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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年生活周期及其与寄主营养的关系

张克斌 刘惠霞 王玲莉

(西 北农 业大学植保系 )

摘 要

棉蜂 虫 在花椒上繁殖 6 ~ 8 代
,

在棉田 发生 18 代
。

以 后 又在花椒上繁植 2 代
,

全年发

生 2 3一 2 5 代
,

每代平均 2 3
。

7 天
。

一 头棉呀最长产仔期 68 天
,

一 生最大产仔量为 18 5 头 ,
寿

命最长 8 7 天 ; 一头 成蚜一 天最多产仔 2 2 头
,

不 同棉蚜寄主
,

其糖
、

夕
、

含量比例不 同飞棉

好适 宜不 同比例范围
。

棉蚜 多种
“
寄主

” 不 是同等重要
。

关键词
:

棉蚜
;
年生活周期

; 寄主营养

对于棉蚜 (A phi “ 9 05 “yP ii Gl ov er ) 生活周期与营养关系的研究虽有报道
,

如棉 蚜一年

的发生代数
,

文献报道范围很广 ( 20 ~ 30 代 )
,

然而迄今未见 国内系统的研究报道
,

为此
,

作

者 于 1 9 81 一 1 9 8 4年对棉蚜的繁殖代数以及棉蚜的发生期
、

产仔量
、

寄主种类之间 关 系 等

主要问题及其与寄主营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
,

现将部分结 果整理出来
,

以供参

考
。

材料与方法

1
.

1 将花椒树上孵化的单个干母蚜
,

用圆筒形尼龙纱罩套在花椒枝萌发的芽 上
,

将圆

筒两头扎实
,

进行隔离饲养
。

每代保持20 一30 个虫
,

待花椒叶长成后
,

将蚜虫移至叶背
,

用半

球形微型尼龙纱罩扣住
。

逐日记载其出生 日
、

蜕皮
、

产仔及寿命等
。

1
.

2 棉花出苗后
,

将花椒上迁移蚜
,

控制在子叶背面
,

后 转入第三或第 四 个 真 叶 背

面
,

以保持一致营养状况
。

挂牌编号
,

逐日观察记载
。

1
.

3 搜 集关中各地有关棉蚜多种寄主进行盆栽
,

生长正常后
,

开始接蚜
,

每种寄主保持在

3 0 ~ 5 0头之间
。

1
.

4 寄主植物可溶性糖的测定
,

采用恩酮比色法 (7 2 1型分光光度计
,

波长6 2 0n m
,

比色

杯光径Ic m ,

温度 2 1
.

5 ℃ )
。

1
.

5 寄主植物总氮量的测定
,

采用纳氏比 色法
:

称取干样 0
.

4 9
,

在浓H
Z

S O
;

和 催 化

剂 H
Z
o

Z

作用下进行消化
,

最后将消化派在 7 21 型分光光度比色计
,

用波长 4 8 0n m ,

光径 Z c m ,

比色杯比色
,

温度保持2 1
.

5 ℃
。

1
.

6 记载寄主各生育阶段及发育情况
,

及当地温
、

湿度变化
。

本文于 19 8 6年5月 28 日 收到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一 、

(
’ t

了粉重澎脸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花椒树上的生活
一 ‘ J 、

:
1

2
.

1
.

1
一

世代
: 19 81 年 3月 10 日开始观察

,

3月20 日孵化第一头干母蚜
,

至 6月2日最 后 一

头蚜虫死亡
,

历时75 天
,

共计繁殖 6代
,

每代平均 1 2
.

5 天
。

第一代33 天
,

第 3 代44 天
,

第 6代 16

天
,

第 2至 5代同时存在
: 1 9 8 2年在花椒树上发生 7代

, 6月 19 日消亡 ; 1 9 8 3年 发 生 8 代
,

了月

24 日蚜群消亡
。

发生期与数量的差异
,

与花椒的生育期
、

蚜群的密度及气 候 有 密 切 的 关

系
。

2
.

1
.

2 繁殖
: 1 9 8 1年花椒树各世代蚜虫的繁殖力趋势是

:

产仔期 4
.

8 ~ 2 0
.

1 天
。

产 仔

里第1代平均产 21 头
,

第3代为4 9
.

4头
,

最多1代产仔 69 头
。

产仔强度 ( 日平均产仔里 ) 平 均 为

2
.

7头
,
第1代为 4

.

7头
,

最多为 n 头
,

第2 代为 1
.

9头
; 平均寿命22

.

9天
,

第3代为 33 夭
,

最长

的为 41 天
,

第 6代为 1 3
.

3天
,

最长为15 天
。

三年在花椒树上平均繁殖7代
,

历期8 7
.

6天
, 1 2

.

4天发生一代
,

每代产仔期9
.

8天
,

寿命

最长为64 天
,

产仔强度为 2
.

3头
,

每头平均产仔为 3 9
.

4头
,

一头蚜 最多 产 仔 1 33 个
。

2
.

2 棉蚜在棉 田生活

2
.

2
.

1 世代
: 1 981 年 4月20 日从花椒 枝上采下迁移蚜

,

接在棉苗上
,

当天产仔后
,

就 将

仔蚜一代一代连续饲养
,

直至10 月20 日结束在棉株上饲养
,

计19 4天
,

共发 生 J8 代
,

平 均

1 0
.

8天完成一代
。

以后又从棉叶上将蚜虫移至花椒树上
,

又生活两代
,

这样共计20 代 ( 图 l )
。

i2345678910U!21514拓姑17招19助代

图 1 棉蚜在棉田繁殖世代 ( , 9别 年杨陵 )

从图f可以 青出
: 厂

毛世代教迭严
1

蔽
,

下 8 月
,

不仅有 五 世 同 堂 ” ,

而且是
“八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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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

且 往往是 3一 4个产仔高峰期相遇
,

在这段时间内
,

棉蚜难 以控制
,

同时
,

这种混合蚜

群生理状况很不 一致
,

它们各白对生态条件的变化与药剂反应也就很不一致
。

º从 发 生 期

看
,

最短的为棉田第l代
,

只 25 天 ,

最长的为第 8 代
,

延续66 天 ; 从个体看
,

最短的只 7天
,

最长的4 5天
。 19 8 2年 4月 8 日至 7月 19 日观察

,

计10 0天
,

发生10代 (花椒上2代
,

棉 田 8代 ) ,

平均

10 天一代
,

产仔期最长68 天 ,

产仔量最多为 185 头
,

寿命最长为80 天 ,

同 19 81 年观察一致
。

19 8 3年7月 15 日至 11月20 日
,

共观察138 天
,

发生 9代
,

平均 9 . 5天发生一代
,

产仔前期最长为

22 天
,

产仔后期最长达 29 天
,

其它同前二年基木一致
。

表1 棉蚜各龄期发育历期 ( 天 ) ‘’

寄主名称 1 龄 2 龄 3 龄 4 岭 成蚜 合计

花 椒 2
.

47 2
.

44 2
.

2 8 2
.

35 14
.

0 3 23
.

41

棉 花 1
.

6 8 2
.

0 3 1
.

9 9 1
.

7 3 16
.

6 0 2通
.

0 3

平 均 2
.

0 8 2
.

24 2 。 14 2
.

0 4 14
.

9 0 23
.

7 2

注
: 1 ) 花椒 上历期为 6个世代

, 120 个棉蚜系统资料 , 棉花上为18 个世代 , 300 个蚜虫平均数 。

2 . 2 . 2 龄期
:
一般描述棉蚜是蜕4次皮4个龄期 (第5龄为成虫 )

。

我们三年的 连续观察表

明
,

棉蚜也有蜕 3次皮的
, 3个龄期

,

约占4%
, 4龄占96 % ,

各龄情况如表 1。

花椒上棉蚜因前期气温低
,

发育慢
,

棉花 上蚜虫前期发育快
,

后期发育慢
,

在高温季节

一般蜕皮 1次
, 4~ 5天就可完成一代

。

2
. 2 . 3 繁殖

:

棉田中棉蚜繁殖力大
,

产仔期平均为 15 . 8天
,

最长为37 天 ,

日产 仔3 . 4头
,

最多的为22 头 ;
寿命25 天

,

最长为 45天
,

每头棉蚜平均产仔5 1 . 7个
,

一头蚜 虫最多产 仔14 4

头
。

( 如表2 )
。

棉蚜一开始产仔强度就很大
,

第 1~ 5天
,

占总产仔数 34 . 8 3% ,

第 6~ 10 天

占25 . 9 9% ,

第12一 25天占18 . 24%
。

从产仔期与产仔量看
,

各世代很不 一致
,

但总是 与棉花生育阶段相 联系
。

棉田 第1 . 2 代

正值棉花苗期
,

主要靠子叶及展开的真叶供给营养
,

产仔期7 . 5一10
. 5天

,

产仔量平均 15 .

3~
33 . 3头

; 第11 一13代是棉蚜全年生殖高峰期
,

也是棉蚜生命活动最旺盛的世代
,

产 仔 期 达

2 0 . 8 ~ 28 . 4天
,

产仔量达 7 9 .

5一9 4 . 4头
,

比第 1 , 2代高出2~ 5倍
,

比其它各代也高 1倍以上
。

2 . 3 寄主转换与营养

棉蚜在越冬寄主上繁殖一定时间
,

达到一定密馒后
,

就产生有翅蚜
,

进行寄主转移
,

与

寄主营养变化有极大关系
:

¹ 花椒树由萌发
、

抽枝长叶
、

到开花结果
,

其含糖由量理月 7 日的

1 . 9 7% ,

增加到 6月3日的 3.

56 % ,

而含氮量则由4 .

84 %下降到2 .

14 % ,

其糖 / 氮比由O。

47 上

升到 1
. 6 1

。

º在夏至草
、

车前
、

紫花地丁及黄鼠草等四种寄主上
,

由萌发到叶茂至开花前
,

含糖量分别]由2 . 41% , 1 . 2 3% , 3 . 0 8 %及一 16 % ,

上升到2 . 56% , 1 . 5 5% , 2 . 7 4%及3 . 23% ,

至成熟期
,

车前糖含量达 1
.

88 % ,

夏至草为 3 .

19 % ,

紫花地丁则高达 4 .

02 %
。

但含氮量却不

断下降
,

紫花地丁 含氮量由4 . 45 %降至3 .

27 % ,

糖 / 氮比为 0 .

69 一 1 .

23 ; 夏至草含 氮 量 为

4 .

08 ~ 2 .

24 % ,

糖 / 氮比为0 . 3 5~ 1 .

42
。

各寄主上的蚜群则由群聚盛发到残败消失
,

产生大

鼻有翅蚜迁飞
,

这是越冬寄主营养局部恶化导致转移寄主的结果
。

» 19 8 4年为进一步弄清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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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况与棉蚜生长发育关系
,

进 行盆栽试验
,

以道格拉斯营养液 ( 8 ) 中含氮 量 为 标 准

( C K )
,

重复 3 次
。

试验结束时测定糖及氮的含量与其比例
,

结果说明
,

糖氮比越高
,

越不

利于棉蚜生长
,

但其发育加快
,

产仔量多
,

然而生物学产量以糖氮比低的最好 (如表 3 )
。

表 3 糖氮比与棉蚜生育关系

处理 ( 施抵 ) 0
.

2 5 X o
.

soX i X X Z X

锗 ( % )

盆 ( % )

箱犯比

蚜价殖 系数

个体重量 ( “ g )

单株蚜 生物产量 ( m g )

4 8
.

5 0

1 89
。

1 0

1 8
。

4 0一一一一
094021300070

叮d�.工n‘叹U内勺na

八”�n匕
月..

283347507060
nn,注,白.CI“介舀

,八O, .

81邪69005030
J任‘�.,曰,‘禅了,d

,上口匕1上

糖氮比不同
,

蚜虫个体重量与生物学产量有关
,

有翅蚜产生的迟早与数量也显然不同
。

氮素营养差的
,

加速蚜虫老化
,

寻找新的小生境
,

有翅蚜产生早 16 天
,

其与无翅蚜 比 达 到

31
.

7 %
。

氮素营养好的
,

糖氮比。
.

38
,

产生有翅蚜仅 1
.

1%
,

蚜 虫发育慢
,

幼期状态保 持 时

间长
,

发育慢
,

群集密度小
。

2
.

4 越冬寄主之间相互转接

将花椒上蚜虫接到木懂
、

黄鼠草
、

车前
、

夏至草及紫花地丁上
,

第g 天后全部死亡
,

第 3

夭死亡 1 7
。

4一76
.

1%
,

虫体重量减轻 6
.

9一3 5
。

2%
,

而对照死亡率只 3%
,

体重增加 3 1
.

5 % ,

6天后累计死亡率达 6 1
.

1 一94
.

4 %
,

体重减少20 ~ 9 2
.

7 % ; 对照累计死亡仅 1 8
.

2 %
,

体重增加

71
.

8%
,

继续生存并产仔
。

将夏至草
、

黄鼠草
、

车前及紫花地丁上蚜虫
,

进行多次 相 互 转

接
, 3天后死亡率达 6 1

.

5 % 以上
, 6天后达 1 00 % 死亡

。

即 是紫花地丁上蚜虫 ( 生活在根际 )

转接到紫花地丁叶上也未成功
。

这可能是
:

¹ 寄主的专化性
,

随着棉蚜和其寄主植物的各自进

化
,

棉蚜在各寄主上长期生活
,

形成纵向适应的固定路线
:
越冬寄主 ( 第一寄主 ) 一为害寄

主 ( 第二寄主 ) 一越冬寄主
;
而横向联系中断 ( 越冬一越冬寄主

。

º营养条件的不适应 :
从

表3可知
,

不 同的越冬寄主
,

糖 / 氮比不一样
,

适应于 花 椒上生活棉蚜的糖 / 氮比为。
.

56 左

右
,

适应于紫花地丁上生活的糖 / 氮比为0 .

69 左右
,

但夏至草上生活的 棉 蚜
,

可能适 应的

糖 / 氮比为 0 .

35 左右
,

而在车前草上的则为0 .

25 左右
,

黄鼠草上的为0 .

20 。

如果互相转接
,

就因不 能供给正常发育需要的营养而致死
。

» 各越冬寄主上棉蚜长期生活的小生境发生变化

而导致不能生存
。

如紫花地丁上的棉蚜
,

冬季基本生活 于 土 表下根际 ( 接 近 土 表 1~ Zc m

处 ) ,

几乎成为根蚜
。

这样的小生境
,

其湿度
、

温度与地面很不相同
,

因而直接将其接到紫

花地丁叶背
,

也难适应
。

2
. 5 由越冬寄主 向侨迁寄主转接

2 . 5 . 1 从花椒向棉花和 瓜类 ( 共用 28 种瓜 ) _

七接蚜
,

除3种 ( 74 一18 黄瓜
、

白肤冬瓜
、

西

葫芦 ) 转徐不能成活外
,

其余均能成活并繁殖后代 ?



2。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

聪卷,
-

2
.

5 从花椒 , 瓜类 , 瓜类转接
,

只有在葫芦
、

宝葫芦
、

圆葫芦上不能存活 p 而在西葫芦协

玉瓜
、

甜瓜
、

西瓜
、

苦瓜及20 个黄瓜品种上都能存活
。

说明棉花
_

仁寄生的除少数外
,

可危害绝

大多数瓜类上作物
。 一 户

2
.

5
.

3 从花椒~ 瓜类”棉花上转接
,

其中玉瓜
、

.

圆葫芦及3个黄瓜品种可存活与 繁 殖
,

占4 5%
,

西葫芦及 5个黄瓜品种上不能存活
,

占55 %
。

即
·

少数生活在瓜类 上 棉 蚜
,

能 危 害

棉花
,

但多数瓜类上的棉蚜不 一定能危害棉花
。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瓜类上蚜虫就是棉蚜
。

2
.

5
.

4 由夏至草转接到棉花上能存活繁殖
,

然而接到瓜类上
,

除玉 瓜
、

南瓜
、

芝 狼 南

瓜
、

圆葫芦外
,

其余如西葫芦
、

西瓜
、

丝瓜
、

冬瓜及一些黄瓜品种上
,

棉蚜都不能存活
。

说明

夏至草上越冬的棉蚜
,

对侨迁寄主选择性很强
,

或者 说寄主范围较窄
。

2
.

5
.

5 由夏至草上接到黄瓜
、

南瓜等瓜类作物
_

匕 然后转接到棉花上
,

只有 由南瓜
_

匕转

寄上的棉蚜才能存活
。

再一次说明
,

一些瓜上棉蚜差不多不能为害棉花
。

2
.

5
.

6 将紫花地丁上越冬孵化的棉蚜
,

向棉花
、

西瓜
、

冬瓜
、

南瓜及黄瓜上转接
,

能正

常生活繁殖
,

但不能在丝瓜
、

圆葫芦
、

玉瓜
、

西葫芦及某几种黄瓜上存活繁殖
。

说明紫花地

丁上产生的迁移蚜
,

可有较广泛的寄主范围
,

因而它是关中地区棉蚜重要的越冬寄主
。

2
.

5
。

7 将关中地 区主要瓜类作物
,

在苗期用来饲养棉蚜
,

以棉苗饲养为对照
。

结 果 说

明
,

在笋瓜上生活的棉蚜
,

生活力胜过对照
,

存活率 10 。%
,

产 仔 期 3 4
.

8 天
,

比 对 照 长

1 5
.

8天
,

繁殖系数为43
.

5 ,

寿命50
.

13 天
,

都超过对照
。

在南瓜上最差
,

存活 率 仅70 %
,

产

仔期 2 5
.

3天
,

繁殖系数仅 14
.

6 ,

寿命31
.

3天
。

黄瓜上寿命最长达87 天
。

因而笋瓜是棉蚜夏季

的重要寄主
。

3 讨 论

3
.

7 文献 〔1 〕〔4 〕指出
,

棉蚜一年能繁殖20 一 3叶七
,

作者未见系统详细报道
,

据 作

者 1 9 8 1一 1 9 8 4年逐 日连续观察结果
,

棉蚜在花椒上繁殖 6 ~ 8代
,

平均 1 2
.

4天一代
; 在 棉 田

发生 18 代
,

平均每代 1 0
.

8天 ; 接着又在花椒上发生 2代
,

全年共计23 一25 代
,

平 均 23
.

7 天 发

生一代
。

实际上各代情况很不 相同
。

6月中旬达
“
七世同堂

” , 6月下 旬 t’/ 又世同堂” ; 第 11

~ 13 代是棉蚜一年中生活繁殖的高峰期
,

发生期长
,

产仔量高
、

寿命长
,

在实际生产中棉蚜

难以控制的局面是与这种生物学特性分不 开的
。

3
.

2 观察中发现
,

棉龄一般蜕 4次皮
, 4个龄期

,

第 5龄为成蚜
,

但也有 3龄的
,

占 4 %
,

3
.

3 通过 3年观察发现
,

棉蚜的生殖力比过去记载的要高的多
,

最
一

长的产仔期为 68 天
,

一

生中最高产仔量达 18 5头
,

寿命最长为 87 天
,

一头成蚜一天最大产仔量22 头
,

仔蚜量总 重 为

母蚜体重的10 一 15 倍
,

其体蛋白质合成的速度实为惊人
,

氮素可 能来 自体内共生物
。

3
、

.

4 棉蚜寄主转换与营养有密切关系
,

这主要是寄主体内搪 / 氮 比的变化所致
。

棉 蚜

的不同寄主
,

因生物化学成分不同
,

其糖氮比有差异
,

棉蚜长期适应不同的比例范围
,

因而

在同为棉蚜越冬寄主或第二寄主
,

有的可相互转换
,

多数则不能
,

是否已成为专化性
,

值得

进一步研究
。

3
.

4 从寄主转接中
,

棉田早期的蚜源可来户不同的越冬寄主
,

棉蚜也可 由棉田迁往 其

它第二寄主
,

但由这些寄主返回棉田往往不能生存
.

或生活不旺
.

因而棉花是棉蚜最重要的第

二寄主
,

而且可以成为第二寄主的源头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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