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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气枵巢对害虫的髟响， 国内尚无研究报道。奉文报道了作者在美国农皿研究中心植物胁迫妾验室 

进行曲都丹工作．宴啦结果 表明，在o．3OppmSO 2的柞甩下， 墨酉哥豆■ 虫 (EpiZachna V tVes恤 ) 

的取食t和螭重增加，与束曼枵染的寄主檀唧相比，豆■ 虫僖食受枵囊的植唧， 而且有嗜食古较高糖舒 

寄主植韵曲额向，在枵橐空气中长豫的戚虫可 熏多 1．蕾唧韵质。 

关■蜀t SO}， 枵染， 墨酉哥豆瓢虫。 

空气污染对害虫的影响，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有过报道 ⋯ 。 但只是近2O多年来，随着 

现代工业的发展，污染程度不断加重，才逐渐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人们从调查研究中发现， 

空气污染对昆虫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影响，如氟化物、 硫化物对蜜蜂、 家蚕 和臭氧对 

拟谷盗 ⋯ 的直接毒害作用，汽车尾气对公路二侧蚜虫密度的影响 ⋯ ，以及氟污染使枞树抗 

性降低，导致蠢甲、卷叶蛾的危害上升 等。目前， 这方面的研究围范有扩大趋势，酸雨 

和CO：对害虫的影响巳成 为新的研究课题 ，同时，空气污染对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的影 响正 日益受到重视。 

SO：对害虫影响的研究，近年来的报道增多。野外调查发现，空气中的 SOz与害虫对针 

叶林的为害有关，可把蠹甲数量的增加作为So 污染的征兆 。近年来，为了获得更精细 

的结果， 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 发现蚜虫以sOt熏蒸过的 寄主植物为食时， 生长速 ‘ 

率加快 c ，。墨西哥豆瓢虫幼虫以熏蒸过的豆叶为食H于，发育怏，长得大，死亡少，并且雌 

性成虫产卵多，卵的生活力强“ “ 。这些结果证明， 在～定的条件下， SO,有促进害虫 

增殖的作用。 ‘． 

但 上述有关实验主要是利用熏蒸植物的离体部分，供 昆虫取食的结果，且缺乏 SO z对昆 

虫直接 和问接作用的比较，为了模拟 自然情况，本试验主要采用完整植株进行实验，并伴之 

以食物选择试验和食性检验，以便以墨西哥豆瓢虫为饲，进～步了解 SOz一植物一昆虫三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并为今后更广泛的探索提供参考。 

车戈于l 98啤 儿月lB日收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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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  

、  | 『 ’ 

1．蠲重测定 

作为饲养瓢虫用的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斡在装有漏台土，直径l5厘米的盆钵 

中，每盆 3株，放在温室中培植。温室的空气经过活性炭过滤，白天温度保持25℃左右 ，晚 

上1CC左右}相对温度70—95 ， 自然光照。盆栽植物每天浇水一次， 每周施肥一次 (N： 

P：K =20：20：2O) 。 

作为试验用的豆科植物 (BBL一290)，开始也生长在经过空气过滤的温室中。出苗后l4 

天，转移到PGW 36型人工气候箱中，用0．3oppm敞麈的s0t熏蒸。以另一个同样型号的箱 

子作对照，除无SOz外，其它条件保持一致，即温度25±2℃，相对温度 70—8O 。 光能有 

效辐射 (PAR)3501zmoira s_。，每 日光照16小时。 

从一个贮存在纯氮中含有2~8o：的高压容器中获得的SOt气体，与过滤空气混合后，输 

入熏气箱中。箱中s0t浓度的监测，是用一个 SOz脉冲荧光分析器，由此再耦台一个数字电 

懂计，把S0 ＆度的变化 自动记录在有刻度的纸上。 

每盆试验植物每天熏蒸 6小时，连续 5天。同时， 对照植物放在无SO。的箱中。处理组 

与对照组每次各5盆植物。为保证连续地用新鲜熏蒸植物饲养幼虫。在前一批植物未结束熏 

蒸时，后一批植物即开始熏蒸o 

将新孵化的瓢虫幼虫分三部分，一部分随同植物接受熏蒸 (直接作用)’另一部分不接 

受熏蒸，只在熏蒸后的植物上取食 (间接作用)，第三部分为对照组，幼虫及其所取食的植 

物皆不接受熏蒸。每部分幼虫100头，分成 5组，饲养到化蛹为止。用微量分析天平将 24小 

时内化的蛹运一称重，并分别放入标号的小器皿中，待羽化后鉴定性别，以便计算蛹重的性 

别差异 。 

2．★物选择试验 ’ 

以同样浓度SO z(0．30ppm)和同样的持续时间熏蒸 BBL一290植物。然后将熏蒸和未经 

熏蒸的完整植物两两成对地放在 8个虫笼中，每笼放入雌性成虫4头。三天后用叶面积测定 

仪测定每株植物被食的叶面积。重复试验 3次。 

3．食性检验 

预先备制O ，2 ，5 、和8％的蔗糖溶液，割下生长“天的豆株 (BBL-290)，分别 

放入各溶液中，然后用打孔器取下同样面积的叶圆片，放在铺有滤纸的培养皿中，每皿放不 

同浓度糖溶液浸泡的植物叶圆片各～，用蒸馏水润湿滤纸。受试昆虫一类是 sot污染空气中 

长大的成虫，另一类是在洁净空气中长成的成虫，预先饥饿I6／J',时，将不同来源的成虫分别 

放入培养皿 每皿 3头，雌 2雄 l。每次各用不同来源的戚虫l5头。最后用叶面积测定仪 

测定被食的叶面积。重复 3次。 

二、结 果 

1．蛹重测定结果表明 t表 1)，在直接作用下，墨西哥豆瓢虫雌蛹非常显著地重于对 

照组个体 (p<O．0l：)}其雄蛹亦显著较重 (p-<0．05)。在间接作用 中，虽然一般看来 其 

蛹重仍重于对照组， 但统计学测定无明显差异 ( >0．05)。着gill接作用与阃接作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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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1． SO 2对量西鼍豆一虫曩t的髟一 

Table1· Effects of SOz oH tmpalm“ n 州  曲 

ol MⅡ IcIa bean beetles 

赴 理 性 别 螭1 (毫亮) 置奢性一定 

直 Q 38．7I±1．8404 
对腰 对 曩(Q)-- 

接 40．86±3．2076 “Q)-． 

作 45．56±0．83I6 对 曩( )一 

SO， SOl( )‘ 

用 4‘．gI±t．3Ie2 

直接SOI( )一 
蝴 l3．BD±e．gIB_ 闻接sb，( )·‘ 

接 
对 熏 

30．订 ±3．6Oll 

作 Q ‘B．49±‘．4842 
SOl 

崩 ‘l 90±2．5487 

直接 对矗 + 40．靼 ±s．B373 厩‘ )一 

SO }( )‘ 作用 S0 
2 45．20±0．7S48 

问接 对愿 41．1I州4‘．‘B0 

作甫 S0， 早+ ‘3．0l±S．I 30l 

¨ 辊置 著 ，P< 0．01． ‘显 著， P<0．05 

E 

醛 
暇 

CK S 

图 I 不同址理植物叶片的 敷★量 

F；g．I C皿  is0n of coas~ iag lelf Ife略 Ti曲 

¨ d witl,out S0l·fumin gi∞ b， M口 ic皇n b n 

bpee}l皓 

比 ， 则前者 的雄蛹 显著 重于后 者 (p< 
- 

0．05> 。 

2．取食选 择试验 的叶面 积测 定结 

果，表明墨西哥豆瓢虫对SOt熏蒸植物的 

取食量，极显著地大于对未熏蒸植物的取 

食量 (p<0．O1) (图 1)。 

8．在食性检验中，证明经 SO2熏蒸 

处理的成 虫 (污染成虫)，其取食量非常 

职显地太于在洁净空气中长成 的成虫 (未 

污染成虫) (p<O．O1)。墨西哥豆瓢 虫 

嘈食含褚分较高的植物，不同含糖植物的 

被取食量，差异也报明显 (p<O．O1) ( 

匿 2)。若 以 污染成 虫与未污 染成虫相 

比，对0％，2％，5 和8 含籍植物所取 

食的叶面积，前者分别是后者的 1．1倍、 

4．2倍，2．4倍和2．9倍。 。 

末枵集成虫 槽黛破虫 

田 I 车同古 量植物叶片的越取青量 

Fig·2 C眦 p|fis衄 。f f∞d pf 甘鼬ce fof diff~x· 

e丑t 时 eont~t le"皓 by M懿 c峨 bI鼬 beetles 

三、讨 论 

在 自然界，昆虫及其寄主植物同时受空气污染的影响，故直接作用更接近客观实际，这 

是本研究构一个独特之处。但为了解污染物通过植物影响昆虫种群以及更高的食 性‘层 次， 

伸 唧 忡 咖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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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作用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尚属起步阶段，其 

研究思路，研究手段和测定指标等都有待于发展和完善。举例来说，本试验间接作用研究以 

蛹重作指标时，处理组 与对照组无统计学 上的差异；而在取食选择中以叶面积为指标时，二 

者之阔却有很明显的差异。根据其它学者的研究结果，后者更符合实际。 

从本实验的各项结果 中可获得一个总的印象，即由于SO。在 自然界的作用，对墨西哥豆 

瓢虫起了促进作用。其原因不仅在于从较重的蛹羽化出更富生活力和生殖力的成虫，从而产 

生更多的后代， 以及改善了豆瓢 虫的食欲和植物的适口性，而且还为后代提供了良好的生存 

条件。在成虫取食选择试验中发现，雌虫产卵大都在SO。污染的植株上， 这与大多数生物有 

为后代安排一个充足食物和空间场所的习性是一致的。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SOt污染还会对哪些害虫的发生产生促进作用，对哪些害虫 (或益 

虫)产生抑制作用，对同一种害虫来说，在什么浓度下才会发生从促进到抑制的逆转，或者 

相反，这种逆转又会在生物群落中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等等。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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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 2 ON MEXlCAN BEAN BEE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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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rder to exame the responses of Mexican Bean Beetle(Epila-chris vari*ccstis) 

to SO z—polluted plaats，the $ollowing studies were conducted：(1) direct an d 

imiireet fumigation (SOi0．3ppm) ； (2) feeding preferences and (0) changes of 

：~eeding habi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upal weights of Mexican Bean Beetles 

Were havier when the larvae Sed on SO g-rumigated leaves than when they fed oH 

tmfumigated leaves(p< 0．05) ．n Was still true as compared with female pupae or 

mak pupae alone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direct effects． But in indirect 

one，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upal weights 0f the insects feeding 

on fumigated leaves than those Seeding on unfumigated leaves． However~ acco rding 

to feeding preference， the adults of M exican Bean Beetl eco nsumed more leaf areas 

0f fumigated leaves than  tho∞ of tm：~umigated leaves (p< 0．01，especially the 

adults grown up in SOr fumigated air(P<0．01) ． Furthermore，the aduhs from 

both SOIL~OeS had a preference of the host plan ts containing more sugar． 

Key wo rds： SO z， pollution， M exican Bean Beetle (Epilactm a varivest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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