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生 态 学 报

$%&$’%()(*+%$,+-+%$
./01!!2-/1"
$3412!##!

不同菜豆品种5系6对美洲斑潜蝇种群参数的影响

李绍勤2邓望喜2谢宪高
5华中农业大学植保系2武汉 78##9#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8;99#7;<6
收稿日期:!###=#"=!8>修订日期:!##?=#"=?#
作者简介:李绍勤5?;9?@62女2湖北武汉人2硕士2讲师A主要从事农业B城市昆虫学研究A

摘 要:在温度5!9C?6DB湿度为 9#EC<E的实验室条件下2测定了菜豆属矮生菜豆5无架6B西宁豆B"8=F架豆B白花架

豆B新春架豆等 <个菜豆品种5系6对美洲斑潜蝇种群参数的影响A结果表明2美洲斑潜蝇的各虫态发育历期2成虫寿命2
卵B幼虫和蛹的存活率2蛹重2成虫产卵量和持续产卵期在 <个品种5系6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5GH#I#<6A其中美洲斑潜

蝇在选择性弱的品种 "8=F架豆上表现为幼虫B蛹的历期最长2蛹的存活率最低>在选择性强的白花架豆上则表现为卵=蛹

的历期最短2幼虫存活率最高2蛹重最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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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斑潜蝇5H%z%~|/(y.y{%-ywF0orPnoEK6是一种危险性检疫害虫2自 ?;;7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首次发

现后已遍及全国许多地区2对蔬菜B花卉等造成巨大的损失2严重威胁着V菜篮子W工程的实施X?YA美洲斑潜

蝇为多食性潜蝇2其寄主植物涉及 !7科 ?!#多种X!YA但是在科B属及属内品种5系6间2美洲斑潜蝇均表现出

选择性差异X8@<YAZoE[For等研究表明2在蓖麻和芹菜之间2美洲斑潜蝇更喜欢在蓖麻上产卵X\YA在美国德

克萨斯州曾发 现 <个 品 种 的 番 茄 遭 受 美 洲 斑 潜 蝇 为 害 的 程 度 有 差 异X9YA]orro在 试 验 中 也 发 现 菜 豆

V’o40AW品种明显比V-AFoDroBW品种感虫少X"YA李绍勤等报道2在黄瓜品种中2美洲斑潜蝇嗜好在津春 7号

上取食和产卵2对津杂 7号则表现出非嗜好性2在苦瓜的一些品种上虽能产卵2但幼虫的生长发育均受到

抑制X;YA上述报道一般采用成虫产卵痕B取食痕数量B株叶被害率及虫口密度等去进行测定2而应用害虫种

群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发育B存活及繁殖等有关参数则更能确切反映对寄主选择的生态关系A何金英等B
余道坚等研究了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美洲斑潜蝇在菜豆上的有关种群参数X?2?#YA本文是在同一温湿度条件

下2测定了美洲斑潜蝇在菜豆属5")y.w~#’.6<个品种5系6的种群参数2以阐明品种间的抗生性关系2这在菜

豆的抗虫品种选育和选用上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2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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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供试虫源 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打靶堤蔬菜基地菜豆上采集的美洲斑潜蝇幼虫#在养虫室 $%&’()

*+,-./%(01)21的条件下用西宁豆苗饲养-繁殖的后代3

!"4 供试品种&系+ 根据室内-外应用选择法-非选择法测试美洲斑潜蝇对 ’’个菜豆品种&系+的选择性

差异结果526#从中选出 2个菜豆品种&系+7矮生菜豆&选择性弱+#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提供8

9:;<架豆&选择性弱+由河北省廊坊市种子公司蔬菜种苗分公司提供8西宁豆&选择性较强+由武汉常绿种

苗 有限公司提供8新春架豆&选择性较强+由河北省廊坊市北方农联种苗有限公司提供8白花架豆&选择性

强+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提供3

!"= 试验条件 日产 >?;9’型孵化箱#’盏 9瓦日光灯照明#?@A%*B@*0C#温度控制在&’()*+,#湿

度控制在 (01)21 3

!"D 供 试 种 苗 培 养 将 各 供 试 品 种&系+播 于 已 消 毒 的 苗 床 上#待 两 片 真 叶 展 开 后&每 片 真 叶 面 积 B0E

F0GH’+摘除心叶3各品种&系+分别移植入一次性塑料杯中#用 IJKLMNO溶液进行培养#待用3

!"P 试验方法

!"P"! 各虫态历期及存活率 用 9Q9GH’的硬塑料板中间向内剪开约 *R’#齐塑料杯上方分别将各品种

&系+苗茎卡入剪口中固定#并用马灯罩笼罩3将当日羽化的雌-雄成虫 *对接入罩内#并放入沾有 *01蜂蜜

溶液的湿棉球&不见明水+作补充营养#移苗入孵化箱内#成虫在接入 B9C后剔除3每 :C观察 *次#记载各

品种&系+上卵#*-’-:龄幼虫#蛹的发育历期及存活率3观察幼虫龄期时#取苗置于 STUVSWTX;Y型双目

立体显微镜下#应用幼虫口钩长度划分龄期5*63幼虫老熟化蛹时#用单管收蛹#观察-记载其历期及存活率3
各品种&系+每一虫态观察 90头#重复 :次3

!"P"4 成 虫 寿 命-产 卵 量 和 持 续 产 卵 期 取 同 一 品 种&系+上 当 日 羽 化 雌-雄 成 虫 *对#接 入 植 有 该 品 种

&系+豆苗的马灯罩内#给予蜂蜜液作补充营养#逐日观察-记载成虫寿命#在成虫产卵期间#每日换苗时摘

下叶片置于镜下检查产卵量3各品种重复 2次3

!"P"= 蛹重测定 每品种&系+各取 2日龄蛹 *0头#在精确度为 *R*0000&K+的电子天平上测定体重#重复

F次3

!"Z 数据处理-分析 根据试验数据#计算美洲斑潜蝇各项种群参数的平均值及标准差#并对各品种&系+
间的同类型数据进行 [测验和新复极差测验#分析其差异性3

4 结果与分析

4"! 不同菜豆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各虫态的发育历期

在试验条件下#不同菜豆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卵-各龄幼虫-蛹的发育历期差异性显著3卵-幼虫-蛹

的最长发育历期皆是选择性弱的 9:;<架豆8但幼虫-蛹的最短发育历期分别出现在选择性较强的新春架

豆和西宁豆上8由卵;蛹的发育历期以选择性强的白花菜豆上为最短3对2个菜豆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的

卵-各龄幼虫-蛹的发育历期在 \%0"02显著水平下进行 [测验#若差异显著则继续进行邓肯&A]NGMN+新

复极差测验&̂ _̂测验+&表 *+&以下所有显著性测验与此同+3

4"4 不同菜豆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各虫态的种群存活率

卵 的存活率在各供试品种&系+上均在 ‘F1以上#美洲斑潜蝇在选择性强的白花菜豆上幼虫存活率为

最 高#达 ‘("(18而 在 选 择 性 弱 的 矮 生 菜 豆 上 为 ‘:"’13在 选 择 性 弱 的 9:;<架 豆 上 蛹 的 存 活 率 仅 为

(("91#比其他品种&系+低 *2"21E*("‘1&表 ’+3

4"= 美洲斑潜蝇在不同菜豆品种&系+上的蛹重-成虫寿命-持续产卵期及产卵量

将不同菜豆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的蛹重#雌-雄成虫的平均寿命-持续产卵期及产卵量列于表 :3
结果表明#不同菜豆品种&系+对蛹重有显著影响3以选择性强的白花架豆上的蛹重值最大为 2"*(aKR

头#选择性弱的矮生菜豆上值最小为 ’"*(aKR头#显然这种差异与各品种&系+间营养成分和组织结构的不

同对美洲斑潜蝇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有关3
雌成虫寿命以白花架豆上为最长#以新春架豆最短#雌成虫寿命长短次序为白花架豆b9:;<架豆b西

‘B:*9期 李绍勤等7不同菜豆品种&系+对美洲斑潜蝇种群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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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豆!矮生菜豆!新春架豆"#个品种$系%上雄成虫寿命间差异均不显著&但雄成虫寿命一般长于相应品

种$系%雌成虫的寿命"
表 ’ 不同菜豆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各虫态的发育历期 $(%

)*+,-’ .-/-,012-34*,567*480309:;<=>?@=A835899-7-34BC=<ADEF<@FEG=H?</*78-48-I$(%
品种$系%
JKLMNOMNP

矮生菜豆

QMPRNST
UVWX架豆

UVWX
西宁豆

YMSMST
新春架豆

YMSZR[S
白花架豆

XKMR[K
卵 \TT ];V̂_‘a;_UVbZ ];acU‘a;_aVZ ];d_c‘a;Vâb V;Û]‘a;aU]K ];]U#‘a;__̂Z
_龄幼虫 _PO
MSPOKLeKLfK

_;_]#‘a;_̂]Kb _;a]V‘a;aUgKbZ _;V##‘a;̂]gK a;gc]‘a;âdZ a;UcU‘a;ad]bZ

]龄幼虫 ]S(
MSPOKLeKLfK

a;gd#‘a;_]]b a;gcU‘a;a#]b a;c#̂‘a;âVK a;ggU‘a;_a_b a;dda‘a;__gb

V龄幼虫 VL(
MSPOKLeKLfK

_;VV]‘a;__VZ _;gac‘a;aU]K _;_V]‘a;aV]( _;]#_‘a;âVZ( _;d#V‘a;acVb

幼虫 hKLfK V;]]]‘a;_]dZ V;#Va‘a;agVK V;̂ _̂‘a;_dgb ];U]_‘a;adV( V;_c]‘a;ac_Z
蛹 i[jK g;cca‘a;a#̂Z( U;]gc‘a;aĝK g;cVd‘a;a#_( U;aV#‘a;_g]bZ U;ada‘a;]_Ub
卵W蛹 \TTWj[jK _V;##V‘a;_]_Z _V;cag‘a;aUVb _V;ccd‘a;_gVb _̂;dcU‘a;_agK _V;#Vc‘a;_̂_Z
k 平 均 值 后 有 相 同 字 母 者 为 差 异 不 显 著$l!a;a#%&下 表 同 mNKSPnoeeopN(bqORNPKrNeNOONL(oSoO(MnnNLNSO
PMTSMnMZKSOeq$l!a;a#%&ORNPKrNbNeop

各品种$系%间每雌产卵量存在显著性差异&#个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每雌产卵量均在 Vga粒以上&
其最高值为 UVWX架豆达 Û];a粒&较最低值的新春架豆多 __]粒"而其产卵量多少次序为 UVWX架豆!西

宁豆!白花架豆!矮生菜豆!新春架豆"可以得知成虫寿命与产卵量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即产卵期

长&产卵量大"
美洲斑潜蝇雌成虫持续产卵期内日产卵量高峰出现的时间和次数在 #个菜豆品种$系%上均有较大差

异$图 _%"在 UVWX架豆s新春架豆上有两次产卵高峰&而在矮生菜豆s西宁豆s白花架豆上只有一次高峰期"
但一般产卵高峰均出现在产卵期开始的第 Vtd("

图 _ 美洲斑潜蝇在 #个菜豆品种$系%上的日产卵量曲线

uMTv_ wRNnNZ[S(MOqonxvyz{|}z~MSnMfN!"zy~#$%y

}%$&z’|yfKLMNOMNP

表 ( 不同菜豆品种$系%上 美 洲 斑 潜 蝇 各 虫 态 的 种 群 存 活

率$)%
)*+,-( *67/8/*,7*4-I09-*+,I4*--I907:;<=>?@=A
1016,*480383BC=<ADEF<@FEG=H?</*78-48-I$)%

品种$系%
JKLMNOMNP

矮生菜豆

QMPRNST
UVWX架豆

UVWX
西宁豆

YMSMST
新春架豆

YMSZR[S
白花架豆

XKMR[K
卵 \TT cU;] cc;d cc;_ cd;d cd;V
_龄 幼 虫 _PO
MSPOKLeKLfK

ĉ;] c#;V ĉ;] cd;̂ cU;̂

]龄 幼 虫 ]S(
MSPOKLeKLfK

Uc;g cg;̂ c#;g Uc;# cd;]

V龄 幼 虫 VL(
MSPOKLeKLfK

cd;U cg;U cd;d ca;_ cU;#

幼虫 hKLfK cV;] cd;U c#;# c];a cg;g
蛹 i[jK c#;g gg;U c#;g cV;V cV;U

. 小结与讨论

.;’ 供试的 #个菜豆品种$系%对美洲斑潜蝇的各虫态发育历期等各项种群参数均存在显著性的影响"综

合情况表明/在其选择性弱$即 美 洲 斑 潜 蝇 非 嗜 好%的 菜 豆 品 种 UVWX架 豆 上 表 现 为 幼 虫 和 蛹 的 历 期 为 最

长s蛹的存活率最低0在矮生菜豆上表现为蛹重最低s幼虫存活率也较低0而在相对选择性强$即美洲斑潜

蝇嗜好%的品种白花架豆上表现为卵W蛹历期最短s幼虫存活率最高s蛹重最重&其雌s雄成虫寿命显著长于

其他品种$系%&因而其持续产卵期也最长"

.;( 本研究所用的菜豆是美洲斑潜蝇最偏爱的一类寄主&试验结果表明该虫均适宜在各供试品种$系%上

生活&但其种群参数在各品种$系%间差异较大"这说明寄主植物与害虫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种

特定植物所提供食物资源的质量受到其组织s结构s生长期的营养状况等因素的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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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菜豆品种"系#上美洲斑潜蝇的蛹重$成虫寿命%持续产卵期及产卵量

&’()*! +,-’.*/012$’3,)2)450*6/27$46/-48/23,9’2/45’53:*;,53/27:49<=>?@AB?C/5DE?>CFGH>BHGI?JA>6’9/*2/*8
品种"系#
KLMNOPNOQ

矮生菜豆

RNQSOTU
VWXY架豆

VWXY
西宁豆

ZNTNTU
新春架豆

ZNT[S\T
白花架豆

YLNS\L
蛹重"]Û头#
_\‘LaONUSP"]Û‘\‘L#

b=cdef=cWg h=hWef=fdi b=jkef=bcg W=Vfef=jW[ j=cdef=WVL
雌成虫寿命"g#
lOmLnOLg\nPopTUOqNPr

ch=cbec=ffL cj=bkeb=kjL ch=Wjeb=kjL cb=kjec=dbi cd=Wkeb=kjL
雄成虫寿命"g#
sLnOLg\nPopTUOqNPr

ck=bWeb=kjL k=bVeb=kjL ch=hteh=fkL ch=cjec=dWL cd=bVeb=jWL
成虫平均寿命"g#
Rg\nPLqOMLUOnpTUOqNPr

cj=cVec=dWLi cj=bdec=jWLi ch=hbec=Wbi cW=hfec=ffi cd=hbec=WtL
持续产卵期"g#
uqN‘pQNPg\MLPNpT

ch=cbec=ffL cj=bkeb=kjL ch=Wjeb=kjL cb=kjec=dbi cd=Wkeb=kjL
产卵量"粒 雌̂#
lO[\TgNPr"OUUQ̂vOmLnO#

hcc=Wet=ci[ hVb=fech=hL hWb=decc=bi Wdf=fecj=c[ hcW=fecV=fi[

!=! 美洲斑潜蝇雌虫羽化后 bhS内即可交配产卵$且雌虫在死亡前 bhS内仍可继续交配产卵$只是产卵

量有所差异$即该虫的持续产卵期与雌成虫寿命接近一致w而多数昆虫的雌成虫在产卵前%后分别有一段

时 间为产卵前期和产卵后期"产卵量皆为 f粒 ĝ#$美洲斑潜蝇的这种产卵特性是其种群数量快速增长的

主要原因之一w美洲斑潜蝇在 j个菜豆品种"系#上的产卵量均在 Wdf粒 雌̂以上$最高为 hVb=f粒 雌̂w而

吴佳教等报道x该虫在 yz为 df{左右的条件下$Wc| 时产卵量为 ckh=j粒 雌̂$bj|时的产卵量为 ckh=j
粒 雌̂}cc~w何金英等在 yz df{条件下也测得该虫在西宁豆上 Wf| 时产卵量为 cdb=jk粒 雌̂$bj| 时为

chW=hW粒 雌̂}c~$与本试验结果相差较大$这可能与虫体自身的强健程度%寄主特性等因素有关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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