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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双斑唇瓢虫实验种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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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了温衷对=腮斑唇鞋虫发育和种群增长曲影响·结果表明， 二双斑唇囊虫发育的最适矗度 

为I8一船℃，临界最低强震为5℃左右，临界最高温度为38—41℃．在I7— 31℃强度范围内，以 l5℃的 

存活率最高，以3I℃的存聒率最低．越冬虚虫的抗寒性鞍强，1985年越年期甸的垃狰点韫度平均为 一4·26 

一 一 5．B℃．铡耨在室温下=双斑唇矗虫的内禀增长率(， )为0．o4O2，周限增长率( )为 1．0410，净增殖 

卓(R )为eg．6a，世 代平均 时 间为 111．76天． 

关■匈：二职斑唇嚣虫，发 育癌牢，内禀增长率·蛙砖却点． 

二双斑唇瓢虫(Chilocorus bijugus Mulsant)属瓢 虫科盔唇瓢虫亚科、
．

在贵阳地区柑桔 

园内是捕食矢尖蚧的优势种、探讨温度对二双斑 氯茧丽匿 ；i 晤然种群的消长， 
合理地加 保护利用具有霞要意义。本文就温度对二双斑唇瓢虫实验种群影珂句的试验结果报 

遂如下 。 

一

、 材料和方法 

选用 17。、19。、22。、25。、28。，及31。±l*C 6个温医，用定时开关钟控制12小时的光 

照、光源为一支 3瓦 日光灯管，设 2次重复。 

把二双斑唇瓢虫当天所产的卵移入小有机玻璃养虫盒(内径78毫米，高35毫米)内，用湿 

棉球保湿，每次处理1 50粒卵，卵孵化期间每天观察两次(8：O0和20：00)，记载孵化卵粒数。 

幼 虫期用原温度中孵化的幼ASO头，在大培养皿 (内径 120毫米，高i5毫米)中用矢尖蚧饲 

养，两天换一次料，每天记载蜕皮、化蛹、羽化和死亡情况。 

在二双斑唇瓢虫越冬期间，分期从田问采回越冬成 虫，用温差热电偶装置测定其过冷却 

点和冰点温度， 以考查其耐寒_生。 

二、结 果 与 讨 论 

1．温度对二双斑唇囊虫发育的影响 

由1表可知．二双斑唇瓢虫的不同发育阶段所要求的适宜温度范围各异。卵 期 在 17一 
一 28℃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增加，发育历期逐渐缩琏，但温度升到31℃时，历期反而延长。 

幼虫期在 l7—3l℃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发育 加快，其 中一、=龋幼虫，在温度这 3l℃ 

时，历期反而延长。蛹期在17—3l℃范围内，随温度的升高发育加抉。产卵前期在19～28℃ 

本文于 i08．g年 2月23日收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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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二取斑唇曩虫在不同盈度下各发育阶殷的历期(天) 
TJble 1 Duratiorl of each developmentml stage f0r ∞ s冽  s|t曲瑚扭nt temperatures 

、 、＼所 
一 龄 = 特 三 骷 四 特 垒曲 虫期 蛹 期 产 卵蓠 翔 世 代 (℃)＼ 郛jIl 

1 14．3 6．1 3 1 6．44 9．12 14．84 36．0‘ 1 9．26 

10 I3．57 日．3 3 I 6．43 5．8o e．40 25．5o 15．83 34 『 88．90 

2 9．25 4．1 3 l 4．46 5．33 8．oo 2I．o5 i 2．83 3o 73．13 

25 i．16 5．05 6．86 19．93 q．83 

28 6．31 3．26 2．72 3．36 5．T9 I5．6o 8．43 19 49．34 

3 B．7o 3．0o 1．78 14．27 8．oo 

范围内逐渐变短。 

根据有效积温法她，昆虫为了完成发育，需要一定的温热积累。发育所需的时问 (D)与 

该时阿内的有效温度(超过发育零点 7’t以上的温度)(7'～r )的乘积在理论上应为一个常数 

印 

D．(7’一T )=K ( ——有效积温) 

若用平均发育速度F-=1，D表示，刘有 

T TL+KV(r) 

Davidsort(i944)提出了一种拟台发育速度与温度关系的L0gistic曲线，其公式为： 

= K／(1+e 一 ) 

这里口、6，K均为常数。 

根据表1中的资斟，二双斑唇瓢虫各发育阶段的发育速率 ( )与温度( )的关系见图1 

上述Logistic关系符台有机体发育速率的增长指数在低温下随温度的增加而升高，高温 

下臆温度的增加而降低的经验观察，但未能反映出高温下发 育速率下降的特性 

王如松等(1982)提出昆虫发育速率与温度关系的数学模型为⋯ ： 

可  (I—e一与堕)(i一 一 ) 

t 

● 

式中，K为高温下潜在的饱和发育速度，等于最适发育速度的2倍，r为发育速率随温 

度变化的指数增长率}7’ 、 各为最低、最高临界温度|T。为最适 发育温度j d为边界层 

宽度，其相对大小反映了昆虫对极端温度的不同忍耐程度。 · 

根据表 1中的数据，用该考程拟合的备参数值见表 2。可见，二双斑唇瓢虫的最适发育 

温度为l8—23℃，临界最低温度为5℃，临界最高温度为38—41℃ 

袭 2 =双斑唇囊虫发育逮率与誓度关系的参数估计 

Table 鼍 一er esDmafe$of dewl0pme日抽1 flte·nd tempeeaf~re of each stsg~for c硪『D
c。 s bijui；us 

、  

． 

k r To 1 ％  
6 误差 

卵 搠 O．I8B8 0．2251 5．05 2 l 30．3782 

幼 虫 期 0．0897 0．1 741 4．976● l 40．3890 0
． 0O82 

蛹 瓤 0．1e9D O．1676 4．92口0 J 40
． 3890 0．0032 

世 代 0．0232 0．2l3 2 5．0口 1 l 38．0882 0
．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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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1 二双斑 晤瓢虫发 育与温 度的关 系 

I．卵期，I．幼虫期．I．师期，Ⅳ．世代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opmenta1 rate and tempCratul'es。f ChiIocorus b~juffu 

2．沮度对=双斑唇瓢虫存活的彩响 

图2表明：在17—3l℃范围内，25℃ 

时各虫态存活率最高，3l℃存 高率最低。 

3．二双斑唇瓢虫的抗寒性测定 

从表 3中可见，二双斑唇瓢 虫的过冷 

却点温度以1月份为最低，平均为一5．6℃ ， 

个别成虫可低达一8．2i℃。方差 分 析表 

明，不同越冬期间期的过冷却点温度无显 
● ● 

著差异(F=1．2331，P>0．O5)但总的趋 

势是随着气温韵逐渐降低，过冷却点温度 

也逐渐降低 ，其抗寒力增强，有利于越冬。 

结台贵阳地区的气象情况，1986年和1987 

年 日 最 低 极端 温 度 分 别 为 一4。9℃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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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2 二取斑腐基虫在不同温度下的存磺曲线 

Fig．2 Survival cur es of ea~l~stage of ChiIocon~s 

m 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一 3℃，推-删二双斑唇瓢 虫能在该地安全越冬。 

4．室沮下二双斑唇瓢虫种群繁殖特征生命表 

二双斑唇瓢虫世代重叠，在每一时刻几乎都可以观察到不同虫态或同一虫态的不同定龄 

个体。为了阐明与种群结构及年龄组配有关 的生殖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同时反映对滞个体 

对种群动态的作用，根据实验宣饲养资料，组建了室温下二双斑唇瓢虫种群生殖 力表如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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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5 越冬期闻=艰斑唇一虫成虫的冷却点和球点趣度(℃) 
Table 5 Suppereooilng poln~and freezing point of Chgocerus bf s abu]!at 

overwlntertng period 

一  I1月 日 ， 背 月l5日 ，鲴8卓 1月5目 2月l5目 

过砖却点 一4．3口 一4．口0 —5．I2 —5．BO 一4．B2 

结 冰 点 —3．j 7 一t．69 —3．10 —4．59 —2．3口 

衰 4 实蕾下二飘斑唇■虫的种肆生命寰 
Table 4 Life table of Chi~ocors b j“ s adult at normal atmospheric temperature((20--24．5℃)】 ● 

I．000 『 I 1丰 I22 0．5O7 5．16 2．414O aI 4．988S 

1 I寨 125 O．507 4．07 2．O837 1 254．8861 
I 捌 l28 O．507 2．58 1．30 7O l I65．3362 

O．5B a I O I 3j 0．5O7 4．O3 2．0408 f 264．2783 

O．5e3 J 0．jO 0．，100 ．8049 ，3 O．4 9 ．97 ，．903 052．18 2 

0．562 l O．目8 O．3828 j 27．753O ls 0．423 3．7口 1．6022 I 2l 7．O936 

0．562 l 1．16 O．65 aI l l9．0O9I j 4O O．42 a 4．B3 1．9848 I 274．8988 

O．563 4．43 2．49{j i 195．7898 I43 0．423 5．1{ 2．I B1 30 ．9235 

O．56 7．26 4．O87 4 333．1231 14B 0．423 5．3l 2．2479 i 324．3134 

O．56 3 j 10．42 5．8639 495．4987 l49 O．395 6．24 2．O7O7 I 305．让 2B 

O．56 3 1 9．g8 5．6168 1 491．4659 152 O．a95 3．58 1．4I23 2I 2．6448 

O．563 l lO．g a 5．15BO I 557．1145 1 55 0．333 3．B2 j．2 265 188． 5O 

0．56s I 7．82 4．40 36 l 41I．"05 158 ，0．3 9 6．73 I．9420 】 3O3．9232 

0．565 r．46 4．20I 3 f lO5．4286 I6I O．283 7．85 2．2216 【 354．3298 

O．5B a 6．舶 3．5040 a48． 30 l64 O．233 4．85 1．37l3 l 222．8423 

0．邓 3 l e．27 3．5273 361．55O‘ 盯 O．255 2．71 O．602O ． 1】4 2O7 

0．563 l 7．{2 4．1789 l {l0．8702 I O 0．198 a．9O 0．7 24 i30．j 424 

0．5B3 i 8．B2 {．852口 】 626．5369 j 73 O．j 4 J ．04 O．2$ 0 J 49．21j4 

0．563 ．B6 4．S137 48O．5369 17 B 0．O56 2．04 O．【]重o ； i9．888O 

0．537 I 5．28 2．3233 1 a23．2714 

0．50 l 4．75 2．重o 6 I 282．8979 ∑ 896268 L00I 7．46 37 

表中 表示时间阊隔(3天)；L 表示任一个体在 期间得 以存活的概率，EⅡ特定年龄存 

话率 表示在 期间平均每雌产雌数，即特定年龄产雌率，雌性比为 67 84％(雌／雄为 。 

2：I) 

种群的增长率( )近似地由下式计算； 

= tar0／T 

其中月。为种群的净增殖力，近似地由下式求褥 

月口=三 M z 

为雌性子代生出时母体的平均年龄，由下式求得 

T：z工zMz ／∑工 M =∑工：Mzx／RD 

周限增长率 (̂)由下式求得 

e r 

应用表4中的数据，计算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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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芏顺祥等；温度对二双斑唇瓢虫实验种群的影响 24】 

Ro=69．6298 

T=10017．4637／69．6298：111．7649 

r =4．4957／111．7649=0．0420 
^=e。’。‘。 = 1

．0410 ． 

假若要使种群增长一倍，当满足Ⅳr／Ⅳo=2，即erm=2，则 T=1I12／r ，将erm=O．0402 

代入，则 =17．2339(天)，即每经过17天，种群就增殖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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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MPERATURE 0N EXPERIMENTAL 

POPULATION OF Chilocorus biiugus Mulsant 

Ren Shun—Xiang Guo Zhen—Zhong Xlong Ji-·W en 

(Depariment of Plant Pro~ecHon，C~izhau Agricultural College)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hilocorus bijugus MuIsant popul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favourable temperature of development falls in the range of from 1BE 

to 23℃ ．The lowest and highest threshold temperatures are about 5℃ and 

from 36~C to 4I℃，respectively．The high est and lowest survival rates occur 

at 25℃ an d 31℃ ，respectively．The supercooling point is measured to be in 

the ran ge of 一 4．26~C through 一5．60~C during the hibernating period．The 

Lunate capacity of in crease (r )and the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 )are 0．0402 

an d 1．0410 female offsprings pe r day in the ran ge of 20。to 24．5℃ ，respe ct／一 

rely．The net reprod uction rate ( 。) jS 89．63 an d a generation would be  

completed in l11．76 days． 

K ey W ords：Chilocorus bijuguS Mulsan t， developmental rate， innate 

ca pacity of increase (r )，supe rcool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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