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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蚜害指数调查法及在实践中的应用

震 饰 张 景 林

(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 )

摘 要

1 9 7 5 年以来
,

在棉花品种抗蚜性试验中
,

根据尽快调查大量品种的 需 要
,

我

们设计了蚜害指数调查法
。

把受棉蚜为害的棉株
,

根据蚜 虫的有无和受害最重叶片的组

织变化
: 正常

,

开始当缩
,

半卷或全卷分为五级
,

统计各级株数
,

按照下式计算蚜害指

数
。

4 4

蚜害指数 = E n X i / E n X 4
1 1 1 0

田间应用此法进行调查
,

由于不必数出或估计蚜量
,

可以大大节约检查时间
。

此法除了可 以用来鉴定品种抗蚜性外
,

还可调查蚜害发展情况
,

以及进行 序 贯 分

析
,

确定药剂防治标准
。

不适于研究蚜虫种群数量动态
。

前
- j 一

目

1 9 7 2 年我们开始进行棉花品种抗蚜性的研究
,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准确

迅速调查许多品种的田间蚜害 ? 如采用全国 《主要农作物病虫测报办法 》中规定 的棉田

蚜害调查方法
,

则需统计有蚜株率
,

百株蚜量
,

卷叶株率
,

出现 的问题是
:

¹ 蚜害严重

年份
,

棉 田有蚜 株率很快达到 100 % ,

统计有蚜株率
,

品种间差异反映不出来 ; º统计百

株蚜量
,

试验品种多时
,

检查很费时间
,

不能迅速调查完所有品种
,

蚜量多时
,

也很难数

准确
; » 仅统计卷叶蚜率

,

只 能在蚜害发展到一定程度
,

出现卷叶之后
。

故不适应 田间

鉴定很多品种抗蚜性的需要
。 1 9 7 5 年以来

,

我们设计和采用蚜害指数调 查法
,

并研

参加 田间调查工作的还有当时在校的学员赵文鸯
、

朱秀琴
、

曹高俊
,

周至马村大队

科研室王群水
,

本系韩国强等同志
。

研究报告写作中承北京农业大学周明样教授
,

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丁岩钦及本系路进生者师热情指导帮助
,

特表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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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蚜害指数和有蚜株率
、

百株蚜量
、

卷叶株率之间的关系
,

以及在蚜虫测报防治中的

应用
。

G
.

M ur di e 在 《蚜虫研究技术 》一书中综述了非参量调查方法的方便之处
。

1 9 7 7年

《昆虫知识 》第三期发表了江苏省农科所等单位研究设计的《棉蚜危害指数调查法 》的

报告
,

不同于我 们设计的蚜 害指数调查法
。

为此
,

把我们设计和研究结果整理出来
,

供

使用和 比较
,

使我国棉 田蚜害的调查方法日臻丰富和完善
。

研究方法与结果

(一 ) 蚜害分级标准及指数计算方法

研究棉蚜和 寄主棉花的关系
,

鉴定品种抗蚜程度和机制
,

一是看棉蚜对该品种棉株

是否偏嗜选择 ( 查明选择性 )
,

棉株上有无蚜 虫
; 二是看棉株上蚜虫群体增长 的 快 慢

( 查明抗生性 ) ; 三是看棉株受害后的组织变化 ( 查明耐害性 )
。

在田间试验 品 种 多

时
,

调查统计蚜虫数量
,

很费时间
,

不能迅速查完所有品种
,

同时又由于蚜量和棉株组

织变化有关
。

据此
,

田间调查时
,

我们主要看棉株上有无蚜虫和叶片组织变化情况
,

对

蚜害进行分级
,

标准如下
:

表 1
.

蚜害分级标准

级 别 标 准

无蚜 虫
,

全部叶片正常

有蚜虫
,

全部叶片无蚜害异常表现

有蚜虫
,

受害最重叶片出现当缩不展

有蚜虫
,

受害最重叶片自缩半卷
,

超过半圆形
。

有蚜虫
,

受害最重叶片自缩全卷
,

呈圆形
。

丽皿I

田间调查时
,

逐 株检查分级
,

试验小区面积较大或大 田调查
,

可抽样10 0一2 00 株
。

根据分级调查结果计算蚜害指数
,

同时也可计算出有蚜株率与卷叶株率
。

蚜害指数
=
里

又 l + n : X Z + n 3 X

4

名 n .

3 + n ; 又 4 ‘ l

n .

4

4
E

.

、(n o + n l + n : + n 3 + n ;

) X 4

n 。

—
n 、

分别代表各级株数
。

o

—
4 为各级代表值

。

由式中看出
,

蚜害指数值在 。一 l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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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叶株率 ( % )
n 3 + 11 -

4

E n

i 0

X 1 0 0

云
有蚜株率 ( % ) =

n

4
艺

.

�

( 二 ) 蚜害指数与其他调查统计指标的关系

1 9 7 7 年我们在周至马村大队结合大 田品种抗蚜试验
,

田间种植 4 个品种
,

在蚜

害发展的不同阶段
,

分三次调查
,

每次抽样 1 00 株
,

研究蚜害指数与有蚜株率
,

百株塌

量
,

卷叶株率的关系
,

结果见表 2
。

表2
.

棉田蚜害调查统计指标的相关性

⋯
一�一
!

�一
‘

肠盯
关 系 ⋯

⋯
x )
夕 )

x )
夕 )

x )
g )

相关系数 ( 相 关 程 度 直 线
一

回 归 方 程

蚜 害 指 数 (

与百株蚜量 (
0

。

8 6 2 7 非常显著存在 = 4 8 72
.

8 5 0 2 x 一 3 2 2
。

8 2 8 0

蚜 害 指 数 (

与卷叶株率 (
0

。

9 1 5 0 非常显著存在 = 5 4
.
8 8 8 6 x 一 2

。

2 5 3 9

0
。

9 5 8 6 非常显著存在 = 1 9 4
·

0 6 3 4 x + 6
。

6 3 9 4

‘

产、一�一r一一一

蚜 害 指 数 (

与有蚜株率 (

由表 2 看出
,

蚜害指数与有蚜株率
、

卷叶株率
、

百株蚜量之间
,

存在着非常显著的

相关性
,

说明蚜害指数能综合反映出有蚜株率
,

卷叶株率和百株蚜量的情况
。

( 三 ) 在实践中的应用
。

田间调查蚜害指数
,

一人可以进行
,

最好 2 一 3 人合作
,

一人记录
,

其他人检查
。

二人合作在大 田调查
,

抽样 2 00 株
,

一般 1 0 一 2 0 分钟就可检查完毕
。

1 9 7 8 年我们

在一块面积 50 亩的大 田调查
,

检查百株蚜量 ( 当时蚜虫很少
,

百株仅 64 头 ) ,

花了

45 分钟
。

而调查蚜害指数只花了20 分钟
,

比调 查百株蚜量节约了一半时间
。

而且随着蚜

害的发展
,

蚜虫数量增多
,

检查百株蚜量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
,

检查蚜害指数花费的时

间越来越少
,

因为蚜量少
,

有蚜和无蚜判断费时间
,

蚜虫数量大
,

有蚜和无蚜 判 断 容

易
。

调查蚜害指数既在棉花苗期可 以应用
,

在棉花蕾铃期也可应用
。

在棉花生长不同阶

段调查方法可以统一
。

调查蚜害指数主要看蚜虫的有无和蚜害引起的棉叶组织变化
,

以受害最严重叶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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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

不须 俭查所有叶片和逐株数蚜虫或估计蚜量
,

这是节约田间检查时间的主要

原因
。

根据我们初步研究
,

蚜害指数调查法应用的范围是
:

( 1 ) 鉴定棉花品种的抗蚜性
:

例如 1 9 7 6 年 6 月 3 日在高陵东升大队棉花品种

抗蚜性试验 田运用调查蚜害指数的办法鉴定抗蚜性
,

结果 见表 3
。

表3
.

棉花不同品种的杭蚜性 ( 2 个重复平均 )

⋯
一

品种名称 { 蚜害指数
卷叶株率
( % )

与鄂岱对比抗
蚜效果 (% )

.

与鄂岱对 比减少卷叶
株率效果 ( % ) 二

八甘月了nJ八U3月产八U
由

6的j八UCO6

:⋯
01一几二口J几06八”

JI,曰月峪月斗月峪1二

�

一勺njOJ介00
了

0
月拜,J八Jl�nOO
了1��了月了1上7

J

q‘

1211一

月呀JIJ络八J月八斗U八”氏口
‘

斗nonQCJt了了nO凸月了月了月峪门了1一n,了

01从J
�
bLal
�J月才乙U

.

⋯⋯
八U八“nU0CUCUnU陕 棉 4 号

陕 4 0 1

陕 3 5 6 3

38 5 0 选

陕 3 8 5 0

1 8 1 8

鄂 岱

抗蚜效果 =
对照品种蚜害指数 一 调查品种蚜害指数

对照品种蚜害指数
X 1 0 0

抗蚜性减少卷叶株率效果
_ 对照品种卷叶株率 一 调查品种卷叶株率

对照品种卷叶株率
X 1 0 0

( 2 ) 调查田间蚜害发展情况
:
调查田间蚜害发展情况

,

统计蚜害指数
,

即可反映

出蚜害的轻重
。

并可根据调查资料
,

计算出卷叶株率和有蚜株率
,

或根据相关式计算出

来
。

例如 1 9 7 7 年 6 月 9 日在周至县马村大队棉田调查
:

蚜害指数为 0
.

3 5 2 5 ,

统计

百株蚜量为 2 1 0 5 ,

有蚜株率为 6 1 %
,

卷叶株率为 24 % , 利用相关式计算出的有蚜株

率为 7 5
.

0 4 %
,

卷叶株率为 17
.

09 %
,

与实际差异较小
; 用相关系式推算百株蚜量为

1 3 9 4个
,

与实际差异大
,

故蚜害指数不适于作为种群数量的估计指标
。

( 3 ) 运用序贯分析
,

决定防治指标
:

根据田 间实际调查资料
,

把蚜害指数 0
.

1定

为不需要喷药防治的指标 ( 根据相关式计算有蚜株率为2 6
.

0 6 %
,

卷叶株率为3
.

24 % )
,

充分发挥天敌自然控制蚜害的作用
; 把蚜害指数 0

.

2定为必须立即喷药防治的指标 ( 计

算有蚜 侏率为 4 5
.

4 5 %
,

卷叶株率为 8
.

72 % )
。

有蚜株在田 间的分布型
,

根据 1 9 7 8 年我们在武功未施药防治过的棉田系统调查

研究
, 5 月26 日一 6 月 2 3日调查 7 次

,

每次田间抽样 2 00 株
,

每个样点10 株 ( 2 义 5 )
,

共20 个样点
,

配合波松和负二项式理论分布型的公式
,

经 x ’

检验
, 7 次全部符合负二

项式理论分布型
,

同时
,

除一次基本符合外
,

其他 6 次也符合波松理论分布型
。

和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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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9 7 4 年研究有蚜株在田间分布符合负二项分布有相似之处
。

表 4
.

有蚜株田 间分布型

l

栩
eses
川

!

日期

(月 日 )

有蚜

株率

(% )

百株

蚜量

(头 )

卷叶

株率

(% )

蚜害

指数

变 异 指

( 5
2

/ x

卡方测验 ( 括孤内为自由度 )

波 松 型

}
负二项式型

!

5
。

2 6 5 2
。

5

3 7
。

0

4 8
。

5

1 6
。

0

9
。

5

0
。

5

1
。

5

1
。

0

0
。

5

0
。

5

0

0
。

1 3 8 8
7 7 6 3

2 5 0 0
= 0

。

3 3 8 3 x Z
(7 ) = 8

.

4 6 5 2 x ’

(6 ) = 3
。

0 2 3 0
1.一5.

⋯6
。

1 0
。

1 0 7 5
1

。

9 2 53

3
。

7 0 0 0
= O

。

2 9 8 7 x Z
(5 ) = 2 8 3 3 x Z

(4 ) = 3
。

4 7 8 3

4
。

0 2 8 9

6
。

5 0
。

1 3 7 5 4
。

8 5 0 0

2
。

3 5 7 9

—
二二 1

1
。

6 0 0 0

二 O 8 3 0 7
x Z

(7 ) 二 5
。

6 7 7 6

6
。

9 0
。

0 5 3 8
4 7 3 7

x ,

(3 ) = 4
。

2 4 4 2

x Z

(6 ) = 5
。

8 3 7 2

x Z

(2 ) = 4
。

7 8 5 2

6
。

1 4 0
。

0 2 6 3

6
。

1 9 } 1 1
。

0 O
。

0 2 7 5

6
。

2 3 } 6
。

0 0
。

0 1 5 0

1
。

7 3 4 2

0
。

9 5 0 0

5
。

1 4 7 4

1
。

1 0 0 0

0
。

6 7 3 7

0
。

6 0 0 0

= 1
。

8 2 5 5

= 4
。

6 7 9 5

x Z

(3 ) = 5
。

9 9 0 6

x Z

(2 ) 二 7
。

3 0 0 2

x ?

(2 ) = 4
。

6 0 6 1

. 公 .

x Z

(1 ) = 1
。

7 0 9 6

七 1
。

1 2 2 8 x Z
(2 ) = 1

。

2 5 9 7 x Z

(1 ) = 1
。

1 4 9 9

O八�氏J门21上JItj
J�斗O八�OCQU/0月号八U乙U4

non然�月鲜Jll

基本符合 ( 0
.

0 5 > P > 0
.

0 1 ) ;

符合 ( 0
.

1 > P > 0
.

0 5 )

非常符合 ( P ) 0
.

1 )

由于有蚜株在田间符合或基本符合波松理论分布型
,

据此建立序贯分析的两条平行

分领域方程
:

规定 H
。

假设
:

m o = 0
.

1 ,

为未达到喷药防治标准
;

H ,

假设
:

m , = 0
.

2 ,

为已达到喷药防治标准多

允许误差
“ = 刀 = 0

.

1

L
_

(

卫
竺
工

-

0
。

1 一 1
‘

_
一 3

.

16 9 9

、.产匀一a
乃‘一」八目一�

尹‘、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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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

(
、

工二
~

旦) 1 一 0
。

1
习

” 、 0
.

1 ,

,

0
。

2
、

幻 、

—
一 ,

一

0
。

1
’

= 3
。

1 6 9 9
a一m一

一L
一一h

O
。

2 一 0
。

1
= 0

。

1 4 4 3

两条分领域方程为

d
。 = ( 0

。

1 4 4 3 n 一 3
。

1 6 9 9 ) / 1 0 0

d
、 = ( 0

。

1 4 4 3 n + 3
.

1 6 9 9 ) / 1 0 0

绘制序贯抽样分析过程示意图如图 1
。

当调查的蚜害指数 d
。

( d
。 ,

暂不需防治
,

d
。

) d
, ,

必须立即防治
。

由图上看出
,

决定防治指标最少需 22 株
。

计算两个分领域的理论抽样数了
。

和节
, :

一 启
“ 一 “ ’L

·

(
~

荞石
一 ’ + “ L

·

(
一

气共
’

( m 。 一 m ,
) + m 。

L
二

(卫丝 )

( 1 一 0
。

1 ) L
。

(
0

。

1

1 一 0
。

1

) + 。
.

1 、 L
。

浮洽
上

( 0
.

1 一 0
。

2 ) + 0
。

1 x L
。

(
1 一 0

。

1

= 5 7 (株 )

0
。

1

月
一卜一

。0 : ,

刀
尸‘

· 、 , 丁万石
目 + ( l 一 刀) L

。

(

T ,

m
,

L m o 一 m l 少 + m i 幻
。

气

一
少

m
o

0
。

1 又 L
0

。

1

1 一 0
。

1

+ ( 1 一 0
.

1 ) L
。 1 一 0

。

1

0
。

1
= 4 6 ( 株 )

2rl0.一0.( 0
。

1 一 0
。

2 ) + 0
。

2 x L
。

由上看出
,

检定防治指标的理论抽样株数为 4 6 一 5 7 株
,

平均 52 株
。

为了使用方便
,

制定每次抽样 5 株的田间实用检定表 ( 表 5 )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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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

序贯分析 田间实用检定表

检查株数 不防治指标d
。

防治指标 d
,

1 0 0

0
。

0 0 4 4

0
。

0 1 1 6

0
。

0 1 8 8

0
。

0 2 6 0

0
。

0 3 3 2

0
。

0 4 0 5

0
。

0 4 7 7

0
。

0 5 4 9

0
。

0 6 2 1

0
。

0 6 9 3

0
。

0 7 6 5

0
。

0 8 3 7

0
。

0 9 0 9

0
。

0 9 8 1

0
。

1 0 5 3

0
。

1 1 2 5

0
。

0 6 7 8

0
。

0 7 5 0

0
。

0 8 2 2

O
。

0 8 9 4

0
。

0 9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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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与 讨 论

根据棉花品种抗蚜性研究迅速鉴定大量品种的需要
,

我们设计了蚜害指数调查法
,

与 1 9 7 7年江苏省农科所等单位报告采用的棉蚜危害指数调查方法有所不 同
,

区别在于
:

¹ 不估计蚜量
; º根据棉株对蚜害反应的组织变化分为五级进行调查

,

标准容易掌握
,

检查速度快
,

节约工作时间
,

可以很快调查许多品种或田块的蚜害情况
。

不仅在棉花苗

期可以应用
,

也适于在蕾铃期应用
。

既适用鉴定棉花品种的抗蚜性
,

亦可用来调查蚜害

发展趋势
,

采用序贯分析
,

决定喷药治蚜的标准
。

蚜害指数调查法应用也有一定局 限性
,

不适于用来进行棉蚜种群数量的研究
。

我们设计研究的蚜 害指数调查法
,

以及根据蚜害指数初步拟定的药剂防治指标
,

有

待进一步在实践中改进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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