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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红吸浆虫幼虫在土壤中分布型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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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红吸浆虫乳 六
、

行 。盯
‘

脓 是 当前威胁黄淮流域小麦生产 的 重 要 劣

虫
。

在其调查中
,

长期采用传统的五点取样法
,

即每点取 平方市尺
,

深 市寸
〔’ ,

这既

不符合国际单位制
,

同时准确性也差
。

在进行虫口 数量比较时
,

同一块地相差 悬殊
,

究其原

因与抽样技术有关
〔 。

因而研究该虫在土壤中分布型及其抽样技术
,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
。

材料与方法

飞 取样

在麦收后至春季
,

用 的采土器取样
,

深
,

即 一 次“
、

土样
,

有三块地采用系统抽样
,

淘土检查虫数
。

此外 亩采用随机取样调查
,

将各样点所得

虫数
,

在方格纸上列成田 间分布图
。

地块 号的虫口密度分别为
, 了 , ,

头 其样点距离为
, ,

随机及 每块地分别取样
, , 一 ,

样方
。

方法

频次分布型法 松波分布
,

核心分布
,

负二项分布
。

 。 几 米

一万 回归模型 及改进型

几 辛

日甘

儿 米

’ 印汀 、 丫

徐汝梅等 提出
,

改进的饰
〔。

模型克服了
‘

方法的局 限性
,

既可用 于 冬

一汀

一不舀舀派面年石少滋茸办了丁



嫉 期

呈线性关系的情脚
,

张克斌 麦红吸浆虫幼虫在土壤中分布型及其应用

又可应 明 于
、

帝

一 呈非线性关系的场合
。

护 ‘
,

日
一

, , 丫‘ , 随

机分布
。 ‘

表示何个华本成分中个体数的分布的平均拥挤度 沙表示在低密度下基本成分

分布的相对聚集度 丫表示基本成分分布的相对聚集度
,

随种群密度变化的速率
。

了。。 的幂法则
竺 二 犬

“

馆
“ 二 十 馆 丫

聚址性 八犷

结果与分析

频次分布的适合仁检
一

捡

经 频次分布适 介卜测定表明
,

,

几 二
一, , 一

入

麦红吸浆虫幼虫在土壤 中的分布是聚集型的
,

仅在低密度

头
一

下适合汉松分布型
,

最适合负二项分布
,

其次较符合核心分布
、

又回 归及改迸型测定

表 飞 一又回归及改进型
目 门 , , ‘ 叼肉 目, 闷妇 曰 卜 ‘目口 曰 ‘

圣

地块号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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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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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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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一 0
.
12

一 1
.
3 5

一 0 5 9

0
.
6 7

一 1
.
20

,‘勺J�Jtln汀QJ�t)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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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曰八曰n八曰目尸口J注, .一匕

2
,

3 号地块
a > 0

,

日> 1 均属聚集型的负二项分布
,

聚集的原因是个 体 吸 引
;
而从 1

,

4 号地块来看
,

密度过大 (x = 54
.
3/ 10o

cm Z) 和过小 (万 =
9. 8/ lo o

cm 乞
)

,

个体 间相 互 排

斥
, 。

< o
,

日> 1 仍属聚集型分布
,

但在低密度下有可能向波松随机分布上发展
,
从

犷

/ 无聚

坎性看
,

聚集基本稳定
;
而Y 均趋近零

,

说明分布的相对聚集度 随种群变化而变 小
;
但 1号

地块的高密度下
,

个体间相互排斥
,

将趋于均匀分布
,

这可用垅
a< o来解释

。

山上可见
,

麦红吸浆虫幼虫在土壤中属聚集型的负二项分布
。

2

.

3 抽样样方的大小及抽样方法的选择

2
.
3
.
1 样方大小

:
从表 2 可见

,
t

=
x

一 川
/ S 又经 比较棋盘式 10 点取 样法t值 最 小

,

(5 4

.

3)

选
.
62 ,

( 9

.

8 )
二 0

.
0 3

,
t
。
.
。 5 二 1

.
9 6

.

表 2 常用抽祥方式与样方大小比较

虫 口 密度

头/ 10 0
e m Z

样方 大小 大 五 点

X S

8 0
.
5 0 2 7

.
1 4

7 5
.
1 0 16

.
1 8

3 9
.
8 0 16

.
0 0

棋 盘 式 衬 角 步

C V X 5 C V X S 5 C V

3 3
.
71 一 一 一

54
.
3 2 1

.
54

22 92

51
.
65

52 49

9
.
78

10
.
35 20

.
04

7
.
6 1 14

.
49

80
.
10 16

.
47

6 6 68 16
.
15

G3
.
30 16

.
40

24
.
22 56 30 7

.
81 13

.
8日

25
.
91 一 一 一

耐
一
100200删

今J

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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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曰nJJ氏马」
1 0 0

2 0 0

8

.

9 5

9 0 3

2
.
5 5 2 8

.

4 9

1
.
4 4 1 5

.

9 6

_ _
8
.

9 5

2

.
6 3 2 6

.

9 1 9
.
9 0

1 1 1 2

2 4 1 2 3 5 1 7
.
7 0

注
:
供盘私Z 形 取样是以 1 0伽m

Z为一 样 大
、 ,

但 在ZO0c m 么样点中取2 X S一 jo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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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2 抽样数的确定

:

表 3 抽样数确定表

虫 口 密度
(头/100

em 么
)

1 2 5

1 8 1 7 6

4 4 2 0

1 6 7

臼‘nJ八bg�
J任片J门‘八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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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它 a l

让 ’ “ , 一 ‘ 万又
一 声 ’ 幻““右汀

一

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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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1)

抽样也可根据序贯抽样法提前做出j由样表
,

定出种群临界密度m
,

进行直接抽样
,

这里

不 再重述
。

2

.

4 取样器

小麦吸浆虫传统的调查方法
,

用小土铲取土
,

费时费工
,

准确性较差
。

根据分布型
,

采用棋盘式10点取样
,

每}!i 取100
em z (或zo

cm K loc m ) ,

深Zo em
。

我

们设计的圆筒形采土器
,

直径11
.
28 cm

,

高lzlc m
,

一次取两层
,

每层 7
cm ,

第二次取最下层

6 cm
。

采用这种方法省时省 E
,

减杆劳动强度
,

快速准确
,

使用方便
。

3 讨 论

小麦吸浆虫在田 间分布型
,

B ar k
e r 仁3 ’

报道 了幼虫在麦穗上分布属负二项型
。

我们研究幼

虫在土壤中分布型是群集型的负二项分布
,

其结论基本一致
。

也就是说
,

吸浆虫在麦穗上与

在土壤中分布的格局是同一的
。

这是很 容易理解的
,

因为老熟幼虫只能在有雨水的条件
一

下
,

就近从麦穗上弹落在地
,

在麦穗上密集的在土中群集在一块
。

加至幼虫主要是垂直移动
,

在

土中横向移动极小
。

这种分布的不均匀性
,

也在更大的分布范围内反映出来
,

这是人所共知

rv]o
几

本研究结果以loo
cm z为单位统计幼虫数

,

代替了过去的 5 寸 火 5 寸的小样方
,

这与

n asedo w t‘〕的研究的国际单位相符
。

取样深度国内外都是采用Zo
cm 为限

,

不过国外多分为 4 层 (0 ~ 5
,

5
~ 10

,

10 一 15
,

1 5 ~
2 0

c
m )

,

每 5
cm 为一层

。

我们采用上
、

中
、

下三层 (0一7
。 m

,
7

~
1 4

e
m

,

1 4
~

2 0
c

m )

取样
,

符合我国习惯
,

也可同历史资料卸接
,

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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