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生 态 学 报

%&’%(&)*)+,&%-,.,&%
/012!"3.02#
45623!$$"

不同寄主植物对烟粉虱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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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B研究了烟粉虱 E型=wxyz{z|}|~|!z+P66<ZN5;A在番茄"茄子"黄瓜和甘蓝上的发育"存活和繁殖情况L
在 !##?$的条件下3烟粉虱从卵发育到成虫的存活率以在甘蓝上的最高3为 #I%>>&3黄瓜上的最低3为

@#%!I&G发育时间以在茄子上最短3为 ?J%>Z3黄瓜上最长3为 ?F%"Z3差异显著G平均单雌产卵量以在甘蓝

上最大3为 ?@"粒3黄瓜上最小3为 FI%!>粒G成虫的寿命以在甘蓝上最长3平均为 !>%!Z3黄瓜上为 ?J%!ZG
内禀增长率 ’y 以在茄子上的最大3为 $%?@?#3黄瓜上最小3为 $%??@"L综合比较 @种不同寄主植物3茄子是

烟粉虱种群生长发育和繁殖最适宜的寄主L
关键词B烟粉虱G发育G繁殖G寄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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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虱 =wxyz{z|}|~|!z+P66<ZN5;A3又称甘薯粉虱"棉粉虱3是属于同翅目粉虱科的多食性昆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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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害的寄主植物目前估计已经超过 $""种%&’(除直接为害外#也

可分泌蜜露#诱发霉菌病#同时还可传播 &)种病毒和引起 *"多种植物病害%+’#烟粉虱早在 +"世纪 *"年代

在我国就已有记载%,’#过去发生为害一直不严重#未被列入主要害虫#但近年来#烟粉虱已成为 蔬 菜-棉 花

等 经济作物和园林植物.一品红-扶桑等/上的一种主要害虫%*#)’#并传播番茄和南瓜曲叶病等多种难于防

治的病毒病%$#0’(在广东省#烟粉虱的寄主植物近 &1"种%1’#主要集中在茄科-葫芦科和十字花科的蔬菜作

物上#为害极为严重(为了了解和掌握烟粉虱在不同蔬菜上的生物学特性#进而为烟粉虱的防治提供参考#
本研究选择了茄科-葫芦科和十字花科的 *种蔬菜#对不同寄主上烟粉虱的发育-存活和繁殖等生物学特

性进行了研究(

2 材料和方法

232 材料

23232 供试植物 甘蓝.45677896:;<569<6;=>?@69<AB6;6C@/#美国DEF?GH>CIJ品种K番茄.LM9:7A<5789NO

<79N;<PQNORHSS@/#红星 &"&品 种K茄 子.T:;6PNOO<;:PU<P6C@/#粤 丰 紫 红 茄 品 种K黄 瓜.VN9NO8776Q8W67

C@/#夏青 +号品种(后 ,种蔬菜种子购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2323X 供 试 虫 源 将 采 自 网 室 内 带 烟 粉 虱 若 虫 和 伪 蛹 寄 生 的 蔬 菜 叶 片 放 在 大 的 培 养 皿 中.&+YZ[

&3)YZ/#用保鲜膜封口并用昆虫针扎孔#待粉虱羽化后收集#供试验使用(

23X 方法

23X32 烟粉虱在不同蔬菜上的发育历期及存活率 种植番茄-黄瓜-甘蓝和茄子 *种蔬菜作物#每种蔬菜

先在育秧盘中育苗#然后移植钵载(当幼苗长至 &"\&)YZ高时#选取长势一致的幼苗若干株#每株选留完

整-展开的叶片 *\$片#用描笔将叶背的虫卵-异物扫净#然后将植株放在烟粉虱集中的地方#让烟粉虱在

植株上产卵 *]后搬回室内#检查叶片上烟粉虱的产卵量#以株为单位记录(用大笼罩将烟粉虱产过卵的植

株罩好#从第 )天开始注意检查烟粉虱由卵发育到 &龄若虫的虫数#以后每天检查发育到 +龄-,龄-*龄若

虫-伪蛹以及成虫的数量(记录不同蔬菜上烟粉虱各个虫期的存活率-发育历期-以及雌虫性比(

23X3X 烟粉虱在不同蔬菜上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番茄-黄瓜-甘蓝和茄子蔬菜准备方法同上(每种蔬菜各

选 取 ,"株并编号#用叶片笼.+YZ[&3)YZ/罩住叶片#每片供试叶片接入在相应蔬菜上刚羽化的烟粉虱雌

雄一对(产卵 +*]后#将成虫移到新的叶片上#继续产卵#每 +*]转移 &次(每天在解剖镜下观察-记录产卵

量#试验过程中#若雄虫死亡#则补加新的雄虫#若雌虫死亡#则该试验处理结束(以烟粉虱成虫羽化当日

起#计算烟粉虱成虫的逐日产卵量#其逐日产卵量为试验中求得的逐日总产卵量除以当日烟粉虱雌虫的存

活数量(每种蔬菜重复 ,次(
根据烟粉虱在 *种蔬菜上的发育历期-存活率-雌虫性比-成虫寿命和产卵量等参数#按烟粉虱的特征

年龄.以天为单位/组建烟粉虱在 *种蔬菜上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23X3̂ 试验条件 室温 +$_&‘#ab0)c\!"c#光照时间.Cde/&*d&"#光照强度约为 ,)""Sf(

23X3g 数据分析 利用 IhI.$3&+#IhIijklHlmlE/%!’的 naopRqhrI程 序 计 算 各 组 试 验 数 据 的 平 均

数-标准误K利用 naophrosh程序对各组数值进行新复极差法.emjY>j/多重分析(

X 结果与分析

X32 烟粉虱在不同蔬菜上的发育历期及存活率

烟粉虱在不同蔬菜作物上发育时间存在着差异.表 &/(从一个世代来看#从产卵到成虫羽化#在茄子上

需要的时间最短#为 &03)t#在黄瓜上需要的时间最长#为 &!3,t#差异显著.uv130*wu"3")v+3+$/(
不同的寄主植物对烟粉虱各个虫态的存活率有较大的影响.表 +/(不同的虫态在同一作物上的存活率

以卵和伪蛹期相对稍高#在 !*c左右#&龄相对较低#除甘蓝上的存活率超过 !"c以外#番茄-黄瓜和茄子

上 &龄若虫的存活率都在 !"c以下(烟粉虱从卵发育到成虫#在甘蓝上存活率最高#为 $13))c#黄瓜上最

低#为 *$3+1c#在甘蓝上的存活率与在番茄-黄瓜上的存活率差异显著.uv&!3,,wu"3")v03"$/(

X3X 烟粉虱在不同蔬菜上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在 番 茄-黄 瓜-甘 蓝 和 茄 子 *种 蔬 菜 寄 主 上#烟 粉 虱 雌 虫 的 性 比 分 别 为 "3),*"-"3)*,0-"3))+$和

0"+&$期 邱宝利等x不同寄主植物对烟粉虱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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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烟粉虱成虫的平均寿命以在甘蓝上最长+为 &#"&,+其次为在茄子上+为 &-"),+在黄瓜

上寿命最短+为 )$"&,%烟粉虱成虫在甘蓝.茄子.番茄和黄瓜上的最长寿命分别为 /),.&0,.&0,和 &’,+
其中在甘蓝上的寿命是在黄瓜上的 )"#倍%

在 /种蔬菜上+烟粉虱一般在羽化后 &/1内便开始产卵+在甘蓝.茄子.黄瓜和番茄上的产卵前期分别

为 !")2,.!"-#,.!"/-,和 !"#$,%烟粉虱在甘蓝上的产卵量最多+平均每雌产卵 )/-粒+茄子上为 )/)"/#
粒+两者比较接近+而在黄瓜上的产卵量最少+平均每雌产卵量仅为 02"&#粒%烟粉虱单雌最高产卵量在甘

蓝上为 &$#粒+茄子上为 )02粒+番茄和黄瓜上分别为 )’$和 )#0粒%烟粉虱一般在羽化 )周后进入产卵高

峰期+如在甘蓝上+第 2天到达产卵高峰+为 ))")粒3雌+第 2天后日均产卵量逐渐下降+番茄.茄子和黄瓜

上烟粉虱达到产卵高峰的时间与甘蓝上非常接近+都在第 $.2天+可见温度恒定的条件下+寄主植物对烟

粉虱的产卵达到高峰的时间影响不大%烟粉虱在甘蓝.茄子.番茄和黄瓜 /种蔬菜上出现死亡的时间分别

为第 )-.)#.2.0天+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烟粉虱的存活率逐渐下降+如图 )%
表 4 烟粉虱成虫在 5种不同蔬菜上的寿命及产卵量

6789:4 6;:9<=>:?@AB7=CD:EF=C@AB<DGHIJKJLMLNLOJD:P79:7CF9AQ<=5C@DD:R:=A;<QAS97=AQ

寄主植物

TUVW
XYZ[WV

样本数量

\]̂ _‘aUb
VẐ XY‘V

平均寿命c,d
ef‘aZg‘
YU[g‘fhWi

寿命范围c,d
jZ[g‘Ub
YU[g‘fhWi

平均单雌产卵量c粒d
ef‘aZg‘b‘k][,hWi
X‘ab‘̂ ZY‘

单雌产卵量范围c粒d
jZ[g‘Ubb‘k][,hWi
X‘ab‘̂ ZY‘

l(mn l(mn
甘蓝 oUYYZa, -! &#p&(&p/!Z )-q/) )/-p!!()#p#’Z ##q&$#
茄子 nggXYZ[W &! &-p)()p)-Z )/q&0 )/)p/#($p’)Z 2&q)02
番茄 rÛ ZWU &! &)p)()p&-Z_ 0q&0 )&!p!!(’p0/Z_ -&q)’$
黄瓜 o]k]̂ _‘a &# )$p&()p!$_ 2q&’ 02p&#(’p#0_ -2q)#0

s表中数字后面的英文字母为 t][kZ[多重比较的检验结果+同一列中凡具有相同英文字母者+表示在 !"!#水平上

差 异不显著+否则为差异显著u每种蔬菜上试验起始时样本数量均为 -!+表中为排除掉雌虫逃逸后c无效数据d的样本数

vhW1h[ kUY]̂ [V^‘Z[VbUYYUw‘,_iW1‘,hbb‘a‘[WY‘WW‘aZa‘Vhg[hbhkZ[WYi,hbb‘a‘[WZWxy !"!#ct][kZ[^]YWhXY‘

kÛ XZahVU[dur1‘[]̂ _‘aUbVẐ XY‘VwZVW1‘‘bb‘kWhf‘[]̂ _‘aZWW1‘_‘gh[[h[gUbW1‘‘zX‘aĥ‘[W

图 ) 烟粉虱成虫在甘蓝ced.黄瓜c{d.茄子cod和番茄ctd/种蔬菜上的逐日产卵量c|d和逐日存活率c}d

~hgp) !_V‘af‘,Zg‘"VX‘khbhkUfhXUVhWhU[c|dc#"ZzhVU[Y‘bWdZ[,V]afhfUaV1hXVUb{‘̂ hVhZWZ_Zkhb‘̂ ZY‘Z,]YWV

c}dc#"ZzhVU[ahg1Wdpe+{+o+tw‘a‘kUYYZa,+k]k]̂ _‘a+‘ggXYZ[WZ[,WÛ ZWU1UVWXYZ[WVa‘VX‘kWhf‘Yi

根据烟粉虱特征年龄c$d.特征存活率c%&d和产雌卵数c’&d等参数+按照 {hak1()!).e[,a‘wZaW1Z()))和

林 昌善()&)的方法计算出烟粉虱在 /种蔬菜上的内禀增长率c*+d.世代净增殖率c,!d.世代平均历期c-d和

0!&)’期 邱宝利等.不同寄主植物对烟粉虱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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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烟粉虱在 !种蔬菜上的生命表参数比较

"#$%&! "’&%()&*#$%&+#,#-&*&,./)0123435657583/9!:())&,&9*’/.*+%#9*.

寄主

;<=>?@AB>=

烟粉虱雌虫数量C头D
EFGHIJ<KKIGA@I=AG?@I=

生 命 表 参 数 LAJAGI>IJ=<K@MKI>AH@I
NO PQCRSTUD V W

甘蓝 X<@@AJY ZQ Q[\]̂\_ ‘\[\aSZ[\b Z\[c] \[\Z
茄子 Udd?@AB> ]Q Q[\̂\cA ‘Z[b̂SZ[]] ]e[\Q \[\‘
番茄 f<GA>< ]Q Q[\]ceH Ẑ[]bS][b\ ]c[cQ \[\̂
黄瓜 XF_FGHIJ ]‘ Q[\\̂\Y ]̂[eQS\[aZ ]c[a\ \[\]

g 表中数字后面的英文字母为 hFB_AB多重比较的检验结果i同一列中凡具有相同英文字母者i表示在 Q[Q‘水平上

差异不显著i否则为差异显著jM>kMB_<@FGB=GIAB=K<@@<lIYHm>kIYMKKIJIB>@I>>IJAJI=MdBMKM_AB>@mYMKKIJIB>A>noQ[Q‘

ChFB_ABGF@>M?@I_<G?AJM=<BD

周 期增长率CWD 个̂生命表参数i见表 p̂由表 可̂知烟粉虱在甘蓝q茄子q番茄和黄瓜上的内禀增长率分别

为 Qr\]̂\qQr\̂\bqQr\]ceqQr\\̂Zi以茄子上的 NO 最大i黄瓜上的最小p烟粉虱在茄子上的世代净增殖率

最大i为 ‘Zr‘‘i在黄瓜上的最小p烟粉虱完成一个世代在甘蓝上最长i为 Z\rc]Yi番茄上最短i为 ]crcQYi
不同蔬菜上烟粉虱的世代历期和周限增长率相差不大p通过对内禀增长率和世代净增殖率的比较可以看

出î 种蔬菜作物中i茄子是烟粉虱的最适宜寄主i烟粉虱种群在茄子植物上的种群数量增殖速度最快p

s 讨论

以上阐述了寄主植物对烟粉虱的发育和繁殖的影响i其结果与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t\Zu\bvpwF>@IJ等t\bv曾报道烟粉虱w型在 ]bx时在棉花上的单雌产卵量为 e\粒yz{<Y<{等t\̂v\a‘b年报

道了烟粉虱在茄子上的单雌产卵量达到 ZQQ粒yz|AHt\‘v等 \ac\年 报 道 了 烟 粉 虱 在 甘 薯 上 的 单 雌 卵 量 为

\b\粒p烟粉虱生殖力的差异可能与烟粉虱的寄主植物q生物型q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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