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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通过不同饥饿程度七星瓢虫雌 雄成虫对麦二卫蚜捕食作甩的研究．得 出： 

@饥饿不能改变七星瓢虫雌、雄成虫捕食作用的功能匣应类型 ； 

②七星瓢虫雌、雄成虫间在各种饥饿条件下的捕食量差异均不显著 ； 

③七星瓢虫雌、罐 成虫对麦二 里蚜的捕食量 (Ⅳn)随着 时问 (1)的变 化，其模 型分别是 Ⅳ 90／l+ 

e。⋯4534 ‘ 和 Na=90／1+e。 一。 。附； 

④七星瓢虫雌、雄戚虫之间在Z4h内的捕食速度(V)差异 显著，其与时间段( )关系的模 分 别为 = 

8．3559x 2·6。和 =4．3487x 。 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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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adults on various ranges of starvation preying on 

Schizaphis graminum was studied．The results was as follows： 

(1)The functional reactive types of C．septempunctata adults on various range of star_ 

ration had no differenee； 

(2)The predacious number of C．septempunctata adults on S．graminum had nO differ— 

ence in various starving conditions； 

(3)The predacious number(Nn)of C．septempunctata adults on S．gramiunum had a 

variation with time(t)as shown in the models：Na一90／(1一e。 。 ‘ )and Na=90／(1 

-- e。 一。 ’ )respectively： 

(4)The predacious rate( )of C．septempunctata adults on S．graminum had no signif- 

icance difference in 24 hours，the model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dacious number 

andtime (z)shown as：V-- 8．3559x and V一4．34B7x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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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与其天敌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 系是在长期协同进 化过程 中逐渐形成的 ，同一 目标害虫 

有多种天敌Ⅲ，同一天敌叉取食 多种害虫 ，因此各种天敌对 害虫的捕食作用不同，它是评价天敌对害虫控 

制 作用大小 的主要 内容之 肉食性瓢虫是蚜虫类的主要天敌，有关龟纹瓢虫(Propylaea japonica)成幼 

虫 、异色瓢虫 (Leis axyridis(pallas))成幼虫、七星瓢虫 (Coccinetta septempunctata)成 、幼虫对蚜虫的捕食作 

用均有报道 卜 ，这些都为综台分析天敌作用、保 护环境 、减步农药污染、保护和利用天敌提供了科学依据 

上述报道都是天敌饱食之后禁食24h捕食蚜虫的结果。至于不 同饥饿程度对捕食量、捕食速度、功能反应类 

型影响如何未见报道 ，它涉及到天敌对 害虫控制作用 的评价 ，为了摸清饥饿 程度对七垦瓢虫捕食作用 、捕 

食速度等的影响，科学评价天敌对害虫 的控制作用，合理利用天敌 ，特开展本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七星瓢虫雌 、雄成虫和麦二叉蚜(Schizaphis graminum)均采自安徽农业大学教学试验农 

场 将采回的七星瓢虫雌 、雄成虫先使之饱食 。后分别禁食18h、24h、48h及不禁食处理 ，作供试天敌之用 。 

1．2 试验容器 容积为100em 的培养皿 

1．3 试验方法 

1．3．1 不同饥饿程度七星瓢虫雌、雄成虫的功能反应 在盛有麦二叉蚜高龄若蚜 密度分别为50、6O、7O、 

8O、90头的培养皿各放入1头供试天敌。24h后观察记载培养皿中剩下的和自然死亡的蚜虫头数 ，重复8次 。 

1．3．2 捕食速度 在盛有9o头麦二叉蚜的培养皿 中，分别放上1头禁食48h的天敌，在试验开始的第6h、第 

lob、第15h、第18h、第24h观察记载培养皿中剩下的和 自然死亡的蚜虫数，重复8次。 

2 结果与分斩 

2．1 供试天敌捕食麦二叉蚜 的功能反应 

2．1．1 饥饿18h七垦瓢虫雄成虫捕食麦蚜的功能反应 由表1可看出该研 究结果符台 Hollingn。提出的3 

种基本曲线类型 中 1型反应 ，1／Ⅳ 与1／Na之 间相关系数 r为0．9373，dr=3时 r⋯ 一0．878，r>ro ，表 明 

两者相关。根据 Holling的园盘方程 Na=aNT／1+ 丁 Ⅳ建立功能反应模型，经计算得出 Na一0．9787N／ 

1+0 0O21N 其 中处理时间 Th为0 0021，发现域 日为0．9787。为检验模型 的精度。将 Ⅳ一50、6O、7O、80、90 

代入，进行 x 检验 ，X。一0．5959，d，一3时 x3。5=7．81X <x{ 表 明理论值与实测值完全 吻台 

丧1 七星瓢虫雄成虫对麦二叉蚜的捕食作用结果(头／天敌) 

Table 1 Predation of Coeci~lla septempunetata(￡)on Sehizaphis gram~um(head／predator) 

2 1．2 饥饿18h的七星瓢虫雌成虫捕食麦蚜的功能反应 由表2可看出该研 究结 果符台 Holllng 1型反 

应，1／N 与 l／Na之 间相关 系数 r为O．9883，r> 。 (O 959)，表 明两者极相关 ，求得功 能反应 模型 Na一 

1．1125N／1+0．00456N。其中处置时间 Th为0．0041，发现域为1．1125 对模型精度进行 x 捡 ，将 Ⅳ一50、 

60、70、8O、9O代入 X 一0．2453，X <x； 表明理论值与实测值完全哟台 

2．1 9 饥饿48h的七星瓢虫雄成虫捕食麦蚜作用的功能反应 由表3可看出该研究结果 符台 HollingⅡ型 

反应 ，1／Ⅳ 与1／Na两者的相关系数 r为0．8975，r>r洲 。两者相关 ，求得 功能反应模型 Na=1．0916N／1+ 

0．00502N。其中处置 时 间 Th为0．0046+发现 域为 1，091 6。为检验模 型 精度 Ⅳ 值 。代 入后 求得 x 值 为 

2．8857+X <x3。 +表明理论值 与实测值完全哟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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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七星瓢虫雌成虫对麦二 叉蚜的捕食作用结果(头／天敌) 

Table 2 Predation of C~cinella septempu~ctata(早)on Schlzaphls g邝m Hm(head／predator) 

表3 七星瓢虫雄成虫对 麦二叉蚜的捕食作 用结果 (头／天敌) 

Table 3 Predation of Cocclnella septempunatata( )on Schizaphis gram／hum(head／predator) 

2．1．4 不同饥饿的七星瓢虫捕食作用功能反应模型 为 了节省篇幅，不再分别叙述 ．现把饥饿48h的雌戚 

虫 ．饥饿24h的雌 、雄 成虫以及未饥饿的雌、雄成虫捕食作用的功能反应模型列于表4。 

表4 功能反应模型 

Table 4 Functional reactive type 

由表1～表4看出饥饿0~48h的雌雄戚虫捕食麦二叉蚜的功能反应模型均 为 HoiUng I型 ，即饥饿不能 

改变捕食作用功能反应的类型 。 

2．2 不同饥饿时间七星瓢虫雌雄成虫捕食量的差异 

为了比较饥饿对捕食量的影响 ，对 N 为50、70、90头／皿条件下的捕食量进行方差分析．七星瓢虫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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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未饥饿和饥饿18h、24h、48h的在 Ⅳ一50条件下的捕食量间的F值为1 2538。在 N一70条件下的不同饥 

饿 时 间捕食 量 间方 差 ，分析 F值 为0 6290。N：90条件 下的 不同饥 饿时 间捕食 量 同 疗差分析 F值 为 

0．6209 查 F表 ⋯F 。 (3．20)一3．10，求得的 F值均小于 F⋯ ，表明不同饥饿情况下的捕食量问差 异均不显 

著 ．说 明在上述情况下 ，饥饿程度对七星瓢虫雄成虫l天中的捕食量影响不明显 

七星瓢虫雌成虫在 Ⅳ一5o条件下不同饥饿 时间捕食量间方差分 析 ，值为0．6667。Ⅳ一70条件下不同 

饥饿时间捕食量间方差分折的 F值为 l_0842。N一90条件下不同饥饿时问捕食量 间方差 分折的 F值为 

0．5669⋯F (3，20)一3 10，3种 条件下的 F值均 小于3．10 表明不同饥饿情况下捕食量 间差异均不显著 ， 

即饥饿对七星瓢虫雌成虫l天中的捕食量影响不明显 。 

从七星瓢虫雌雄成虫上述结果可看 出．在上述情况下 ．饥饿对七星瓢虫成虫 l天中的捕 食量 影响不明 

显 。 

同时也看出饥饿 不能改变功能反应的类型 

2．3 七星瓢虫雌雄成虫在24h内对麦二叉蚜的捕食量变化 

将捕食的结 果 列于 表5，经计 算 七星 瓢虫 雌成 虫对麦 二叉 蚜 的捕 食量 变化 模 型为 Na一90／(1+ 

e。“”‘-。 )，七星瓢虫雄成虫对麦cJ．捕食量的变化模型为 Na一9o／(1+e。 ⋯  )，式 中 Na为开始 

至第 ih对麦二卫蚜的捕食量的累计值 ．t为第 h。 

表5 七星瓢虫成虫2411内对麦=叉蚜的捕食量变化 

Table 5 The predacious number of Coccmella sepCemt~nctata adults oil Schlzaph~s graminum in 24 hours 

为了分析七 星瓢虫成虫24h内在各时间段的平均捕食速度变化，先将 累计捕食量列于表6。 

表6 七星瓢 虫成虫对麦=叉蚜的捕食量 

Table 6 The predacious number of Coccinella sepfempuuctatao~ aduts on Schlzaphis gramiunm 

为了分析七星瓢虫成虫在24h内各时间段对麦二叉蚜捕食速度的差异．将各时间段的捕 食量及捕食速 

度列于表7。 

由表7可看出雌雄成虫在第0--6h平均捕食速度最大 ．第6～10h及]0--]5h的捕食速度 只有第1时间段 

的一半．第15～I8h捕食速度显著减少 ，而在第]8--24h捕食速度小于1头／h。对雌雄成虫问捕食速度进行 

检验 ，f一0．0678．查 ￡表．a／=8时 h。产 2．31， < 表明雌 、雄成虫捕食速度之 间差异不显著 ；雌，雄成虫 

对麦二卫蚜的捕食 作用主要集中在第0～6h时间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期 邹运鼎等 ：饥饿对七垦瓢虫捕食作用的影响 117 

表7 七星囊虫成虫在各时间强的捕食蘧度 )(头／h) 

TaMe 7 The predacious rate of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on on Schizaphis graminum 

in 24 hours(head／h) 

若将5十时 间段 分别 以1、2、3、4、5表 示 ，经计算 七星瓢虫 雌成虫 捕食速 度 曲线的数学模型为 V一 

8．3559x_。 }雄成虫捕食速度 曲线的数学模型为 一4．3487x ‘。 

两个模型反映一个共同趋势 ，即饥饿后的七星瓢虫雌雄成虫有旺盛的食欲 ．捕食速度很大 ．在第6b后． 

捕食速度逐渐变慢 ．直到摄后捕食速度小于l头／b。 

3 小 结 

(1)饥饿不能改变七垦瓢虫雌、雄成虫捕食作用的功能 反应类型 ； 

(2)七星瓢虫雌 、雄成虫同在各种饥饿条件下的捕食量差异均不显著 ； 

(3)七星瓢虫雌 、雄成虫对麦二叉蚜的捕食量 (Ⅳ口)随着时 间(f)的变化其模型分别是 Na一90／(1+ 

e。94531 ) 和 Na 9O／(J+e。 。。 瑚 )； 

(4)七星瓢虫雌 、雄成虫之间24h内捕食速度 ( )差异不显著 ，其 与时间段 )闻关 系的模型分别 为 

一8．3559x。。 。和 V= 4．3487x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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