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艚 薹 

车文采用I,rao(IQgg--i97 ，的m．’m回归方j击 定了矢夹齄爰冀主器哭敢～ =赢并唇一虫、 日 
方 甲和矢尖蚧鲭小峰的空同格局。培果表明矢尖蛴 珏  哥五茸为藁集丹 莹伺靖黼 胬矗格的 
十律群存在’十律群的丹布是聚集的， 十体群内的井布是随帆的．比较丁戋尖精及其主妄 霞在柑桔树 

冠不同莓位的聚集程度、矢尖蚧、 =双斑藉瓢虫和矢虫蚧蚜小蜂均以上部一中部外层的聚集程度较大， 

日车方头甲城下帮一中部内层前寨集程度茬大，袭尖甜、 =赢矗唇一虫和日术方头甲均以南方曲寨集程 

度最 大， 以东方 的聚集程 度最小 ，矢曳蚧蚜 小蜂 阱西方聚 集程度最 大， 眺北方聚 集程度最小 。并且 分析 

了炙虫 掌|置其 主要天 敌在柑 植树 内的聚集赢 目。 

关■■一失尖蚧．二双斑藉囊虫，日术方头甲 安蚧蚜小蜂，空问格扁． 

研究和掌握昆虫田问种群的空间格局．有利于我们对其生态特性的进一步了解，提高种 

群密度估计和试验设计的精确性。也便于有针对性的制定害虫防治措施，提高防治效果，以 

及台理的选用和利用有效的天敌。同时，在害虫与天敌作用系统中，空间格局也是对害虫与 

天敌之闯的相互怍用关系中建立教学模型的重要参数之一。为此，我们~1985--1986年在贵 

州省贵阳花溪地区，结合柑桔害虫的综合防治研究，对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 二双斑唇瓢 

虫、日本方头甲帮矢尖蚧蚜小蜂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以为进一步控制矢尖妨的危害和合 

理利用其天敌提供依据。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1．■童方法 

1985年-z~'1986年在贵州省贵阳花溪区的南衡、肖山 省党校和贵州农学院分场四个柑桔 

园 中，调查了矢尖蚧 及其主要天敌的空间格局。每园每次抽取 5至10株柑桔树，每树按东、 

南、西、北 4个方位的上、中、下 3段以及内、外两层，各随机抽取 1个枝条和 5片叶，以 

叶记载矢尖蚧二龄雌蚧与矢尖蚧蚜小蜂成虫的虫口密度，以技记载二双斑唇赢 虫幼 虫、蛹和 

成虫与日本方头甲成 虫的虫口密度。品种为温州密柑、树龄10至15年。 

2．分析方法 

(1)分布型测定方法 1wao(1968，1977)的平均拥挤度m’与平均密度 m回归即 

m =口+B研 

式中口表示分布的基本成分按大小分布的平均拥挤度，称为基本聚集度指数，p表示基本 

成分的空间格局，称为密度一 聚集度指数。 ． 

率土于1钾9午j居，lB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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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口=0，分布的基本成分是单个个体，，a>O，个体间相互吸引，分布的基本成分是个 

体群，口<0，个体间相互排斥。 

若口=1，为麓机分布，口<1，为均匀分布，口>1，为聚集分布 。 ． 

(2)聚集原因分析 Blackith(1961)建议用种群 聚集均数 ^栗考查聚集赢因。其公式 

为 

：̂ I_ 

式中 为负二项分布系数 ， 为自由度等于2 时的 ；． 分布函数值。 

当A<2时，个体的聚集可自§是 由于某些环境因素所引起I当 ≥̂2时，聚集的原因可能是 

昆虫本身的聚集原因所引起，或者是由于昆虫本身的聚集行为与环境异质性两因素所引起。 

二、结 果 与 分 析 

1．矢实靖夏其主凄矢歌的空问格局 

(1)1wao m m回归 将矢尖蚧(1O组)，二双斑唇瓢 虫(25组)。日本方头甲(20组)和 

矢尖蚧蚜小蜂(20组)资料作m m回归(图1)，所得的Ⅸ、p值列于表】。其回归式注于图1中。 

囊 1 矢尖靖豆善主鼻夭馥曲 a、B■豆格应曲室闰格局 
Table 1 a，B values in 1wao ●Tegress[on and spsttsl patterns of srrowbeed scs]e snd 

its n．1哪 t●■em I|● 

虫 种 B 空问格局 

先 央 翦 o
． 97532 聚集丹布 Unas~s o．|o 

二理爱 唇一 虫 o
．89067 o．85‘14 聚集分布 删  6 jI‘口lls 

日 奉 方 头 甲 o
． I 9B51 o．6623T 聚集丹毒 白 哪 出 s nipp~icus 

先 尖翦蚜小 蜂 
Aph~is s o．2629l 聚集分布 

4者的 口值均大于0，说明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双斑唇瓢虫、日本方头甲稚矢尖蚧 

蚜小蜂在柑桔树内均呈个体群存在。 4者的口值均大于 1，说明它们均呈聚集分布、其聚集 

的大小顺序为；矢尖蚧蚜小蜂>二双斑唇瓢虫>日本方头甲>矢尖蚧。 

(2)空间结构的检验 这里将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 =双斑唇瓢 虫、 日本方头甲和 

矢尖蚧蚜小蜂的系列m ／m和m分剐作关系图(图2)，从图中可见，m+／m与m均显著地呈双 

曲线关系，据 1wao(1977)的研究可以认为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在柑桔料内均以疏松的个体群 

存在，个体群的分布是聚集的，个体群内的分布是随机的。 

2．在树内不同每位的聚囊 强度 

(1)上部一中部外层与下部一 中部 内层 的比较 将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在村矗上部一 

中部外层 与下部一 中部内层的资料 作 [wao m -m回归 ，所得 的a．／3值列于表 2。 

由表2可知，矢尖蚧，二双斑唇瓢虫、矢尖蚧蚜小蜂以上部一中部外层的聚集强 度较 

大，日本方头甲以下部一中部内层的聚集强度较大。 

(2)东，南、西、北4个方位的比较 将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在树冠率、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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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方位的资料作[waO m‘-m 回归，所得的 、 值列于表 3。 

摧 

霸 

轺 
圩  

b 

一 ■ 

孽 

平均宙度 

臣 1 *受蚧及其主要夭散的 t 一m 同扫 

Fig．】 I o 5 regress3on fitted from data of pop~ tions of_rro h膻d scale -nd natural e直emies 

-。矢采虮 b．=双斑后t虫 C．日奉肯头甲 d．矢史蚧蜂小蜂 

裹 2 矢尖蛤置其主耍天盎在村置不一卑位的 Ⅱ，B擅 
Table 2 a-B valu|in 1weo ●reVe|4|oR for arrowheed scale tad its natural ~nero|e4 

in the V廿 lo口- pes|flo~  ● tree cr D o∞ ●Ⅱ ●yH0 

上郭一中都外詹 下部一中部内屠 
虫 种 

B a B 

矢 央 蚧 1．446O8 3．5t424 l 1．34049 

=双 蕞矗一 直 d．67t10 1．4Og21 f 1．722l4 

H 车 方 * 甲 0．08535 2．‘2849 一1．23597 f ．498Z6 

矢袋竹蜒小蜂 —0．O‘e5‘ 4．77O 0．31780 } 3．$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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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2 矢生蚧爰其主要无赦 m·／m—m 关薹目 

H ．t Relltio*~ship betw~'en m’and m for arrowh~ d scale。nd I1s natural~nemies 

‘．燕尖蚧 b．=双斑措囊虫 c．日奉方头甲 d．矢尖蚧蚜小蜂 

寰 5 失尖蛤置其主一天群在村冠不同方位的a，B■ 
Table 5 4，B values in 1wao I regresslon for arrowhead scale and its natura] enemies 

in lhe var|ous pos|l|on3 of● tree crown oR an a,~erage 

柬 方 南 方 西 方 北 方 

虫 种 

B 4 B 日 B 

曼 尖 蚧 4．29742 1．06889 2．0043 7 1．20073 1．94797 1．241B5 

二双 斑厝囊虫 I．B5053 0．．B6938 2．382B5 2．1 3552 1．14932 

日 本 方 头 甲 0．2998B 1．30376 —0．32588 3．98480 3．052 79 

矢尖蚧 蚜小蜂 O．705l5 3．14907 0．03197 4．4l588 0．69836 —0．69479 

由表 3可知，矢尖蚧、二双斑唇瓢虫、日本方头甲以南方聚集程度最大，以东方的聚集 

程度为最小}矢尖蚧蚜小蜂以西方聚集程度最大，以北方聚集程度最小。 

3．聚囊幂园分崭 

用 Blackith的种群聚集均数 ^与平均密度 m 的关系来捡验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在柑 

桔树内聚集的原因。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的 与 m 的关 系绘成图 3，其回归式注于图中． 

由图中可见，矢尖蚧及其主要天敌的聚集均数臆着种群密度m的增加而增大。当矢尖蚧 

和矢尖蚧蚜小蜂每叶平均密度分别在 3．1和 4．5头以下、二双斑唇瓢 虫和 日本方头 甲每枝平 

均密度分别在3．4头以下时， 值̂均在2以下，这时矢尖蚧的聚集与当时柑桔生长状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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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燕尖蚧盈其主要天最 -̂m 美系图 

Fig．3 RelatiomsM p of on m of arrowh~．d scale and its n~tural enemies 

。．燕尘蚧 b．=双难唇囊虫 c．日本方头 甲 d．矢尘蚧蚜小蜂 

矢尖蚧天敌的聚集与矢尖蚧的聚集行为有关，当矢尖蚧和矢尖蚧蚜小蜂每叶平均密度分别超 

过3．1和4．5头， 二双斑唇瓢和 日本方头 甲每枝平均密度分别超过3．4头时 ，̂值均超过 2，这 

时矢尖蚧的聚粜除了与当时柑桔生长状况有关外，还与矢尖蚧初孵若蚧的爬行行为有关，矢 

尖蚧天敌的聚集除了与矢尖蚧的聚集行为有关外还与天敌本身的聚集行为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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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PATTERNS OF ARROW HEAD SCALE AND 

ITS NATURAL ENEMIES 

Ren Shun-Xiang Guo Zhen-Zhong Xiong Ji·W en 

(Del~ctraent o，Plant protection，Guizlmu Agricultural College) 

The spatial patterns for arrowhead scale(Pronfaspis yanonensis Kuwana) 

and its natural enemies are analyzed by means of 1wao s method of regre— 

ssion of mean crowding(ra )on mea1]density(m)using data from Guiyang， 

Guizhou p∞ vin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rrowhead sca le(Prontaspis 

yanonensis Kuwana)and jts natural enemies， Chiloaorus 6f 口 s Mulsant， 

Cybocephalus nipponians Endrody-Younga， Aphytis yanonenaia De Bach et 

Rose，all distribute in aggregation within the crown of citrus tree
．
The 

populations occur in loose colonies，the patterns of which are aggregative， 

and the individuals withi n colonies are random ly disposed for all the  four 

species ． 

The aggregative intensities of P．yanonensis，Ch．bijugus，A．yononen$ia 

are lar ger in upper middle—outer parts than other par ts in the cro wnl C
． 

nipponia~s is larger in the lower middle inner．The aggregative intensities  of 

P．yanonen$i$，Ch．bijugus，C．nipponlcns are the largest in the south and 

the 81Tla lest in the eastI for A
． yanonen$is it is the largest in the  west，an d 

the smallest in the north． 

The realign for aggregation is analyzed  with Blackith s aggregating mean 

(̂ )．The result shows their aggregation is interfered by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the mean densities of P
．
yanonenai$， A． yanonensis are less than 

about 3．1 and 4．5，respectively，an d less than 3
．4 for Ch．bijugus， and C． 

nipponia~s．W hen the densities go beyond these criterions，the aggreation of 

P． 0 0 口月sfs may be influenced by aggregating behavior of early first instar 

nymphs and so me enviromental factors，and for the natural enemies not only 

by aggregating be havior of thear own s but also  by that of ar rowhead scale
． 

Key words：Prontaspis yanonensis(Kuwana)，Chilocorus 6f， 口 s Mulsant， 

Cybocephalus nipponicus Endrody—Younga，Aphytis yanonensis 

DeBaeh et Roson，spatial patte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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