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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不同地理种群绿盲蝽的滞育率差异，从河南原阳、山东德州、江苏南京、河北保定和廊坊采集绿盲蝽的

五代成虫自然种群。采集到的种群放入温度（２６±１）℃，ＲＨ８０％±１０％，光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的人工气候箱中进

行饲养。对不同地区采集到的绿盲蝽成虫所产卵的滞育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绿盲蝽卵的滞育率随纬度的升高逐渐

下降；绿盲蝽自然种群在室内饲养后，其所产不同批次卵的滞育率存在随饲养时间的增加而明显下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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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种植结构的调整，特别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末，我国开始商业化种植Ｂｔ棉以来，棉

铃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Ｈüｂｎｅｒ）］等主要鳞

翅目害虫的为害得到了有效控制，棉田化学农药

使用量大幅减少。伴随着棉田广谱性化学农药

施用次数和用量的降低，盲蝽类害虫的种群数量

剧增，为害增强，呈严重灾变趋势，成为当前我国

转Ｂｔ基因棉花上的主要害虫
［１５］。绿盲蝽［犃狆狅犾狔

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ＭｅｙｅｒＤüｒ）］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类群，

其寄主植物众多，除棉花外，还包括枣树、葡萄、茶

树等多种果树和林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

影响［６９］。

广布种的形态、生理、行为和生态特征往往在不

同地区有显著的差异，称为地理变异［１１］。滞育是绿

盲蝽生态适应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决定其分布

地域的主要因素。本研究收集了南京、德州、原阳、

廊坊和保定５个地区的五代绿盲蝽成虫种群，对其

滞育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研究绿盲蝽不

同地理种群滞育特性的差异，可以根据各地生态因

子的不同，更好地预测当地绿盲蝽种群的发生动态，

为绿盲蝽的预测预报和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

据和技术指导。



４２卷第３期 陈培育等：绿盲蝽不同地理种群滞育率变化初探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自然种群

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６日从河南原阳（３５°０２′

Ｎ）、山东德州（３７°１６′Ｎ）、江苏南京（３２°０２′Ｎ），

１０月２２日从河北保定（３８°３１′Ｎ）、廊坊（３９°１９′

Ｎ）采集绿盲蝽的田间自然种群，每个种群保证数

量不低于１００头。采集到的种群带回实验室内，

放入温度（２６±１）℃、相对湿度８０％±１０％、光

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的人工气候箱（宁波江南

仪器厂，ＲＸＺ２８０Ａ智能型）中，使用鲜嫩的四季

豆（犘犺犪狊犲狅犾狌狊狏狌犾犵犪狉犻狊Ｌ．）豆荚作为饲料连续

饲养［１１］。

１．２　试验方法

不同地区绿盲蝽自然种群放入人工气候箱后，

每日下午１７：００－１８：００在每个种群的养虫盒内分

别放入一个铺有４层湿滤纸的培养皿用以收集绿盲

蝽所产下的卵［１２］。次日上午８：００取出培养皿，并

统计滤纸上的落卵量。然后，用蒸馏水湿润培养皿

内的滤纸并盖上培养皿盖，再放回人工气候箱内。

每日重复，直至所有种群产卵结束。以培养皿从养

虫盒内取出日为第１天，６ｄ后参考绿盲蝽滞育卵

的判断标准［１３］，统计各个培养皿内滞育卵的数量。

以不同地理种群在人工气候箱中饲养后产下的首

批卵为依据，计算出滞育率，以滞育率为纵坐标，

纬度为横坐标，使用Ｅｘｃｅｌ绘制折线图，用相关分

析得出滞育率随纬度变化的关系。同时，分别计算

每个种群不同饲养时间产下卵的滞育率，使用

Ｅｘｃｅｌ绘制散点图，得出滞育率随种群饲养时间变

化的规律。

２　结果与分析

不同地理种群产下的首批卵在温度（２６±１）℃、

相对湿度８０％±１０％、光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的

人工气候箱中放置６ｄ后，通过肉眼直接观察，记录

总卵量（犖）和滞育卵量（狀）。通过公式：滞育率（％）

＝滞育卵量／总卵量×１００，计算得出各种群产下的

首批卵的滞育率分别为：南京９９．３４％（犖＝４５５，

狀＝４５２），原阳９８．９９％（犖＝１９８，狀＝１９６），德州

９１．１０％（犖＝３２６，狀＝２９７），保定８７．８８％（犖＝１３２，

狀＝１１６），廊坊８４．６５％（犖＝２０２，狀＝１７１），见图１。

经过相关分析，不同地理种群绿盲蝽的滞育率随纬度

的升高而降低，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狔＝－２．１６狓＋

１７０．７９，犚２＝０．８２９４，犘＝０．０２０２３）。

图１　不同纬度绿盲蝽滞育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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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２来看，南京、德州、保定、廊坊４个地区种

群在人工气候箱中所产下的不同批次卵的滞育率随

饲养时间的延长而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最低降至０。

２００９年采集的原阳种群在人工气候箱中饲养５ｄ后

停止在滤纸上产卵，收集到的５批卵的滞育率没有

明显的下降。采用同样的方法，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采集的原阳种群所产下的不同批次卵出现了滞育率

随饲养时间的增加而明显下降的现象。

图２　绿盲蝽的滞育率随室内饲养时间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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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昆虫滞育特性的地理变异是适应不同环境变化

的结果，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充分利用环

境资源。国内外关于滞育反应地理变异的报道已有

很多［１４１７］。一般而言，在相同条件下，高纬度种群比

低纬度种群有更高的滞育率。如黑腹果蝇 （犇狉狅

狊狅狆犺犻犾犪犿犲犾犪狀狅犵犪狊狋犲狉Ｍｅｉｇｅｎ）的滞育率随纬度而改

变，美国东部种群从低纬度到高纬度，滞育率在

３５％～９０％之间改变；大眼长蝽［犌犲狅犮狅狉犻狊狆犪犾犾犻

犱犻狆犲狀狀犻狊（Ｃｏｓｔａ）］的滞育率在短于Ｌ∥Ｄ＝１４ｈ∥

·９７１·



２０１６

１０ｈ的光周期下，Ｋｅｎｔｕｃｋｙ种群（Ｎ３８°０４′）的滞

育率均比Ｇｅｏｒｇｉａ种群 （Ｎ３１°２８′）高
［１８１９］。本研

究中，采自不同地区的绿盲蝽五代成虫自然种群

所产卵的滞育率随纬度的升高而逐渐下降。而

从已有的报道来看，光周期是绿盲蝽滞育的主要

诱导因子，短光照对其滞育诱导具有累积效应，１

龄若虫为其滞育的敏感虫态［２０２１］。在北半球从

夏至到秋分，同一日期高纬度地区比低纬度地区

接受更长的日照。本试验所采集的不同地理种

群的１龄若虫的发育时期大致是在９月中旬，此

时高纬度种群比低纬度种群接受了更长时间的

光照，因此高纬度种群的滞育率相对更低一些。

滞育是指昆虫为了逃避不利环境条件而中止生

长发育和繁殖的一种生理适应，也是昆虫生活周期

与季节变化保持一致的一种基本手段，常在不利条

件来临之前就接受了各种环境因子的刺激，发生在

由遗传决定的特定发育阶段，具有遗传特性，同时也

受环境影响，滞育一旦发生，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

并不因不利环境条件的解除而立即结束［２２２４］。在本

研究中，南京、德州、保定、廊坊和原阳５地采集的绿

盲蝽自然种群，在温度（２６±１）℃、相对湿度８０％±

１０％、光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的人工气候箱中饲

养后，所产的不同批次卵的滞育率随饲养时间的延

长而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在饲养条件

的不断刺激下，绿盲蝽成虫种群感知到环境的改变

后，开始逐渐减少产下滞育卵的比例。２００９年绿盲

蝽原阳种群所产卵没有出现此现象，结合补充的

２０１０年原阳种群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该种群只收集了

５ｄ的卵，还没开始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种群即停止在

滤纸上产卵。绿盲蝽成虫并非其滞育诱导的敏感虫

态，环境条件的改变并不能诱导其产下滞育卵，但却

能使其从产滞育卵的状态切换为产非滞育卵的状态。

绿盲蝽滞育的调控机制仍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对绿盲蝽不同地理种群滞育的研究是揭示其生

活史和滞育进化的重要手段，也是研究其遗传学，分

析其光周期时间测量机制的有效方法。本研究仅对

绿盲蝽不同地理种群滞育的差异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关于绿盲蝽不同地理种群滞育的差异今后仍需

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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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重要措施。充分发挥两者的联合作用是害

虫综合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在化学防治中，

应尽量选择对目标害虫高效且对天敌影响小的药

剂，以提高农田节肢动物群落的多样性，保护和加强

天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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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Ｊ］．昆虫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１０）：１０９０ １０９６．

［２３］李淑勇，刘学，高聪芬，等．防治水稻白背飞虱高毒农药替代药

剂的室内筛选及对吡虫啉的抗性风险评估［Ｊ］．中国水稻科

学，２００９，２３（１）：７９ ８４．

（责任编辑：杨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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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张楠．根际有益芽孢杆菌Ｎ１１及ＳＱＲ９与植物根系的互作研究

［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１２］ＨｅｓｓＪＦ，ＯｏｓａｗａＫ，ＫａｐｌａｎＮ，ｅｔａ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

［Ｊ］．Ｃｅｌｌ，１９８８，５３：７９ ８７．

［１３］ＢｏｒｋｏｖｉｃｈＫＡ，ＫａｐｌａｎＮ，ＨｅｓｓＪＦ，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ｌｉｇａｎｄ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ｇｒｏｕｐ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

ｉｃａ，１９８９，８６（４）：１２０８ １２１２．

［１４］马媛媛，甘睿，王宁宁．植物富含亮氨酸重复序列型类受体蛋

白激酶的生物学功能［Ｊ］．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２００５，

３１（４）：３３１ ３３９．

（责任编辑：杨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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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Ｆｅｎｇ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Ｐｅｉｙｕ，ＬｉＧｕ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ａｐａｕｓｅｉｎ

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犃狆狅犾狔犵狌狊犾狌犮狅狉狌犿ａｎｄ犃犱犲犾狆犺狅犮狅狉犻狊狊狌狋狌狉犪犾犻狊（Ｈｅ

ｍｉｐｔｅｒａ：Ｍｉｒｉｄａ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ｔｏ

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４１（６）：１６０６ １６１１．

［２１］卓德干，李照会，门兴元，等．温度和光周期对绿盲蝽滞育诱导

的影响［Ｊ］．昆虫学报，２０１１，５４（９）：１０８２ １０８６．

［２２］章士美．昆虫的越冬态别［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１９８９，１１（２）：１ ４．

［２３］ＤａｎｋｓＨＶ．Ｉｎｓｅｃｔｄｏｒｍａｎｃｙ：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１９８７，１：１１４ １２２．

［２４］ＭｏｕｓｓｅａｕＴＡ，ＦｏｘＣＷ．Ｔｈ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１３（１０）：４０３ ４０７．

（责任编辑：杨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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