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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背飞虱 塔口 办 是

我国水稻上的重要害虫之一
。

尽管化学农药在对

白背飞虱的防治 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

但由于施

药增加了生产成本
,

并且长期使用造成了白背飞

虱的抗药性
、

杀伤天敌
、

诱导害虫再度猖撅 以

及引起环境污染
。

因而近年来抗白背飞虱品种的

培育逐渐提到 日程上来
。

为了筛选抗白背飞虱的

抗源
。

我们就初筛和复筛后得到的 个对白背

飞虱表现出较好抗性的江西地方稻种进一步做了

对白背飞虱抗生性测定
,

并应用主分量分析进行

了抗生性的评价
,

以便更加准确地了解这些品种

对白背飞虱的抗性
。

接虫后
,

取出成虫
,

观察各苗土孵出若虫

数
,

逐 日进行 待卵全部孵化后
,

将稻株齐泥割

下
,

剥查未孵卵粒数
。

统计产卵量及卵孵化率
。

成虫蜜露排泄量侧定
。

采用 等

年
,

未发表 的苟三酮处理滤纸法
。

重复

次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试虫源采 自浙江富阳皇天贩田间
,

以感虫

对照
,

一 苗龄的秧苗为饲料在网室

内饲养
。

供试水稻品种 个 表
,

其中江西

地方水稻品种 个 其它地方品种 个

和 分别作为感虫和抗虫对照
。

若虫生存率测定
。

采用 等方法 即
。

重复 次
,

待接人 龄若虫后 巧
,

统计虫数

并换算成生存率
。

成虫产卵量及卵孵率测定
。

将各供试品种

苗龄的秧苗单株移入直径 巧 的 盆钵

内
,

罩以直径
,

高 的透明聚乙烯

罩 接入已羽化 的雌成虫 头
,

重复 次
。

结 果

由表 可见
,

白背飞虱的生存率
、

蜜露排

泄量
、

产卵量和卵孵化率
,

在不同的供试品种

之 间均有一定差异
。

从 多项抗生性指标来看
,

某一项指标只能单方面地反映儡种在该指标上

的抗感程度
,

而且各指标上反映的结果并非完

全一致
。

如香粘
,

其蜜露排泄量
、

生存率
、

卵

孵化率
、

产卵量 个指标依次为 住 和

相 近
、

和 相 近
、

较 高
、

和 相近
,

其抗

感程度难以确定
。

类似的品种还有乌壳红
、

千

下锤等
。

为 了解决上述问题
,

我们进行了主分量分

析
,

得到 了不同品种抗生性测定的 二维排序图

图
。

从图上可见这些供试品种依斜率 的

直线大致可分为 类
,

清楚地反映 了不同品种对

白背飞虱的抗性 品种依抗感顺序排列如 下
,

工

年 月 日收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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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品种的抗生性测定值及多重比较

肠 蛇 一 因 山 扮
‘

品 种 蜜露排泄量 生存率 产卵量 粒 卵孵化率

,

垫手红

山昆 山湖南早

台中本地 号

安远早

云南粘

早迟麻粘 刀

乌壳红 万

麦里粘

千下锤

须子谷 ‘

掺子红

须早 名

白米谷

白米铅山早 石

香粘

崇安乐
‘

白米极禾
,

百 日早

,

,

一

一

,

一

一

加

类
,

类
、

白 米娅

禾
、

百 日早
、

崇安乐 类 掺子红
、

须子谷
、

白米铅山早
、

香粘
、

白米谷
、

麦里粘
、

须早

类 早迟麻粘
、

云南粘
、

乌壳红
、

安远早

类 垫手红
、 。

工
、

类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性较好
,

抗生

性测定的 个指标值都较低
。

皿
、

类品种是介

于抗感之间
。

多属于 中感或 中抗范畴之内的品

种
。

抗生性的 个指标中
,

仅 项或 项表现为

抗
,

其余指标为感
。

类的 和垫手红应属

于感虫品种
,

白背飞虱在这类品种上表现为生存

率高
、

蜜露排泄量大
,

产卵量及卵孵化率都很

局
。

总之
,

在供试的江西地方品种属 类的百日

早
、

崇安乐和白米娅禾比其余的一些地方品种抗

性要好
,

可以作为抗源在育种上加以利用
。

此外
,

表 列出了 个抗生性指标前 个主

分量和负荷量
。

前 个主分量反映 了总信息的
,

前 个 主 分 量 反 映 了 总 信 息 的

。

在第一主分量里影响最大的是若虫生

存率
,

其次是蜜露排泄量
,

再次是卵孵化率 在

第二主分量中影响最大的是蜜露排泄量
,

其次是

若虫生存率
,

再次是产卵量
。

由此看来
,

若虫生

存率和蜜露排泄量是衡量品种对白背飞虱抗生性

最主 要 的两 个指标 其 值 分 别为 和
,

而产卵量和卵孵化率的 值则为 和

二者相差 一 倍
。

也就是说
,

在不同的

品种上
,

白背飞虱产卵量和卵孵化率尽管表现有

一定差异
,

但是不能作为衡量品种抗性的主要指

标
,

而是相对次要的指标
。

讨 论

白背飞虱在不同品种上的产卵效应是值得讨

论的问题
。

认为白背飞虱的产卵选

择 性 在 品 种 间 无 明 显 差异
、

和 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

点
,

但同时又认为抗虫品种上的卵孵化率明显降

低 而 和 却认为白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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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个抗生性指标对前三个主分 的负荷表

一

抗生性指标

一

蜜露排泄量

若虫生存率

产卵量

卵孵化率

第一主分量

石

第二主分量

一
一

之

第三主分量

一 乃

一

特征根扭

信息 百分 比

名

石 刀

︺山。。︶︺。的山二一

呵奈州门城

第一主分量 一 。一刀 。川 ,

图 水稻 品种 对 白 背 飞 虱抗生 性 的二 维排序 图

一 一

品 种 卜垫 手红 一山昆 山湖 南早 一台 中本地

号 一安远早 一旱迟麻粘 一乌壳红 一千下锤 一

须子谷 一掺子红 一须早 卜白米谷 一白米铅山

早 一香粘 一崇安 乐 一白米娅 禾 一百 日早

一麦 里 粘 一 一 一 一云

南粘

虱卵的孵化率与品种无关 胡国文等 山 则

认为白背飞虱的产卵量和卵孵化率随着品种抗性

的增加有降低的趋势
。

这次实验
,

支持了这一观

点
,

并同时认为白背飞虱的产卵量和卵孵化率作

为一个衡量 品种抗感的指标来说
,

和其它的抗生

性指标相比较
,

就显得比较次要
。

水稻品种对 白背飞虱抗性的客观评价问题
,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

过去的工作
,

只是单

独针对某项指标来看待不同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

的抗性 帕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只能说水稻品

种在某一方面对白背飞虱有抗性
。

而水稻的抗性

本身是通过物理
、

生化等几方面因素作用的综合

反应 因此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性评价
,

应

该是综合的
。

本文应用主分量分析寻找综合指标

以评价水稻品种对白背飞虱的抗性
,

初步确定了

各项抗生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

至于水稻品种的

综合评价问题
,

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如抗

白背飞虱品种的分类
、

判别都有待于研究
。

进一

步还要进行拒异性和耐虫性方面的工作以建立更

加完善的综合评判指标
。

抗性对照品种 是一个习惯性使用的品

种
,

近年来的试验表明
,

该品种无论是在苗期鉴

定还是在成株期鉴定 中
,

表现并不理想
,

从本试

验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

因此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

考虑选用新的抗虫对照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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