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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频欢分布拟合检验法和聚集指标判定法，分析了芒缺妪蓟马为害小麦穗的 

空问分布型。结果表明，芒缺翅蓟马为害小麦穗的空问分布型为聚集型的负二项分布、杂曼分 

布和被格二项分布f聚集均数与害穗的平均密度成线性关系，̂=一o．4042+1．0138 I小麦 

田中害穗的摄太聚块面积为 2 m ．抽样方法比较得出．采用 Z形或大五点取样抽取 10点(× 

lm )代表性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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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缺翅蓟马(Aptinothrlps styliferTrybom)是西藏 日喀则地区青稞、小麦生产上的主 

要害虫之一，往往可造成青稞、小麦大幅度减产或全部枯死“ 。为了在藏有效地引进小麦 

优良品种，研究和分析被引入品种在当地的抗病虫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于 1994年 

首先在江孜试医对被小面积引入的 901杂交小麦中，为害比较严重的芒缺翅蓟马发生规 

律、害穗分布型及为害损失进行了研究 ，目的在于为以后该品种 田间抽样调查和为害损失 

预报提供合适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分布型调查 

在 7月底小麦扬花末期 ，被芒缺翅蓟马为害的麦穗 已基本显症时，以 1 m。为样点单 

位(约 4行小麦宽)，顺行逐点系统调查芒缺翅蓟马为害麦穗后显症的害穗数、每穗被害小 

穗数 ，按照田问实际地理位置逐点记录在方格坐标纸上，然后依据为害穆数的多少将每点 

数据分级，进行相关分析。 

1．2 剥穗检查 

小麦乳熟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田问分别抽取被芒缺翅蓟马为害麦穗后显症小 

穗数为 0，1，2～4，5～6，7～8，9～10，11个以上的麦穗各 3O穗，带回室内逐一剥穆检查每 

穗的小穗数，为害小穗数、每穗虫口数、每穗有虫小穆数、每穗成虫数等指标，计算出各个 

为害等级下的有虫株率、穗最多最少虫数等相关指标，以便分析为害等级与虫量 、损失量、 

成虫量等的动态变化关系。 

1．3 分析方法 

1．3．1 频次 分市拟台 检验法 用 田问调查资料的分级数据拟合波松分布、亲曼分 

布、负二项分布( 值计算采用三点法)和波松=项分布，利用 检验各种分布的拟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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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聚集指标判断法(扩散型指数法)“ 聚集指标判断法是测定昆虫种群空问分布 

的常用方法。本文选用扩散系数 c=，／,n，David和 Moore的丛生指标 I= ／m一1=c一 

1，Mor~sta的扩散指标 I =[ ，￡ 一 ^ )]／[置 (置 一1)]，Cassie指标 C =( 一 

)／m。=1／K 及 Lloyd的聚块性指标 ／'／；t ／,n进行测定。利用 Blackith的种群聚集均数 

一 ·r／2 判断分析影响种群聚集分布的因素。 

1．3．3 聚缺面积分析 一般聚块面积 计算多采用 Lloyd和 1wao的方法“ ．将样方逐次 

合并计算比较。本文拟采用类似的合并方法，利用频次分布拟合 检验进行逐级分析，当 

发生分布型变化至均匀分布时．定义前一次台并样方为聚块面积。 

1．3．4 抽样方法的确定 将坐标纸上的原始资料按大五点、双对角线 、Z形、棋盘式和随 

机取样各抽取 10个样点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接近总体的抽样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频次分布拟合检验 

尽管频次分布拟合法存在着损失分布的空间位置信息，计算结果不便进行横向或纵 

向比较等缺点” ，但至今为止，它仍不失为一种描述离散分布和连续分布的确定性概率分 

布 

表 1 芒缺翅蓟马田问害穗的额次分布拟台结果 

从表 1拟合结果可以看出，芒缺翅蓟马田问为害穗的分布型为聚集型的奈曼分布、负 

二项分布和波松二项分布，尤 负二项分布拟台 值最小．说明芒缺翅蓟马在小麦田中 

具有聚集行为 

2．2 聚集指标测定 

Taylor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 ，将聚集指标法的优点归纳为：指数对整个空间分布型 

范围具有连续的实值对应 ；不受样本单元魏、样本大小及个体数量的影响等 。因此，目前 

种群空间分布型多采用聚集指标进行分析。 

表 2 芒缺翅蓟马田间害穗聚集指标 

表 2中 c>l、I>O、I >1、C>O、” ／m>1，说明无论采用何种聚集指标测定，芒 

缺翅蓟马田间害穗的分布型均为聚集分布，与频次分布拟合结果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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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芒缺翅蓟马害穗聚集分布的因素分析 

种群聚集均数 是̂检验物种聚集原因的重要 

指标“ ]。从表 2结果可以看出，当蓟马为害穗的平 

均密度为 4．7穗／m 时 ，̂：3．g564>2，说明在此密 

度下害穗聚集的原因可能是某些环境 因子与 昆虫 

本身的聚集行为综合作用所致。但根据聚集均数公 

式可看出 ，̂与均数 m成正 比关系，且当 m 小于某 

密度时 ，̂ 可以小于 2．因此 ，还必须探讨 m 间的 

函数关系，以便正确地分析聚集原因变化情况 。 

将原始资料平均分成 l0个小块，计算出各自 

的均数、方差、 值和对应的 值，以均数为 自变 

量 ，̂ 为固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得出回归方程为 一̂ 

／碑 ·m 

酣图 聚集均数与平均害稿密度的关系 

～ 0．4042+1．0138 M，r=0．9867一 ，线性相关极显著，证 明芒缺翅蓟马田间害穗的聚集 

均数随平均密度的增加而成直线增加(见附图)；当 m<2．4穗／m 以下时 ，̂<2，聚集原 

因可能仅与某些环境园子有关；当 m≥2．4穗／m 时，聚集原因可能是某些环境因子与蓟 

马本身的聚集行为综合作用结果。通过对害穗剥穗检查(见表 3)发现，芒缺翅蓟马为害小 

麦显症的小穗数与有虫抹率 ，平均每穗虫数、平均每穗成虫数皆成反比关系。即随着显症 

小穗数的增多，有虫株率、平均每穗虫数和平均每穗成虫数均呈下降趋势。说明当芒缺翅 

蓟马种群密度达到一定数量时，随着麦穗的不断破坏和被食 ，食料及空间均迫使蓟马作必 

要的迁移 ，种群 自身进行调节 ，使得原有的害穗分布发生变化。这种密度制约作用充分说 

明了芒缺翅蓟马为害穗达到一定密度聚集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食料、空间及 自身密度所引 

起的。而芒缺翅蓟马初期的为害仅由头年越冬基数及分布的外在因素决定“ 。 

表 3 芒缺翅蓟马 害穗剽查结果 

2．4 聚块面积分析 

采用合并样方后的频次拟合检验法计算出各种样方面积下的频次拟合检验结果见表 

4．当样方面积为 l，2 m 时，分布 )c2检验均极不适合放松分布，而当样方面积合并到 4 m 

以后，各种分布均极显著的适台，分布型由聚集分布变为均匀分布，而且 2 m 时的波松分 

布 值接近于 瑶 。。时的函数值(9．448)，故 2 m 便是芒缺翅蓟马田间害穗的最大聚集面 

积。田间调查应以 2 m 作为抽样样点，一般取 1 m 较为合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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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抽样方法的比较 

抽样是种群数量估计的基本方法，在确定好样本单位和样本容量之后，抽取样本在总 

体中的布局便直接 影响到种群估测的准确度。因此，只有 比较各种抽样方法的优缺点之 

后，才能较为台理地确定较为接近总体的抽样方法。 

表 5是总体均数与各种取样方法的统计检验屡区间估计结果。从各抽样平均数 ) 

与总体平均数、变异系数(一)、平均标准误5．e(m)、方差 ( )以及 t检验等指标综 合来看， 

z形取样最为接近总体真值，其次是大五点取样。因此，芒缺翅蓟马为害穗的调查应采用 

z形或大五点取样，每样点 1 m ，共取 1O点。 

表 5 各种抽样方法6々统计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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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armed Wheat Heads with 

Aptinothrips stylifer Trybom in Tibet 

Dong Yingcai 

(The Depart~ou ofFlant Protection-Ⅳ口 州 f m Agrlceltvz'al Univer~ ， ing-Shaaari，712100) 

Abstract The spatiaI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armed wheat heads with 

Aptinothrips s￡ fij Trybom was measured with the methods of teat for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ive index determin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conformed with aggregative negative binomial，Neyman and Pois— 

son—binomial distributions．The aggregative averges(̂ )and averge densities(m)of 

harmed wheat heads"took Iinear relation， 一̂ 一0．4042t+ 1．0138 m． The maximaI ag- 

gregation area of harmed wheat heads was 2 m ．The result of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sampling methods showed that 10 plots(× 1 m )selected with Z pattern or great 

five plots sampling method were the best． 

Key words Aptinothrips styllfer，distribution，wheat，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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