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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关中主栽小麦品种田间抗螨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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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4~1996年，选择陕西关中目前主裁小麦品种3o十，田闻自然盛虫进行抗螨 

性鉴定。结果表明，不同小麦品种对麦圆叶爪瞒(P啪f̂n “5 枷 (Duget))的抗性有一定的 

差异。比较而育，陕167．小偃504，陕229，NC332等品种的抗螨性较强I 87162，8329，陕927，陕 

8007．5489，90-3等品种的抗螭性较弱I其泉品种的抗螭性介于上述二者之间。个别品种的抗 

螭性在不同时期的相对捧序中变化较大，表现了抗性的时问特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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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  

8O年代以来，小麦害螨渐趋严重，由陕西关中地区小麦生产中的偶发性害虫演变成常 

发性害虫“ 。1986年在风县，1992年在大荔、渭南等县(市)特大发生，百株虫量选敦万头至 

数十万头，为历史上所罕见，造成大片麦田严重减产，损失惨重。早在70年代，A'Brook 

等 就曾指出，通过选育、推广抗螨品种是控制和综合防治螨害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 

由于小麦害螨个体小，活动能力强且具假死性，研究难度较大，有关小麦品种抗螨性的研 

究报道很少 ]．为了充分发挥抗螨品种在控制小麦害螨中的重要作用，笔者于1994~1996 

年对陕西关中主栽小麦品种的田间抗螨性进行了鉴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小麦品种 

82246，87135．，J、偃168~8222，871 52，西农85，87(113)，陕229，陕927，西农34—9，西农 

65，l晋麦27，小偃107，79(IB)8—8，89一i0—1，小偃504，90—3，NC332，西农44—2，陕225．182，小 

偃6：争，8329，矮早丰，84(G)5，881—16—9，陕8007，陕167，5489和893等30个品种(系)，分别 

由陕西省农科院粮作所、西北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单位提 

供。 

1．2 供试虫源 

田问自然虫源，经室内详细鉴定均为麦圆叶爪螨(Penthaleus major(Duget))。 

1．3 试验方法 

1．3．1 田间小区设置 在西北农业大学2号教学楼前农作物病虫观测圃内，将相距约30 

m 的酉块试验地作为两重复区，各重复区内分别种植上述3O个供试品种(系)。每品种 

(系)种一小区，小区面积1．0 m×2．0 m，播种量22．5 g．播种时间分别为9月下旬和10月上 

旬。同一重复区内各小区同一天播种，随机排列，小区间距0．30 m．试验地周围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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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6号小麦2～3行作为保护行，常规管理。 

1．3．2 调查方法 3月下旬和4月中旬，田间麦圆叶爪螨发生始盛期和盛期各调查1次，每 

小区随机调查2o椿。始盛期调查时，田问虫口密度较低，采取逐椿计数法进行调查。盛期调 

查时因田问虫口密度大，汁数不便，采用模糊分级调查法，即调查前先扫规一遍整个试验 

地( 重复区为单位)害螨发生情况，将螨量由少到多依次分成无、极少、少、中等、多、极多 

6个模糊等级，然后，逐株调查，分级记载，各级级值分别记为0，1，2，3，4，5． 

1．4 数据处理 
20 

螨情指数=2 M,／ ～ ·Ⅳ 
J一 1 

5 

或 螨情指数=∑K，n ／ ·Ⅳ 
J= 

式中： 为单株螨量；M 为同一重复处理区内最大单株螨量；蜀 为第 级的级值(0，l， 

2，3，4，5)；n 为第 级的频数；N为各小区调查总株数(20)} 为最大级值(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小麦品种抗螨性差异较大 

由附表看出，不同小麦品种的团间抗螨性有很大的差异。麦圆叶爪螨发生始盛期和盛 

期调查结果表明，3O个供试品种总平均螨情指数为0．420、其中87162，8329，陕927，陕 

8007，5489，90—3等品种的平均螨情指数明显较大，均达0．509以上，说明这些品种对螨害 

较敏感，属感螨品种。陕167，小偃504，陕229，NC332等品种的螨情指数则明显较小，均小 

于0 291，说明这些品种的抗螨性较强，属抗螨品种。其余品种的平均螨情指数及抗螨性介 

于上述二者之间。 

2．2 品种抗螨性随螨害加重而减弱 

麦圆叶爪螨发生始盛期，供试30个品种的螨情指数为0．154~0．625，平均为0．36：．．其 

中螨情指数较小的品种有84(G)6，陕1 67，iJq~5o4，小偃6号，陕225，893和79(1B)8一￡荨； 

螨情指数较大的品种有87162，陕8007，82246，90—3等。麦圆叶爪螨发生盛期，供试30~I"品 

种的螨情指数为0．207n0．621，平均为0．442．与始盛期相比，平均螨情指数有所增大，说 

明供试品种的总体抗螨性随螨害加重而减弱，这可能与温度升高，麦圆叶爪螨新陈代谢和 

整个生命活动能力增强有密切关系。发生盛期螨情指数较小的品种有陕167，晋麦27，小偃 

504，陕229和 NC332等；螨情指数较大的品种有8329，陕927，5489和87162等。 

2．3 不同时期品种抗螨性排序相对稳定 

由供试品种螨情指数排序结果看出，在麦圆叶爪螨发生的不同时期，各品种抗螨性相 

对强弱的排序结果大体一致。两次调查所得的螨情指数相关分析表明：麦圆叶爪螨发生始 

盛期各品种的螨情指数与发生盛期螨情指数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 =0．5774，f= 

3．371，P<0．o1)。但也有少数品种的螨情指数在不同时期调查结果的排序中差异较大。 

如晋麦2 7，始盛期螨情指数为0．456，抗螨性排第24位，属感螨品种；但在麦圆叶爪螨发生 

盛期螨情指数仅为0．241，抗螨性排第2位，属抗螨品种。还有诸如82246，89—10-1，小偃6号 

和84(G)6等品种在供试品种螨情指数排序中，不同时期的排序结果差异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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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95~1996年两年调查结果平均值． 

3 结论与讨论 

1)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小麦品种对麦圆叶爪螨的抗性具有一定的差异。根据麦圆 

叶爪螨发生始盛期和盛期关中地区目前主栽3O个品种的螨情指数分析，抗螨性较强的品 

种有陕167，小偃504，陕22．9，NC332等；抗螨性较弱或属感螨的品种有87162，8329，陕927， 

陕8007，5,~89和90-3等；其余大部分品种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属中度抗(感)螨品种。 

2)抗虫性研究需要突破抗虫性是静态的生物学特性的传统认识 。夏云龙” 在研究 

冬小麦形态特征与抗麦长管蚜的关系时证明：冬小麦形态特征在不同时期对麦长管蚜的 

抗性能力不同，具有时间特定性，从而使冬小麦的抗蚜性具有动态性。有关小麦品种抗螨 

性的机制尚未见报道，但在麦圆叶爪螨发生始盛期和盛期调查．部分品种的螨情指数在排 

序中相差较大的现象，不仅说明了小麦品种抗螨机制的复杂性 ．同时也说明小麦品种抗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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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具有动态性，这一问题的深刻揭示有待进一步研究 

3)分级模糊调查方法不仅可以大大提高鉴定效率，而且结果可靠，具有空间稳定 

性 漕§者在试验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在麦圆叶爪螨发生始盛期，螨量小，逐株计数可以准 

确地反映实际螨量；但在其发生盛期调查时，螨量大，计数困难，加之具有假死性 ，稍一触 

动即下坠落土，对计数准确性影响很大。采用分级模糊调查法可以在不触动被调查植株的 

情况下快速进行，所得结果比较客观、准确。本试验在不同时期，分别采用两种方法，两年 

同期调查结果基本一致。笔者认为+本方法也可推广用于具有类似生物学特性的害虫种群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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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Resistance of Mainly—Planted W heat Varieties tO W heat 

Mite，Penthaleus major(Duget)，in Guanzhong Area 

Wu Junxlang Zhang Ping Zhang Qiang 

(Department plantPrat~ction，NcsCh~esternAgriculturalUni~,v'slty，Yangling，Shaanxi 712100) 

Abstract The field resistances of 30 mainly—planted wheat varieties to wheat mite， 

Penthaleus mdjDr(Duget)in Guanzhong area were studies under the natural conditions 

in 1994～ 1996．Result8 showed that the field resistances of various wheat varieties were 

different．Of the 30 wheat varieties，Shaan 167，Xiaoyan 504，Shaan 229，NC332 ete．were 

the most resistant ones，while 87162，8329，Shaan 927，Shaan 8007，5489 and 8923 etc． 

were the most susceptible，and the others were just in between．The resistances of some 

varieties differed in the growing stages． 

Key words wheat variety，wheat mite／Penthaleus major，anti—mit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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