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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烟粉虱在黄瓜上的种群动态和几种生态因子对烟粉虱种群的影响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结果表明, 降雨和为数众多的天敌对控
制烟粉虱种群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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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 paper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Bemisia tabaci i n cucumber plants and the i nfluences of several ecological factors on Bemisia tabaci
population were i 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i nfall and numerous natural enemies played the i mportant role inthe control of Be-
misia t abaci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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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粉虱( Bemisi a t abaci ) 属同翅目( Homoptera) 粉虱科( A-

leyrodidae) , 在过去的十几年 , 仅仅借助于人类的花卉运输活

动已经传播到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已成为全球性的蔬

菜、花卉、苗木等的主要危险性害虫[ 1] 。我国早在1949 年就

有烟粉虱的记载[ 2] , 但发生并不严重。进入20 世纪90 年代

中后期, 无论在北方和南方 , 烟粉虱均呈现出暴发成灾和愈

演愈烈态势[ 3 - 5] 。笔者调查和分析几种重要生态因子对烟

粉虱种群的影响, 获得较好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广东省现代化农业

示范区露地黄瓜大田内进行, 该黄瓜地由一块杂草地开掘而

成。黄瓜品种为新津春4 号, 由天津市科兴蔬菜研究所生

产。不使用杀虫剂防治黄瓜上的害虫。每隔6 d 调查1 次 ,

每次随机调查30 株黄瓜, 每株黄瓜按上、中、下部位各抽查1

张叶片, 共调查90 张黄瓜叶片。首先轻轻翻开所调查叶片 ,

仔细检查叶背面的烟粉虱成虫数量, 然后将该叶片剪下, 带

回室内在显微镜下观察和检查, 统计每张叶片上随机选取的

5 c m×1 c m 范围内的烟粉虱卵和若虫数量。调查黄瓜植株上

烟粉虱天敌种类和数量。

从当地气象局收集调查期间每日气温、相对湿度、降雨

量等气象资料。

2  结果与分析

2 .1 烟粉虱成虫、卵和若虫数量动态变化 从图1 可看出 ,

随着黄瓜植株的生长, 烟粉虱成虫数量逐渐增加, 至5 月7

日, 成虫数量上升到最大值9 .92 头/ 叶, 然后急速下降至5 月

14 日的2 .08 头/ 叶 , 随后逐渐上升,5 月28 日又从6 .33 头/ 叶

下降到6 月3 日的2 .25 头/ 叶。烟粉虱成虫数量的减少导致

卵数量的下降, 分别由5 月7 日的3 .90 粒/ c m2 下降到5 月28

日的0 .10 粒/ c m2 ,6 月3 日的4 .15 粒/ c m2 下降到6 月10 日

的3 .10 粒/ c m2 。随着时间的推移, 烟粉虱若虫数量呈波浪式

增加, 从4 月16 日的0 上升至5 月21 日的1 .32 头/ c m2 , 之后

若虫数量略有回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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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烟粉虱成虫、卵和若虫数量变化

2 .2 几种相关的生态因子对烟粉虱种群的影响

2 .2 .1 温度、湿度。烟粉虱耐高温和耐低温的能力均比较

强[ 3] , 能忍受40 ℃以上高温[ 4] ,5 ℃时成虫、若虫仍然继续存

活[ 6] 。尽管如此, 相对来讲, 烟粉虱一般只在干、热的气候条

件下暴发危害[ 3] , 夏季高温干旱常常使烟粉虱种群呈指数式

增长, 出现猖獗危害[ 4 - 6] 。

4 月16 日至6 月10 日的日平均气温和日平均相对湿度分

别为27 .06 ℃和78 .96 % , 这种气候条件有利于烟粉虱种群的缓

慢增长, 但还不至于导致种群呈指数式增长并暴发成灾。

2 .2 .2 降雨。连续多年大田观察和调查发现, 降雨对烟粉

虱种群有一定的影响。降雨强度愈大 , 降雨时间愈长, 对烟

粉虱成虫的冲刷和杀伤作用愈大。短时间的小阵雨对烟粉

虱成虫数量影响不明显 , 而较长时间的大暴雨过后, 黄瓜叶

片背面的烟粉虱成虫则寥寥无几。不同的降雨程度对烟粉

虱成虫的冲刷率见表1 。

  表1 不同降雨程度对烟粉虱成虫的冲刷率

降雨程度
成虫数量∥头/ 叶

降雨前 降雨后

冲刷率

%
中—大阵雨    7 .89   2 .78 64 .79
连续几天大暴雨 76 .67 11 .22 85 .36
早晨短时阵雨 27 .08 12 .86 52 .53
台风,短时阵雨 25 .41 10 .47 58 .80
特大雷阵雨 2 .27 0 .54 76 .10

  从表1 可看出, 连续几天大暴雨和特大雷阵雨对烟粉虱

成虫的杀伤力最大, 冲刷率分别达到85 .36 % 和76 .10 % 。

此次调查发现,5 月10 ～14 日连续几天阵雨或大雨,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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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6 月3 日连续几天雷暴、间中阵雨分别是导致烟粉虱

成虫数量由9 .92 头/ 叶( 5 月7 日) 突降到2 .08 头/ 叶( 5 月14

日) 和由6 .33 头/ 叶( 5 月28 日) 下降至2 .25 头/ 叶( 6 月3 日)

的最重要原因。

2 .2 .3 天敌。调查结果表明, 黄瓜地内烟粉虱的天敌资源

非常丰富, 主要种类: 球腹蛛科的三点球腹蛛( Theri di on kom-

pirense) , 八点球腹蛛( Theridion octomaculatum) ; 管巢蛛科的粽

管巢蛛( Clubiona japonicola) ; 肖蛸科的侣伴肖蛸( Tetragnatha

cliens) , 卵 腹 肖 蛸 ( Tetragnatha shikokiana) , 四 斑 锯 螯 蛛

( Dyschiriognatha quadri maculata) , 鳞纹肖蛸( Tetragnatha squa-

mata) ; 微蛛科的食虫瘤胸蛛( Oedothorax insecticeps) , 草间小黑

蛛( Erigonidium graminicolum) ; 跳蛛科的猫跳蛛( Carrhotus pi-

choni) , 蚁蛛( Mrymarachne spp .) , 微菱头蛛( Bianor aenescens) ;

狼蛛科的拟水狼蛛( Pirata subpiraticus) , 拟环纹狼蛛( Lycosa

pseudoannulat a) ; 圆蛛科的四点亮腹蛛( Singa pygmaea) , 茶色

新圆蛛( Neoscona theisi .) , 黄褐新圆蛛( Neoscona doenitzi) , 六点

圆蛛( Araneus dispicatus) , 角圆蛛( Araneus cornutus) ; 瓢虫科的

四 斑 月 瓢 虫 ( Chilomenes quadriplagiata ) , 六 斑 月 瓢 虫

( Chilomenes sexmaculata) , 双带盘瓢虫( Coelophora biplagiata) ,

龟纹瓢虫( Propylaeajaponica) , 异色瓢虫( Leis axyridis) , 奇变瓢

虫( Aiolocaria mirabilis) , 稻红瓢虫( Verania discolor) , 狭臀瓢虫

( Coccinella repanda) ; 隐翅虫科的青翅蚁形隐翅虫( Paederus

fuscipes) ; 花蝽科的南方小花蝽( Orius si milis) , 黄褐叉胸花蝽

( Amphirares sp .) ; 盲蝽科的食虫齿爪盲蝽( Deraeocoris punctu-

l at us) ; 长蝽科的大眼长蝽( Geocoris pasllidipennis) ; 草蛉科的中

华草蛉( Chrysopa sinica) ; 小蜂科的双斑蚜小蜂( Encarsia bi-

macul ata) 。

田间调查时发现, 各种天敌对烟粉虱的控制作用十分巨

大。例如 , 蜘蛛吐丝结网, 缠住大量烟粉虱成虫, 然后咬食成

虫; 南方小花蝽( O. si milis) 经常在烟粉虱成虫产卵较多的黄

瓜植株顶端嫩叶上活动 , 吸食烟粉虱卵粒; 南方小花蝽也喜

欢捕食( 刺吸) 烟粉虱若虫和伪蛹, 导致若虫或伪蛹畸形、死

亡; 也见到南方小花蝽捕食烟粉虱成虫。食虫齿爪盲蝽( D .

punct ul atus) 、大眼长蝽( G. pasllidipennis) 等蝽类和中华草蛉

( C. sinica) 经常捕食烟粉虱若虫, 也见到捕食烟粉虱成虫。

瓢虫可以捕食烟粉虱各虫态。

随着黄瓜植株的生长, 烟粉虱天敌种类和数量逐渐增

多, 对烟粉虱种群的控制作用增强。例如在黄瓜生长后期调

查时发现, 平均每株黄瓜植株上有蜘蛛12 .20 头、捕食性蝽

2 .60 头、瓢虫6 .40 头、隐翅虫0 .20 头、草蛉0 .80 头。5 月16

和30 日调查时发现, 双斑蚜小蜂( E. bi maculata) 对烟粉虱的

寄生率分别高达34 .69 % 和37 .50 %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天敌对烟粉虱种群控制起着重要

作用。如果没有天敌的作用, 烟粉虱种群数量将会增长得

更快。

3  结论与讨论

在该次调查中发现, 黄瓜植株6 叶期时( 4 月30 日) 的烟

粉虱成虫数量为5 .25 头/ 叶, 低于烟粉虱的经济阈值( 6 .58

头/ 叶) [ 7] , 即使没有采取任何防治措施, 黄瓜也获得了好收

成。在整个黄瓜生长期间, 降雨和为数众多的天敌等生态因

子对控制烟粉虱种群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全球变暖以及高温、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也是烟

粉虱大量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 烟粉虱对目前使用的

各种常规杀虫剂均已产生高水平的抗药性[ 8 - 9] , 大量杀虫剂

的使用更是导致烟粉虱天敌的凋零和毁灭, 从而产生烟粉虱

大量发生和猖獗危害的恶性后果。使用一些高效低毒的制

剂( 如阿克泰、吡虫啉、阿维菌素、扑虱灵等) 防治烟粉虱 , 并

注意轮换用药, 可以收到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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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环境三要素 , 它们彼此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声景观的设

计, 不仅要研究声要素本身 , 还应研究其与听者、物质空间

环境、城市景观文化、历史文脉的关系。因此, 在今后的城

市景观设计研究与实践活动中 , 应积极地将声景观设计理

念运用到景观设计的实践中去 , 进而启发其他相关景观要

素( 如触觉要素、嗅觉要素) 的设计。通过五官的共同作用,

多方位多视角地实现景观的整体塑造 , 使城市景观设计作

为强化使用者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媒体。声景观是由人

的听觉感受到的, 光与色的景观则是由人的视觉感受到的,

但人的听觉与视觉是相互影响的。因此 , 将声光色景观作

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研究 , 将之应用到城市景观的规划

与设计中 , 将是今后对此研究的又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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