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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食蚜天敌对棉蚜控制效应的研究
’

冉瑞碧 魏建华

(西北农学院植保系 )

提 要

1 9 7 8 到 1 9 8 1年
,

作者在 陕 西武功查清 了棉田食材天故主要 有12 类
,

分属 8 目
、

1石

科
、

39 种
。

采用将食好天敌个体捕食或寄生寄主的功能反应与大 田中食材 天敌 的 数
一

量

反应相结 合的方 法
, 以 统一的 天敌单位数表示各类天敌作用的 大小

。

四年平均每年每亩

食蚜天敌约 1 00 万 头次
,

折合天敌单位数为4 2 0 71
。

各类食姆天敌按其作用大 小依次为
:

抓虫
、

蜘蛛
、

蜂霉菌
、

食好绳
、

草玲
、

食蚜绒蟒
、

花勇春
、

姬猎蜷
、

好茧蜂
、

食姆盲棒等
。

不 同季节天敌种类不同
,

抓虫和蜘蛛是季节稳 定种
,

食蜂绒瞒和蜂霉菌是季节发生种
,

以上均为棉好关健性天敌
。

棉姆的种群数量水平
,

明显 的受食姆天敌的 自然控制
。

在棉

花苗期
,
由于 天敌的作 用

,

无琦期 可维持 15 至 20 天
。 , \ 月份如 多雨潮湿

,

琦霉菌可完全

拉制伏蜂为 害
。

棉蚜是棉花的常发性主要害虫
,

由于长期单一使用化学农药
,

使棉蚜产生 了抗药性
,

同时杀死 了大量天敌
,

从而造成棉蚜和次要害虫的猖撅为害
〔“ ’“ 」。

为了贯彻 以农 业 生

态体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方针
,

更好地发 挥天敌治蚜的作用
「” 忿 , , , ‘ ’,

步们从 1 9 7 8年到
、份 今.

门尸, 奋带硕, 叮
1 9 8 1年

,

在 陕西武功对棉花整个生育期各类食蚜天敌消长的特点
、

关键天敌类群 以及对

棉蚜的控制效应进行了研究
。

研 究 方 法

关于害虫天敌的控制效应
,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是采用食虫昆虫个体捕食或寄生寄主

的数量
,

来测定其功能反应的
,

而对食虫昆虫的种群数量反应研究较少
〔7 ’,

但在 许 多

情况下种群数量反应能表现出天敌的潜在作用
,

即夭敌昆虫在长时期 内控制害 虫 的 效

果
。

据此
,

我们将食蚜天敌个体捕食或寄生寄主的功能反应
,

与大田中食蚜夭敌的种群

数量反应效果结合起来
,

研究食蚜天敌的自然控制效应
。

具体作法是
: 从 5 月棉花出苗到 9 月止

,

在生产 队棉田定点定 株
,

每 7 天 调 查一

次
,

统计棉蚜和各类食蚜天敌的各虫态数量
。

. ¹ 本文承袁锋副教授审阅 , 李隆术教授鉴定绒摘标本
, 刘绍友

、

王应伦
、

冯纪年同志参加部分

调查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º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 19 8 4年 7 月 9 日
。



棉田食蚜天敌对棉蚜控制效应的研究 1 5

为了准确地反映棉蚜和天敌的实际数量及其比例
,

均采取整株统计全部棉蚜和天敌

数量的办法
。

为了补救天敌成 虫迁飞而造成妙误差
,

又在附近棉 田用网 捕 法
,

统计 10 0

网中食蚜天敌的数量作为参考
。

食蚜天敌总数是各类食蚜天敌各种虫态数量的总合
,

包括取食和不取食虫态
,

因为

调查时有的虫态虽不取食
,

但和下一代种群数量有密切关系
。

各类食蚜天敌及其各种 虫态对棉蚜的控制能力是有差异的
,

单以各类天敌的总数量
·

是不能反映它们各自的控制效果的
。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
,

采用统一标准—
,

天 敌 单 位

数
。

所谓天敌单位数
,

是以七星瓢虫成 虫每 日平均取食1 20 头棉蚜为一个标准天敌单位
,

将其他各类天敌取食虫态的 日平均食蚜量
,

换算成统一的天敌单位数
。

换算公式为
: 天

敌单位数
= 实查 天敌取食虫态的个数

x 该种天敌的标准天敌单位数
。

有了这个标准
,

就

可以从各类天敌单位数的大小
,
比较各类天敌控制能力的大小

。

各类天敌的各种虫态取食棉蚜的数量 (见表 i )
,

大部分为作者在室 内测定
,

个别

的引自《粮棉病虫预测预报资料表册 》 “ ’。

表 1 各类食蚜天敌折合标准天敌单位傲

天敌种类及虫态

一

匕星瓢成虫
.

异色瓢成虫

多异瓢成 虫

龟纹瓢成 虫

小毛瓢成虫

二星瓢成虫

各类瓢虫幼 虫

蜘 蛛

草岭成虫

草蛤幼虫

食蚜蝇幼虫

姬猎堵

花 蜡

大眼长蜡

食蚜盲蜡

蚜茧蜂
.

蚜绒蜻

平均 日食蚜概数 标准天敌单位数

1 2 0

12 0

2 5

2 5

6

8 0

6 0

3 0

6 0

1 0 0

6 0

1 1

4

1 0

l 0

1

O
。

2 5

1

0
。

2 1

0
。

2 1

0
。

0 5

O
。

6 6

0
。

5

O
。

2 5

0
。

5

0
。

8 3

0
。

5

0
.

0 9

0
。

0 3

0
。

0 8 3

0
。

0 8 3

O
。

0 0 8 3

0
。

0 2 1

. 引自《粮棉病虫预测预报资料表册 》 ,

农业部植保局编
, 1 9 6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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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田食蚜天敌种类

经 四年调查结果
,

棉田食蚜天敌主要有泞二个类群
,

分属 8 目 (鞘翅 目
、 ’

膜翅目
、

双翅 目
、

脉翅 目
、

半翅目
、

蜂蜻 目
、

蜘蛛 目
、

虫霉 目)
,

16 科
,

39 种
。

它们是
:

1
.

瓢虫类
: s 种 (瓢虫利

一

C o e e in e llid a e )

七星瓢虫 C o e e i n e lla s e Pte m P o n e ta ta L in n a e o s .

龟纹瓢虫 P r o p y la e a
j
a p o n ie a (T n u n b e r g )

.

异色瓢虫 H a r m o n ia a x y r id is (Pa lla s )
.

多异瓢虫 H IPPo d a m ia (A d o n ia ) v a r ie g a t a (G o e z e )
.

二星瓢虫 A d a lia b iPu n e ta t a (L in n a e u s )
.

连斑小毛瓢虫 S e ym n u s (S e y m n u s ) q u a d r iv u ln e r a tu s M u ls a n t
.

黑背毛瓢虫 S e y m n u s (N e o p u llu s) b a b a i B a sa ji
.

黑襟毛瓢虫 S e y m n u s (N e o p ; : llu s) h o ffm a n n i w e is e .

2
.

蜘蛛类
: 9 种 (A r a n e id a )

草间小黑蛛 E r ig o n id iu m g r a m in ie o la (S u n d e v a ll)
.

三突花蟹蛛 M is u m e n o p s t r ie u sP id a t u s (F a b r ie iu s )
.

园叶花蛛 Sy n a e m a la p o n ie u m (K a r s e h )
.

四点亮腹蛛 S in g a p y g m a e a (S u m d e v a ll)
.

金缕亮腹蛛 S in g a h a m a ta (C le r e k )
.

T 纹豹蛛 Pa r d o s a tin s ig n ita (B o e s e t S tr i)
.

黄褐新园蛛 N e o s e o o a d o e n it z i (B o e s e 毛S tr i)
.

日本肖峭 T e t r a g n a th a
j
a p o n ie a (B o e s e t S t r i)

.

黑斑卷叶蛛 D ie t y n a fe lis (B o e s e t S t r .

)

3
.

草岭类
: 5 种 (草岭科 C h ry s o Pid a e )

大草岭 C h r y s o p a s ep te m p u n e t a ta W
a s n , a e l

.

丽草岭 C
.

fo r m o s a B r a u e r .

中华草岭 C
.

s in ie a T j
e d e r .

叶色草岭 C
.

p h yllo e h r o m a w e sm a e l
.

晋草岭 C
. sh a n s ie n s is K a w a .

4
.

食蚜蝇类
: 5 种 (食蚜蝇科 S y r p h id a e )

大灰食蚜蝇 S y r p h u s e o r o lla e F a b r iC iu s .

凹带食蚜蝇 5
. n ite n s Z e tte r st e d t

.

黑带食蚜蝇 E p is t r o p h e b a lt e a t a D e G e e r .

大绿食蚜蝇 L a s io p tie u s P了r a s t r i (L in n a e u s )
.

短翅细腹食蚜蝇 Sp h a e r o p h o r ia s c r ip t a (L in n a e u s )
.

5
.

小花绪类
: i 种 (花蜡科 A n th o C o r id a e )



棉田食蚜天敌对棉蚜控制效应的研究

荷 氏小花蜡 o r it : 5 h o r v a t h i (K e u t e r )
.

c
.

姬猎蜡类
: 1 种 (姬猎靖科 N a bi d 。 e )

暗色姬蜷 N a b is s te n o fe r u s H s ia U 。

7
.

食蚜盲蜡
: 1 种 (盲蜻科M ir id a e )

黑食蚜盲蜷 D e r a e o e o r i: p u n e t u la tu s F a ll
.

8
.

长绪类
: 1 种 (长蜷科 L y g a e id a e )

大眼长蜷 G e o e o r is Pa llid iPe n n is (C o s t a )
.

9
.

蚜茧蜂类
: 4 种 (蚜茧蜂科 A p h id iid a e)

日本棉皱蚜茧蜂 L y s ip h lib ia j
a p o n ie a (A s h m e a d )

.

柄究蚜茧蜂 L y sip h ze b u s (p h le b u s ) s h a n x ie n s is C h o u e t X ia n g
.

三叉蚜茧蜂 T r io x y s e o m m u n is G a n a n .

烟蚜茧蜂 A p h id iu s g ifu e n s is A s h m e a d
.

1 0
.

食蚜绒蟠类
: 2 种 (绒瞒科 T r o m b id iid a e )

无视异绒蜻 A llo t h r o m b iu m ig n o tu m w illm a n n .

肥绒瞒 T ,
,

o m b sd iu m h y p e r i N e r e a m m e n 一

G r a n d j
e a n e t a l

.

1 1
.

虫霉菌类
: i 种 (虫霉科 E n t o m o p h t h o r a c e a e)

弗雷生虫霉 E n t o m o Ph t h o r a fr e s e n ii N o w a k o w s k i
.

1 2
.

瘦蚊类 : i 种 (瘦蚊科 It o n id id a e )

食蚜瘦蚊 A p h id o le t e s a b ie tis (K ie ffe r )
.

棉 田食蚜天敌的消长及其特点

棉 田食蚜天敌种群数量是很大的
,

每年生长季节调查22 次
,
四年平均百株天敌总头

次为2 0 6 0 1
,

天敌单位总数为5 4 1
.

4 2 7 4
,

折合每亩 (按 5 0 0 0株计) 约1 0 0万头次
,

夭敌单

位数为4 2 0 7 1
。

从表 2 和表 3 可以 看出
:

1
.

全年各类天敌以它们的功能和数量比较
,

依次为
:
瓢 虫> 蜘蛛 > 蚜霉菌 > 食蚜蝇

> 草岭 > 食蚜绒蜻 > 花靖 > 姬猎蜷 > 蚜茧蜂 > 食蚜盲蜻
。

2
.

各月份食蚜夭敌种类
、

数量
、

功能不同
。

5 月份食蚜天敌逐渐由早春作物向棉 田

迁移
,

种类较少
,

主要为食蚜绒蜻
、

瓢虫和蚜茧蜂
。

6 月份以蜘蛛
、

瓢虫
、

花接为主
,

7 月份以瓢虫
、

蜘蛛为主
; 8 月份以 瓢虫

、

蚜霉菌
、

蜘蛛为主
, 9 月份以蜘蛛

、

瓢虫
、

草岭为主
。

3
.

食蚜绒蜻
、

蚜茧蜂只发生在 5 至 6 月棉苗期 ; 蚜霉菌仅发生在 8 月份
,

寄生率达

74 % ;
瓢虫和蜘蛛在整个棉花生育期均有发生

,

而以 7 至 8 月数量最高
。

4
.

全年具有优势的瓢虫类
,

以龟纹瓢虫发生的时间最长 ( 6 至 9 月 )
,

而且数量最

大
,

占全年各类瓢虫总数的9 4
.

4 % ; 其次为七星瓢虫
,

主要发生在 5 月到 6 月中旬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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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 978 一 198 1 年各种砚虫发生情况表 (四年平均)

卜卜
_

项项 百株 各种瓢瓢 百株各种瓢虫天敌单位数数

入入
、_ 、

\ 目目 虫夭敌单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月月

‘\ 比 \
、、

总数数 七星瓢瓢 龟纹瓢瓢 多异瓢瓢 异色瓢瓢 小毛瓢瓢 二星飘飘
份份 \ 例

、

\\\\\\\\\ 0
.

2 1 555555555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1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55555 总数

}}}
1 0

。

0 2 555 9
。

8 111 000 222 000 000 000

%%%%% }}} }}} 97 .55 {{{ 00000 000 000 000

次次次序 }}} }}}
一 111 00000 000 000 000

66666
J

总数数 1 6
。

15 7 555 7
。

9 7 了555 5
。

222 2
.

4 555 OOO 0
。

3 666

⋯
。

·

““

77777 %%%%% 4 9
。

3 777 3 2
.

1 888 1 5
。

1 666 000 2
。

2 333

{
’.0 ““

次次次序序序 111 222 3

}}}⋯
ooo 444 ! 555

}}}}}}}}}}}}}}}}}}}}}

总总总数

⋯⋯
3 4

。

6 888 000 3 2
。

6 111 0
。

8 444 1
。

000 O
。

2 333 111

%%%%%
‘

{{{{{
000 9 4

。

0 333 2
。

4 222 2
。

8 888 0
。

6 666 000

次次次序 }}}}}
000 111 333 222 444 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

88888 总数数 3 4 4
.

1 444 000 3 4 4
。

1 444 000 000 000 000

%%%%%%%%% 000 1 0 000 000 000 000 000

次次次序序序 000 111 000 000 000 000

99999 总数数 1 0
。

4 555 000 1 0
。

4 555 000 OOO 000 000

%%%%%%%%% 000 1 0 000 000 000 OOO 000

次次次序序序 000 111 000 000 000 000

总总数数 4 1 5
。

4 8 888 1 7
。

8 8 7 555 3 9 2
.

理理 3
。

2 666 l
。

00000 0
。

1 777

%%%%%%% 4
。

3 0 5 222 9 4
.

4 4 3 222 O
。

7 8 4 777 0
.

2 4 0 77777 0
。

0 4 0 999

次次序序序 222 111 888 44444 666

他各种食蚜天敌发生在 6 至 7 月
,

数量较少
。

网捕结果
,

食蚜天敌的消长趋势
,

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
。

根据 以上分析
,

棉田 目标害虫

—
棉蚜的关键天敌

,

主要是瓢虫
、

蜘蛛
、

蚜霉菌
、

食蚜绒蜻
。

其中瓢虫和蜘蛛在棉花整个生育期均有发生
,

数量也大
,

为季节稳定种
, 食

蚜绒蜡只发生在 5 至 6 月
,

蚜霉菌发生在 8 月份
,

均为季节性发生种
。

棉田食蚜天敌对棉蚜的控制效应

M es se ng er (1 9 7 6 ) 指出
,

一切生物的增殖力都要受其他生物作用的限制
,

同时生

物的种群数量水平是生物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8J

。

四年调查结果 表明
,

在

同一气候条件下
,

棉蚜种群数量水平受食蚜天敌的限制
,

棉蚜和食蚜天敌种群之间相互

制约
,

构成 了棉蚜 自然发生规律
〔二’ . 了 。

棉蚜的消
、

长与食蚜天敌的功能和数量有密切关系 (表 4 ,

图 1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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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棉花生育期棉蚜种群数量是发展变动的
,

全年有两个大的高峰期
,

即 5 月下旬到

6 月中旬的棉苗期
,

7 月下旬到 8 月中 旬的盛花期
,

高峰日分别为 5 月 21 日和 7 月 26

日
。

两个蚜峰后
,

紧跟着棉蚜种群数量减少
。

6 月底棉苗期棉蚜急剧减少
,

8 月 中旬以

后棉蚜减少的幅度较为缓慢
。

必须指出
,
四年中几乎每年从 6 月下旬开始

,

棉蚜种群数

量均被控制在最低水平
,

维持近20 天
。

食蚜天敌的发生也有两个大的高峰
,

而且与蚜峰有一定关系
。

根据 13 次附 峰日统计
,

敌峰与蚜峰同时 出现的 3 次
,

占总次数的25 % ; 敌峰在蚜峰

后 4 天 出现的 1 次
,

占 8
。

3 % ; 敌峰在蚜峰后 7 天 出现的 4 次
,

占33
.

3 % ; 敌峰 在蚜峰

后 IC~ 1 4天片
_

{现灼 3 次
,

占25 % ; 敌峰在蚜峰后2G 天出现的 2 次
,

占1 6
.

6%
。

据此
,

棉

田食蚜天敌沁 跟随现象 泛浪明显价
。

尝附看来
,

食蚜天敌的高峰期在棉蚜高膝后 4 一 20

天
,

一般为 4 一 1 4天
。

2
.

棉蚜种群数量消长明显受食蚜天敌的自然控制
。

石相同气候条件下
,

棉蚜的变动

随食蚜天敌而变动
。

棉田蚜虫开始发生时
一

,

各类天敌也随着迁 /
、

棉 田井以棉蚜为食
,

当

棉蚜培养 了大量天敌的时候
,

棉蚜又进一步受到 了控制
。

如表 4 各月份百株食蚜天敌单

位数与棉蚜
厂

消长
, 5 月 7 日当棉蚜为1 41

.

5头时
,

天敌单位数为 3
.

4 6 7 ; 5 月21 日棉蚜

上升到 9 83 尖时
,

天敌单位数亦增加到 1 7
。

6 4 2 ; 到 5 月23 日
,

棉蚜下降到 4 1 5头
,

天敌单

位数也随之下降
。

从表 4 偿
,

的情况来看
,

食蚜天敌对棉蚜控制 能力为指标
, ;

竺敌蚜 比小

于 1 : 3 0 0氏才有 自然控制作用
,

超过这个比例则失去控制力
。

表 4 中 汽
、

,结果还表明
,

当棉蚜种群数量达到一定水平时
,

棉田食蚜天敌的控制力才

明显表现 自然控制的 效果
。

如 5 月上中旬
,

敌蚜比1 : 41
、

1 : 4 6时
,

理论上讲蚜 虫数量

应该下降
,

但并非如此
,

直到 5 月 2 8 日敌蚜比达 1 : 7 6时
,

蚜虫才表现下降趋 势
。

6 月

份也是相似敲情况
。

其原 因是蚜 虫少时
,

不够天敌取食
,

而且天敌寻食棉蚜困难
,

迫使

部分天敌迁到其他作物上
。

当棉蚜繁殖到一定数量时
,

又会培养和招引大量天敌
,

这时

天敌的作用就会明显表现出来
。

这是符合 v al l E m d e , : (1 9 65 ) 的论点的 〔创
。

·

棉蚜与天

敌之间的这种反馈作用
,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它在实跌巾灼意义
。

在棉蚜测报和防治工作

中
,

有人认为
,

敌蚜 比 (均指个体数) 达 1 : 2。。时
,

天敌就失去了控制力
,

应马上采取

打 药措施
,

结果 由于用药过早
,

不能充分发挥天敌的作用
。

因此必须定期调查棉田 内天

敌数量
,

正确决定用药适期
。

1 9 8 2年 5 至 6 月
,

作者在陕西大 荔县 调查
,

棉蚜十分严

重
,

卷叶率达 1 脚%
,

然而天敌数量很大
,

许多生产队坚持 了不打药
,

充分发 挥 了食蚜

天敌的 自然控制作用
,

到 6 月上旬棉苗很快恢复生长
。

这表明食蚜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

是有效的
,

生产上是可以利用的
。

3
.

食蚜夭敌控制力的大小
,

随种类而异
。

瓢虫和蜘蛛是季节稳定种
,

数量大
、

食量

大
、

发生期长
,

可以经常发挥效力
。

蚜绒瞒和蚜霉菌虽为季节性发生种
,

但它们数量大
,

一旦气候合适
,

对苗蚜和伏蚜有突出的控制力
。

如1 9了9年 5 月份
,

绒蟠是所有天敌类群

中数量最多的
,

占当月全部天敌单位数的 8 9
,

6 %
,

平均每头棉蚜上有2
.

16 头食蚜绒瞒寄

生
。

因此从 6 月 21 日到 7 月 1 2 日未检查到棉蚜
,

充分显示了绒蟠在 这一阶段的控制力
。

1 9 8 0年 7 到 8 月阴雨连绵
,

空气湿度大
,

造成蚜霉菌大流行
,

完全控制了伏蚜的为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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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项 目

197 8一 198 1年棉蚜与天敌消长表 (四年平均) 张家岗生产队

卜 气、、

、
气
、

、

百株蚜数
百株天敌
总

.

头次
百株天敌
望位数

敌蚜比
.

日

2 8
。

3

5 2
.

()

(; 0
。

2 1
。

1
·

繁l
。

5

2 R I

9 ;之3

4 1 5

1 5 6

2 9 7
.

7 5

2 2 3
.

7 5

9 9
。

2 5

3
,

4 6 7

6
,

0 6 1

1 7
。

6 4 2

5
.

7理8

1 : 4 1

1 : 4 6

1 : 5 6

1
‘

: 7 6

UOno

7211528

总计 1 8 2 0
。

5 7 7 6
。

7 5 3 2
.

5 8 8

1 8
。

0

2 5
.

5

1 5
。

7

2
一

13

7 0 1

8 8 9

5 4
.

7 5

1 0 5
.

2 5

1 0 6
。

5

5
.

0 7 6

1 2
。

2 5

1 9
。

4 1 8

4 849

4 6

222 111 0
。

555 6
。

555 8 1
.

000 13. 5 75 {{{
222 888 O

。

000 000 8 7
.

7 555 7
.

2 7 555

总总计计计 1 8 3 9
。

555 3 9 6
。

2 555 57
。

5 9 44444

77777 666 1 000 2 5
。

555 2 6
。

555 8
。

0 111 1 : 333

11111 222 2 333 1 0 )七七 6 8
.

000 1 1
。

3 7 555 1 : 999

11111 999 4 777 2 8 1 444 5 3
。

2 555 9
.

9 111 1 ; 2 8 333

22222 666 8 666 2 3 0 9 999 2 1 1
。

000 3 7
。

7 1 555 1
‘

6 1 222

总总总计计计 2 6 0 4 0
。

555 3 5 8
。

7 555 6 7
。

0 11111

88888 222 9 777 6 8 5 1 000 3 4 5
。

000 1 0 7
。

3 6 555 「一1飞3888

9999999 9 888 8 1 3 3 444 8 6 6
。

555 2 5 5
。

4 6 888 1 3 1888

11111 666 1 0 000 3 7 4 3 999 1 5 7 1 3
。

OOO 1 3 2
。

2 9 555 1 : 2 8 333

22222 333 1 0 000 2 7 3 3 555 1 7 6 3
。

7 555 2 1 2
。

333 1 : 1 2 888

33333 000 1 0 000 3 0 0 111 7 2
。

000 6 5
。

3 888 1 : 4 666

总总总计计计 2 1 7 6 1 999 18 7 6 0
。

2 555 7 7 2
。

2 7 22222

66666 5 666 3 0 5 333 9 9
.

555 1 4
。

9 7 555

111 333 1 111 1 222 1 6 2
。

000 13
。

1 3 555

222 000 000 000 4 888 8
。

5 333

222 777 000 000 000 000

总总计
‘‘‘

3 0 6 555 3 0 9
。

555 3 6
。

6 444

4
‘1ses

119曰,自

.

敌蚜比 二

~

百株蚜虫数
百株天敌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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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研究证明
,

将食蚜天敌的功能反应与数量反应结合起来研究对棉 蚜的自 然控 制 效

应
,

是一种能反应客观规律的办法
。

一方面它可反应 出天敌种群数量的消长
; 另一方面

通过夭敌单位数这个统一 标准的数量消长
,

又反应出各类食蚜天敌对棉蚜控制作用的大

小
。

基本查清本地棉蚜生要天敌39 种
,

分属 8 目
、

16 科
。

棉田各类食蚜天敌平均每年百

株可保持在 2 万头次左右
,

折合8 41
.

4 2 7 4个天敌单位
。

各类食蚜天敌中
,

瓢虫和蜘蛛是

季节稳定种
,

在棉花整个生育期均有发生
,
蚜异绒蟠和蚜霉菌为季节性发生种

。

后两种

随气候变化易剧烈变动
。

以上四类均为棉蚜的关键性天敌
,

对控制棉蚜起主导作用
。

棉蚜种群数量水平
,

受食蚜天敌的自然控制
。

棉蚜种群数量变动每年有两个高峰
,

蚜峰后 4 ~ 14 天食蚜天敌 也出现两个高峰
,

随后棉蚜数量急剧下降
,

特别在棉苗期
,

无

蚜期可持续15 ~ 20 天
,

食蚜天敌的控制效应表现得尤为突出
。

这里还应指出
,

在棉田 自然条件下
,

棉虫种类和天敌种类都不是单一的
,

有的天敌

还可捕食多种棉虫
。

根据害虫和天敌相互制约的作用
,

棉 田天敌数量的增长和天敌对棉

蚜的控制效应
,

也受其他棉虫存在数量的影响
,

这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

根据研究
,

我们建议 :

1
.

棉蚜测报工作要与益虫测报紧密结合起来
,

改变过去 那 种 只 搞害 虫测 报的作

法
。

2
.

在害虫防治工作中
,

必须充分认识农业生态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
、

相互制

约的这种 自然控制
,

自然平衡的理论
,

并把这个理论作为害虫综 合治理
、

特别是作为害虫

生物防治的指 导原则
。

3
.

棉蚜防治 (包括其他棉虫防治 )
,

必须以充分发挥食蚜天敌 (或棉虫其他天敌)

的作用为中心环节
,

根据每年天敌发生的实 际情况
,

在保护利用天敌的基础上
,

合理安

排其他防治措施
。

4
.

棉花苗蚜防治必须彻底 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化学农药
“一 扫光” ,

致使棉蚜越来越

严重的恶性循环
。

我们主张棉花苗期敌蚜 比在 1 : 3 00 以下时
,

尽量不要使用化学农药
,

或改变使用方式
,

以达到保护天敌的 目的
。



西北农学院学报 19 8 5年第 1 期

参考文献

1
.

马世骏
: “谈农业害虫的综合防治

” ,
《昆虫学报 》 19 (2)

, 1 9 7 6 : 1 27 一1 4 1
。

2
.

朱弘复
: “治理有害动物的战略与策略

” , 《昆虫学报 》21 (3)
,

19 78
’

: 2 97 一

3 0 5
。

3
.

邱式邦
: “生物防治在综合防治中的作用

” ,
《生物防治 》

,

19 83 (五)
, 1 一 6 。

4
.

沂介六
: “

关于天敌利用的若干问题
” ,

《生物防治 》
, 1 9 8 3 (五)

, 6 一 n
。

5
.

华中农学院棉虫天敌研究组
: “

棉田施药对天敌的影 响以及防治害虫效果的初步考

查” ,
《昆虫知识 》1 7 (2 )

, 1 9 8 0 : 5 6一5 9
。

6
.

农业部植保局
: 《粮棉病虫预测预报资料表册 》

,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 1 9 6 5 ,

第38 9

页
。

7
.

X 叩
x
叩四

H ,
E

.

r
. : “

关于食虫昆虫对害虫密度反应的研究途径及主要看法
” ,

《生物防治 》
, 1 9 7 7 (四)

, 1 5一2 0
。

5
.

M e s s e n g e r ,
P

.

S
.

1 9 7 6 ,
T h e o r y a n d Pr a e t ie e o f b io lo g ie a l e o n tr o l 5 4 3一

5 5 8
。

9
. v a n E m d e n H

.

F
.

1 9 6 5
,

T h e e ffe e tiv e n e s s o f a Phid o Ph a d o u s in s e e t s in

r e d u e in g a p h id p o Pu la t io n .

E e o lo g y o f a Ph id o Ph a g o u s in s e e t s .

2 2 7一 2 3 5
。



棉田食蚜天敌对棉蚜控制效应的研究 2 5

A n In v e st ig a tio n O n T h e E ffe e tiv e n e s s O f A Ph id o Ph a g o u s

N a tu r a l E n em ie s In C o tto n Field

R a n R u ib i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Pla n t P r o te e tio n -

W
e i Jia n h u a

N o r th w e s te r n C o lle g e o f A g r ie u lt u r e )

A b st , a e t

In o r d e r to b r in g t h e s u P Pr e s s iv e r o le o f th e n a tu r a l e n e m ie s in to

f u ll P la y
, th e a u th o r s s tu d ie d

、

t h e ir s Pe e ie s e o m P o s itio n v a r ia t io n

o f q u a n 丈itie s a n d n a tu r a l e ffe e ts in w u g o n g ,
Sh a a n x i in 1 9 7 5一2 9 8 1

.

It

w a s fo u n d th r o u g h o u r in v e s tig a tio n th a t th e r e a r e 1 2 g r o u p s o f n a t u -

r a l e n e m ie s b e lo n g in g to s o r d e r s , x 6 fa m ilie s a n d 3 9 sP e e ie s .

In o r d e r t o illu st r a te th e e ffe e tiv e d iffe r e n e e s o f th e n a t u r a l e n e m
-

ie s w e u se d th e ir u n it n u m b e r a s a u n ifie d st a n d a r d
.

In 4 y e a r s , th e

a v e r a g e u n it n u m b e r o f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w a s 4 2 0 7 1 / m
u ,

w ith a t o t a l o f

lm ilio n
/ m

u .

In th e o r d e r o f P o P u la t io n S iz e , t h e n a tu r a l 。 n e m ie s in

t h e w h o le y e a r a r e C o e e in e llid a e ,
A r a n e id a ,

E n t o m o Ph th o r a e e a e ,

Sy r p -

h id a e ,
C h r y s o p id a e ,

T r o m b id iid a e ,
A n t h o e o r id a e ,

N a b id a e ,
A p hid iid a e ,

M i r id a e , e t e .

A t th e d iffe r e n t s ta g e s o f e o tt o n g r o w th in a y e a r , th e sP e e ie s o f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a r e d iffe r e n t
.

It w a s s h o w n th r o u g h in v e st ig a t io n t li
-

a t C o e e in e llid a e ,
A r a n e id a a r e s e a s o n a l s te a d y sPe e ie s , a n d T r o m b id

-

1id a e ,

E n t o m o Pht h o r a e e a e a r e se a s o n a l v a r y in g s p e e ie s .

T h e r e su lt s e le a r ly i n d ie a te d th a t th e le v e l o f q u a n tit ie s o f a Phid

p o p u la tio n d y n a m ie s w a s e o n t r o lle d b y th e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

T li e a p p
-

e a r a n e e o f tw o p e a k s o f a Phid s w a s fo llo w e d b y tw o Pe a k s o f t h e n a -

tu r a l e n e m ie s ,
w h e n th e n u m b e r o f a p h id s fe ll im m e d ia te ly

.

o w in g t o

t h e e o n t r o llin g e ffe e t s o f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 t h e p e r io d w it h o u t a P五宜d

h a r m m a 了 la s t fo r 1 5一2 0 d a y s o r 5 0 .

T五e e o n t r o llin g a b ilit了 o f t五e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15 r e la te d t o th e ir

s e a s o n a l v a r ia t io n , a n d u n d e r th e P a r tie u la r fa v o r a ble e o n d itio n s T r o -

m b id iid a e a n d E n to m o Pht h o r a e e a e m a y g r e a t ly s u r p a ss a ll th e o t he r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

T h e r e fo r e , t h e y e a n e o n t r o l a Ph id d a m a g e a t th e s e -

毛d lin g st a g e a n d d u r in g t h e h o t s u m m e r d a y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