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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小管蚜天敌研究

李修炼
`
朱象三

`

袁 锋
2

( l陕西省农科院植保所
,

2 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
,

陕西杨陵 71 2 10 0)

摘 要 1 9 91 ~ 1 9 9 2 年在陕北和关中系统调查
,

初步查明芦笋小管蚜 ( B ar
`
勺

c “ ) 刀“ la

心户a
ar g `

M or vd ilk o) 的天敌有 40 种
,

其中蚜茧蜂 2 种
,

蚜霉菌 1 种
,

瓢虫 11 种
,

草岭 4 种
,

食

蚜蝇 7 种
,

捕食蜷 5 种
,

蜘蛛 10 种
.

主要类群为瓢虫
,

陕北 以多异瓢虫 H IPP
o
d an

: ia( A d o,J ia)
v e r i e d

a t a (O e z e )为主
,

关中的七星瓢虫 oC
e c i n 尸 l la s

护l e

砷
u n c l a z a L

.

和异色瓢虫 H
a 。 ` o n i a

a 不”
`

心 is (P al aa
s )最多

。

陕北的天敌数量 比关中多 1
.

18 倍
。

天敌高峰关中为 6 月中旬
,

陕北为

7 月 1 0 日左右
,

略晚于蚜虫高峰
。

异色瓢虫捕食芦笋小管蚜的功能反应研究表 明
,

随着虫龄

的增大
,

瓢虫对猎物的处理时间缩短
,

取食量增大
。

成虫处理猎物的时间极短
,

但取食量则较低
。

关键词 芦笋害虫
,

芦笋小管蚜
,

天敌
,

消长规律
,

异色瓢虫
.

功能反应

中图分类号 5 4 5 6
.

4 4
,

Q 9 6 9
.

5 5 7
.

2 0 5

芦笋小管蚜是世界芦笋的主要害虫 l[ 一 ’ 〕
,

1 9 8 7 年在我国陕西首次发现困
,

此后又在山

西太原
、

陕西关中相继发现
「̀

· ’ 〕
。

该虫发展极快
,

已成为陕西北部芦笋的主要害虫
「̀二。

芦笋

小管蚜的天敌资源十分丰富
,

是调节蚜虫种群的主要因素之一
。

W
r i g ht 等 3j[ 发现

,

9 月底

大田中蚜茧蜂的寄生对蚜虫种群数量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A n g a le t 等
〔 8二对 N e w J e r s e yr 衣

D e l a w a r e 地区 田的天敌种类进行了调查
,

明确了控制蚜虫种群数量的主要天敌类群
。

各

地生态条件
、

生物群落不尽相同
,

因此查清我国芦笋小管蚜天敌资源
,

研究其对蚜虫的控

制作用
,

对保护和利用 白然天敌控制蚜虫危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研究方法

种类及主要类群消长规律调查在陕北和关 中同时进 行
,

从 3 月底起到 10 月份结束
。

异 色瓢虫的功能反应在罩笼 内进行
,

试验期间实测箱内温度为 22 ~ 26 ℃ ,

光照 5 0 0 0 ~

6 0 0 0 lx
,

湿度 70 % ~ 80 %
,

每日光照 14 h
.

同一雌孵化的幼虫为一重复
,

连续观察
。

成虫试

验是将田间捉回的健康成虫
,

连续饲养 3 d 后
,

选 健康无伤
、

体型大小一致的个体
,

饥

饿 24 h 后供试
。

试验均重复 3 次
,

取食 6 h 后计数
。

功能反应用 H ol h n g
一

2 圆盘方程
:

N a = a `
T

` ·

N
。

/ ( 1 + a `
T

* ·

N
`

)

供试蚜虫为混合龄期
,

在试验的前一天接于供试株
,

第二夭蚜虫定居后用毛笔轻轻取

掉多余虫数
。

不同处理的蚜虫大小尽量一致
。

供试芦笋植株生长 良好
,

株高 25 C m 左右
。

果类结种

1 寄生性种类 寄生芦笋蚜虫的有二种寄生蜂和一种蚜霉菌
,

种类有待进一步鉴定
。

2 捕食性 天敌 捕食性天敌种类多
,

数量大
,

是调节蚜虫种群数量的主要因素
.

据调

9自O心乃̀9目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09一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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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捕食蚜虫的有 5类 30 多种
,

名录如下
:

飘虫类 ①黑背毛瓢虫 S cy m n u : ( N e op u l l。 : ) ba ba i S s a s a ji ;②连斑毛瓢虫 5
.

( S卿m
-

n u s ) g u a j r .vz u l n e ar t u s M u l s a n t ;③黑襟毛瓢虫 5
.

( N o oP u l l u s ) h伪ff1
刀 a n n i W

e is e ;④异色瓢

虫 万召

,
o n i a a

勿 ir d i s ( P a l a a s ) ;⑤七星瓢虫 C“ c i n e l l a s

护 t e n矽 u n c t a ta L i n n a e u s ;⑥横斑

瓢虫 C
.

t ar n s v e r s a l i: F a ld e rm a n n ;⑦中国双 七 星瓢虫 C
.

: i n e n s .ls (W e i s e ) ;⑧二 星 瓢虫

A由 li a 吞l’P u n c t a t a ( L i n n a e u s ) ;⑨龟纹瓢虫 p r叫抄 al
e a j aP

o n i c a ( T h u n b e r g ) ;L多异瓢虫

万`妙 do
a m i a (八 do

n i a ) v e

成 da t a ( O e z e ) , O + 三星瓢虫 H
.

t er d e c i
mP

u n c t a t a ( li n n a e u s )
.

草岭 类 O 中华草岭 hC 即
s
op

a s i n i c a T je d o r ;L大草岭 hC
·

s叻 t e

呻
u n c t a t a W

e s -

nr a e l ; O丽草岭 以
卜八记 m o s a B r a u e r ;L叶色草岭以

.

p勺 l le c h or m
a W e s m a e l

.

捕食蜷类 L大眼蝉长蜷 eG 、 叭
: P a l l i d iP e n n i s ( C o s t a ) ; L小花蜷 O 月 u s m i n u t u s

L i n n a e u s ;L黑 食蚜盲蜷 D e r a e
oc or i s P u n c t u l a t u s F a l l e n ; L华野姬 猎蜻 N a b i s s i n

ofe o s

H s ia o ,L窄姬蜻 N
.

: t e n

ofe ur : H s i a o
.

食蚜蝇类 @ 大灰 食蚜 蝇 匆 rP hu
: co or “ a `

aF b ir o i su ; L狭带食蚜蝇 5
.

se ar ir su

W i e d e m a n n ;L 凹带食蚜蝇 5
.

n i t e n s Z e t t e
r s t e d t ;@ 短翅细腹食蚜蝇 sP h a e r

op h o ir a s c r

1’p
-

t a ( L i n n a e u s ) ;L斜斑鼓额食 L a i s op t i c u s

py
r a s t汀 ( L i n n a e u s ) ;L梯斑食蚜蝇腼 I n o s t o m a

s c a l a r e F e b r i e iu s ; L黑带食蚜蝇 EP i s t八矽 h e ba l t e a r a D e G e e r
.

蜘蛛类 L T
一

纹豹蛛 尸。
dr os a T

一

i sn 咭 n i at (OB
e s

.

e t S tr
.

) ;L星豹蛛 .P as t ir ge ar L

K o e h ;L三突花蟹蛛 桥
s u m e n

op
o s t cr u s p i d a r a s

( F a b r ie i u s ) ; L草间小黑蛛 ￡月 g o n i己i u m

g ar m i n i c o a ( S u n d e v a l l ) ; @ 黄 褐 新 圆蛛 N ` o s c o n a d
o e n i t z i B o e s

.

e t S t r
.

; L六 斑 圆蛛

A ar n e a d i sp l i: a t u s ( H e n t z ) ;②四点亮腹蛛 S i n g a

py g m a e a S u n d e v a l l ;L角圆蛛 A
.

。 o二 u -

t a C l e r e k ;L金缕亮腹蛛 5
.

h a 。 : a t a C l e r e k ;L棕管槽蛛 hC zu厉
o n a j a P O n i c ol a B o e s e n b e r g

S t r a n d
.

2
.

2 优势种群及其季节消长

不同地区
、

不同季节的优势种群不尽相同
。

在关中
,

春季 4 ~ 6 月份的优势种群是瓢

虫
,

在瓢虫中
,

异色瓢虫和七星瓢虫最多
,

分别占瓢虫总数的 48 写和 46 %
.

6 月份以后
,

瓢

虫数量减少
,

蜘蛛数量增多
,

主要有豹蛛类
、

三突花蟹蛛和亮腹蛛
,

豹蛛的数量最多
。

秋季

的优势类群陕北和关中都是瓢虫和草岭
,

瓢虫中以多异瓢虫为主
,

草岭中丽草岭较多
。

在

陕北
,

后期草岭数量以及整个天敌种群数量都远远大于关中 (表 1 )
。

陕北后期天敌较多的

原因主要有两点
:

一是生态条件复杂
,

有利天敌繁衍
; 二是农药使用量小

,

对天敌杀伤少
。

需要指出的是杨陵的调查 田是试验地
,

采笋时间短
,

所以蚜虫上升早
,

天敌也相应上升较

早
。

在杨陵试验地调查发现
,

前期的寄生蜂寄生率和后期的蚜霉菌对蚜虫控制也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
。

1 9 9 2 年 6 月 n 日查蚜茧蜂的寄生率高达 44
.

26 %
.

1 9 9 1 年秋季蚜霉大流行
,

供试蚜虫全部死亡
,

致使试验无法进行
。

孤雌蚜发生高峰
,

关中杨陵在 6 月上旬
,

陕北米脂在 7 月初
。

天敌的消长一般是随蚜

虫种群的变化而变化
,

高峰较蚜虫高峰迟 1~ 2 周
,

杨陵在 6 月中旬
,

米脂在 7 月 10 日左

右
。

天敌高峰时的种群构成
,

关中主要是瓢虫
,

其他天敌数量极少
;陕北米脂除瓢虫外

,

还

有草岭等
。

中
、

后期
,

米脂的草岭数量较多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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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地区天敌种群季节消长

地 区
调查时间 班 虫

(月
·

日 ) 七星 异色 多异 其它 小计
食蚜蝇 捕食蜷 蜘蛛类 草 岭 合 计

关中杨陵 4
.

1 0 1 0 0 0 1 0 0 1 0 2

5
.

1 0 0 2 0 1 3 0 0 0 0 3

6
.

1 5 2 3 2 2 1 0 4 6 2 2 5 0 5 5

7
.

2 0 1 1 3 1 6 1 3 5 1 1 6

9
.

2 0 0 0 5 1 6 4 2 7 6 2 5

陕北米脂 4
.

1 8 1 0 0 0 1 0 0 0 1

6
.

0 8 0 0 1 3 0 1 3 0 1 0 1

7
.

1 5 0 0 1 4 3 6 1 4 9 0 1 1 3 1 6 3

7
.

2 0 0 0 5 1 6 3 5 1 2 2 6

8
.

3 0 0 0 3 1 4 7 0 1 0 2 1

2
.

3 异色瓢虫的功能反应

数据处理 表 2 中 N
,

为初始接蚜量
,

Na 为 6 h 取食蚜量
,

从一凡 x
,
x 为 6 h 后剩余

蚜量
。

初始接蚜量 N
.

和 6 h 取食的蚜虫数如表 .2

表 2 不同虫态不同龄期异色瓢虫 6 h 取食蚜虫数

N
,

N
。

处理
成虫

幼 虫

一龄 二龄 三龄 四龄
合计 成虫

幼 虫

一龄 二岭 三龄 四龄
合计

月了
ù
bn乙nj6U月乙 心nJ2 0

4 0

3 0

6 0

3 0

6 0

1 5 0

3 0 0

4 5 0

6 0 0

7 5 0

10 9

l 3

15

l 1

1 8 4 4

5 l

5 6

5 6

5 7 7 3

8 0

1 2 3

16 9

17 9

2 2 3

OUno人ù0盛心

口̀月J4d
ō

000Où叮̀一勺

1二一.几

000O甘,白户匕

, .二,且

n00ó卜QUO

ō .盖

000一卜óRO

1人

00000七曰005工b

11,61̀ǹ

根据 H ol h n g
一

2 模型
,

将上述数据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的不同龄期瓢虫的 H ol il n g 模型

参数列于表 3
.

表 2 所列数据是各处理的平均值
,

而表 3 中 H ol h n g 参数的计算则是依据

原始数据
。

表 3 不同虫态及龄期异色瓢虫的 H ol h n g
一
2 模型参数表

会 扮 幼 虫 比

一龄 二龄 三龄 四龄

处 理 时 间

攻 击 率

最大捕食量

0
。

0 10 2 9 0
.

0 10 5 0 0
.

0 0 3 4 2 0
。

0 0 2 4 8 0
.

0 0 2 6 3

0
.

18 8 2 9 0
.

17 9 5 5

9 7
.

18 1 7

0
.

3 0 5 5 2

2 9 2
.

3 9 7 7

0
.

2 8 9 3 7

9 5
.

23 8 1 40 3
.

2 2 5 8

0
.

0 8 0 68

3 8 0
.

2 28 1

从 H ol il n g
一

2 模型参数可以认为
,

随虫龄的增大
,

处理时间减小
,

而攻击率则增大
。

4

龄幼虫的处理时间最少
,

3 龄幼虫的攻击率最高
。

成虫的处理时间较短
,

但攻击则极低
,

这

可能与其活动量大及交尾产卵等生物学行为有关
。

成虫的理论最大捕蚜量仅次于 4 龄幼

虫
,

但实际上其每 日捕蚜量只高于 1
,

2 龄幼虫
,

而低于 3
,

4 龄幼虫
。

从 附图可以比较各龄

幼虫的理论和实际捕蚜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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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万宁à汀幸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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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

附图 异色飘虫每日实际捕蚜量与理论捕蚜量比较

3 小结与讨论

芦笋 田天敌种类多
、

数量大
,

寄生和取食蚜虫的种类初步查明有寄生性天敌 3 种
,

其

中蚜茧蜂 2 种
,

蚜霉菌 1种 ;捕食性天敌 37 种
,

其中瓢虫 11 种
,

草岭 4 种
,

食蚜蝇 7 种
,

捕

食蜷 5 种
,

蜘蛛类 10 种
。

初步鉴定
,

陕西的两种蚜茧蜂均与 w ir g ht 匡等发现的菜少脉蚜

茧蜂 D l’a e er tt’e u a :
叩

。 。 (M
’
nI t os h) 不相同

,

具体种类有待进一步鉴定
。

捕食性天敌是调节

蚜虫种群的主要因素
。

在捕食性天敌中
,

瓢虫数量最大
,

占天敌总数的 72
.

08 %
.

关中瓢虫

的优势种是七星瓢虫和异色瓢虫
,

均占总数的 4 0
.

32 %
.

陕北米脂多异瓢虫占绝对 优势
,

占总捕获数的 94
.

80 %
.

在陕北秋季草岭的数量仅次于瓢虫
,

也是控制蚜虫的一个不可忽

视的因素
。

陕北的天敌数量远大于关中
,

是关中的 2
.

18 倍
。

天敌高峰关中为 6 月中旬
,

陕

北为 7 月 10 日左右
,

略晚于蚜虫高峰
,

与天敌发生的一般规律一致
。

尽管美国与我国相距

遥远
,

但捕食性天敌的优势类群却十分相似
,

仍是以瓢虫为主
,

只不过种类构成有所不同

而 已 [ . ]
。

瓢虫取食害虫的功能反应揭示了不同瓢虫对不同猎物的捕食对策
,

可 以为系统模型

的设计和组建提供有效的依据
〔 , 〕

.

异色瓢虫捕食芦笋小管蚜的功能反应研究表明
,

随着虫

龄的增大
,

瓢虫对猎物的处理时间缩短
,

取食量增大
。

成虫处理猎物的时间极短
,

但取食量

则较低
。

芦笋是一种高档保健蔬菜
,

应尽量保持绿 色食品的特性
,

因此在害虫的防治 中应最大

限度的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量
,

以避免对环境和产品的污染
。

要充分利用自然

天敌资源和农业
、

物理等措施
,

调节害虫种群数量于经济闭值以下
,

确保芦笋高产
、

优质
、

无残毒
。



第 5 期 李修炼等
:

芦笋小管蚜天敌研究 4 3

参 考 文 献

F o rbe s A R
.

B ra e h ye o l u oa s p a a rg iM o rd v ilk o, a n e钾 a p h id p e s t d a m a g i n ` a o p a r a g u s i n B ir t i s h oC lu m i a
.

J E 几 r渊
0 1

S oc B C
, 1 9 8 1 ( 7 8 )

:
1 3~ 16

A h o n y m o u s
.

A ph id t h r e a t e n w e s t e r n a s p a r a g u s
.

人盯 `认翻 八少
, 1 9 5 0

,

24 ( 12 )
:
2 7

W r ig卜t L C
,

oC
n e W W

.

P o p u l a t i o n d y n a m i e 一 o f B r a c h y e o
r y n e l l a a 一外 r a ` i ( H o m o p t e r a :

A p h id i a e ) o n u n
d i

s t u r

be d

as P a r a g u s i n W a s h in g t o n S t a t e
.

E爪雌r E ” `侧阴讨
,

1 9 8 8
,

17 ( 5 )
:
8 7 8 ~ 8 8 6

C a p i n e r a
J L

.

A s p a r a g u s a p hid (Br
a e h y e o l . 吕 a . p a r a g i )刃翻户 E月 c o 月 I 月` 亡 C盆R护。 材

, 1 9 73 ( 2 3 )
:
5 5 9

C co e a n o P G
.

A n e w d a m g e r f o r It a li a n a s p a r a g u s g r o w e r s
.

I
”
为 ,

a t io 月 A窟 m ior
,

1 9 8 9
,

4 5 ( 2 4 )
:
7 3 ~ 7 4

李修炼
,

朱象三
,

袁锋
.

芦笋蚜虫调查技术与种群空间格局研究
.

西北农业学报
,

1 9 92
,

1 (2 )
:

23 ~ 28

叶炳元
,

郝纪年
,

张慧娣
.

我国发现天门冬小管蚜
.

植物枪疫
, 1 9 91

, 5 ( l )
: 3 32 ~ 3 35

A n a
l e t G W

,

S t
e v e n s N A

.

T h e n a t u r a l e n e
m ; e 一 o f B r a e卜y c o l u

s a s p a r a g i i n N e w J e rs e r y a n d eD l a w a re
.

E n . i r n E n t o-

爪 0 1
,

1 9 7 7 ( 6 )
:
9 7~ 10 0

汪世泽
,

李平
.

七星砚虫捕食棉蚜的功能反应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

19 86
,

1 4( 4)
:

13 ~ 17

S t u d i e s o n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o f

A s p a r a g u s A P h id
,

B r a c

勿
c o
理

n e l l a a s P a r a g i

L i x 一u一sa n l z h u x i a n g s a n l v u a n F e n g Z

( 1 5六a a n x ` A
c a d e, 找 y of A g ir

c u l t u r a l S
c i , 。 c o s ,

Y a n ` l i
n g ,

S h a a
o x i .

7 1 2 2 0 0 )

( Z D` P a rt , 。 n t
fO P la n t P

r o“ e r i o , ,

N
o r rh w “ t o nr A g r i e u l t u ar l U n i

附
: i yt

,

Y a o g l i o g
,

S h a a n万
,

7 1 2 1 0 0 )

A b s t r a e t 4 0 s p e e i e s o f t h e n a t u r a l e n e m ie s o f t h e a s P a r a g u s a p h id
,

B ar c h夕c企

即 n e l l a a sP a ar g i M o r d v i l k o w e r e f o u n d b e t w e e n 1 9 9 1 a n d 1 9 9 2
.

T h e r e w e r e t w o k i n d s

o f a p h id P a r a s i t e s
, o n e k i n d o f E n t o m o P h t h o r a s P P

. , e l e v e n k i n d s o f C o e e i n e l l id a e
,

f o u r

k i n d s o f C h r y s o P id a e
, s e v e n k i n d s o f S y r P h id a e

, o n e k i n d o f M i r id a e
, o n e k i n d o f L y

-

g a e id a e ,
t w o k n id s o f N a b id a e

, o n e k i n d o f A n t h o e o r id a e a n d t e n k i n d s o f s p id e r s
.

T h e

C o e e i n e l l id a e a e e o u n t e d f o r t h e m o s t
.

T h e m a i n e n e m y i n N o r t h S h a a n x i P r o v i n e e 15

H IPP
o d a m i a ( A d o , : i a ) V e r i e d a t a ( O e z e )

,

b u t in t h e e e n t r e o f S h a a n x i w a s

oC
c c i n e l l a

s eP t e n功 u n c t a t a L
.

a n d H a r m o ; : i a a x r i d t’s ( P a la a s )
.

T h e p e a k p e r i o d w a s i n t h e m id d l e

o f J u n e i n t h e C e n t r e a n d t h e 1 0 t h o f J u l y i n t h e N o r t h
, w i t h t h e l a t t e r o e e u r r in g l a t e r

t h a n t h e p e a k o f a s p a r a g u s a p h id
.

T h e n u m b e r o f n a t u r a l e n e m i e s i n N o r t h S h a a n x i w a s

1
.

1 8 t im e s m o r e t h a n t h a t i n t h e e e n t r e o f S h a a n x i
.

T h e s t u d y o f t h e f u n e t i o n a l r e s P o n s -

e s o f l a d y b i r d s ( H a r m o n ia a x y r id i s ) t o t h e a p h id i n d i e a t e d t h a t t h e a p P e t i t e o f t h e g r o w
-

i n g C o e e i n e l l id a e i n e r e a s e d
,
t h o u g h i t s h o r t e n e d i t s m e a l t im e ; w h i l e t h e a p p e t i t e o f t h e

a d u l t d e e r e a s e d
,
t h o u g h w i t h t h e l e a s t m e a l t im e

.

K e y w o r d s A s p a r a g u s
,

B r a e h y e o r y 一i e l l a a s p a r a g i
,

b i o l o g y
, e e o l o g y

, a s p a r a g u s p e s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