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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纬孩遨终不帽控间格局甜曲羊肢术研究
“

袁 锋 张志勇 王应伦 魏永平
(西北 农业大学植保 系

,

陕西 杨陵 7 1 2 1 0 0)

摘 要 调查结果表明
,

肚倍蚜 ( K ub ur
a
承

a
动 us i co la T ak

a
gl )越 冬种群在 自然气候室内

不同层次
、

方向的越冬寄主上的分布无本质差异
,

空间格局符 合
“

复合波松
”

等理论分布型
,

由

三重疏松个体群组成
,

个体群面积分别为 28
,

20 个和 1 2 c
m

’ ,

个体群平均有虫 3
.

8 4 5 3 头
,

在

此基础上建立了理论抽样模型
.

抽样方法比较结果以五点取样
,

每点在相邻两层冬寄主上取

样 10 个 ( x 4 c m
,

)代表性最好
.

关键词 肚倍蚜
,

种群分布
,

空间格局
,

抽样技术

中图分类号 Q 9 6 9
.

3 5 7
·

3 0 8

五倍子为我国特产
,

在医药
、

化工等方面有重要用途
「’ 飞。

已知有 14 种倍蚜形成 14 种

倍 子
,

但形成 产量的 主要是长江上
、

中游沿岸的角倍 和汉水流域的肚倍
〔 2〕 。

与角 倍蚜

S c h l e c h t e n d a l i a ` h i n e n s i : ( B e l l )相比
,

对肚倍蚜 K u占u r a g e r入u s i c o l a T a k a g i 的研究开展很

少
,

仅见对其年生活史
、

生殖及基本生态条件的报道
「卜

`」。

为解决 自然界肚倍蚜种群数量

低而不稳这一生产中的关键问题
,

我们从 1 9 9 3 年起开展了肚倍蚜繁殖生物学
、

生态学及

人工繁殖技术的研究
,

本文是其中部分工作的小结
,

以期为今后研究肚倍蚜种群动态及虫

源调查提供依据
。

1 研究方法

1
.

1 调查场所及蚜源

1 9 9 3年 4 月在陕西丹凤县建成 自然气候实验室 ( 60 m
,
)

,

5 月将肚倍蚜冬寄主细枝赤

齿醉 E即 t h or d on t i u m l护 t o t h a l l u m ( C
.

M u o l l
.

) A n d 。
栽植在水泥或竹子制作的平板上

。

平板摆布分上
、

中
、

下三层
,

其中中层为水泥板
,

上
、

下层为竹板
,

均呈 6 00 角斜置 于木架

上
,

定时喷水雾保湿
。

7 月收集成熟肚倍 15 k g
,

散放在室内
,

肚倍开裂后有翅肚倍蚜 自由

迁飞到细枝赤齿醉上产仔繁殖
。

9 月 14 日在引种放蚜后 55 d
,

越冬无翅蚜定植产生蜡球

后进行调查
。

1
.

2 调查方法

用 2 c m x Z c m 取样器在细枝赤齿鲜平板上分层随机系统抽样
,

每板取 2 点
,

将取样

器内细枝赤齿醉取出放在玻璃培养皿中
,

借助扩大镜仔细检查每一鲜枝上的蚜虫数
,

按所

处取样空间的方位记录
。

1
.

3 数据分析

1
.

3
.

1 方差分析 根据实际调查资料按不同层次
、

方向分别统计
。

原始资料经平方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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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后
,

进行层次 ( A )
、

醉板方向 ( B )两因素方差分析
,

检验其差异显著性
〔` 〕 。

1
.

3
.

2 空间格局浏定 在方差分析基础上
,

利用同质性原始资料进行二项
、

波松
、

核心
、

负二项
、

波松二项及复 合波松等 6 个理论分布型拟合及检验
。

其中负二项分布以最大拟然

法 估 K 值
,

同时进行 多项聚集 度指标测定
。

利用 lL oy d ( 19 6 7) 的 M
奋

/ m 指标及 I w ao

( 1 9 7 2 ) p 指数法确定个体群聚集面积
;利用 M or is t a ( 1 9 6 4) 的 I

。

指数法建立理论抽样量模

型 [ ’ 一 ,。二
.

2 结果及分析

2
.

1 层次
、

方向间虫口密度显著性检验

不同层次 ( A
:

上
、

中
、

下 )和方向 ( B
:

东
、

西 ) 虫 口数量经平方根转换后统计量见表 1
,

对 A
,

B 双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

从表 1 及表 2 可以看出
,

尽管层次间以上层虫 口数量较多
,

方向上以西向的偏多
,

方

位上以上层西 向的较多 (表 1 )
,

但均未达到统计水平的显著差异 (表 2 )
,

同时也表明水泥

板 (中 )和竹板 (上几下 )培植的正常醉层上肚倍蚜越冬虫口数量无差异
。

表 1 不同层次 ( A )
、

方向 ( B )的虫 口统计
白

层次 ( A ) 统计 t
方向 ( B )

东 ( B I )

2 6
.

4 8 5 2

0
.

6 6 2 1

2 8
.

5 1 3 4

0
.

7 1 2 8

2 9
.

3 3 8 2

0
.

7 3 3 4

8 4
.

3 3 6 8

0
.

7 0 2 8

西 ( B Z )

3 7
。

3 8 83

0
。

9 3 4 7

2 4
.

5 7 0 5

0
.

6 14 3

2 4
.

8 9 34

0
。

6 2 2 3

8 6
.

8 5 2 2

0
.

72 3 8

总和兀
’ ·

平均马二

上 ( A I ) T
一j

工 1护

T
: j

工 2声

T s了

了 3萝

T
.

j
.

x
.

j
.

6 3
.

8 7 3 5

0
.

7 9 8 4

中 ( A Z ) 5 3
.

0 8 3 9

0
。

6 6 3 5

下 ( A 3 ) 5 4
.

2 3 1 6

0
.

6 7 7 8

17 1
.

1 8 9 0

0
。

7 13 3

和均总平

* 虫 口数 t 经平方根转换后统计
, `一 3 ,

j ~ 2
,

泛一 4 .0

表 2 不同层次
、

方向虫 t 转换值的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F
o

.

0 5

层 次 ( A )

方向 ( B )

交互作用 ( A x B )

误差 ( e )

总 和 :::

0
.

8 7 79

0
.

0 2 6 3

2
.

8 0 5 1

1 34
.

16 9 9

1 3 7
.

8 7 9 2

0
.

4 3 9 0

0
.

0 2 6 2

1
.

4 0 2 6

0
.

5 7 3 4

0
.

7 6 5 6

0
.

04 5 8

2
.

44 6 1

3
.

0 0

3
.

8 4

3
.

0 0

2
.

2 空间格局理论分布型拟合

根据方差分析结果
,

已知肚倍蚜越冬种群在人工气候室内的分布是同质的
,

因而将各

方位统计资料合并进行了空间格局理论分布型的拟合及 才检验
,

结果如表 3
。

表 3 结果表明
,

肚倍蚜越冬种群的空间格局同时符合
“

负二项
” 、 “

核心
”

及
“

复合波松
”

三种理论分布型
,

其中 丫 最小的是复 合波松分布型
。

因此
,

作者认为肚倍蚜在 自然气候室

内越冬种群最符合复合波松 %理论分布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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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种群频次分布及理论分布型检验
’

各级样方 二 调查结果
二项 波松

理论分布型各级频 次

负二项 核 心

::

::

> 6

X2

7 7
.

1 1 1 1

9 1
.

8 2 70

5 0
.

1 19 3

16
.

5 78 9

3
.

70 18

0
.

5 8 78

0
.

0 6 8

0
.

0 0 5 8

8 1
.

0 46 1

8 1
.

2 3 1 7

8 8
.

0 0 10

4 7
.

6 6 72

1 7
.

2 13 2

4
.

6 6 19

1
.

0 10 1

0
.

18 2 4

0
.

0 3 2 5

2 4
.

9 2 42

1 1 4
.

73 5 3

6 0
.

2 5 0 1

3 1
.

3 4 19

16
.

2 5 2 5

8
.

4 1 45

4
.

3 5 2 3

2
.

2 49 8

2
.

3 40 0

4
.

40 7 7
*

12 5
.

0 0 9 3

44
.

28 4 4

3 2
.

59 4 4

18
.

9 16 1

9
.

9 2 9 4

4
.

9 5 2 0

2
.

3 70 1

1
.

9 4 43

6
.

5 5 5 7

波松二项

13 2
.

9 5 0 9

2 8
。

0 2 3 9

3 8
.

46 1 4

2 2
.

6 8 8 8

8
.

70 2 5

5
.

3 9 3 8

2
.

2 43 9

1
.

5 25 1

3 2
.

0 66 4

复合波松

1 16
.

0 0 0 0

5 4
.

0 0 0 0

3 6
.

6 4 46

18
.

5 2 49

8
.

6 3 0 1

3
.

74 46

1
.

5 2 6 5

0
。

9 2 78

2
.

5 5 3 5
.

1) Z亏
.

。 s
,

。 r l l = 1 9
.

6 8 , 姊
.

。 :
,

n r ,。
~ 18

.

3 1

2
.

3 聚集度及个体群大小的测定

肚倍蚜在 自然气候室内越冬种群 的聚集度指标测定结果如下
:

M
, ,

I
,

C A 和 C 分别

为 2
·

2 0 1 2
,

l
·

1 1 7 9
, l

·

0 3 1 9
,

2
·

1 1 7 9 ; K
,

义
,

L 值分别为 0
.

9 6 9 1
,

o
·

6 1 4 8 和 3
·

8 4 5 3
·

M
* ,

I
,

C八 和 C 值均大于 。
,

M
,

/ M 一 2
.

0 3 1 9( M ~ x 一 1
.

0 8 3 3) 大于 1
,

说明该种群为聚集分布
。

又

值小于 2
,

说明聚集主要是由环境条件影响引起的
.

由 L 值可知个体群平均为 3
.

8 4 5 3 头
.

2
.

4 聚集面积测定

随着取样面积扩大 (样方数增加 )
,

肚倍蚜越冬种群的聚集指标 M
,

/ M
,

P 值的变化如

附图所示
。

2

} \
.

言
,

{ 一~ 一\ / 火

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1
~

一
-

{
0 2 4 6 8 0 2 4 6 8

附图 不同样方数 M
亩

/M
,

p 变化

由附图可以看出
,

随着取样面积增加
,

M
,

/ M 呈波状下降
,

说 明肚信蚜种群聚集由

大
、

中
、

小三重个体群组成
,

个体群间呈疏松状态
。

随着取样单位 (动扩大
,

M
*

/M 和 p 均有

几处陡然下降
,

该处的样方面积即为个体群面积 (简头所示 )
。

大个体群面积为 7 个样方

( 2 8 e m
Z
)

,

其中包含 2 个亚个体群
,

面积分别为 5个样方 ( 2 0 c rn
Z )和 3 个样方 ( 12 c m

,
)

。

由

附图还可看 出
,

随样方面积扩大
,

M
奋

/M 和 P 曲线的波峰间距相等
,

因此可推判大个体群

内小个体群的分布较为均匀
,

符合复合波松分布型的特点
。

2
.

5 理论抽样最模型

M or ist
a ( 19 6 4) 提出的 I

,

指数 ”
·

“ `

不仅能反映昆虫的空间格局聚集与否
.

同时也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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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解决理论抽样量的问题
,

公式为
:

I
,
一 n ·

(艺fx
,
一 艺fx ) /〔艺fx (艺fx 一 1 )〕

应~ ( t / D )
,
( I

,
一 l + l /云 )

其中
:

元为理论抽样量
,
t 为一定概率下的 t 值

,

D 为允许抽样误差
。

将调查结果代入上述公式
,

即可求出 I
,
~ 2

.

0 3 1 5
,

进一步可得出肚倍蚜越冬种群在人

工气候室的理论抽样量模型
:

元一 ( t / D )
’
( 1

.

0 3 1 5 + l /全 )

2
.

6 不同抽样方法比较

在平面图上
,

利用框格法对调查资料进行五点式
、

棋盘式
、

双对角线式及平行线式抽

样
,

再与总体资料 比较 (除平行线或从一行 /层中抽取外
,

其余的均从相邻两层中抽取 )
,

其

虫口 数据经平方根转换后进行 t 测验
,

结果见表 4
.

表 4 不同抽样方法比较
’

抽样方法
抽 样量

(点数 x 样方数 /点 )

离
d 一 l

差
王

`
一 p }

l二
`
一 川
S 豆

五点式

棋盘式

双对角线

平行线式

S X 10 ~ 5 0

5 X 5一 2 5

1 2 X 4 = 4 8

8 X 4 = 3 2

9 X 6 = 5 4

9义 3一 2 7

9 X 5 = 4 5

9 X 3一 2 7

0
.

6 7 8 4

0
.

5 0 8 2

0
.

6 5 0 8

0
.

5 6 9 8

0
.

6 2 7 2

0
.

5 7 6 6

0
.

6 6 3 5

0
.

5 7 5 3

0
.

7 2 82

0
.

7 2 28

0
.

7 2 44

0
.

7 0 82

0
.

78 60

0
.

76 00

0
.

80 0 3

0
。

68 1 0

0
。

1 0 3 0

0
.

1 44 6

0
.

1 0 4 6

0
.

1 2 5 2

0
.

1 0 7 0

0
.

1 4 6 3

0
.

1 1 9 3

0
.

1 3 1 1

0
.

0 3 4 9

0
.

2 0 5 1

0
.

0 6 2 5

0
.

14 3 5

0
.

0 8 6 1

0
.

13 6 8

0
.

0 4 9 7

0
.

1 38 0

0
.

3 3 84

1
.

4 1 8 1

0
.

5 9 7 2

1
.

1 4 6 2

0
.

8 0 4 5

0
.

9 3 4 2

0
。

4 1 6 7

l
。

0 5 2 4

2
.

0 0 8

2
.

0 6 0

2
.

0 11

2
.

04 4

2
.

00 5

2
.

0 52

2
.

0 14

2
。

05 2

.

单位虫 量进行 平方根转换后进行
t 枪验

。

由表 4 可以看出
,

所测验的抽样方式只要取样量大于 25 个样方单位
,

其均值与总体

均值并无本质差异
。

比较而言
,

同一种抽样方法取样面积大者 比取样面积小的 t 值较小
,

代表性较好
。

符合肚倍蚜个体群面积多重集团分布的特点
。

在几种抽样方法中
,

以取样面

积最大的五点取样法代表性较好
。

因此
,

提示实践中取样面积应以 10 个样方单位为宜
。

3 讨 论

肚倍蚜的空间格局因时空及寄主发育阶段不同可能有差异
。

本文仅讨论了肚倍蚜越

冬初始种群的空间格局及抽样技术
,

以期满足该虫越冬种群调查的迫切需要
。

有关其时空

动态尚须进一步研究
。

复合波松分布是一种双重随机的理论分布型
,

即个体以疏松的群集

形式存在
,

在疏松的个体群内
,

个体呈随机分布
,

个体群之间也为随机分布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

肚倍蚜秋迁蚜在冬寄主上的分布是随机性的
,

个体群的形成是 由环境条件造成的
,

进

一步证实了环境因子是影响倍蚜种群动态的主要因素之一
。

由于种群密度低
,

调查总体中
“ 0 ”

样方较多
,

使得总体方差较大
,

虽然给调查方法的比较带来了困难
,

但是不难看出
,

正

是因为个体群间及个体群内个体间分布的随机性
,

在调查时只要样点面积有一定保证 ( >

> 5 个样方 )
,

在较少取样 ( > > 25 个样方 )的情况下仍然有可靠的代表性
。

致谢
:

本文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丁岩钦教授审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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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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