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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对桃蚜不同寄主生物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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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采集桃树和油菜上的桃蚜 ,分别接于桃树、油菜、烟草、白菜、莴笋、甘蓝和菠

菜上单体饲养 ,观察不同寄主植物对来自桃树和油菜上的桃蚜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影响。 结果

表明 ,不同寄主植物对来自不同寄主桃蚜的存活率、发育历期、成蚜寿命、生殖力及种群干扰

效应等均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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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蚜 ( Myzus persicae ( Sulzer) )寄主植物达 50多科 400余种
[ 1]

,故以典型的多食性

害虫而著称。但桃蚜在与寄主植物协同进化的过程中 ,长期取食某种植物的类群也产生了

一定的专化适应性 ,从而形成了寄主生物型的分化
[1～ 4 ]
。本研究通过对桃蚜寄主生物型在

不同寄主植物上生长发育和生殖影响的比较研究 ,对进一步阐明桃蚜的寄主专化性 ,揭示

桃蚜种下生物型的形成机制 ,探讨作物生态区域系统内桃蚜的发生危害规律 ,进而有针对

性地制订综合治理技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虫　源　 1994年初春 ,在陕西耀县、乾县桃树上采集孤雌胎生无翅成蚜 ,体色均为绿

色 ,分别在笼罩条件下的桃树和油菜上饲养 ,连续繁殖 3代后备用。

寄主植物　试验寄主植物包括桃树、油菜、烟草、白菜、莴笋、甘蓝、菠菜等 7种 ,均系

当地农业生态系统中桃蚜的主要寄主。

试验方法　将笼罩繁殖桃蚜的初产 1龄若蚜分别接到各供试寄主植物叶片上 ,于直

径 90 mm培养皿内进行饲养 ,每培养皿内饲养 1头 ,在室温下以 6× 40 W日光灯为光源 ,

光周期为 L∶ D= 16∶ 8,每叶片的叶柄都用湿棉球封口 ,以保持一定的湿度条件。饲养过

程中每 2 d更换 1次叶片 ,以保证饲料的一致性。试验期间每日观察记载 1次蚜虫生长发

育情况 ,记载各处理蚜虫的存活、蜕皮、翅型等 ,待产仔后 ,每日记载不同处理产仔情况 ,并

随时移去所产若蚜 ,直到供试成蚜死亡。每处理重复 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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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蚜存活率的影响

　　根据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叶片的桃蚜 1, 12, 24 h的存活情况 ,采用侯有明等
[5 ]
提出的

累积存活率指标 ,计算不同寄主植物上桃蚜的累积存活率 ( Sn) ,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寄主植物上桃蚜的存活率 %

寄主植物
来源于桃树上桃蚜 来源于油菜上桃蚜

1 h 12 h 24 h Sn 1 h 12 h 24 h Sn

桃　树 100 100 97 18. 762 23 0 0 0. 078

油　菜 100 93 87 13. 136 100 100 100 19. 354

烟　草 100 90 83 10. 165 43 0 0 0. 023

白　菜 100 87 77 8. 827 83 63 47 6. 179

莴　笋 67 53 50 6. 573 93 87 73 8. 731

甘　蓝 83 80 63 7. 167 100 90 87 13. 647

菠　菜 63 47 37 5. 673 73 70 67 8. 059

　　注: Sn为累积存活率。

由表 1可知 ,桃蚜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存活率差异较大。 来源于桃树上的桃蚜 ,在桃

树上的存活率最高 , 24 h后仍达 97% ;在油菜和烟草上次之 , 24 h后的存活率分别为

87%和 83% ;而在莴笋和菠菜上的存活率较低 , 24 h后的存活率分别为 50%和 37% .由

此可以看出 ,来源于桃树上的桃蚜在各供试寄主上均可存活 ,只是存活率不同而已。但来

源于油菜上的桃蚜 ,在油菜上存活率最高 , 24 h后仍全部存活 ;在甘蓝上的存活率亦较

高 , 24 h后达 87% ;在菠菜和白菜上的存活率较低 , 24 h后分别为 67%和 47% ;在桃树和

烟草上则根本不能存活 , 12 h即全部死亡。

2. 2　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蚜发育历期和成蚜寿命的影响

由表 2可知 ,来源于桃树上的桃蚜 ,在桃树叶片上适应能力最强 ,其平均发育历期短 ,

成蚜寿命长 ;在白菜和莴笋上的适应能力亦较强 ,其若蚜平均发育历期和成蚜寿命居中 ;

而在油菜和烟草上的发育历期明显延长 ,成蚜寿命则缩短。同样 ,来源于油菜上的桃蚜在

不同寄主植物间的适应性亦有差异 ,以在油菜上的发育历期最短 ,成蚜寿命最长 ;在莴笋

上若蚜发育历期则长 ,成蚜寿命则短。这表明 ,桃蚜在不同寄主植物间发育历期的差异不

仅表现在整个生活史的长短 ,而且亦表现在成、若虫发育历期间的差异 ,这就导致桃蚜在

不同寄主植物间持续危害时间和危害力之间的差异。

表 2　不同寄主植物上桃蚜若蚜发育历期和成蚜寿命 d

蚜源寄主 虫态 桃树 油菜 烟草 莴笋 白菜 甘蓝 菠菜

桃　树
若蚜 8. 00 13. 56 10. 80 8. 96 8. 69 9. 32 9. 37

成蚜 12. 16 8. 00 8. 64 12. 21 11. 44 10. 68 9. 23

油　菜
若蚜 - 8. 32 - 14. 53 11. 23 8. 42 10. 52

成蚜 - 11. 44 - 6. 57 10. 48 7. 69 6. 82

2. 3　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蚜生殖力的影响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桃蚜 ,其生殖力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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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寄主植物上桃蚜生殖力的差异

寄主

桃　树 油　菜

产仔时间 /
d

产仔量 /
头

产仔速率 /
(头· d- 1)

rm
产仔时间 /

d
产仔量 /
头

产仔速率 /
(头· d- 1)

rm

桃树 11. 26 128 11. 35 0. 304 0 - - - -

油菜 7. 80 47 6. 12 0. 103 0 10. 64 132 12. 41 0. 321 7

烟草 7. 34 48 6. 60 0. 136 3 - - - -

莴笋 11. 01 88 8. 03 0. 251 4 5. 17 42 8. 07 0. 193 5

白菜 10. 24 94 9. 18 0. 230 3 9. 38 80 8. 49 0. 204 4

甘蓝 9. 18 74 8. 15 0. 201 5 6. 19 56 9. 04 0. 237 0

菠菜 8. 13 68 8. 38 0. 198 4 5. 19 38 7. 35 0. 173 7

　　由表 3可知 ,来自于桃树上的桃蚜在桃树上的产仔持续时间最长 ,产仔量和产仔速率

亦大 ;在白菜和莴笋上的产仔时间亦较长 ;在油菜和烟草上的产仔持续时间短 ,产仔量小 ,

而且产仔速率亦较小。 而来自油菜上的桃蚜 ,在油菜上的产仔持续时间最长 ,产仔速率亦

高 ;在甘蓝、莴笋和白菜上虽然产仔持续时间较短 ,但产仔速率较大 ;在菠菜上的产仔持续

时间和产仔速率均较小 ,在桃树和烟草上根本无法成活。这表明桃蚜在不同寄主植物上适

应性的差异。

2. 4　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蚜 rm值的影响

内禀增长率 rm是物种繁殖力的重要衡量指标 ,可以灵敏地反映出环境条件的细微变

化对种群的影响。 本研究根据张文军、汪世泽 ( 1988) [6 ]提出的 rm精确解法求得桃蚜取食

不同寄主植物的 rm值 (表 3)。

由表 3可知 ,来源于桃树上的桃蚜在桃树上的 rm 值最大 ,在莴笋和甘蓝的 rm值次

之 ,在油菜和烟草上的 rm值较小。表明其在桃树、莴笋和甘蓝上的种群增长速度较快 ,而

在油菜和烟草上则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同样 ,来自于油菜上的桃蚜在油菜上的 rm值最大 ;

在甘蓝和白菜上次之 ,在菠菜上相对较小 ,说明寄主植物对桃蚜的 rm值影响较大 ,且来自

不同寄主植物上的桃蚜 ,其受影响程度亦有明显的差异。

2. 5　寄主植物对桃蚜种群增长的干扰效应分析

种群增长的干扰效应是指因环境的影响 ,种群数量由一水平增长 (或减退 )到另一水

平所需要的时间 ,是种群对环境因素适应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设种群初始数量为 N 0 ,由

于寄主因素干扰造成的种群死亡率为 a (干扰系数 ) ,则 t0时刻种群数量为 N 0 ( 1- a ) ,若

经 tk时刻后 ,种群数量达到 N t ,则有关系:

N t = N 0 ( 1 - a ) exp(rmtR )

式中 ,N 0 , N t为起始种群与 tk时刻的种群数量 , rm为内禀增长率 ; a为干扰系数 ; tR为种群

增长的干扰效应值。对上式变换后有:

tR = ( ln N t - ln N 0 - ln ( 1 - a) ) /rm

　　若以桃树上的种群变化为标准 ,假定桃蚜在桃树上的种群由 N 0发展到 N t状态 ,在 a

= 50%时的 tR为 1,得到寄主对桃蚜种群的干扰效应模型为:

tR = - ( 0. 389 147 2+ ln ( 1 - a ) ) /rm

则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蚜影响的干扰效应值 ( tR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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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寄主对来自桃树和油菜上桃蚜的干扰效应

蚜源
寄主

干扰
寄主

干扰系数

40 50 60 70 80 90 95

桃树 桃树 0. 401 1　　 1. 734 2. 860 4. 014 6. 294 8. 574

油菜 1. 181 2. 951 5. 118 7. 911 11. 847 18. 577 25. 307

烟草 0. 893 2. 230 3. 868 5. 978 8. 953 14. 038 19. 124

莴笋 0. 484 1. 292 2. 097 3. 241 4. 854 7. 611 10. 368

白菜 0. 528 1. 320 2. 889 3. 538 5. 299 8. 328 11. 318

甘蓝 0. 604 1. 509 2. 616 4. 044 6. 056 9. 496 12. 936

菠菜 0. 613 1. 532 2. 657 4. 107 6. 151 9. 644 13. 138

油菜 油菜 0. 378 0. 945 1. 639 2. 533 3. 792 5. 948 8. 126

莴笋 0. 629 1. 571 2. 724 4. 211 6. 306 9. 888 13. 510

白菜 0. 595 1. 487 2. 579 3. 986 5. 970 9. 361 12. 790

甘蓝 0. 513 1. 283 2. 224 3. 438 5. 149 8. 074 11. 031

菠菜 0. 701 1. 750 3. 035 4. 691 7. 025 11. 016 15. 050

　　由表 4可知 ,对于来自桃树上的桃蚜种群 ,以桃树为寄主的影响 (干扰 )程度最小 ,而

以油菜和烟草的干扰较大 ,其他寄主介于二者之间。各种寄主植物在不同的干扰系数下表

现出同样的影响趋势。同样 ,对于来自油菜上的桃蚜种群 ,油菜的影响程度最小 ,而以菠菜

和莴笋为寄主时对其种群的影响程度最大 ,不同干扰系数的影响趋势也是一致的。

3　讨　论

本研究在前人田间调查及室内个别寄主转换饲养提出桃蚜寄主生物型分化的基础

上 ,进一步通过室内接虫试验 ,系统地研究了采自桃树和油菜上的桃蚜在 7种不同寄主植

物上的生长发育情况。结果表明 ,寄主植物对桃蚜不同寄主生物型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影响

十分明显 ,表现在种群存活率、发育历期、成蚜寿命、生殖力、 rm值及种群干扰效应值等均

有较大的差异。由于本试验仅对绿色型桃蚜进行了研究 ,对于揭示桃蚜生物型的形成机制

尚不够全面 ,同时 ,对室外田间的种群动态亦应进行全面研究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 ,作者将

另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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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 e influence of hos t plants on various ho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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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ung nym phs of g reen peach aphid, Myzus persicae ( Sulzer) , bred suc-

cessively on peach ( Prunus persicae ( L. ) ) and rape ( Brassicae compestris L. ) , w ere

t ransplanted and bred on peach ( Prunus persicae ( L. ) ) , rape (Brassicae compestris L. ) ,

tabacco (N icotiana tabacum L. ) , Chinese cabbage (B rassicae perinensis Rupr. ) , lettuce

( Lactuca sativa L. ) , w ild cabbage ( Brassica olrtocea var. capitata L. ) and spinach

( Spinacia oleracea L. ) , respectiv ely , in o rder to observ e the influence of va rious host

plants on their g row th developm ent and re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ed tha t host

plants had very significant inf luences on surviv al ra te, development period, adul t longivi-

ty , reproductiv e capaci ty and popula tion interfering effect of the ho st-bio types o f g reen

peach aphid.

Key words: g reen peach aphid ( Myzus persicae) ; g row th development; ho st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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