之
反 ‘,百,

秀水谈汉山性﹄︸︸二三阳

鑫器一
几﹄‘

一必翻污﹄

、

冷 丙 叮 一

日
内︸︸一叭五之﹀

升、理︸母忙

健赞二之份驾磊
、

一
绍票

,

黔

护争﹄叨

辞姐牡

才

日期 月 日

、、 、

翻
曰卜 占

“ 黯 了水 丁 一 书 了 八乃

吸 ‘, 八 丫

之日 了

入卜 、 日期 月 日 ,

图 揭 稻 双在不 同抗性品种上 的存 活率 杭 州
,

四

一

,

时间 或虫期 的存活趋势
。

从图 可见
,

抗性程度较高的品种
,

如嘉
,

一 龄
、

一 龄和高龄至羽化的死亡率均高
,

而抗

性程度较低的品种
,

如嘉 一 ,

一 龄若

虫死亡率较高
,

一 龄和高龄至羽化的死

亡率较低
。

产印量及其分布

在供试的 个不同抗性程度的粳稻品

图 褐稻 或在不 同抗性品种 上 的 产 卵量 了杭 州
,

刃

,

种上
,

记录褐稻虱雌成虫逐 日产卵量 图
。

每雌平均累计产卵量 粒 早 秀水

秀水 嘉 一

秀 水 嘉

嘉 一 丙
。

供试 个粳稻抗性品种上

褐稻虱的产卵量均显著地比感性对照品种秀

水 上 少
。

经 相 关 分 析
,

在 不 同 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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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品种上褐稻虱田 间种群逻辑斯蒂使型 杭州
,

,

,

品种 检验

秀水

。 一 ,

一

秀水 注 一 ,

丙 乃 一 , 石

丙 〕

嘉 一 ,

嘉 名 一 一‘ 刀

嘉 一 ,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测验达显著
、

极显著水平
冲 , ’ ‘

, ’

稻抗性品种上
,

褐稻虱的相对取食量与产卵

量 呈 正 相 关
,

相 关 系 数 一

,

相关密切
。

上述这些抗生性参数
,

反映了不同抗性

程度的粳稻品种对褐稻虱生理不良影响的数

量关系
,

这些参数可用来评价品种的抗性程

度和研究生物型鉴定及演变
。

上述抗生性试

验表明
,

褐稻虱的存活率
、

产卵量与取食量

相关性密切
。

因此
,

可认为上述一系列粳稻

抗性品种
,

对褐稻虱生存和繁殖的影响
,

很

可能以取食为先导
。

换句话说
,

这类品种的

抗生性
,

首先取决于取食量
,

由于取食量下

降
,

严重影响了褐稻虱的生存和繁殖
。

二 种群数量分析
了种群增长模型和种群增长率 种群增

长模型为 一
,

式中 为在

时刻的种群数量 为时间变量 为种群

初始密度 为种群增长率 〔刀 。

供试品种上的褐稻虱增长模型为

秀水 二
‘

’ , ,

秀水 ‘

嘉 一
·

‘

从模型可知
,

感性品种秀水 上的褐

稻虱种群增长率 二 而抗性品种秀

水
、

嘉 一 的 值明显 较低
,

分别为

和
。

从种群增长模型 中
,

可以

得到某时刻 或某时间区间
,

褐稻虱在各个

抗性品种上种群数量变动的数量分析
。

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和环境 负荷量 值

种群增长模型
,

只有种群在某一特定时

间区 间内
,

假设无环境负荷 条件下才能实

现
。

褐稻虱田间种群数量变动呈逻辑斯蒂增

长模型 一 一 ,

式 中 为环境

负荷量 为在 时刻的种群数量 为种

群内察增长率 为常数
。

供试 个品种田

间试验结果表明 表
,

各 值依次为秀

水 秀水 丙

丙 嘉

嘉 嘉
。

值越刁成示抗性程度越大
。

了种群趋势指数 值和 内票控制 率
〔 , 根据极色卷叶蛾种群生命表

的资料
,

组建了种群趋势模型
。

本试验所用

的 个品种
,

其室内实验生命表各参数见表
。

褐稻虱的种群趋势指数模型为 二 凡
·

殊
·

阮
·

殊
· ·

尸
,

式中 凡 为卵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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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品种上褐稻虱种群趋势指数模型实验所得各参数值 滋州
,

啊
,

品种

秀水

嘉

嘉 一 一

丙

秀水

秀水

嘉 一 一

一

一

,

名

一

一

石

,

乡

刃

八,︸‘丹‘八‘
月

甲

⋯

化率 为若虫存活率 , 代表 一 龄

若虫
、

代表 一 龄若虫
、

代表 龄

若虫
,

为羽化率 、为雌成虫比例

为每雌产卵量 将表 有关参数代入模型
,

不同粳稻抗性品种上褐稻虱种群趋势指数

值 秀水 嘉

秀水 嘉 一
丙 秀水 嘉

。

内察控制率计算公式为 凡一

凡
,

以感性品种秀水 为对照 劝
,

将各

品种的 值代入上式
。

各供试品种的内察控制

率 为秀水 嘉 乡 秀

水 嘉 一 丙

秀 水 嘉
。

内察控制率反

映品种内在的
,

具有对害虫种群的控制作用
,

与外界环境诸如天敌
、

种间竞争
、

人为干扰

无关
。

内察控制率涉及从卵孵化
、

幼虫存活

到成虫羽化产卵的整个生命周期
,

因此
,

这

一参数较全面综合地反映了某一品种的抗生

性和抗性程度
。

三 田间控制作用

田间试区
,

种植不同抗性程度的水稻品

种后
,

不施任何杀虫剂
,

在褐稻虱发生季节
,

定时调查虫口密度
,

最后以累计虫 日量 日
·

头 丛 来表示
,

那么田间控制作用为

价 刊
。

式中 为感性对照品种上的

褐稻虱虫口密度 从 为各处理品种上的褐稻

虱虫口密度
。

将调查所得的田间虫口密度代人

上式
,

算得各供试粳稻品种的田间控制作用
,

秀水 为
,

秀水 为
,

嘉

一 为
,

嘉 乡 为

讨 论

把抗性机制分成非选择性
、

抗

生性和耐害性三类
。

本文从抗生性参数
、

种

群数量分析和田间控制作用等方面系统地评

价一些粳稻抗褐稻虱品种的抗性程度
。

目

前
,

对抗褐稻虱品种的抗性鉴定和评价
,

大

多沿用国际水稻研究所 以稻苗为

害 率
、

一 级 的 分 级 标 淮 来 划 分 抗 性

等级 川 〕 。

当然
,

当成百上千份材料作为抗

性筛选和鉴定时
,

仍不失为一种快速简便的

方法
,

因此一直沿用至今
,

但是此种方法存

在明显的局限性 褐稻虱对不同抗性的植株

具有偏爱性 〔’, ‘ 〕 ,

个体群具有显著的聚

集性 〔‘
,

’
,

〕 。

因此用上述方法
,

当大量

一 龄褐稻虱若虫接人植株后
,

每株稻的期

望虫量的概率并非随机
,

就是说被测定的稻

株上受虫的机会并不相等
,

显然影响了观察

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

本文择用某些实验生

物学和种群生态学方法
,

一方面对若干粳稻

抗褐稻虱品种 系 抗性程度给予较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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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另一方面本文试验的各种参数
,

可在

这些抗性品种推广种植过程中
,

提供田间褐

稻虱种群数量变动的某些种群生态学模型

并为褐稻虱的预测预报及协调综合防治的各

项措施提供依据
。

谢辞 本试验及论文得到杜正文研究员

指导和帮助
,

谨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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