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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蚜虫危害损失的通径分析 
L／ 

赳塑五 秦道正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陕西杨睫 ·712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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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田间 自然虫源级别辅 以人工控制培养，使形成虫量梯度， 以研究油菜蚜虫 

混台种群对油菜植株生长及产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蚜量达 500头 ／百株以上时，影响趋 

势明显加大，特别在 5 000～7 000头／百株和7 000头／百株以上时．株高 叶面积 分枝依 

次减少 41．6％，50．4％和 69 5％；71 3％，51 1％和 76．3％； 产量损失 73．O％和 96．3％．井建 

立了其影响的动态模型。通过对油菜产量构成因子的通径分析，明确了产量损失主要是由于 

蚜虫危害造成秕荚辜的提高。因此，在油菜生长后期防治虫害的同时，还应采取降低秕荚率 

的农艺措施。 ．， ．， 

关鼍词垫墓i垦啦 望生动态模拟；嘿堡墨墼坌析． 
中图分类号 s436．343 

油菜蚜虫包括桃蚜(Myzuspers／cae(Sulzex))、萝 蚜(Lipaphis erysirrd(Kaltehach)和甘 

兰蚜(Brevieoryne brassicae L．) 是危害油菜等十字花科作物的主要害虫种类。近年来，随 

着我国耕作制度的变化及杂交品种的广泛应用，油菜蚜虫在关中等地危害日趋严重，是生 

产上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摸清油菜蚜虫发生危害规律，提高植株的耐害补 

偿功能，为油菜蚜虫的综合治理提供可靠依据，自1989年以来我们对油菜蚜虫混合种群 

危害损失进行了系统研究，井应用通径分析法探讨了产量损失的决定性因素。 

1 材料及方法 

1．1 试验方法 

试验于 1990， 1991年 3～6月间在西北农业大学农一站进行。试验地 lO亩， 品种 

秦油2号，常规管理。结合大田系统调查及 田间自然虫源，辅以人工罩网接虫观察，于 

3月下旬蚜虫迁入盛期接虫，接虫部位与种类 比例按实际调查的田间状况进行。接蚜后 

套袋，每 3 d调节一次蚜量至原水平。共设置 7个处理级别：50--200，200--500，500 
～

l 500，1 500--2 500，2 500--5 000，5 000--7 000， >7 000头 ／百株。以无蚜株(用 

劈蚜雾处理)作为对照。每一处理重复 20株。调查统计各处理下的植株高度、分枝数、 

叶面积等生物量，10 d一次，收获时考种与测产。 

1．2 分析方法 ． 

设产量 y是由性状 l' ，⋯， 以及剩余性状 来完全决定，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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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两相关，分别与 相互独立，见图 】 

在图 1中， I，x2，⋯， ，E为 因，y为 

果，因果关系用 一 表示； l， ⋯， 两两 

之间互为因果或共因而果，用 一 表示，称为相 

关路，一 对 y 的影响程度用通 径系数 ，P ， 
⋯

， 表示， ．与 间 的路径 系数用 ，f 来表 

示。 - 

在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以上变量问的因果关系 

可用标准化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示为： 通径图 

(Xt -．Xj"，『+~， ( )⋯ ， (等 )" ( ) ㈣ 
式中： 为 Y及 ．之平均值；S ，S，为 Y及 

．
之标准差；P为未考察性 

状，其标准差为 S ． 

采用最小二乘法原理 ，求通径系数 P ，P 2，⋯，P 的正则方程组为： 

解方程组 (2)， 

对 y的决定系数为 

P
l
+ rl2P 2+ r】3P 

3
+ ⋯ + rl P = rly 

r2】P l+ P2+ r∞P3·+ ⋯ + r P = r2
r 

r 3lPl+ r P 2+ P
3+ ⋯+ r3 P = r3r (2) 

r lP l+ ， 2P 2+ r帕P，+ ⋯ + P = r y 

可得直接通径系数 P
．
， 由， “P 可求得间接通径系数a则各 

：R =P ； 与 对 Y的共同决定系数为： 

R ‘(尸 +P ) (3) 

各 对 y 的决定系数为： 

．  ．  

_ 

R =∑P +2∑(P．·P，·ro) (4) 
Ia 1 ⋯  

(4)式表示 ， 2，⋯， 共同决定 Y的变异量的百分数，1一R 为 E的决定 

系数⋯
， 即 

P ：瓜  (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蚜量水平下植株蚜害形成比较 

由表 1知，蚜虫的危害对油菜植株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植株高度j殪蚜量的增 

加而下降迅速 500头／百株以下，平均下降率 6．2％；500头／百株以上，下降幅度明 

显增大；特别在 5 00O～7 000及 7 000头 ／百株以上时，平均下降率高 达 41．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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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同时5月中旬以后的下降幅度比4月中、下旬大，这可能与气温上升，植株生 

长速度加快，在蚜量大危害严重时植株体内养分和水分损失量加大有关，对植株群体高 

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表l 不同蚜量水平危害下油菜撞株生物量变化 ‘ (杨陵 1 1) 

t株高单位为 cm；叶面积以平均叶长(c m) 平均叶商(m )坑计。 

依表 1又知，蚜量在 500头 ／百株 以下．叶面积减少不很明显；500头 ／百株 上 

时，随蚜量增加叶面积显著减小；特别在 5 000--7 000．7 000头／百株以上时，叶面 

积分别减少 69．5％和 71．3％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迟，叶面积减少程度明显加剧，这与蚜 

虫的累积危害及后期危害程度加大有关。 

由表 1还知，植株分枝减少幅度因蚜量增大丽增大。蚜量为 50～200和 200～500 

头／百株时，分枝减少 7．4％和 20 5％；而蚜量达 5 000～7 000头和 7 000头 ／百株以 

上时，分枝减少 5I I％和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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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试验数据进行模拟分析表明，随时间的变化(以 4月 1日为起始 0天)，不同 

蚜量( 对油菜植株生物量的影响模型为： 

植株高度：Y：(133．627+0．592t)e一 。 (6) 

叶 面 积：Y：(28．253+2．0080e一‘ 。 (7) 

分 托 y：(13．2ll-4-0．0761：)e 。 。 。’ ‘ 。。 (8) 

2．2 不同蚜量水平下的危害损失测定 

收获时测得各蚜量水平危害损失情况见表 2．依表2知，蚜虫的危害对结荚数有明 

显的影响，进而抑制有效角果数的形成。蚜量在 500头 ／百株以下时，有效角果率为 

89％，产量 损失 6．5％；而蚜量在 500头 ／百株以上时，损失幅度明显加大，特别是 

5 000--7 000，7 000头 ／百株 以上时，有效角果数仅为 33％和 10％，产量损失高达 

73．0％和 96．3％，几乎绝收。 

表 2 不同蚜量水平危害的油菜产量损失 (扬陵 199 1) 

均为各 处理 F的 平均 每株鼓 。 

2．3 油菜蚜虫危害损失的通径分析 

为了客观地评价各性状因素对产量形成的相对重要性，探讨油菜蚜虫危害造成产量 

损失的具体途径，我们应用通径分析法对各蚜量水平下的生物量指标及产量形成因素间 

进行剖析 。 

依2年的试验数据可求得各 及 y间的相关性，将其相关性系数代人正则方程组 

(2)，求得直接通径系数 户 及间接通径系数(， ·户 值见表 3及图 2． 

由图2及表 3知，各因素的决定系数 为 0．999 86，即决定产量的99．986％；而 

在造成产量损失各因素中， 的影响最大(P．：0 908 8)，而 是通过增大 ，提高 

的途径而引起产量的损失，其作用的间接通径系数分别为0．177 7，-0．145 6；蜀 的直接 

通径系数也较大(0．143 3)，且与其相关的问接通径系数中同样以 ( ·， 一0．164 4)和 

蜀(马 ·r3 1=-0．120 7)为最大。 以总影响力看， 最大(0．998 9)，托 砍之(0．979 6)， 

的作用也较大为 0．907 6．同时 】， ， ， ， ， 通过 对 y的作用 6· 分别为 

0．177 7，0 176 0，0．164 4，0．16l 4，0．158 4，0．180 5，均显著地大于同类 因素 中其他 

作用程度。这充分表明油菜受蚜虫危害后，千粒重降低对产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秕荚率 

的增高实现的。这启示我们在油菜生长后期防治虫害的同时，还应采取降低秕荚率的农 

艺措施，如叶面施肥或药肥混用等；在育种工作除考虑品种抗虫性能外，还应注重株高 

与分株，提高千粒重与降低秕荚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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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通径系教，其他为问接通径系数。 

3 讨 论 

圈 2 各因素与产量损失关系通径分析圈 

过去有关害虫对作物危害损失的研究多采用人工接虫 ” 。人为调节害虫量的手 

段，不仅费工费时，准确性差，而且与田间实际情况差距较大 ~6,73。本文采用田问开 

放式系统调查，利用自然虫祸f辅之以人工接虫控制培养，较为客观地反映害虫田问危害 

的实 际状况，特另 是在混合种群危害损失测定中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对油菜蚜虫危害后产量构成因子的通径分析，明确了产量的损失主要是由 

于秕荚率的提高所决定的，这与陕西分院特作所对油菜产量构成因素分析一致。因此， 

在栽培及防治害虫、田问管理技术上，要千方百计采用提高千粒重，降低秕荚率的酉己套 

措施，在育种中将结角数作为夺取高产的主攻目标，把因油菜蚜虫的危害或防治失时所 

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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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oefficiency Analysis of the Yield Losses 

of Rape Caused by Rape Aphids 

Hou Youming Liu Shaoyou Qin Daozheng 

(Depr Df P]azffProtection．NDnbwen AgriculturalUH e iy YangtOlg．Shaanxi．Chma 7t2t001 

Abstract The ilffluence of plant growth and yield losses caused by rape aphids were 

analysed based on several density combined treatments made by additional inocutation 

or partial pesticide control over natural population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amage 

caused by rape aphids had some clear restrains on rape，when the total number of aphids 

per 100 plants WaS over 500 especially over 5000—7000 and over 7000，the rate of plant 

height．the leaf area and  the number of plant branch decreased by 41 6％ and 5O．4％ ， 

69 5％ and 7l 3％ and  51．1％ and 76．3％ in prope r order，the rate of the yield 1oSSes 

decreased by 73 0％ and 96．3％ ．The dynamic models for affecting plant growth and  

yield losses caused by rape aphids were established，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ape yield at the damage of rape aphids showed that 

the determinative factor affecting the yield losses was the increase in the bIi窑hted pod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rape growth，agronomic measures，should he adopted  to reduce the 

blighted po ds 

Key words rape aphids；damage losses；dynamic model；path coefficiency ana 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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