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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组建了美洲斑潜蝇自然种群生命表3在此基础上应用排除控制指数分析方法3分析了寄生性天敌对美洲斑潜蝇自

然种群的控制作用B结果表明3美洲斑潜蝇在秋季花前期菜豆上种群趋势指数为 72#$9寄生性天敌的寄生是影响美洲斑

潜蝇自然种群数量增长的重要因子9若排除寄生性天敌的作用3其种群密度将增长为原来的 !28>#倍B
关键词<美洲斑潜蝇9生命表9寄生性天敌9种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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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斑潜蝇5q&(&t;!,rxr{&*ry<1lg=4l8>;已在世界上 8"多个国家和地区严重为害蔬菜和花卉3造成

了极大的损失B国外研究表明3导致美洲斑潜蝇种群暴发成灾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使用农药3大量杀伤天

敌3破坏了害虫与天敌间的平衡结构3而保护和利用天敌是控制此虫的有效途径之一I$A:JB目前3美洲斑潜

蝇已在我国许多地区蔓延成灾3使蔬菜生产遭受严重损失3对实施K菜蓝子工程L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I8A#JB
为了寻求控制美洲斑潜蝇为害的有效措施3达到持续控制美洲斑潜蝇的目的3正确评价美洲斑潜蝇天敌对

其控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B
本文应用以作用因子组配的生命表方法和排除控制指数分析方法对美洲斑潜蝇寄生性天敌的控制作

用进行了分析和评价B

M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广东省高明市明城镇美洲斑潜蝇综合防治示范区内进行3供试的菜豆田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B

M2M 取样调查方法

根据美洲斑潜蝇在植株分布规律3每次随机调查 $"株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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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株从心叶往下以可见幼虫为害的叶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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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样叶"再依次往下选取另 #片样叶"共计 $%叶"分装于塑料袋中"回室内逐叶检查记录每片叶上各龄

活幼虫个体数量和出叶虫道数"统计死幼虫并作上标记"#&’(后检查统计死虫中寄生蜂的数量"同时补上

从蛹中羽化出的寄生蜂数量)取样调查每两天进行 !次)

*+, 生命表参数的获取

*+,+* 田间卵存活率试验 将无虫的菜豆幼苗"置于饲养的美洲斑潜蝇试验种群中供产卵"-.后"将带卵

的 小苗设点放置到田间试验区"#(后回收检查卵的存活数量)试验重复 #次"每次以/五点0方式布 !%个

点)

*+,+, 田间蛹存活率试验 用 !%%目的尼龙纱网袋1长2宽为 %3#42%3#45装上疏松的土"接上 #%头刚

出叶的老熟幼虫"用绳封扎口"布点埋在田间表土层下"待蛹羽化的前一天回收到室内观察统计羽化率"以

测试排除天敌条件下蛹的存活率)按上述方法"但所用的尼龙纱网不封口"以测试天敌作用下蛹的存活率)
每次处理设 ’个重复)

表 * 美 洲 斑 潜 蝇 自 然 种 群 数 量 及 寄 生 蜂 数 量 动 态 数 据 表

1!667年 !!月"高明"广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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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T]̂

!_-龄 !‘]&-W( VW‘]Ta #龄 #a( VW‘]Ta

幼虫

b̂‘]

寄生蜂

bTaT‘V]̂‘

幼虫

b̂‘]

寄生蜂

bTaT‘V]̂‘

- !6! !!% !’$ 7’
$ !77 c# !-7 6#
7 ’6 -c !-’ 7!
d -$% ’6 -%7 d6
!% !7$ #7 !77 ’’
!- $#- !#! #!% !#!
!$ 76! !!7 --c !-!
!7 #d- 77 !’7 7#
!d $6% cd !!7 c%
-% #dd !%d -$- !!-
-- #$c $6 #%$ !-7
-$ $#d 77 -$- !!%
-7 $!% dc -’- !!’
-d #!$ d! #-$ !d#

累积值e $c!- !%dc -6’% !#6$

历期f -3’ -3’

期中值g #c7637 -#7%

起始虫数h $$c$3$ #%7$3d1!7’’3-5

各期存活率i %37d’ %3’$%

j括号内的数据为 #龄幼虫末期的虫数)

ekllY4YmT]V[̂ WY4n̂aof\YaT]VUW1(Tp5Uq‘p‘]̂4T]VlVW[̂‘r

]VXT]VUWogZY4n̂aUqVr].‘]TX̂ VW].̂ 4V((m̂ ŝaVU(ohtWV]VTm

WY4n̂aUqVW‘̂l]oiuYa[V[TmUqVr].VW‘̂l]‘]TX̂3\T]TVWsTâ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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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水 浸0对 蛹 存 活 率 影 响 试 验 水 浸 对

美洲斑潜蝇存活率的影响大小是借以下方法获

取w用塑料薄膜覆盖在植株四周表土上"设点统

计一定时间段内落入水沟中的幼虫占总出叶落

土化蛹幼虫的比例)

*+,+x 成 虫 产 卵 力 的 测 试 取 无 虫 的 豇 豆 苗

1!&-片真叶期5除 去 真 叶"洗 净 根 部 后 放 入 带

水的指形管中"用棉花塞管口制成测试苗)上述

测 试 苗 用 直 径 为 !-l4"高 为 $%l4的 养 虫 筒 罩

住"筒的上端用高密度的纱网封口并放沾有 ’y

&!%y蜂蜜的棉花团"以供成虫取食)每筒接入

刚羽化的成虫 ’对)设置 ’个重复)每两天更换

一 次 测 试 苗 及 稀 释 的 蜂 蜜 团o将 每 次 死 亡 的 成

虫 取 出 区 分 雌 雄"计 算 更 换 下 的 测 试 苗 上 的 卵

粒 数)直至成虫全部死亡)统计平均每雌产卵

量)

, 结果与分析

,+* 自然种群生命表的组建

,+*+* 幼 虫 期 存 活 率 的 计 算 选 取 -d(系 统

调查数据进行累积"得到 !_-龄幼虫期及 #龄

幼虫期累 积 数 量 及 相 应 的 寄 生 蜂 累 积 数 量1见

表 !5)由累积数量结合各自的发育历期"计算相

应的期中值"然后再利用平均龄期法进行计算)
计 算 结 果 表 明"!_-龄 幼 虫 期 的 起 始 虫 数 为

$$c$3$头"#龄 幼 虫 期 的 起 始 虫 数 为 #%7$3d
头"结束时的虫数为 !7’’3-头)据此可算出 !_

-龄 幼 虫 期 及 #龄 幼 虫 期 的 存 活 率 分 别 为

%+7d’及 %+’$%)

,+*+, 寄 生 蜂 寄 生 作 用 的 计 算 美 洲 斑 潜 蝇

寄 生 性 天 敌 以 寄 生 蜂 为 主"且 目 前 所 发 现 寄 生

蜂均属单员寄生种类zc{)因而 !_-龄幼虫期及 #龄幼虫期的寄生率由调查期间累积寄生蜂数量与相应的

斑潜蝇活幼虫累积数量1见表 !5比值而获取)

#d67期 曾 玲等w寄生性天敌对美洲斑潜蝇种群控制作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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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斑潜蝇寄生蜂的寄生作用除了寄生蜂产卵寄生外!另一方面是"刺食#寄主而导致寄主死亡!前者

通过检查死亡幼虫体内或其蛀食道周围的寄生蜂个体数及蛹期出蜂数而获取$后者是通过测定寄生蜂"产

卵寄生#作用与"刺食#作用的比例而得到%经试验表明!寄生蜂产卵寄生作用和"刺食#作用!在美洲斑潜蝇

&’(龄幼虫分别为 )&*和 +,*!在 +龄幼虫则为 --*和 (+*%借此可算出寄生作用下美洲斑潜蝇各龄期

存活率分别为 ./),-(及 ./01+.%其具体算法如下2

&’(龄寄生作用下的存活率3&45&.1-60-,,6./)&7

+龄寄生作用下的存活率3&45&+,068+806./--7

9:;:< 卵期作用因子及其作用大小 由于美洲斑潜蝇产卵在作物叶片组织内!目前尚未报道被捕食或被

寄生!因此!捕食和寄生作用导致的存活率均视为 &/...%经试验测得卵的孵化率为 ./,-+%

9:;:= 蛹期作用因子及其作用大小 蛹期作用因子包括捕食>水浸及其它%其中!其它是指对蛹存活造成

影响的农事操 作>土 壤 含 水 量 等 因 子!它 的 大 小 是 借 试 验 测 得 蛹 期 存 活 率 排 除 捕 食 作 用 导 致 存 活 率 而 获

得%其各因子作用下存活率见表 (%
表 9 美洲斑潜蝇蛹期各作用因子作用下蛹的存活率

?@ABC9 DEF@BGEHIJI@BKLM/NOPQROS@LTCHTUCHKBCKLCLLCVTJWXL@VTKH

作用因子

YZZ[\]̂_‘abcd̂def

水浸

gcê_a

捕食’其它

hc[ie]̂j_k[fa[

捕食

hc[ie]̂j_

其它

l]m[ca

存活率 nbcd̂def ./-1. ./))- ./,(0 ./-(.

表 < 美洲斑潜蝇自然种群生命表

?@ABC< o@TEH@BFKFEB@TJKWBJLCT@ABCKLM/NOPQROS

虫期

g[d[fjpq[_]efa]e‘[

各期存活率

nbcd̂def

作用因子

re\]jc

各作用因子作用下的存活率

nbcd̂defeZ][c[ZZ[\]jZZe\]jc

各作用因子排除控制指数

Ys\fbâd[̂_i[spjpbfe]̂j_

\j_]cjf5Ythu7jZZe\]jc
卵 ./,-+ 捕食 hc[ie]̂j_ &/... &/...
Y‘‘ 寄生 heceâ]̂ve]̂j_ &/... &/...

不孵 w_me]\m ./,-+ &/.(1
&’(龄幼虫 ./)10 捕食 hc[ie]̂j_ &/... &/...

xecdejZ&a]y(_i_̂a]ec 寄生 heceâ]̂ve]̂j_ ./),(- &/888
其它 l]m[ca ./,11, &/.&&

+龄幼虫 ./08. 捕食 hc[ie]̂j_ &/... &/...
xecdejZ+ci_̂a]ec 寄生 heceâ]̂ve]̂j_ ./01+. &/-&0

其它 l]m[ca ./,()( &/.1.
蛹 ./0(. 捕食 hc[ie]̂j_ ./,(0. &/.1&
hbpe 水浸 gcê_a ./-1.. &/(1(

其它 l]m[ca ./-(.. &/+1,
成虫

zibf]

标准卵量

n]e_ieciZ[\b_î]{5nr7

8..

达标准卵量的概率

|e][jZZ[qef[}̂]mnr

./&0+

雌性概率 r[qef[ce][ ./8,.
种群趋势指数

t_i[sjZpjpbfe]̂j_]c[_i5t7

0/)&

9/;/~ 成虫期的参数 经对 &&..头个体进行调查!得出雌性概率为 ./8,.%试验期间!美洲斑潜蝇平均

产卵量为 )&/(粒6雌!假设标准卵量为 8..!则可得出达标准卵量的概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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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种群生命表 综上所述%得出美洲斑潜蝇自然种群生命表&见表 ’()

!"! 寄生性天敌对自然种群控制作用评价

庞雄飞*+,在以作用因子组配的生命表组建的种群趋势指数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种群数量控制指数&-./

012345356789:3.;3.9<37%-=>(的概念)由排除作用控制指数的定义*?,表明@A-=>的最小值为 BCA-=>值越

大%反映该因子的作用愈强)因此可以依据排除作用控制指数的大小%比较各个或多个因子作用的大小)
各作用因子的A-=>值列于表 ’)表 ’表明%从单个因子来看寄生性天敌寄生 ’龄幼虫对美洲斑潜蝇种

群数量发展作用最大%其次是寄生 BDE龄幼虫以及蛹期的其它和水浸因子的作用)
排除控制指数是重要因子分析的基础*?,)为了比较各类作用因子作用大小%将同类因子的作用合并%

结果见表 F)从表 F可以看出%G寄生H在各类因子中的作用最大%由此可见%美洲斑潜蝇寄生性天敌寄生是

影响美洲斑潜蝇种群数量发展的重要因子%其对美洲斑潜蝇种群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当明显%若没有寄生性

天敌的自然控制%美洲斑潜蝇种群密度将增长为原来的 E"FIJ倍)
表 K 美洲斑潜蝇各类因子排除控制指数&A-=>(值

LMNOPK QRSTUVPVVPWXYZ[VMWXU\UV]" _̂‘ab_c

作用因子

A441;9:.d48;93<

寄生

=8<8e:9:f89:3.

捕食

=<1089:3.

水浸

g<8:.e

不孵

h.i89;i

其它

j9i1<e

A-=>值 A-=>/k8761 E"FIJ B"l+B B"E+E B"lE+ B"mBJ

n 小结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寄生性天敌对美洲斑潜蝇种群的控制效果十分明显)有 Fl种寄生性天敌可寄生

于美洲斑潜蝇%在不施杀虫剂或偶尔施用杀虫剂的生境下%美洲斑潜蝇具有高的寄生率%其种群常受天敌

的自然调节*Bl%BB,)经调查%在广东菜区已收集并鉴定了 m种寄生于美洲斑潜蝇的寄生蜂%它们对美洲斑潜

蝇种群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本文应用生命表方法量化地评价了美洲斑潜蝇寄生性天敌对其种群控制作

用%结果表明%寄生性天敌是影响其自然种群数量动态的重要因子%尤其是对美洲斑潜蝇三龄幼虫的寄生

控制作用最大%因而在防治实践过程中要注重保护寄生性天敌%在三龄幼虫尽量避免施用农药%以充分发

挥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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