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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 

奉文应用T十聚集度指标分析了食蚜缄蝻、棉蚜有趣蚜和椭 无知蚜在不同时期的种群空间梏局· 
采用Fuzzy聚凳分析法刮定了空间梏局动态，并用1weibulI-I型画数和David and Moore挺 出 的 比 

较两十总体聚集程度的方法，分析了食蜉城蝻和槔蚜在时间和藏量上的百己合，以蔑它n在空向捂局上的 盏 

异，以此判断捕苗上的食蚜皱蝻控制槔蚜的可韶性．结果耨出· (1)食蚜皱蝻辅讳蚜在发生时I可和 l显 

生数量上具有同步性．田问寄生率符合Weibull—I型分布I (2)食蚜城蝻和棉籽有趋蚜的奎问 格 局 

差异显著，与无知蚜差异不显著I (3)聚集指标封定得上II．食蚜艘蜻和棉籽无趣蚜酌奎向特局为聚 寨 

型，有翅蚜为瞳机型， (4)聚粪分析得出，被寄生有趣蚜有 2 d周期变化，食蚜缄埔聚集性在前期 与 

有翅蚜相似，在后期与无趣蚜相戗I提上II了天敌控制的连接向锺．． 

关■强：食蚜绒螨，蛳 客回盎屋!模橱聚类． 

食蚜绒螨( llothrombium sp．)是捕食与寄生蚜虫的主要季节性天敌之一，是蚜虫的常见 

外寄生物”n】。尤其在棉苗期其它棉蚜(Aphis g i Glover)天敌尚未迁入棉田以前 ，对 

棉蚜的控制较为突出 “ 。对于它的分类学 、生 物学、生态学等研究，由于种类鉴定 和 实 

验手段等原因，国外报道较多“ ，国内研究甚少，仅见几篇零星报道 ““。为了 更 

好地了解食蚜绒螨对棉蚜的控制动态和可利用性，于1 989年在西北农业大学农场对食蚜绒嗡 

和棉蚜的分布关系进行了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

、 材料与方法 

1．调查方法 

调查于5月初至6月初在西北农大试验农场进行。试验地面积约6 66．7m ，等分为两块， 

每块隔行随机抽取 5点，每点调查 3株棉苗上的棉蚜有翅蚜、无翘蚜和寄生的食蚜绒螨。调 

查问隔 2 d。 

2．分析方法 

根据每次调查的数据，统计出各组的平均数 和方差S ，由此再计算出种群的空间聚集 

度指标，具体指标有l扩散系数C=S ／ ，David and 1V~oore丛生指数 ，负二项分布 参 

数(矩法 )，Ktmo指标 _。，Morlsita扩散型指数 j，Lloyd(1967)提出的平均拥挤度m， 

聚块性指 标 m／ ，分析种群和群落的分布型。 

根据David and Moore提出的比较两个总体聚集程度的方法测定棉蚜和食蚜缄螨 的 聚 

集差异。 

卒研窍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页目．本文于I9。1年 1月3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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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同时期的 7种聚集指标按极值归一 比公式 

，一 一 = {! 
一  

⋯ 一  

进行标准化，然后采用最大最小法 

(xfÎ  ， ) 

( IV î) 

(2) 

(3) ● 

得出模糊关系矩阵，进行不同时期的种群空间聚集性的模糊聚类分析。并据模糊等价关系矩 
． 

阵，对不同时期的种群和群落空间结构组建聚集度指标聚类树状图，分析空间结构的动态和 

食蚜绒埔对棉蚜的跟随作用动态。 

二，结果与分析 

1．★蚜皱■和拂蚜在发生时问和救■上酶已台 

食蚜绒螨在陕西关中棉田一般发生在5月初到6月初，多随棉蚜有翅蚜迁入棉田，部分 

是母闻越冬卵孵化产生，一年一代，以成虫或卵越冬。它的发生受环境、地域及气候的影响 

较大，各年发生程度不一。如1971年、1 972年和1988年，百兴棉蚜中寄生不足百头，棉蚜未 

得控制。而1968年，1973年、1984年、特别是1 989年，螨蚜比高达 4，对棉花苗蚜控制作用 

比较突出”““。从此年的黄盘诱集情况看，有翅蚜和食蚜绒螨的发生在时间 上 具 有 同步 

性。因为它们的越冬寄主都在杂草上，而有翅蚜在迁飞之前，便已携带上食蚜绒螨。当迁飞 

棉田后，棉蚜有的被控制无法繁殖，有的则繁殖弧雌胎生蚜，繁衍世代，食蚜绒螨也在 寄生 

取食的同时繁殖下一个世代。因而它们在发生时间和发生数量上相一致，这就为控制棉蚜提 

供了可能的条件。 

据我们对不同时期的有翅棉蚜 寄生率(带螨率)分析，其变化动态符合Weibull—I型曲线 

(f)=exp一<t．／s．2057)‘。 ] 

Syx=0．1658 =1．8263《 。
．
。B=11．07 

说明它们在数量上也具有同步性，只是由于气候的原因， 5月下 旬后寄生率 按Weibull函 数 

渐遇。 

在田间观察中我们发现每头有翅蚜寄生多于5头食蚜绒螨时，其寄生率出现突高突低的 

问隙变化见(表 1)。 经实验室和大田分析得出， 每头有翅蚜寄生 5头绒螨时只能存活 2 d， 

寰1 有趣蜡膏生5头★簧蕾■的时序变亿(杨陵，1989) 
Table I The change of ptrtsiting percentage by five mites 

on alatus cotton 8phids(Yangling，ISB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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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每 2 d寄生率有高低波动。说明食蚜皱螨在一定的密度下对棉蚜有较强的控制力和很好 

的跟随效应。 

2．食蚜绒螨和棉蚜在不同时期的空问格局 

食蚜绒螨随着有翅棉蚜迁入棉田后，在不同时期、不同棉株生 长期和不同的棉蚜种群结 

构中具有不同的空间格局，这种空间格局的变化会对食蚜绒螨控制棉蚜效用产生显著影嗡 

根据调查资料，采用前述的7种聚集指标计算得出不同时期棉蚜有翅蚜、无翅蚜和食蚜 

绒螨的聚集动态指标(见表 2)。 

裹2 ★蚜敛靖和抽蚜的橐鼻指标(杨陵，1989) 
Table 2 The index of patchness of the mi” s and colton 

日 期 
月·日) 种 类 ， 
Date C I K K 一 r d 

：month Species (头，3抹) 
· day) 

有 趣 蚜 
A1atus aphids 0．1838 】．O782 O．0782 2．0928 0．I 78 1．5278 0．2Il 8 1．I779 

5．】B 
无 翅 蚜 0

．40O0 6．】667 5．I867 0．O774 】2．9】90 I 4．2857 5．5687 13．9】B8 坤  

rilites 1．g818 1O．S793 9．S793 0．1 086 5．0 352 5．98柚 l】．S6ll 6．0 35‘ 

有 趣 蚜 
A1atus aphids o．1 455 1．1250 0．1250 0．8594 1．9643 0．2705 1．8594 

5．】8 无 趣 蚜 o
．

27*27 2．0988 1．D98S 0．2I82 4．0288 5．2 38l 1．3715 5．0289 却豁 墙m 
0．8727 5．307】 I．3071 0．20,2B I．0 352 5．9486 5．】708 5．9 362 

有 趣 好 0
．2909 0．976s l2．5672 0．07蚰 0．0】6 0．3I 40 1．0794 Alatus aphids 

无 翅 蚜 5
． 20 1．4l82 5．4240 I．I240 0．320 3．1195 4．1026 5．8422 4．I195 Apt

童ero蚜us
缄
ap
靖

hids 

2．I 3B4 5．5603 I．5603 0．5345 1．871 7 2．851 5 8．996 2．87I8 

有 翅 好 1
．0 339 AIatus aphids 0．3455 0．9883 0．01l7 29．5S64 0．033S 0．96I8 O．35 72 

无 翅 蚜 1
．

0000 4．I444 3．44‘4 0．2903 3．I44 4．4444 4．4444 5．22 Ap 著 谙 
】．4909 I．04B1 3．046l 0．4895 2．043l 3．03D 4．5370 3．0431 

有 翅 蚜 0
．2900 0．8495 0．1 505 1．0334" 0．51 72 0．4583 1．5：74 Alatt~s aphids 

5．24 无 翅 蚜 I
．56 3B 4．82e4 3．83B4 0．40B8 2．4471 3．4209 5．3900 3．4471 Apt

☆

ero

蚜

us皱ap埔hjd 

1．0900 1．9784 0．978I 1．1lBO 0．8969 1．89,55 2．0693 1．8969 

有 越 蚜 0
．
4IB2 0．94B9 0．05 3l T．8801 0．1 27l 0．8e9B 0．4 l 3 1．1270 

5．26 
喈 

卸 矗 。 2．3455 4．5838 3．5828 0．6546 1．537B 2．5115 5．2282 2．52 
1．2818 4．5697 3．5S97 0．387l 2．5833 3．5703 4．0515 3．5833 

从表2可以看出，棉蚜有翅蚜的C和 值均约等于 1， 值接近于零，故有翅蚜的 空 间 

格局在不同时期均为随机型的，前棉蚜无翅蚜和食蚜绒螨 的C，， 、m／ 、 m，，值均大 于 

1，K值均小于 1。说明棉蚜无翅蚜和食蚜绒螨的空间格局在不同时期均为聚集型的，其聚 

集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主要是由于棉苗的生长和棉蚜的扩散所致。 

根据公式 (1)计算食蚜绒螭和棉蚜有翅蚜的空间格局差异0l和食蚜绒螭与棉蚜 无翅 

蚜的空问格局差异0 得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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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5 ★蚜绒螨和棉蚜的分布差异蔫验 
Tsble 5 The test of distributive differences ot the mites and cotton aphids 

l2眷 

．| 在0．06l水早上 差异不 显著 ． 

从表 3可看出，食蚜绒螨的空问格局与棉蚜无翅蚜差异不显著。这就说明食蚜绒蝻在随 

有翅蚜迁A棉饵后，除跟随有翅蚜外，主要的还分布在无翅蚜体上。这种行为的适应，有利 

于其控制和取食棉蚜。 

3．不周耐期空问括局的攘糊聚类分析 

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种群密度下的空间格局有所差异，聚集指标变化较大，很难对不同 

时期的食蚜绒螨、棉蚜无翅蚜和有翅蚜进行聚集动态分析，比较起来也杂乱无序，具有不确 

定性和模糊性。因此本文采用模糊聚类分析，对不同时期、不同种群(群落)的7种聚集指标 

进行动态分析，绘出它们的聚类树状图，以便了解食蚜绒螨对棉蚜的控制能力和利用价值。 

根据公式 (2)、(3)和由此得出的模糊等价关系矩阵，选 择 不 同 的 (0≤ ≤̂ 1)， 

得出如下各模糊等价关系矩阵和聚类树状图。 

R =R‘垒R’(有翅蚜) 

R R 垒R‘(无翅蚜) 

R。=R‘垒R。(食蚜绒螨) 

A B C 

1 0．6222 0．3522 

0．6222 1 0．3522 

0．3522 0．3522 1 

0．3522 0．3522 3．58 50 

0．3583 0．3583 0．3522 

0．3522 0．3522 0．5088 

0．2779 

0．4639 

0．4639 

0．4639 

0．4639 

1 0．6655 

l 0．4988 

l 0．4988 

l 0．1250 

0．4988 

0．2779 

0．2779 

0．2779 

0．2779 

0．2 779 

D 

0．3522 

0．3522 

0．58 5O 

0．3522 

0．5088 

E 

0．358 3 

0．3583 

0．3522 

0．3522 

1 

0．3522 

F 

0．3522 

0．3522 

0．5088 

0．5088 

0．3522 

1 

0．4639 0．4639 0．4639 0．4639 

O．27 79 0．2779 0．2779 0．2779 

1 0．7'387 0．8001 0．74 76 

0．7387 1 0．7387 O．738 7 

0．8001 0．7387 1 0．7476 

0．7479 0．7387 0．7476 1 

0．6655 0．4988 

1 0．4988 

0．4988 1 

0．4988 0．6948 

0．1250 0．1250 

0．49 88 0．6 948 

0．4988 

0．4988 

0．6948 

0．1250 

0．7248 

0．1250 

0．12 60 

0．1 250 

0．1 250 

0．1 2 5O 

0．4988 

0．4988 

0．6948 

0．7248 

0．1 2 60 

1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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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上 的A，B，⋯⋯F分别是不同的调查时间。 

．16 5．i8 5 2。 ∞ 6 6Ⅲ  ⋯  
格局在前期主要与棉蚜有翅蚜相似，在后期 

l l I I l I r～ (即苗蚜高峰期前)主要与棉蚜无翅蚜相似。 i I f I f f f 这是由于有翅蚜携带食蚜绒螨迁入棉田
， 定 

L l l 妊器蛩 居、繁殖并扩散后，食蚜绒螨也随有翅蚜的 i 
。：：二 二r一 扩散而扩散，并转移后代到无翅蚜上，形成 

A矗 l ·。 无翅蚜聚块，食蚜绒螨也聚块的现象，(2) 
I I I I I l r。．o口o0 棉蚜有翅蚜的迁飞活动县有2 d 的波 动 周 

} f L— __j l 【∽Doj 期f(3)无翅蚜聚集度在后期高于食蚜绒埔， I l L气
=  

_J fo,~h7 因而它对棉蚜的控 在苗蚜高峰期前(5月 L{== 2 61~, 蔷 墓 
。 冀‰da ．～ 绒螨和有翅蚜却分布随机，故在此种情况 

I l 1 l 『 l 。0∞ 
下，若没有其它棉蚜天敌控制，则会导致棉 

l I l 1 l l l 蚜大发生。但这时的棉田环境日趋多样复 U L
—  寸— }8：嚣糟 杂，故不会为害成灾。 

螨 生 ⋯ ，土 

j ir一 ’ 壤性质，地理位置等的影响较大，因此它在 

墨 1 不同时期食蚜城螨和榜蚜的襄集度树状目 
Fig．1 The dendrogram ofthe index of 

patchness of the m ites and cotton 

aphids in d~erent time A-alatus 

aphids ,B·apterous aphids~C-m ites 

每年中的发生量差异较大。如何对其预测是 

保护利用的目标。 

2．棉蚜有翅蚜受本身活动 习性 的影 

响，具有随机迁移扩散习性，因此田问调查 

往往方差小于均数。在这种情况下，聚集度 

指标就 从谈起。但考虑到它的聚类分析和 

相互比较，在保持原意义和不改变原空间格局的基础上，本文部分采用丛生指数 I的绝对值 

进行聚集指标计算，其结果仍属随机格局。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理论推导还需研究和探讨。 

3．螨类作为害虫生物防治作用物的研究，按]~Eickwort(1983)的建议，可 分 为 3个 

水平，即物种开发 系统分类和生物学研究。目前，食蚜绒螭以棉蚜为作用物的研究在3个 

水平都处于初级水平。因此应在搞清物种的基础上，做到准确鉴定，系统研究。以生态系统 

的观点看待益螨对害虫的控制作用，选到真正的综合防治害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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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ALL0删 R0MBjUM 

SP
．
AND COTTON APHID 

／ ． 

Dong Ying—Cai W ang SbA—z 

(Norfhwes~ern Agricultural Un~versitU，Yanglin~，7]2】00) 

Seven aggregation indic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red velvet mite( Iothrombium sp．)and cotton aphid(A#his gossy#il G． iI1 

diffez’ent stages．The pattern dynamics were tested by fuzzy clustering method． 

Ⅵrejbull—I distribution and David and IV[oore s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similarity of the mite and the aphid in time and number，and difference of 

their spatial pattern．The results showed thatl - 

(1)Ⅱ 1e mite and the aphid had synchronism in time 皿 number．Under 

the field conditions。the dynamics of parasiting percentage conform to Ⅵrei— 

buU—I distribution． 

(2)The patterns of the mite and the alatus aphids were apparently dif— 

fecent，while the mite and the apterous aphid s were not apparently different。 

(3)The aggregation indices were tes t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tterns of the mite an d the apterous aphids were aggregate，and alatUs 

aphid s were ran dom． 

(4)The res ults from the fuzzy clustering analysis were that the parasited 

alatus aphids had two day s period，The aggregate of the mite an d the alatus 

aphids were similar in early stages ，an d the apterous aph／d s in late stages ， 

and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na~ml enemy controlling connection were asked． 

K ey wo rds：Atlothrombium sp，，Aphis~ossyPil，spatial pattern，fuzzy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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