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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砂叶螨久效磷抗性品系与敏感品系的 

比较 适 合 度 初 步 研 究 

PRELIMINARY STUDY ON C0MPARATIVE FITNESS OF 

M0N0CR0T0PH0S-RESISTANT AND —SUSCEPTIBLE 

抗性 【|】，成为目前害虫治理的严重问题。了解殊砂叶蜻的抗性发展和敏感性的恢复对于抗性治理 十 分 有 

用。一般在有药剂的环境中，抗性个体的增殖自B力显然高于感性个体，而在无药箭的自然环境中抗性 个 体 

与感性个体的增殖能力差异预示着抗性群体敏感度恢复的快慢。如抗双甲胖的柑桔 全 爪 蜻 (Panonychus 

ci rri Mcgregor)品系的增殖能力与其感性品系在无药莉条件下差异不大，抗性群体的抗性比较稳定 i】， 

二点叶螨(Tetranychu$urticae Koch)的三氯杀 

螨醇杭性品泵的增殖能 力 比 感 性 品 系 要 低 ． 

在无药剂环境中抗性群体的 敏 感 度 会缓 慢 恢 

复1 。本研究谭过了解砗砂叶螨的A效磷抗 性 

品系与感性品系的增殖能力，为解决 目前棉 叶 

螨抗药性提供信 自。 

1．材科和方法 

供试抗性殊砂叶螨采 自河南新乡县棉区，室 

内大豆饲养3o代并用久效磷的 LCs。近似浓度选 

择1O敬后LCs 0为l136．0 mg／l~感性品系采 自河 

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校院内，LC5 0为56．5 mg／1， 

R／S为2o．1。将抗感雌成螨各50头分别接于太豆 

叶盘上。叶盘直径3cm，置于吸水海绵的吸水纸 

上 海绵放在盛浅永培养皿中保温和防 止 叶 蜻 

逃逸。叶蝻产卵 l d后，去除雌成蜻和多 余 卵， 

每叶盘只留 1粒卵，放在温度 2 8土l℃，相对湿 

度7O 左右，每日光照14 h的温箱内饲养，每天 

观察记载其生长发育，存活、产卵情 况，最 后 

用Leslie—Birch方法组建生命表以比较其增殖能 

力的差异 l 。 

2．培果轴讨论 

生命表和结果(表 ])说明，磉砂叶 螨 的 久 
效磷抗性品系在无药‘的l条 件下，平 均 世 代局 

期、产卵期和雌成螨寿命均较感性 品 系 为 长， 

而且抗性品系的生殖力远低于感 性 品 系 ，其 生 

裹 1 碌毋时蠕抗性晶幕和矗性昌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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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率、净生殖率和总生殖率仪分别为感性品系的 53．1％、72．77％和67．55 I困此导致了抗性品系的内禀 

增长率较低 ，种群加倍时间延长。 

在未经药剂选择的害虫种群中，感性个体占 多数，因而在自拣选择中具有抗性基困的个体有不利 于 

生存的方面f生活力低)i s川 如内吸磷和对硫磷的抗性叶螨，其增殖能力均低于感性个体 ⋯ ，表现为产卵 

量少和发育期延长，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当然也有一些药剂拄性的叶蝻种类其抗性个体 增 殖能力与感性 

个体一致或差异不显若，抗性比较稳定 l’1。 

抗性群体抗药性的下降～般卣这样一些方面所致，除抗性个体增殖能力低外，外来迁^感性千体 的 稀 

释作用和由于单因子隐性遗传而形成的杂合子(rs)̈ 1． 

杀虫剂对农田生态环境影响的恶果——残毒 污蛰和引起再猖撅原因之～的抗性问题日益突 出，而化 

学防治仍是。虫口夺粮 的重要手段。对于殊砂叶螨久效磷抗性的解决，在采取综合治理减少用药次数 的 同 

时，还可采用与久效磷无交互抗性的药剂取代之，使叶螨敏感度恢复到可蹦重新应用久效磷防治的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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