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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与玉米田棉铃虫(Helicoverpa
Htibner)种群动态特征的比较

armigera

苏战平“，翟保平’，张孝羲，，戴率善“
(1.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系，南京 210095,2.江苏省丰县植保站，丰县221700)

摘，,1998年在江苏丰县东统调查了棉田和玉米田中第三、四代棉铃虫的种群动态，用生命表方法比较了两种寄主田内

栩铃虫种群的发育遨率和存活卒。结果表明，栩铃虫卵峰期至4肠幼虫离峰期的历期在玉米田耍比棉田快4d,并以产卯

于玉米抽雄扬花期的发育最快。两类寄主田内平均存活率无显著差异，但产卵于玉米抽雄肠花期时，其卵至6岭幼虫的

存活率比产在其它阶段玉米上的存活率高。在江苏栩区目前的作物布局和挤作创度下，玉米田第三代栩铃虫是栩田第四

代栩铃虫的11要虫翻.

关.祠:棉铃虫1种群动态卜相田.玉米田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dynamics of Helicoverpa armigera

(Habner) in cotton and corn fields

SUZhan-Ping',ZHAIBao-Ping',ZHANGXiao-Xi',DAIShuai-Shane   Q. Dpa- t of Plant
Protection，Nanp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2. Fengxian Plant Protection Station, Fmgxian

221700,C'hi- )

Abstraet: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e 3rd and 4th generations of Helicoverpa armigera in both cotton

and corn fields were surveyed systematically at Fengxian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in 1998. And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rates were compared by means of life table method.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life

span from egg to the 4th instar of the 3rd generation was 4d shorter in corn fields than in cotton fields and

most rapidly development occurred when their eggs were laid during the male heading stage of corn, a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ir mean larvae survival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host plant

fields. But more larvae would survive when they were feeding on the male heading stage corn. So the pop

ulation of the 3rd generation in corn fields would be an important resource of the 4th generation in cotton

fields under the current cropping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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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铃虫是棉花的重要害虫.该虫食性复杂，可取食多种作物和野生植物。在江苏棉区棉花和玉米是三、

四代棉铃虫最重要的大田寄主.以丰县为例，从1994年到1998年三、四代期间两者的面积占棉铃虫寄主

总面积的70%以上。棉田和玉米田棉铃虫的危害特性和自然种群生命表已有很多报道〔1-61。马艳等[’]报道

了在大罩笼内相花、玉米、大豆3种作物间作和棉花、玉米两种作物间作条件下棉铃虫在不同作物上的产

卵选择性.柏立新等也报道，室内取食玉米(雄碑、抽轴)的个体发育速率要高于取食棉花的个体[[e]

    当前我国农村种植制度复杂，棉花生长期内多种生育期的玉米同时存在。棉铃虫种群在田间扩散转移

‘金项目:江苏省“九五”>f大攻关〔相铃虫控侧技术)资肋项目。

，现在河南省植物保护植物检疫站工作，通信地址:郑州市农业路27号，邮政编码 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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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与耕作制度和作物布局的关系尚未探明，这是我国棉铃虫预侧预报中对其大发生特别是突然暴发预

见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对棉田和玉米田的棉铃虫自然种群动态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为棉铃虫

侧报和防治提供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田块类型

    1998年在江苏丰县从二代卵至四代幼虫结束期间选取有若干块棉田和玉米田的两组田块，每组内各

田块之间的距离在loom以内，每块田面积大于2000.'且连片种植，棉田的种植密度约为3500̂ 4500株/

666. 7.z.玉米田约为4500- 5500株/666. 7.z,棉田正常施药治虫，玉米田于7月中旬施一次吠喃丹顺校

荆防治玉米嫉，其它情况如表1所示:
                                衰l 耳咬润查田块的‘本情况〔丰县1998)

                                          Table 1  Haclurround of the survey fields

. JAField 品种
Ere团

      点抽成移栽时间

Sowing or tranaplanting time

  1号棉田 徐州203                               6月上旬

Cotton field 1 Xuzhou203                            Early June

  1号玉米田 苏玉13                               6月中旬

Corn field 1   Suyu13                           In the middle of June

  2号招田 泪棉3号 6月上旬

Cotton field 2 Simian3                              Early June

  2号玉米田 艘单2号 不详，7/20-7/22抽雄扬花时恰沮三代卯离峰

Corn field 2   Yedan2  Unknown, but heading encountered with the egg peak of the third二nerabon
  3号玉米田 掖单2号 不详,7/21-7/23三代即高蜂时尚未抽雄

Corn field 3   Yedan2  Unknown, but heading happened after the egg peak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4号玉米田 掖单2号 不详,8/17̂-8/19四代即高峰时扬花期已过

Corn field 4   Yedan2  Unknown. hot heading happened before the egg peak of the forth generation
  5号玉米田 披单2号 不详,8/17-8/19四代卯离峰时扬花期已过

Corn field 5   Yedan2                           Same as corn field 4

调查代次

Generation

  二~四

2nd--4th

  二~四

2nd-4th

三
洞
三
浏
三
耐
四
4th
四
4th

12 调查方法

    从三代始见卵起进行系统调查，每确2-3d调查1次.每次每块田随机查5。株，记载观寮到的各种死

亡情况。

    棉株调查，卵期主要调查上部3台果枝和外围3个果节，卯孵化盛期以后则全株调查.在玉米上调查抽雄

扬花期及以前，进行全株检查，包括叶片正反面、茎杆、开花的雄箱和刚吐丝的雌称;雄祖干枯以后不再对其进行

检查，其它部位照常检查.统计各铃虫量占该次调查总虫量的比例，表示棉铃曳种群的发育进度。

1.3 组建生命表
    由于是从田间棉铃虫自然种群中作取祥调查，故使用Berryman A.A(1968)方法 即用自高龄曳态的

活虫和死虫总数向低龄虫态的泉加数来推算存活虫致，再根据表中的数据计算各阶段的死亡率、存活率等

生命表今效m 因幼虫进人V阶以后已有部分入土化蛹，使得5岭一场期的调查结果误差较大.因此，本试

脸发育进度的分析均以卵-IV的期为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棉田和玉米田三代相铃虫幼虫发育速度的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3块玉米田卵高峰至6岭高峰的平均历期为15. 0d,卵产于抽雄扬花期前的1,3号玉米

田卵高峰至TV龄高峰的历期为16. Od，比产于抽雄扬花期的2号玉米田的历期长3d(表2).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低龄期取食玉米花粉相对于取食其它部位更利于棉铃虫生长发育。而抽田卵高峰日至6

岭高峰日的历期为19d。玉米田棉铃虫的发育历期比棉田棉铃虫要短4d.可见，在农田生态系统中，玉米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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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相田与玉米田三代棉铃虫发育历期比较

              (江苏丰县 1998)

Table 2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 periods of

  Helicoverpa armigera (Habner) populations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corn and cotton

            fields (Fengxian 1998)

                                            卵 IV龄

                        IV龄高峰日 期距(d)

田块类型 卵峰日 The 4th instar Interval from
  Crop    Egg peak dace  larvae peak   egg peak to

                                  dare     the 4th instar

                                        larvae peak

1号玉米田

Corn field 1

2号玉米田

Corn field 2

3号玉米田

Corn field 3

    栩田

Cotton field

7月 24日 8月8日

7月 22日 8月 3日

7月 23日 8月 7日

7月 21日 8月 8日

棉铃虫种群的发育历期短于棉田种群发育历期。这

与马艳等的报道n1基本相似，也与柏立新等关于棉

铃虫对寄主植物适合性的报道一致[s7e

2.2 棉田和玉米田卵至VI龄幼虫存活率的比较

2. 2. 1 玉米田存活率 三代卵期时1号、3号玉米

田尚未抽雄.2号玉米田的抽雄扬花期恰好与三代卵

高峰期吻合，经系统调查得卵至6龄幼虫阶段的生

命表，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产卵于抽雄扬花期玉米田的棉铃虫

的存活率略高于产卵于抽堆扬花期以前的玉米田的

存活率，可见取食玉米营养器官影响棉铃虫的发育

速度.也影响存活率。害虫生长发育时间越长，其幼

年期暴礴于天敌的时间也就越长，也越易被天敌发

现.害虫生长速率下降会导致农田生态系统中天敌

作用的提高MI

2.2.2 栩田棉铃虫卵至VI龄幼虫存活率 三代期

间在两块常规防治棉田中进行系统调查，将结果整

理成生命表，见表4,

经F值检验，常规防治棉田中棉铃虫种群的存活率(见表4)与玉米田中的存活率(见表3)无显著差

                  衰3 玉米田三代招铃虫自然种解生命衰 (丰县 1998)

Table 3  Natural population life table讨Heliooverpa oradgers (ilhbner) in corn fields during

                          the t址川 ，配门tion (Fengxian,1998)

  发育阶段(r)

Development stage

1号田Corn field 1 2号田Corn field 2 3号田 Corn field 3

      卵 Egg

    1鹅 1st instar

    2肠 2nd instar

    3龄 3rd instar

    4的 4th instar

    5的 5th ins.,

    6的 6th instar

卵-6岭Egg-6th instar

144. 5

  79.0

  76.0

  70.0

  43.0

  14.0

  7.0

Sa(%)

  54. 67

  96. 20

  92. 11

  61.43

  32.56

  50.00

  73.84

  4.84

da19R
Sa(Yoo)

52. 17

92. 59

82.50

47. 88

  54.43

  51.16

Sx(% )

44. 74

96.08

  81.63

  67. 50

  29. 63

  50.00

114
51
49
40
27
co
4

16

肠

肛

36

21

仕
-414
216
200
165

392     5. 31 Ito     3.51

655
”
俐
270
290
训
18
1375.1,  x期开始时的存活虫数1, Survival individua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ag。二。d二二期间的死1=虫数d, Mortality

during the stage xt S, x期间结束时的存活率S, Survival rate at the end of stage x

3 玉米田和栩田兰、四代卯t的分布

    在三、四代期间分别系统调查若干块棉田和玉米田，统计落卵量，并根据1998年丰县两种作物田的面

积和栽培制度得出落卵量的分布情况(表5),

    从表5可以看出，在1998年丰县玉米田面积与棉田面积为4.2 e 1、两者之和占该地区棉铃虫寄主总

面积的72.68%的条件下，三代期间全县玉米田的总卵量与楠田总卵量的比例大致为1. 5-2. 5 卜而四

代的卵旦虽然在绝对数t上与丰县植保站的调查结果相差较大，但落卵量的比例趋势大致相同，玉米田和

棉田的比例接近。.17̂ 0.26: 1(依据丰县植保站的调查数据统计结果为。.14̂-0.22 0 1)这种比例上的

变化可能是由于棉铃虫对不同生育期寄主的产卵选择性的差异所致，

3.1 玉米田落卵里动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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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代期间系统调查结果表明，棉铃虫在抽雄扬花期后的3块玉米田卵高峰为8月17-19日，高峰卵量

为每50株平均22粒，平均累计卵量为每50株65粒(图1)0卵期长短情况基本相同。这是由于此时大部分

玉米已抽雄扬花完毕，生理状况相对比较一致，因而对棉铃虫的引诱作用已无大的差异

                              衰4 三代正常隋药管理栩田栩铃虫种群生命裹

              Table 4  Life table of Hehmrerpn armfgem (Hobner) in cotton fiel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rmal spray during the third generation (Fengrzisn.1998)

    发育阶段

Development stage

1号楠田Cotton field 1 2号棉田Canon field 2

1,         d.          S il         d,          S

儿

竹

朋

24

        卵Egg

      1龄 1st instar

    2岭 2nd instar

    3龄3rd instar

    4砖 4th instar

    5龄 5th instar

    6价 6th instar

卵--6的Egg-6th instar

459

189

119

  74

  37

  21

  14

270

  70

  45

  37

  16

    7

41. 18

62. 96

62.18

50.00

56. 76

66.67

691

395

224

152

  75

  47

  23

{:}
57.16

56. 71

67.86

49. 34

62.67

48. 94

445 3. 05 668 3. 33

，1，d，S，同表3‘，么，S. are as same as in table 3

        衰5 三、四代栩怜虫在玉未和栩花上的分布(1998丰县)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ffelicore rpff armigern叨少on core and cotton during

              1T谁苗川 and forth generations (Fengxian. 1998)

v IECrop
面积(104hmt)

      Area

  代次
Generation

  平均50株只计落
      卵t(较)

Average accu  mutative
total eggs/50 plants

每666. 70 联计落卵It

        (104粒)

  Average accumulative

total eggs/666. 7m'(104)

全县总}P1(10'较)

  Total eggs in
  价ngxian(109)

4111 itCotton 0.67

  1. 98--2. 55

11. 28̂ -14. 50

(1.91̂ -2.46)

黑

  283

1611

(273)

105. 6

2.80

(9. 3)

0.91. 1. 16

  0.59̂ -0.72

(0. 08--0.10)

  1. 98̂ -2. 55

11. 28-14. 50

(1. 91--2. 46)

  3. 99.4.88

  2.46-3.00

(0. 35̂ 0.43)

祛括号中的戮据为丰县植保站四代楠铃虫发生时在全县范圈内调查统计的结果The data in the brackets are statistic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Plant Protection station of Fengsiau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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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玉米田四代棉铃虫落卵动态(丰县 1998)

Fig 1  Dynamics of the 4th generation eggs of Helicon

erpa armigera (Hubner) in corn field

图 2

Fig.

曰p.

  棉田四代棉铃虫落卵动态(丰县,1998)

2  Dynamics of the 4th generation eggs of Heliaoo-

amigero (Hubner) in cotton field

3.2 棉田四代棉铃虫落卵量动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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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代期间系统调查的结果表明，两块棉田卵高峰期平均卵量及其平均累计卵量远远大于3块玉米田

内的落卵量，整个卵期也长于3块玉米田10d以上 另外，1号棉田在8月20-21日的第一个卵高峰后的8

月26̂ 27日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卵峰。3号棉田的落卵量在第一个卵蜂8月18-19日之后的8月25̂-26

日也有一个明显的卵峰(图2),第一峰和第二峰之间相隔7d左右。这里，两块棉田中第一个卵高峰可能主

耍是由玉米田三代棉铃虫造成的，第二个卵高峰则应是棉田三代棉铃虫种群造成的，因为据2. 1的结果可

推出玉米田棉铃虫整个世代的发育历期比棉田快7d左右，与这两个卵峰的时间间隔一致.

4 结论

    在江苏棉区目前的栽培制度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三代玉米田中棉铃虫种群的发育历期短于棉田中

种群的发育历期。四代棉铃虫发生时，玉米田三代棉铃虫将迁回棉田中并形成第一个卵高峰，而且是棉田

四代卵的主峰。之后棉日三代楠铃虫还会形成第二个卵高峰。两个卵峰之间的间隔可能会因年度间气候条

件不同有所差异，有待于进一步的室内实验并根据不同地点、年份的具体气候条件来分析、确定。

    由于种种原因，江苏棉区近几年来棉田面积逐渐黄缩，而玉米面积却保持了相对的趁定。据丰县植保

站统计.1994至1998年的该县棉田面积分别为1. 67,1. 67,0. 8,0. 8,0. 67万h.,，同期玉米田的面积为

3. 12,3.08,3.00,3.00,2.80万h.'。在这种情况下，玉米田三代棉铃虫的残虫2对棉田四代虫百的形响进

一步加大。在预侧四代卵时.玉米田中三代棉铃虫的发育进度和发生A应放在主要的位t.不能单纯依据

棉田中三代棉铃虫的发生情况。这可作为四代棉铃虫预报的依据。

    第三代玉米田和棉田残虫，的调查应掌握在四龄幼虫高峰期较为合适，而且玉米田比棉田早4d左

右，故如以棉田发育进度为准则早约一个龄期，即在相田3麟幼虫盛期时，普查玉米田的残虫$.

    在江苏相区第四代棉田棉铃虫的猖撅因素中，气候因索特别是三代蛹期阿，起关键作用[[,.I，这种关健

作用是对某一地区整个棉铃虫种群而言的，它控制的是总最。但在在预侧棉田棉铃虫的发生情况时，除考

虑气候因索外，还必须考虑在棉铃虫不同世代玉米与棉花间种群的扩散分流规律。也就是说，在利用气候

因子顶侧的同时，还必须考虑玉米田和棉田的面积比例和各自的种群密度，及对棉田的分流作用，才能比

较准确地作出棉田种群的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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