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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形 态 特 征 与品种抗 蚜 性

西北衣学院植物保护系 袁 锋
.

提 要

1 9 7 3一1 9 7 6年作者对 国内外收集到的近 1 00 个品种
,

运用设计的 蚜害指数调查 法

进行了抗蚜性鉴定
。

所有品种均受蚜害
,

但受害程度不同
。

抗蚜品种的主要形态特征是

叶背茸毛浓密
,

影响蚜虫的安定取食
,

繁殖量降低
。

抵抗其他棉虫的形 态 特 征
,

如红

叶
,

鸡脚叶
,

无蜜腺
,

苞叶窄狭开张
,

以及棉籽醇含量高
,

不是抗蚜的特征特性
。

棉花叶背茸毛随着植株个体发育逐渐增多
,

故不同生育期棉株抗蚜性不同
,

幼苗期

较不抗蚜
。

不同品种叶背茸毛根据从无到有
,

从稀到密分为五级
,

眼观手摸可以区别
,

这种方法可用来选择抗蚜单株和品种
。

多毛特征 的抗蚜品种可减轻蚜害
,

但缺乏高抗类型
。

故棉花品种抗蚜的研究还需从

生化等方面寻找抗性因子
,

发掘抗蚜资源
,

培育高抗品种
。

前
~ J 曰

目

我国劳动人民和农业科学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作物的抗虫性
,

选用抗虫品利
,

来防治

作物主要害虫
,

对于棉花的主要害虫棉蚜 A Phi。 夕0 5 5 夕P‘1 G lo v e r
亦是如此

。

19 3 5年武

藻就从事过美种脱字棉抗蚜品系的研究
。

60 年代
,

随着主要采用化学农药防治棉蚜
,

出

现抗药性等问题
,

更引起人们利用抗蚜品种
,

开展生物防治的兴趣
,

棉区一些农民或科

技工作者多次拿来棉花品种
,

让我们鉴定抗蚜性
,

促使我们从1 9 7 3年起开展棉花品种抗

蚜性的研究
。

我们对国内外收集的约 1 00 个品种进行了抗蚜性鉴定
; 摸索设计了抗蚜性

鉴定和调查的方法
, 研究 了棉花形态特征与品种抗蚜性的关系

; 抗蚜主要原因及其在选

种上的应用
。

研究鉴定的品种种籽主要来 自陕西棉花研究所
,

河南安阳棉花研究所
,

山西运城棉

花研究所
,

西北农学院棉花育种组
,

还有 1 9 7 5年美国害虫防治考察团来华送给我们的一

些品种
。

.
朱永新

、

李军良
、

李文敏
、

宋英英
、

赵文鸯
、

曹高俊
、

冯昌安等学员 参加 了田

间调查和实验
;
陕西棉花所蒋克明

、

校伯才
、

本院育种组 高永成 同志 热情提供试验种

子 ; 本院植物组张智敏同志帮助研究棉花形态
; 北京农业大学周明样教授

、

本院路进生

付教授给予热情帮助和指导
,

特表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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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问试验研究主要在高陵县东升大队原西农教学基 恢进行
。

现将研究结果整理出来
,

供讨论和参考
。

研 究 方 法 与 结 果

品种蚜害鉴定主要采取我们设计的蚜害指数进行调查
,

具休见第 l 篇报告《棉花蚜

害指数调查法及在实践中的应用 》( 西北农学院学报
, 1 9 7 8年卷第 5 4一62 页 )

。

一
、

棉田蚜害初发与有翅成蚜的选择性

1 9 7 3年在10 个棉花品种比较田里观察调查了棉苗出土
一

与蚜害发生情况
,

结果表明
,

棉苗出土阶段
,

棉蚜在不同品种上的发生主要与出苗迟早有关
,

一般出苗早的
,

有蚜株

率高
,

蚜 口数量大
。

各试验品种苗期均受蚜害
,

役有幸免的
。

为了研究有翅戍蚜的选择

性
, 1 9 7 5 年进行了实验

, 4 月23 日把十三个品种播种在小花盆中
,

分为四组
,

每组 4 个

品种
,

均以陕 4 为对照
,

每个品种两盆
,

每盆留 2 株
,

播种后翠上大型纱笼
。

5 月 19 日

大多数品种真叶出现 时
,

从花椒树上采集有翅成蚜
,

每笼内放 1 00 头
,

让 自然迁飞选择
。

释放蚜虫前观察记载棉株高度
,

子叶宽度
,

真叶展开情况
。

从释放后第二天起
,

每两天

观察统计每个品种上的蚜虫数及蚜害发展情况
,

结果见表 1
。

从表 l 中看出
,

有翅蚜在真叶展开的棉株上栖息
、

较多
,

所以出苗快
,

真叶早展开的

品种蚜虫多
,

如释放后第二天
,

第四天
,

第一组在陕 4 上
,

第二组 在 萃 棉 5 号
,

·

陕 4

上
,

第三组在陕5 4 9 9 ,

陕 4 上
,

第四组在陕 4 上有翅蚜较多
。

这些品种都是出苗快的品

种
,

这一实验结果和大 田观察结果是一致的
。

二
、

主要品种抗蚜性的田间试验鉴定

1
.

田间自然鉴定
: 1‘7 3 , 1 9 7 5 , 1 9 7 6年我们均选择 7一 10 个主要品种

,

田 间小区

播种
,

让蚜害自然发展
,

进行抗性鉴定
。 .

73 年和 75 年蚜害轻
,

未达到卷叶程度
。

邓年蚜

虫大发生年
,

试验田 4 月23 日播种
,

小区面积 4 , 2 义 8
.

8米
,

重复 2 次
,

在棉花苗期和蕾

铃期分别调查了两次蚜害
。

苗期调查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中看出
, 4 月2 3 日到 6 月 3 日

,

棉花播种后40 天
,

蚜害严重
,

卷叶株率一般

达50 %
,

但 7 个试验品种中
,

陕3 8 5 0 和其多毛选系表现出一定的抗蚜性
,

和对照品种鄂

岱相比
,

抗效为1 9
.

10 %和 1 8
.

3 5 %
,

减少卷叶株 4 3
.

33 %和拓%
。

随若蚜害进一步发展
,

陕3 8 5 0和其选系仍然较鄂岱受 害轻
,

但也严重卷叶
。

试验田于 6 月10 日后施肥灌水
,

开展药剂防治
,

促进棉苗生长
, 7 月 3 日用50 %久

效磷 2 0 0 0倍和80 %敌敌畏彻底治蚜
,

防洽后进一步观察伏蚜为害发展
, 7 月 20 日调查蚜

害
,

当晚骤降暴雨
, 7 月25 日再次调查时

,

蚜害减轻
,

以后 由于蚜霉菌滋生
,

蚜害不再

发展
。

两次伏蚜调查结果见表 3
。

由表 3 中看 出
, 7 月 3 日到 7 月20 日十七天时间

,

不同品种蚜害不同
,

茸毛稀疏的

鄂岱
,

蚜害最重
,

指数为0
.

4 2 6 3 ,

卷叶株率达21 %
,

茸毛浓密的陕 3 8 5 0 , 3 8 5 0选系及陕

4 01 较对照有 1 8一 20 %的抗效
,

卷叶株减少60 % 以 上
。

2
,

接蚜罩笼试验
;
为了观察蚜虫在不同品种上的繁殖

, 1 9 7 3 , 1 9 7 5 , 1 9 7 6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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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棉花不同品种苗期抗蚜性田间鉴定

越拉协成
⋯

6 月 ‘。 日

禁桨就;⋯
业牙害、特数

⋯
卷 !于“株率

⋯
。亢效

⋯骥掌溜(
成 4

陕 4 0 1

陕 3 5 6 3

陕 3 8 5 0

3 8 5 0选系带

1 8 1 8

鄂岱 (对照)

0
。

6 8 0 0 0 O 1 3
。

3 3 0
。

9 1 0 0

0
.

6 7 2 5 0 O

一 1
。

8 7

一

1
。

5 0 3 1
。

6 7 0
。

8 8 0 0

O
。

2 7

3
。

5 6

2
。

0 4

一

1
。

0 2

了

6八丫O/户勺

O
。

5 7 0 0 1 4
。

6 1

1 9
。

1 0

0
。

9 0 5 0 1 0 0 0
。

8 2 ?
。

OJ

0
。

5 10 0 O
。

8
·

10 0 7
。

() 4
一

1
。

0 2

O
。

5注5 0 1 8
。

3 5 0
。

8 4 0 0 7
。

9 4 1
。

0 2

n7t�矛‘\62

八刁几Jn曰n口八j八11

⋯
n口odl匀任月J气诵月

O
。

7 1 0 0
一

6
。

3 7
一

1 6
。

6 7 O
。

92 2 5 1 0 0
一

1
。

1 0 一只
。

O准

O
。

6 6 7 5 O
。

9 1 2 5 9 8

带 1 9 76 年浅们从陕 3 8 5 0中株选的叶背茸毛浓密
,

株类紧密的植株类型
。

表 3
.

棉花不同品种蕾铃期抗蚜性田间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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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进行了接蚜笼罩试验
。

1 9 7 6年 5 月28 日
,

每个品种选择 6 株
,

每株接二龄若蚜 3

头
,

罩笼观察数量变化和棉株的变化
,

结果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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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棉蚜在棉花不同品种上的笼殖和蚜害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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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中看出
,

鄂岱上棉蚜繁殖最快
,

蚜害也严重
,

3 8 5 0多毛选系上繁殖最慢
,

蚜

害也轻
,

表现出对棉蚜有抗性
。

三
、

大t 品种的抗蚜性鉴定

1 9 7 5 年在田间种植了 64 个品种
,

从中筛选抗蚜品种
, 1 9 7 6 年改进了田间鉴定方

法
,

对国内外收集来的近 10 0 个品种
,

进行了鉴定
。

1
.

利用苗床进行苗期抗蚜鉴定
:
将各地收集来的品种

,

于 4 月 10 日播种于三个

苗床中
。

每床分为 20 个小区
,

每小区播种一个品种
,

三床均种陕 4 ,

3 8 5 0 选系和鄂岱

作为对照
。

小区播 4 行
,

每行 8 穴
,

行距 12 厘米
,

穴距 8 厘米
。

播后复盖塑料薄膜
.

棉苗出土后
,

间苗
,

每穴留 1 株
,

每个品种即为 32 株
,

4 月 30 日揭去塑料薄膜
,

让迁

飞来的蚜虫自由选择和繁殖
。

5 月 21 日调查棉苗生长高度
,

真叶数
,

叶色
, 5 月 24 日

一

调查蚜害
。

当时大田棉苗还未出土
,

迁飞来的蚜虫集中在苗床棉苗上
。

蚜害发展快
,

各品种的

有蚜株率很快达到 10 0 %
,

但卷叶株率和蚜害指数不同
。

蚜害最轻的品种
,

第一床为陕

3 8 5 0 ( 蚜害指数为 0
.

6 4 8 ) ; 第二床为 陕5 7 1 0 ( 0
.

6 3 0 )
,

陕1 3 4 0 ( 0
.

6 5 2 )
,

M
s
一3 9

( 0
.

6 2 9 )
, 3 8 5 0 选系 ( 0

.

6 6 7 ) , 第三床为径斯棉 ( 0
.

6 7 5 ) ,

3 8 5 0 选系 ( 0
.

7 0 5 )
。

总的看来
,

陕3 8 5 0及其多毛选系蚜害较轻
。

相反植株高大
,

真叶多的品种
,

如遗传所 7

号 ( 蚜害指数为 0
.

9 6 4 ) , 1 3
·

9夫 ( 0
.

8 8 7 )
,

军海 l 号 ( 0
.

5 3 7 )
,

帝国红叶棉 ( 0
.

8 2 5 )

等
,

苗期蚜害较重
。

2
.

大田鉴定
: 和大田生产棉 花 同 期 ( 5月12 日 ) 播种62 个品种

,

每个品种播 3

行
,

行距 0
.

4 4米
,

株距 0
.

2 6米
,

在苗期 ( 6月 2 9 日 ) 和蕾铃期 ( 7月 2 5 日 ) 调查蚜害
。

抗伏蚜的鉴定和上述介绍的主要品种试验田管理一样
, 7月3 日彻底用药剂治蚜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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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伏蚜发展
,

伏蚜为害较轻的品种有映 5 4的
、

军海 l 号
、

中
, x 中

2 、

3 8 5 0选系
、

陕

5 2 45
、

斯字 7 A
、

辽宁中棉
、

佩马斯特选
、

随便长
、

乌干达一 3 ,

蚜害指数均在 0
.

3 以

下
,

大多为多毛品种
。

伏蚜为害严重的品种
,

蚜害指数均在0
.

4 以上
。

3
.

国内外主要抗虫品种抗蚜性的鉴定
:

对 1 9 75年美国害虫防治考察团来华送给我

们的 6 个抗病虫品种
,

以 及国内有抗虫特征特性的品种
,

在田间进行了抗蚜鉴定
。

5 月

3 日播种
,

一个品种播 2 行
,

有些品种种子太少
,

只种 l 行
, 6月17 日和7月20 日调查苗

期和蕾铃期蚜害
,

’

结果见表 5
。

由表 5 中看出
,

多毛的海岛棉军海一号在苗期表现有一定抗蚜性
,

蕾铃期蚜害 也较

轻
。

光叶无毛的品种BR 一 s 一10 对蚜害很敏感
,

苗期和蕾铃期蚜害指数均最高
。

四
、

栩花形态特征与品种抗蚜性的关系

根据上述对近10 0个棉花品种
,

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抗蚜性鉴定
,

结果可以看出
,

鉴

定过的亚洲棉 G os : y Pl’ur o ar bo r e “。 L
.

(如辽宁中棉 )
,

海岛棉 G
.

bar ba d en se L
.

( 如军海 1 号 )
,

陆地棉 ‘
.

hl’rs ut u m L
.

(如陕棉 4 号等 )的所有品种都受棉蚜为 害
,

无一幸免
。

但是不同品种蚜害程度不同
。

分析试验品种的形态学特征和抗蚜性的关 系看

出
:

1
.

无蜜腺和棉毒素含量高
:

美国培养的棉毒素含量高
,

有茸毛
,

无蜜腺
,

抗美国棉

铃虫 H et ‘ot hi :
ze

。 ( Bo d di e ) 的品种H G 一 E 一 12 不抗棉蚜
。

无蜜腺和棉毒素含量高

不是抗蚜特征特性
。

2苞叶狭窄开展
:
美国培育的苞叶窄狭开张

,

高抗棉铃象甲 A , th on
o o us g ra n d is

Boh
em an

,

并对美国棉铃虫有一定抗性的 品种 4 07 一 79 一R
Z

不抗棉蚜
。

苞 叶 窄 狭 开

展
,

与品种抗蚜无关
。

3
.

红叶
:

所有试验品种
,

叶色多为草绿色
,

但有的为浮萍绿色 (如军海 1 号 )
,

或茄皮紫色(如帝国红叶棉 )
,

红叶棉据报导抗棉铃象甲等害虫
,

但不抗棉蚜
。

4
.

鸡脚型叶
:

鸡脚型叶片的 品种过去报 导抗棉大卷叶螟 S 川
e
Pt

a d er o g at a

Fa br ic iu s ,

试验中鸡脚德 字棉
,

超鸡脚德字棉两个品种均不抗蚜
。

叶片深裂
,

棉蚜 仍然

为害
,

形成卷叶
。

5
.

叶背茸毛
:
叶片光滑无毛的品种

,

如美国培育的抗美国棉铃虫的品种 BR一 s

一10
,

以及我国过去选育
,

在一些地区大量采用的茸毛稀疏品种鄂岱
,

对蚜害敏 感
,

相反多毛品种
,

如陕西棉花所从陕40 1中选的陕 3 8 5 0
,

及其多毛选系
,

新疆农一师 良种

试验场选育的军海 l 号比较抗蚜
。

叶背茸毛浓密是品种抗蚜的一个主要形态特征
。

叶背多毛的品种比较抗蚜
,

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 中已有一定认识
,

我们对其抗蚜性作了进一步研究
。

五
、

叶背茸毛与品种抗蚜性

1
.

叶背茸毛着生规律
: 1 9 7 5年和 76 年在田间用扩大镜

,

室内借助双目体视镜对棉

苗和后期茸毛的数量变化进行了观察
,

结果见表 6
。

从表 6 看出
:

¹ 7 个观察品种子叶全无茸毛
。

Q 茸毛稀疏的品种鄂岱
,

第一
、

二片真叶苗期无茸毛
,

从第三
、

四片开始出现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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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

茸毛浓密的品种如陕3 8 5 0 ,

特别是它的多毛选系
,

第一片真叶开始出现茸毛
。

茸毛

密度中等的品种如陕 4 等
,

第二或第一片真叶开始出茸毛
。

» 随着植株个体发育
,

叶部茸毛越来越密
,

但光叶无毛的品种B R一 s 一1 0 各叶

片均无茸毛
。

一

¼ 不同品种叶 背茸毛密度不同
,

大体分为五类
,

在田问通过眼观手摸可以区别开

来
。

{
·

2 .

茸毛抗蚜的主要因子及变化
;
为了分析茸毛与品种抗蚜性的关系

l
,

在棉花蕾铃

期 ( 刘刁2 8日 ) ,

在试验田每个品种中抽佯 3 株
,

每株采取9一10 厘米
一

长的一个叶片
,

在

实验室角显微镜和视体镜测量茸毛长度和粗度 ( 每叶片20 很 ) ,

叶片厚度 ( 5 处 ) ,

用

打孔器取丫定闻积 ( 0 .

了8 54半方厘米 ) ,

统计茸毛黔度
,

结果见表 7 。

表 7
:

棉花不同品种棉背茸毛及叶片厚度

如户 . . . 钾目, 门 子甲曰口. 叫. 曰. 翻 . 吸卜 , , . 团 . 吧 . . , 、甲尺 , . . 从口. . .阳 户 . . 二, . .
,

~
口 . 声曰. ‘. ‘. . . . . 旧 . 口. . . 困 . . . . . . . . . 翻口曰 . . . ‘ . . . , d , , . , . 侧 .

|州门品种名称
茸毛平均

微米

平均茸毛密度
(根 / 1平方厘米

叶片平均厚度
( 微米 )

J�任Jl二,It
了

‘n八匕no
、

Q�1山月上n甘On�QUQU
.

⋯⋯
鄂 岱

陕 4

陕 3 5 6 3

陕 3 8 5 0

陕
‘

4 0 1

3 8 5 0选系

1 8 1 8

1 0 5 3
。

3 3

1 1 2 4
。

0 0

7 9
。

8 0

3 7 3
。

4 8

9 5 6
。

2 1

11 0 1
。

4 9

1 0 3 0
。

9 3

1 1 5 8
。

8 8

8 7 7
。

8 7 1 6
‘

9
。

7 6

厅才UOI工八匕00JIJ�dCO

⋯
口

QU,1勺O八OR�9自00
JIn‘尸ag白O口

由表 7 中看出
,

七个品种的茸毛密度差异最大
,

如 3 8 5 0选系叶背单位面积内的茸毛

根
.

数相当干鄂岱的n 倍
。

计算茸毛密度 与 6月3 日
、

I Q田间蚜害指数的相关系数
,

分另吐为
一 0

.

7 1 6 8和 一 0
.

8 0 0 8 ,

根据 F jsh e , 相关系数显著性俭索表进行显著性测验
,

相关性显

著或接近显著存在
。

品种茸毛密度与蚜害指数呈负相关
,

叶背茸毛越密的品种
,

蚜害越

轻
。

.

品种茸毛密度与6月10 日蚜害指数存在着显著相关 〔, 二 0
.

8 0 0 8) 再计算茸毛长度
、

粗度
、

叶片厚度与同 日蚜害指数的相关系数
,

分别为
一 。

.

0 5 57
,

D
.

0 2 4 5
,

。
.

2 8 9 7 ,

相关

关系不存在
。

说明茸毛密度是影响蚜害的主要因子
。 二

3
.

茸毛密度与棉花不同生育期的抗蚜性
:
棉花有毛品种随着棉株个体生长发育

,

茸毛密度越来越大
,

这是否引起不 同生育期抗蚜性的变化
。1 9 了6年我们将3 8 5。选系

,

陕 4
、

鄂岱三个品种分期播种
,

于了月2 0 日伏蚜发生危害初期进行蚜害调查
,

结果见表 8
。



袁 锋
:

棉花形态特征与品种抗蚜性

表 8 三个品种分期播种与伏蚜为害的关系

333 8 5 0选系系 陕 444 鄂 岱岱

444 月月 5 月月 5 月月 4 月月 5 月月 5 月月 4 月月 5 月月
111 5 日日 5 日日 2 5 日日 1 5 日日 5 日日 2 5 日日 1 5 日日 5 日日

:0
健铃451256稳现0.

:4
蕾嫩54妞10盛柔0.株高 ( 厘米 )

主茎叶数

生育期

生长状况

蚜害指数

6 5
。

O

1 0
。

6

现铃

稳健

0
。

2 5

6 6
。

5

9
。

4

现铃

稳健

0
。

2 7

5 6
。

1

6
。

7

盛蕾

柔嫩

0
。

2 9

7 7
。

3

1 3
。

3

现铃

稳健

0
。

3 0

5 2
。

O

9
。

7

现铃

稳健

0
。

2 9

5 2
。

6

1 1
。

9

现铃

稳健

0
。

4 2

4 4
。

8

8
。

7

盛蕾

柔嫩

0
。

4 7

一

由表 8 看出
,

三同品种同期播种的蚜害指数不同
,

3 8 5 。选系最低
,

鄂岱最高
。

同一

品种播种晚的蚜害重
,

这主要由于茸毛作 为叶部的保护器官
,

随着个体发育越来越 完

备
,

影响着棉株对蚜虫为害的抵抗力
。

从这点出发
,

我们认为利用叶背多毛特征选育抗

蚜品种
,

选育苗期抗蚜的比选育后期抗伏蚜的更困难
。

前面我们已指出
,

棉苗出土 阶

段
,

迁飞来的蚜虫选择子叶展开的植株
,

即是后期多毛抗蚜的品种
,

出苗时只要子叶展

开早
,

棉蚜照常选择为害
,

如 76 年苗床鉴定
,

军海 l 号的表现就是这样
,

因为 棉 苗 第

一
、

二叶片缺乏浓密的茸毛保护
。

4
.

茸毛对蚜虫取食行为的影响
: 1 9 7 5年我们把陕 4 ,

陕 3 8 5 0两个品种种在小花盆

中
,

出苗后在 2 一 3 片真叶期
,

接上蚜虫
,

观察每个蚜虫的取食活动
,

结果见表 9
。

表 9 棉蚜在不同品种上的取食活动情况

平均 日土
一

巨巨
nU工�Jt‘厅产叹口9白八0La八b

..

⋯
QU,自月任O口J任

八勺口d

⋯⋯⋯
|�件|

1
.

lllll 222 333 444 合计计

陕 3 8 5 0

6
。

7 5 3 8

2 4 9

6 3 8

n曰�nUJ4JqQ自,自1 8 0

1 8 0

1 3 5
。

2 5

0
。

2 5

1 8 0

1 9 5 2 5{1 8 1

0
。

2 5

盯411811一

751

。JnU八11��日�
,工八匕八七lO口n八汀UnU

O
Un甘八J,J

定向取位

取 食

中途移动

移动后取食

总取食

总移动

2 4 0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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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9 中看出
,

接在茸毛密度中等的品种陕 4 上的蚜虫
,

取食定向取位的时间短
,

开始取食后安定
,

很少移动
,

但在多毛的陕3 8 5。上
,

定向取位时间长
,

开始取食后多

移动
,

茸毛浓密影响蚜虫取食活动的安定性和取食时间
。

此外
,

每个品种选择 3 株
,

每株接蚜 10 头观察活动趋 向
,

陕 3 8 5 0上的蚜虫分散在叶背

面
,

但陕 4 上的都集中在 叶基部主脉两侧处
。

根据观察
,

陕 3 8 5。叶背茸毛多
,

到处都

有
,

陕 4 上茸毛少
,

而且叶基部主脉两侧茸毛极稀
,

由于蚜虫集中易引起卷叶
。

棉花苗

期
,

蚜虫在大多数品种上
,

多集中叶基近主脉两侧
,

此处首先开始皱缩
,

就是这个原

因
。

六
、

叶背茸毛密度分级及在实践中的应用

叶背茸毛密度是影响品种抗蚜性的主要形态特征
,

根据对近1 00 个品种的观察
,

提

出茸毛分级标准以及与品种抗蚜性的关系
,

见表1 0
。

表 10 棉花叶背茸毛分级与品种抗蚜性的关系

级别 } 眼 观 { 手 摸 叶 背 感
1 平方厘米
茸毛根数

与蚜
关

害}
。、

、 。 、
灰{ { 于、 不丫 口口 布甲

刁又 }

、..

!
.

llJ

⋯
无

极稀疏

中度

极密

蜡光感

蜡光感

粗涩感
-

轻摸粗涩
,

重摸绒毯感

轻重摸均绒毯感

0

1 0 0以下

1 0 1一5 0 0

5 0 1一1 5 0 0

1 5 0 1以上
、

高感

感

中感

中抗

抗

BR 一 S 一 1 0

鄂岱

陕 4

陕 3 8 5 0

军海 1 号

根据上述标准
,

在棉花生长后期 (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 )
,

田问选择有代表性的植

株
,

眼观手摸上部叶片
,

对所有观察过的品种进行了茸毛密度分级 (见表 5 )
。

提出了

茸毛分级与品种 抗蚜性的大体关系
。

由于我们未看到以茸毛浓密为特 征f汀高度抗蚜 品

种
,

抗性最高划到抗级 ( 再高即为高抗 )
。

在田问利用
“一看二摸

”
的方法

,

可以选择具有浓密茸毛的抗蚜单株和品种
,

并可

与选择抗病
、

农艺性状 良好的单株结合起来
,

为选育抗病
、

抗蚜
、

优质
、

高产品种开扩了

简便途径
。

3 8 5 0选系就是1 9 7 5年我们尝试利用这种方法
,

从陕 3 8 5 0中株选出来的
。

-

总 结 与 讨 论

经过我们对国内外近一百个棉花品种进行抗蚜性观察和鉴定
,

没有一个品种不受蚜

虫为害
,

但是受害程度不同
。

如新疆农一师良种实验场选育的海岛棉品种军海一号
,

陕西

棉花研究所选育的陆地棉品种陕 3 8 5。,

和其他品种比较
,

属于抗蚜类型
,

共同的形态特征

是叶背茸毛浓密
。

国内外研究报导抗其他棉虫的棉花形态特征
,

如红叶
,

鸡脚叶
,

无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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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
,

苞叶窄狭开张
,

或棉籽醇含量高
,

不是品种抗蚜 的形态特征或特性
。

多毛品种抗

蚜
,

主要影响蚜虫的定向取位及开始取食后的安定
,

使取向定位费时
,

移动多
,

取食时

间短
,

繁殖量低
。

棉花叶背茸毛密度随着棉株个体发育而有变化
,

一般说来
,

第一
、

二片真叶无茸毛
,

以后逐渐出现而增多
,

茸毛作为棉花保护器官愈趋完备
。

由于这样
,

无论后期茸毛多或

少的品种
,

在棉花出苗后
,

迁飞来的有翅蚜首先选择栖息在子叶展开的植株上取食
,

出

苗早
,

子叶展开早的品种首先受害
; 也使棉花不同生育期抗蚜性不 同

,

随着植株发育
,

茸毛越来越浓密
,

抗蚜性
.

增强
。

生产实践上选育苗期抗蚜的品种更重要
,

难度也大
。

不 同品种的棉花
, 口

一

卜背茸毛从无到有
,

从稀到密
,

可分为五级
,

通过 ,’ll 民观手摸
”

可以 区别开来
。

在棉花生
一

长后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选择抗蚜单株和品种
。

多毛的抗蚜品种可 以在棉苗期和蕾铃期减轻蚜害
,

减少和推迟卷叶
,

在蚜害严重年

份为开展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降低蚜 量基数
,

争取了防治时间
,

但必须注意和这两种防

治法结合
,

才能避免造成损失
。

具有多毛特征的品种
,

未发现高度抗蚜类型
,

所以棉花

抗蚜品种的研究
,

还必须从生化成份等方面寻找抗性因子
,

以发掘抗蚜资源
,

使抗蚜品

种的研究在生产上做 出更大贡献
。

主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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