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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我国 >个地区 ;种生活史类型的烟蚜在烟草上的种群繁殖特征2并用 ABCDE00模型对种群存活特征和生殖

特征进行了分析F结果表明:!8G#HI#>):#"JI="KG#"KLM条件下2长春地区烟蚜的生殖前期和产仔高峰日分别为

大于等于 =N和第 ##N2而南京I湖南郴州和河南宜阳烟蚜的生殖前期和产仔高峰日分别为小于 =N和第 7NF烟蚜种群的

L"IO和 PQ 在同一地区不同体色之间以及不同地区同一体色之间均存在有差异显著性2平均寿命仅在不同地区的红色

烟蚜和褐色烟蚜中有显著性差异2在黄绿色之间差异均不显著F
关键词:烟蚜@烟草@内禀增长率@体色@ABCDE00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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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蚜是一种世界性害虫2是烟草I蔬菜I瓜类等经济作物上的主要害虫之一F该虫可传播 ##8种植物病

毒病2占整个蚜传植物病毒病的 <=1=KFBBBN等C#D报道2红色型烟蚜比绿色型烟蚜更耐高温F)42’B&)等C!D

的研究结果表明2红色型烟蚜比绿色型烟蚜有更高的生殖率F&424EC等C;D研究认为2在 8H和 #"H条件下2
不全周期的绿色胎生蚜比全周期的黄色蚜有较低的死亡率和较高的繁殖率2但若虫的发育速率基本相同F
杨 效 文 等C>F8D分 别 研 究 了 烟 蚜 在 白 菜 和 烟 草 以 及 在 ;"多 个 不 同 烟 草 品 种 上 的 种 群 繁 殖 增 长 的 情 况F

G04(E245C<FAD从 -!.{~mlP~vuol中分出 -!.{~pvuqnopol2将其作为独立的一个种2认为其营不全周期生活

史2主要取食烟草2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生殖隔离F烟蚜在我国的生活史比较复杂2自然条件下2在

北方6如辽宁I吉林I黑龙江等9营全周期生活史2在南方6如广东I福建等9营不全周期生活史2在中部6如河

南I江苏等9既有全周期又有不全周期生活史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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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研究我国不同地区烟蚜的繁殖情况将对烟蚜种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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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和防治都是十分必要的!

" 材料和方法

"#" 材料

供试烟草品种为$%&’!供试烟蚜均从采集地带回到南京农大后(在温度 )*+,-(光暗比 ,./0,12(相

对湿度 34516+,16条件下(在盆栽烟苗7&8,)片叶(每盆 ,株9上笼罩隔离饲养备用!其它详见表 ,!

表 " 本研究中的供试烟蚜样本

:;<=>" ?@ABCDA;EF=>ACDGHIJKLMNKOPQMDRCEBC<;SSC@TS=UV>V@TBW>ABUVX

编号

YZ[#

$\#

采集地点

%\]]Ẑ_‘\a

]\̂b]‘_c

采集日期

2b_Z\[

\̂]]Ẑ_‘\a

体色

%\]\d

生活史类型

/‘[Ẑ ĉ]Ze

纬度

/b_‘_fgZ

烟草品种

h\ib̂ \̂

jbd‘Z_c

$klm 江苏南京n ,’’ol1&l1& 褐p 混合周期q r)#1s$ $%&’

$klY 江苏南京 ,’’ol1&l1* 红t 混合周期 r)#1s$ $%&’

$klu 江苏南京 ,’’ol1&l1* 黄绿v 混合周期 r)#1s$ $%&’

%%lm 吉林长春w ,’’ol1&l1. 褐 全周期x .r#’s$ $%&’

%%lY 吉林长春 ,’’ol1&l1. 红 全周期 .r#’s$ $%&’

%%lu 吉林长春 ,’’ol1&l1. 黄绿 全周期 .r#’s$ $%&’

%ylY 湖南郴州z ,’’ol1*l,r 红 不全周期{| )*#&s$ }&1

uulY 河南宜阳~ ,’’ol1&l1, 红 混合周期 r.#*s$ $%&’

uulu 河南宜阳 ,’’ol1&l1, 黄绿 混合周期 r.#*s$ $%&’

n$ba!‘a"(k‘ba"ef(w%#ba"̂#fa(k‘]‘a(z%#Za"$#\f(%faba(~u‘cba"(%Zaba(pmd\&a(tYZg(vuZ]]\&‘e#l"dZZa(q

’a#\]\̂ĉ]‘̂bag(\d#\]\̂ĉ]‘̂(x%\]\̂ĉ]‘̂({|’a#\]\̂ĉ]‘̂

"#) 试验设计和观察

将上述各种蚜虫的无翅胎生雌蚜成虫 *8,1头分别接到已准备好的盆栽7每盆 ,株9的处于旺长期的

烟草上().#后去掉成蚜及多余的若蚜(每盆仅留 ,1头 ,龄若蚜(共 ’个处理(每个处理重复 r次!将上述

处 理 置 于 控 光 控 温 养 虫 箱 内(温 度 为 )*+,-(光 暗 比 为 ,./0,12(相 对 湿 度 为 516+,16(每 天 定 时 观

察(记录存活数(进入生殖期(每天同时记录产仔数并将所产若蚜去掉!

"#* 结果计算

有关种群参数按下列公式计算0

+,- ]a31(.(31-/0121(.-/01213(/0121(

01- 45(41(21- 6(45(7- 8+,

41为种群起始数量(45为 5时刻的存活数(6为 5时刻的产仔数(01为存活率(21为平均产雌率(7为周限

增长率!
差 异 显 著 性 用 Ycbal9‘a\_l}bid‘Z]l:Z]ê#l;f]_‘<]Z=7Y9}:=9检 验 和 5检 验 进 行7>’>o#1.(>’>

?ae_‘_f_Z?â#,’&’9(显著性水平取 @-1#1*!
用后验差检验对模型的拟合精度进行检验A’B(记 C),为观察数据的方差(C))为残差7模型值l观察值9的

方差(则后验差比值0

D- C)(C,
小误差频率0

E- EFGH7I9J HGK 1#o5.*C,L

H7I9为残差(H为残差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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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越 小 越 好"!值 越 小#表 明 $%
越大而 $&越小"$%大#表明观察数据方

差大#即离散程度大"$&小#表明残差方

差小#即离散程度小"!值小#表明尽管

观 察 数 据 很 离 散#但 模 型 所 得 计 算 值 与

实际观察值之差并不太离散"

’值越大越好"’值大#表明残差与

残 差 平 均 值 之 差 小 于 给 定 值 ()*+,-$%
的点较多"’.()/-#!0()1-#则模型拟

合精度高#模型可用"

2 结果分析

2)3 不同地区烟蚜的存活率

不同地区烟蚜的存活率见图 %41"
从图 %41可看出#各烟蚜种群的存

活率曲线基本均为5667689型"各种烟

蚜 中 寿 命 最 长 的 是 南 京 的 红 色 烟 蚜#而

寿 命 最 短 的 是 河 南 的 红 色 烟 蚜"用

:6;<=>>函数 ?@ABC6DEFG@AHIBJK来 拟

合种 群 的 存 活 率@表 &B#其 中 I为 位 置

参数#J为曲线形状参数"该函数的极值

点 为 ALMDCIF@JG%BHJK%HJ#该 极 值 点 即

为种群的理论死亡高峰日"
从 表 &可 看 出#各 种 群 的 形 状 参 数

J均大于 %#即属于存活曲线 1个基本类

型的9型"其中J值越大#存活率下降越

快#I值越大#死亡高峰日推 后"长 春 和

南 京 的 红 色 烟 蚜 的 I值 较 大#其 死 亡 高

峰日较晚"湖南郴州和河南宜阳的红色

烟蚜的 I值较小#其死亡高峰日较早"河

南 宜 阳 的 红 色 烟 蚜 的 J值 最 大#即 其 在

达到死亡高峰日后存活率下降最快"

2)2 不同地区烟蚜的生殖特征

不同地区烟蚜的生殖特征见图 ,4

*"
从 图 ,4*和 表 ,可 以 看 出N@%B南

京O湖南和河南的烟蚜#其生殖前期均小

于 +P#而吉林的烟蚜的生殖前期均为大

图 % 南京烟蚜在烟草上的存活率

Q;R)% SR6TUE6V;W;VU=X7;7YXUZ;EYW[Z6MEZ;PWXYL\M]̂;]R

图 & 长春烟蚜在烟草上的存活率

Q;R)& SR6TUE6V;W;VU=X7;7YXUZ;EYW[Z6MEZ;PWXYL_ZM]RVZ=]

图 1 河南和湖南烟蚜在烟草上的存活率

Q;R)1 SR6TUE6V;W;VU=X7;7YXUZ;E YW[Z6MEZ;P WXYL

‘6]M]M]P‘=]M]
于 或等于 +P"@&B南京O湖南和河南的烟蚜#其产仔高峰期日均

在第 /P#而吉林的烟蚜的产仔高峰日在第 %%P"@1B平均产仔数从高到低的顺序是吉林.南京.湖南.河

南"
用变形的 :6;<=>>函数 ?@ABCaF%G6DE@G@@AGA(BHIJBK来拟合烟蚜实际产仔数@bcdcB逐 日 累 计 值

@表 1O,B#其中 a为理论潜在的最大产仔数累计值#A为时间#A(为生殖前期#I为位置参数#J为曲线形状参

数"该函数的极值点为 ALMDCIF@JG%BHJK%HJeA(#该极值点即为种群的理论产仔高峰日#极值点的函数值 ?
@ABLMDCaJHI6DE@G@@ALMDG[(BH<BVB@@ALMDG[(BH<B@JG%B即为种群的理论最大产仔量"J值越大#产仔数下降

%,%%期 杨效文等N我国不同地区烟蚜种群生殖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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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南京烟蚜在烟草上的产仔数变化

"#$%! &’()$(*+,(-#.#-.(-/0#123.1’(),’#0.4356)78#7$

图 9 长春烟蚜在烟草上的产仔数变化

"#$%9 &’()$(*+,-#.#-.(-/0#123.1’(),’#0.435:’)7$-’/7

图 ; 河南和湖南烟蚜在烟草上的产仔数变化

"#$%; &’()$(*+,-#.#-.(-/0#123.1’(),’#0.435<(7)7)70</*

7)7

越快=>值越大=产仔高峰日越推后?
从 表 @可 看 出=南 京 的 黄 绿 色 烟 蚜 和

长 春 的 红 色 烟 蚜 的 理 论 潜 在 产 仔 量 最 大=
但 后 者 的 产 仔 高 峰 日 较 前 者 出 现 晚=且 在

达到产仔高峰后=其产仔量较前者下降快?
河 南 宜 阳 红 色 烟 蚜 的 理 论 潜 在 产 仔 量 最

小=且在达产仔高峰后产仔量下降最快?

A%B 我国不同地区烟蚜的内禀增长率

我 国 不 同 地 区 烟 蚜 在 C9DEFG光 照

E!’G相 对 湿 度 HIJDEIJ条 件 下=取 食 烟

草时的主要生命表参数见表 9?
从 表 9可 看 出=红 色 烟 蚜 中=KIGLMGN

和平均寿命在湖南郴州和河南宜阳的烟蚜

差 异 不 显 著=但 其 与 长 春 和 南 京 的 烟 蚜 在

平均寿命和 N上差异显著?LM 仅在湖南郴

州和南京的烟蚜之间差异显著?在黄绿色

烟 蚜 中=N和 平 均 寿 命 在 地 区 间 差 异 不 显

著=而 KI和 LM 在南京G长春和宜阳的烟蚜

之间差异显著?在褐色烟蚜中=平均寿命G

NGKI和 LM 在长春和南京的烟蚜之间差异

均显著?
在 同 一 地 区 的 烟 蚜 中=N在 长 春 的 烟

蚜 中 差 异 不 显 著=而 在 河 南 宜 阳 和 南 京 烟

蚜的体色之间差异显著?南京地区的烟蚜=

LM 在红 色 和 褐 色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但 与 黄

绿色差异显著?长春地区的烟蚜=LM 在褐色

和黄绿色之间差异显著?河南宜阳的烟蚜

KI在体色之间差异不显著=而 LM 之间差异

显著?

B 讨论

B%O PQ)-R5)7SEITEEUG&)R)0)SECU研 究 认

为=在 欧 洲G美 洲G东 南 亚 和 日 本 等 地 的 烟

蚜中=红 色 型 烟 蚜 全 为 染 色 体 VE与 V@的

易位个体=而绿色型中既有易位个体=也有

正常个体?这种核型变化在不同的生活史

中 的 遗 传 情 况=以 及 是 否 涉 及 到 对 温 湿 度

的不同要求尚不清楚?
B%A PQ)-R5)7S;TWU从 XYZ[\]̂L\_‘â中分出 XYZ[\b_‘cdabâ=将其作为独立的一个种=认为其营不全周期

生活史=主要取食烟草=且二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生殖隔离?自然条件下=烟蚜在我国北方肯定进行有性

生殖=同时=本试验结果表明=有性生殖的烟蚜其生殖前期和产仔高峰日与无性繁殖和兼性繁殖的烟蚜明

显不同?这说明 XYZ[\]̂L\_‘â不仅在形态和酶方面有变异=而且在生物学特性上也有变异?这就需要对

其分类地位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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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烟蚜种群存活率 "#$%&’’模型参数

()%’#! (*#+),)-#.#,/01"#$%&’’-02#’34567#8+4945:;6<610,.*#+0+&’).$0=/&,>$>)’,).#01?@ABCDEFCGHIE1,0-

2$11#,#=.,#J$0=/01K*$=)

编号 LMNOPQO R S TU TV
模型的检验

W

XMYZNQ[\M]̂_‘‘aQbM‘

c7cdef4g69fehiOjklmnop
南京q褐4Prqs6 otOoujv vOouiw ooOvv oiOut iOoltw o
南京q红4PrqL6 omOmlwo tOkwji ovOii ovOtk iOoojk o
南京q黄绿4Prqx6 omOiviw tOvjlt otOvv ooOwo iOovwt o
长春q褐4yyqs6 ovOlmiw vOkijl otOjk otOvj iOoioj o
长春q红4yyqL6 omOjimu tOuiom ovOjk ovOvv iOojlw o
长春q黄绿4yyqx6 ooOmlmm tOjimt wOjk wOmw iOouwm o
郴州q红4yzqL6 ooOiiuk vOltjk wOvi wOwm iOoluw o
宜阳q红4xxqL6 ooOtiui lOtoul oiOvv oiOmo iOookk o
宜阳q黄绿4xxqx6 ooOwijv tOmwml wOjk wOuk iOtvoj o

TU 实 际 死 亡 高 峰 日{X|MQ̂YM[}Mbb~ZMQNa~!]a_aaQ[Z~‘]Z"{TV 理 论 死 亡 高 峰 日{X|MMYZ]a~ZMbb~ZMQNa~!]a_a

aQ[Z~‘]Z"#
表 $ 烟蚜实际产仔数逐日累计值 "#$%&’’模型参数

()%’#$ (*#+),)-#.#,/01"#$%&’’-02#’34567%&’9#8+494.9.(:%6<6)10,.*#<&-&’).$>#1#<&=2$.*01?@ABC

DEFCGHIE1,0-2$11#,#=.,#J$0=/01K*$=)

编号 LMNOPQO + R S
模型的检验

W

XMYZNQ[\M]̂_‘‘aQbM‘

c7cdef4g69fehiOjklmnop
南京q褐4Prqs6 uOmimi mOtoij tOotoi iOiulj o

南京q红4PrqL6 otOtikm jOmljt oOjvmm iOovvv o

南京q黄绿4Prqx6 owOlimi mOkitm oOvkkl iOovll o

长春q褐4yyqs6 olOttmk mOlkij oOwjwl iOoitv o

长春q红4yyqL6 owOiuwl kOiukl oOkuok iOoilm o

长春q黄绿4yyqx6 ovOmmmm mOkwjj oOwiok iOiwit o

郴州q红4yzqL6 oiOktkm vOjjjm tOtkll iOotmk o

宜阳q红4xxqL6 wOjlov lOolkl oOkutm iOiuio o

宜阳q黄绿4xxqx6 kOtuji lOluwt tOouiv iOommv o

表 , 烟蚜种群有关生殖参数

()%’#, -0-#+),)-#.#,/01?@ABCDEFCGHIE+0+&’).$0=/,#’).#2.0,#+,02&<.$0=

编号 LMNOPQ
平均生殖前期

.M~/0[M[M0[Qb_1Z]Q/0M[]Qb
VU VT 2U 2T

南京q褐4Prqs6 jOv w wOum oOliii oOlmjw

南京q红4PrqL6 jOi w wOjk oOkvvv oOlvtt

南京q黄绿4Prqx6 jOi w uOtv tOwiii tOlwwm

长春q褐4yyqs6 kOv oo oiOut tOtvvv tOtiul

长春q红4yyqL6 kOv oo ooOlj tOjiii tOommw

长春q黄绿4yyqx6 kOi oo oiOwt tOiiii oOwlvo

郴州q红4yzqL6 jOv w uOul tOmiii tOklmu

宜阳q红4xxqL6 jOk w uOjo tOtvvv oOujoo

宜阳q黄绿4xxqx6 jOk w wOvw oOmiii oOlkkt

3VU 实际产仔高峰日 X|MQ̂YM[}Mbb~ZMQNa~!]a_a[M0[Qb_1Z]Q/{VT 理论产仔高峰日 X|MMYZ]a~ZMbb~ZMQNa~!]q
a_a[M0[Qb_1Z]Q/{2U 平均每头每天实际最大产仔量 X|MaM~/Q̂YM[}Mb/_a M̂[̂ "0M[~0|]bM~1|b~"{2T 平均每头

每天理论最大产仔量 X|MaM~/MYZ]a~ZMb/_a M̂[0M[~0|]b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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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体色烟蚜取食烟草时的主要生命表参数比较

"#$%&! ’()*#+#,-(.(/%-/&0,#$%&*#+#)&,&+1#)(.2,3&4(%(+/(+)1(/56789:;<9=>?;/+()@-//&+&.,+&2-(.1(/’3-.#
编号

ABCDEFD
GHIJKLMNO PIJKLMNO QRIJKLMNO S

平均寿命ITO
UBVWXYCBZ[VW

南京\褐IE]\̂O _D‘aaaKbDcdecf cHDHdc‘KHDge_ch HDcibiKHDH‘bah cjDbH‘a c‘DaaKbDH_h
南京\红IE]\AO cbDbHHHKcDaccdh cbDaHgHKHDggcbV HDbHaaKHDHd‘‘h cDbbd‘ bHDgeKaDeiV
南京\黄绿IE]\kO c_DiggeKeDHecbV ccD‘adiKHD_bibV HDbdeaKHDbeHV cDb__d ciDgeKaDbcV
长春\褐Ill\̂O caD_HHHKaDeagah ccDa_cgKHDeHeeV HDbaHgKHDHHeiV cDbdi‘ ceDgeKbDdbV
长春\红Ill\AO c_D_eHHKcD‘‘i‘V caDd_‘eKcDedbcV HDbcddKHDHHdbh cDbaie ciDaaKaDbcV
长春\黄绿Ill\kO cbDaHHHKaDa_H_h cbDH‘__KHDddciV HDbH_aKHDHgHbh cDbd‘a cdDgeKcDdaV
郴州\红Ilm\AO cHDeHHHKcDegibhf iDe‘‘KcDbadih HDb‘bHKHDH‘‘aV cDbea_ cbDgeKbDH_h
宜阳\红Ikk\AO eDHaaaKcDegcef _DiegaKHDgHaHh HDbceaKHDHbgah cDbcdi ccDgeKHDd_h
宜阳\黄绿Ikk\kO eDeHHHKcDcdaaf ccDHH‘aKHDici‘V HDc_ddKHDHd‘dh cDbHa_ cdDgeK‘Dc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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