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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品系选育及遗传分析 

吴孔明* 刘芹轩 5年3 t7 

啊艏 髑彻 唧 S 
摘 要 对 采 自棉 田的朱 砂 叶螨 ( m玎ŵ 出 ~innabarln~)种拜使 用 氧化 乐果 选择 盛 【66．67— 

133．33 门)16扶筛选后，抗氧化乐果由8 33倍上升到 ．93倍．利用此抗性 品幕(R]和采 自河南省固始 

县的敏感品系(s)杂文和回盘．研究了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的遗传方式 。正盘和反盘(SR和 Rs)F一代的 

Lc—P线升于 S与 R之间偏向 R方．显性系数 D硼和 D衄分别为 0 5 679和 0． 5冒．表 明抗性是由不完全 

显性基因控制。对 F．杂舍子与未奉的回盘(SR}×S ) 代爵定表明抗性由单十基因控制． 

关键词一束砂叶螨，氧化乐果．遗抟市式。 

朱砂叶螨是我国棉花及其它作物的重要害螨，施用化学农药是多年来的主要防治措施。进 

入80年代后期，朱砂叶螨抗药性水平上升极快，明显降低了多种农药的防治效果“ 。如何延缓 

和抑制朱砂叶螨抗药性的发展已成为棉花害虫抗性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害虫抗药性是一种遗传性状 ，研究抗性的遗传方式是指导抗性治理的理论基础。有关农业 

害虫的抗药性遗传研究，国外已做 了较多的工作 ”，但有关朱砂叶螨对杀虫杀螨剂的抗性遗 

传 尚未见报道。氧化乐果是我国北方棉区常用的杀虫杀螨剂，本文报道了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 

遗传方式的研究结果 

1 材料方法 

1．1 供试朱砂叶螨 

．
敏感品系来源 朱砂叶螨敏感品系采自河南肯固始县棉花植株上 此地位于淮河以南 ，大 

别山北的丘陵地带 ，属非棉区。农民在田边地头零星种植小片棉花，无施药历史。采集的朱砂 

叶螨饲养在利用营养液培育的棉苗上 毒力测定表明，其对农药的敏感度显著高于采自其它地 

区的品系。 

抗性朱砂叶螨品系选育：以采自河南省郑州市棉田的朱砂叶螨为原始抗性种群，在室内大 

量繁殖后采用棉苗浸药液法筛选抗性个体。具体方法如下；将饲养朱砂叶螨的棉苗在一定浓度 

的氧化乐果药液中浸泡 5s，然后继续在营养液中培养棉苗，置于 26℃下培养箱中。待 24h后， 

在双目解剖镜下将棉叶上存活的幼 、若及成螨挑至新的棉苗上饲养、繁殖。经过 1代繁育 ，种群 

密度足够高时进行下一轮选育，直至抗性稳定为止 共计筛选 l6次 ，依据抗性水平和种群密度 

确定选择压，所用选择压的幅度为 66．67—133．33~L／L 每 4次筛选后进行一次毒力测定。 

1．2 抗药性遗传试验方法 

在 26℃、15h光照条件下，利用幼嫩棉苗繁殖大量的健康抗、感朱砂叶螨备用。为了保证已 

交配的雌螨不进入杂交试验，在后期静伏阶段将雌螨分离。用毛笔挑取抗性、感性雄成螨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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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静伏雌若螨于棉苗上，分别配对杂交(s}×R：和 R}XS：，即 SR和 RS)得 F 代 取未经交 

配的 SR个体分别与 s：交配(sR}×s：)，繁殖后得 F 代回交个体 。 

为了保证繁殖足够多的后代供试，杂交螨数不少于 300对。交配后的雌螨繁殖 7d后用毛 

笔挑除，待所产卵发育至成螨后进行毒力测定。 

1．3 抗性水平测定方法 

用玻片浸渍法测定抗性水平。抗性选育过程中设置 6—8个系列浓度 ，抗性遗传试验设 1o 

个系列浓度 。每一浓度重复 3欢 ，共计 6o一8o头健康一致的雌成螨。粘贴雌成螨的玻片在药 

液中浸渍 5s后，用滤纸吸干药液 ，放入 25"C培养箱。24h后检查死亡数，按照浓度对数一机率值 

法计算毒力方程式 ，求出 LC 。等参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品系选育 

采自河南省郑州棉田的朱砂叶螨在室内棉苗上饲养 2代后，测定其对氧化乐果的抗性水 

平 ，结果表 明致死中量浓度(LC。。)为 80．75／~L／L。以此种群为抗性选育的原始材料，在氧化乐 

果选择压下筛选，首次筛选剂量为 66．67／~L／L，即 40 氧化乐果稀释 6000倍，此后不断增加 

选择压直至 133．33~L／L。表 1示不同筛选次数下的朱砂叶螨抗性水平，从中可 看出，随着筛 

选次 数增 加，朱砂 叶 螨对 氧化 乐果的抗性 水平 增高，经 过 l6次选 择 后，LC 最后 达到 

357．84~L／L。采自河南省固始县的敏感品系LC；。为 9．69~L／L，如以其为基数，则抗性倍数为 

36．93。b值由原始种群的 2．4I13增加到 3．5818表明该种群对杀虫剂的反应趋于均匀。 

表 i 不同选择次数下朱砂叶螨对氧化乐果的抗性水平 
Tabie 1 Levels 0f omethoate resisttmce ln the ~=trmine spider mite selected with omethemte during 16 

geaerations 

LC 

圈 1 亲代 S．R和杂空 F-的LC—P线 

F ．1 LC P Ii⋯ for T Ⅲ  口k r ⋯ parental~trains 

and reciprocal FI fema『es 

图 2 回空 F?(SR{×S )的 Lc_P期望值 
Fig 2 LC—P line r T ff 月-咖  月 progeny of S，R t 

SR} ×S z‘Dashed line rep~ ented the respon~ 

expected if omeThoate resistance in the mite～  

determined by a single J。r．incompletely 

dominant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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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的遗传方式 

从表 2可知．正交与反交 F 代的 LC；。分别为 164．10和 163．52~L／L，正交和反交无明显 

的差别则表明母性影响不大。从图 1的 LC—P线亦可看出，F 代的LC—P线介于 s和 R品系之 

间且略偏于 R一方 ．说明抗性基因为部分显性 。根据测定亲本杂交 F 代显性度(D)的 Falco— 

ner氏公式可计算抗氧化乐果基因遗传的显性系数“ 

D 一 

、  、 分别为抗性品系 ，杂交后代 F 和感性品系LC 。的常用对数植 。D=1为完全显 

性 ，D=一1为完全隐性 ，D一0为中间型。 

计算得出，Ds =0．5679，D s一0．5659，因而可以认为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按不完全显性 

方式遗传。 

表 2 朱砂叶螨抗性 、敏感品幕盈杂交和回交后代对氧化乐果的敏感性 

Table 2 Susceptibilityto姗 eI-慵 ttiⅡS and R s~inJ．F hybrid~ Sit,and RS．and backcr~ progeny 

of carⅡIine spider mite 

叶螨类为单一双倍染色体结构，雌性为双倍体．雄性个体在胚胎发育期丢掉了一套来 自父 

系的染色体成为拟单倍性 ，因而雄性的抗性基因全部来自母性。F 代 RS和SR的自交等于回 

交。 ，。设定抗性的基因数 目，可根据相应的孟德尔遗传模型计算分离状况．通过理论分离值和 

实际分离值的相互比较可确定基因数目。一般采用 x。分析进行适合性检验 ． 

Xz 

R

【TO--Ej'X ∑l T } 
r 1 I —  r 

其中，0为实际死亡虫数 ，E为理论死 亡虫数，R为试验组数。 

如果假设抗性为单个主基因控制 ，则 SR}×S s F。代在每个剂量下的期望反应为， 

X 一 W (SR)0．50+ W (SS)0．50 

此处 为Y剂量下的期望值，Ⅳ 为在剂量 Y下从毒力方程式计算的 ss和 SR基因型的 

观察值。按照上述模型模拟的 SR×S：后代 LC—P关系如图 2中虚线所示 ，可以看出和实际毒 

力测定结果较为吻合。为了进一步证实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单基因遗传规律 ．对 SR×S{后代 

的分离进行了卡方检验 ，如表 3所示。 

：测定表明． 一10．2614，当 dr=7时，x 。5=14．07。因而，可以认为朱砂叶螨抗氧化 

乐果遗传由单个不完全显性主基因控制。 

3 讨 论 

截止 1989年，全球已发现 500多种节肢动物对一种或多种杀虫剂具有抗性。杀虫剂有效 

性的丧失 ，导致更频繁更大剂量地使用杀虫剂 ，形成恶性循环。采取对策以延缓和抑制抗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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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速度 ，已成为多种农作物害虫综合治理的当务之急。昆虫对杀虫剂的抗性主要是通过在等位 

基因变异的一个或二个位点上遗传的，抗性发展速度取决于抗性基 圈频率变化的速率。。因 

此 ，为 了有效地管理抗性 ，必须研究抗性遗传学。 

表 3 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单基因遗传的 分析表 

Table 3 Cbi—square(X )aa~ysis or o~ tboate resi~ance inheri— 

t~nce in T．ci~ oba n̂ 

昆虫抗药性遗传学研究最早始于 

40年代对加州红园蚧(AonidiellaⅡ“ 

reantl1)对氢氰酸的抗药性遗传分析。 

随着昆虫抗药性 问题的 日趋严重．抗 

药性遗传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 

一 套完整的研究技术。 。有关农业害 

螨 的工 作，国外 已有 一 些 研 究，如 

Keena等研究了太平洋叶螨和二点叶 

螨对克螨特的抗性遗传 。Hoy等研 

究了太平洋 叶螨对三环锡 的抗性 遗 

传。 ，明确了抗性基因的显隐性关系 

和基 因数 目，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抗性 

治理措施。国内的工作尚属局限于卫生害虫和捕食螨，如淡色库蚊抗马拉硫磷 ，拟长毛钝绥 

螨抗乐果 和尼氏钝绥螨抗亚胺硫磷的遗传方式研究““。而有关我国重要的农业害虫研究所 

做工作甚少。棉花是我国的重要经济作物 ，棉花害虫抗药性 已成为限制棉花生产的关键因素， 
一

些重要棉虫的抗药性遗传研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作者对河南省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监测表明，棉田朱砂叶螨有约 20倍左右的抗 

性 ，相当于杂合子(Rs)的抗性水平 ，表明朱砂叶螨抗氧化乐果现正处于突增阶段。鉴于抗性是 

由单个不完全显性主基因控制，具有潜在的高发展速度 ，如不采取适当措施抗性将可能迅速上 

升。因而，建议棉花生产中可采用增效剂或与尚未产生抗性的杀虫剂混用来治理抗氧化乐果朱 

砂叶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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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 ETH0ATE—RESISTANT CARM INE SPIDER M ITE 

(TETRANYcHUs cINNABARINUs B0ISDUVAL) 

SELECT10N 0F R—STRAIN AND GENETIC ANALYSIS 

W u Kongming Liu Qinxuan 

(Instituee Plant prc~ectioa，Henan Acad~y of Agrlcu~tural Scienres．Zhengzhou，450002) 

An omethoate—resistant strain of carmine spider mite(Tetranychus cinnabarlnus Bolsdu— 

va1)was obtained by laboratory selection of a colony collected from Henan cotton field after 

16 selections with omethoate in a concentration ranging from 66．67 to 1 33．33(．ul／L)during 

16 generations and got a resistance to this insecticide increased from 8．33 folds(before selec 

t[on)to about 36．93 folds．This was compared with a susceptible population collected ftom 

Gushi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to ensure a homogeneous colony for the mode inheritance 

tests．LC—P Iines of the reciprocal crosses(RS．SR)were closed to those of R strain，and the 

degree of dominance (D)was estimated to he 0．5679 and 0．5659，respectively，suggesting 

that there were no materflaI effects and omethoate resistance in this mite was incompletely 

dominant．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backcross of SR,×S：indicated that omethoate re— 

sistance was inherited as a single gene． 

Key words：carmine spider mite，omethoate，mode of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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