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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种群数量消长及空问动态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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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Bemis~tabaci)种群动态研究结果发现 ，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种群数量达 高峰 的 

时间有所差异，波幅也不一致，12种作物烟粉虱种群数量依次为油葵>西葫芦 >棉花>大豆>南瓜 >茄 子>丝瓜 

>番茄 >辣椒 >黄瓜>菜豆>玉米，说明烟粉虱对其寄主植物具有一定 的 自然选择性。用扩散系数(C：S ／ ) 

对烟粉虱在棉花 、油葵和大豆作物田空间分布型初步分析结果均为聚集分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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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Bemisia tabaci(Gennadius)in different host plants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indi— 

cate that the times in which the po pulations of B ．tabaci on different hosts increase tO fl peak are different，the ranges of 

population wave are also different，the order of po pulation densities of B ．tabaci on different hosts is sunflower>pumpkin 

>cotton>soybean>cushaw>eggplant> hechima>tomato >chili>cucumber> kidney bea n> colTI．which indicates that 

B．tabaci tO host—plant has definite nature selectivity．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B．tabaci in cotton，sunflower and soybea n 

fields are studied by using C= S ／X ，and they are of collective distributio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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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烟粉虱(Bemisia tabaci)相继成为我国蔬菜、花卉等作物的主要害虫。有关实验室 

可控条件下不同寄主植物对烟粉虱体形 、生育、存活和繁殖等的影响研究已多见报道-1~1引，而有关农 田生态 

系统中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的发生规律及其种群动态的研究 目前 尚未见报道。本试验研究 了不 同寄主植 

物烟粉虱种群数量消长及空间动态变化 ，为烟粉虱预测预报和区域性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001～2003年在山西省闻喜县东官庄露地田进行，寄主植物选择烟粉虱危害程度较重的丝瓜 、 

南瓜、黄瓜 、茄子 、辣椒、番茄，西葫芦和菜豆 8种蔬菜及油葵、棉花、大豆与玉米 4种经济作物 ，并依丝瓜、黄 

瓜 、番茄、菜豆、南瓜、茄子 、辣椒、西葫芦、大豆、棉花、油葵和玉米相邻种植 ，种植面积均为 66m ，各作物间以 

80cm宽小水渠分隔开，重复 3次，共 36个小区，均按当地通常时间播种，栽培管理 同常规管理 ，且全生育期 

均不施用农药 ，试验田周边分别为柏油路和玉米种植田。 

本研究采用 5点取样法，每小区随机取 5个样点，每样点随机选 5株，分别从每株上、中、下部随机各选 

1叶计数烟粉虱成虫数量 ，同时记录其在植株分布状况。2001～2003年每年 5～1O月份每隔 7d调查 1次 

(每天早上 8：00～10：00或下午 4：00～6：00)，于各作物始见烟粉虱成虫时开始记载，全年共调查 38次。计 

算平均单叶虫量 ，并用 方格法计算 叶面积 (将 叶子平 铺于 坐标纸 上，根据 积分原 理得 出)及其成 虫量 

(头／cm )【引。根据扩散系数 C值判断空间分布型【̈J： 

C=S ／又 (1) 

其中，X 为每株平均虫量，S 为样本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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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不同蔬菜作物烟粉虱成虫种群数量消长动态变化 

Fig．1 Population dynamics 0f Bemisia tabaci in different vegetables 

熟期 ，叶子渐变枯黄 ，成虫开始迁 飞转移 ，种群 

数量也逐渐减 少。由于烟粉虱世代 重叠严重 ， 

种群增长曲线波动较大，不同寄主植物的波幅 

不一 ，其 中丝瓜 、南瓜和油葵波幅变动较 为明 

显 ，其他作 物次之，玉米未发现卵和若虫 ，仅偶 

见成虫 。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发生盛期时的种 

群数量亦不同，12种作物烟粉虱成虫种群数量 

依次 为 油 葵 (13．1头／cm )> 西 葫 芦 (12．8 

头／cm )>棉 花 (11．0头／e1T1 )>大 豆 (8．9 

头／cm )> 南 瓜 (7．2头／cm )> 茄 子 (6．6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种群数量消长动态变化 

由图 1和图 2可知各作物烟粉虱种群数量 

在寄主生育期 内持续增长，且不同作物烟粉虱 

始见成虫的时间不一 ，达高峰的时间亦有差异 ， 

其 中丝瓜烟粉虱种群发生高峰期为 8月上旬 ， 

南瓜为 8月中、下旬，黄瓜为 7月下旬 ，茄子为 7 

月下旬 ～8月上旬 ，辣椒为 8月中旬，西葫芦为 

7月下旬 ，番茄为 8月上旬，菜豆为 8月上、中 

旬 ，油葵为 7月下旬～8月上旬 ，棉花为 8月上、 

中旬，大豆为 8月下旬。随各寄主植物进入成 

图 2 不同经济作物烟粉虱成虫种群数量消长动态变化 

头／cm2)>丝 瓜 (6．3头／cm )> 番 茄 (5．8 Fig．2 Population dynamics of Bemisia tabaci in different economic plants 

头／cm )>辣椒(4．5头／cm )>黄瓜(2．9头／cm )>菜豆(2．2头／cm )>玉米(0．01头／cm )，说明烟粉虱对 

寄主植物具有一定 自然选择性。 

2．2 几种作物田烟粉虱种群空间动态变化 

棉花、油葵和大豆烟粉虱样本统计量及有关参数见表 1。其计算式为： 

1±2 (2) 

表 1 棉花、油葵与大豆田烟粉虱样本统计量及有关参数 

Tab．1 The stylebook statistic and parameter d Bemisia tabaci in cotton，sunflower and soyMan fields 

*油葵品种为“G101”，大豆品种为“晋大74号”。棉花品种为“晋棉 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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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样本数，求出扩散系数 C值在 95％的置信区问，若 C值在此置信范围内则属随机分布，若低于下 

限则为均匀分布，若高于上限则为聚集分布型 J。该研究中以每种作物为调查单位 ，样本数为 25，95％置信 

区间为 1．5774(±0．4226)。由表 1可知各扩散系数 C值均显著高于置信 区间的上限，因此从整体上看棉 

花、油葵和大豆田中烟粉虱的分布均为聚集分布型。 

3 小 结与 讨 论 

本研究表明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种群数量达高峰的时间有所差异 ，且种群波幅也不一，不 同寄主植物 

发生盛期时种群数量依次为油葵 >西葫芦>棉花>大豆 >南瓜 >茄子 >丝瓜 >番茄 >辣椒 >黄瓜 >菜豆 

>玉米 ，这一结果与林克剑等 J在河北省廊坊市调查结果基本相符 ，说明烟粉虱对其寄主植物具有一定的 

自然选择性。由于烟粉虱的寄主植物范围非常广泛 5l，且不同季节各种植物问存在迁移危害的现象 ，因此 

针对单一作物的烟粉虱防治技术 ，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多种作物构成的复杂系统中烟粉虱危害问题 ，而只有 

着眼于农田生态系统中不同寄主植物烟粉虱种群数量的变化 ，针对其在不同寄主植物 的危害规律，改变栽 

培制度，合理布局作物 ，使烟粉虱食料环境恶化，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烟粉虱的危害。本研究初步明确了烟粉 

虱在不同寄主植物 田间种群数量消长动态 ，明确了烟粉虱对寄主植物具有一定的 自然选择性，这对于准确 、 

合理地进行烟粉虱预测预报和综合治理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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