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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调查麦红吸浆虫幼虫在小麦穗上 的分 布和危 害特点 ，进 一步 明确：麦穗 

上麦红吸浆虫幼虫聚集分布的田问分布格局与虫 口密度无关；麦红吸浆虫在麦穗上的分布和 

危害与麦穗太小和受害部位有一定的关系。就麦穗大小而言 ，以中型穗 上虫 量最多 ，受害最 

重；大型穗次之·小 型穗上虫量最少，受害最轻。就麦穗受害部位而言，以中部虫量最多 ，受害 

最重；下部次之；上部虫量最少．受害最轻。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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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麦红吸浆虫在麦穗上的分布特点是科学、准确的抽穗调查麦红吸浆虫分布、种群 

密度、发生动态和预测危害损失的基础 。关于麦红吸浆虫在麦穗上的空间格局国内外研究 

结果 比较一致 ，均认为属于聚集分布 J。但有关麦红吸浆虫幼虫在麦穗上不同部位的分 

布特点则报道不一。Katayama等 调查表明，麦红吸浆虫卵集 中产于穗顶下部大约 1／3 

小穗上 ；Helenius等 则指出，麦红吸浆虫幼虫主要集中在麦穗下部 5个小穗上。Elliott 

等 认为，麦红吸浆虫幼虫在小麦穗上危害的部位取决于小麦吸浆虫成虫发生时麦穗的 

生长发育阶段，可以集 中于麦穗的下部或顶部；Hinks等 发现，麦红吸浆虫幼虫在全穗 

上均有分布 ，但顶端 3个小穗上的幼虫数明显偏少；Mukeriji等 认 为，麦红吸浆虫卵和 

幼虫在麦穗上部数量摄多，中部次之，下部摄少；并指出由于不同部位卵和幼虫数量明显 

不同，抽样单位应以整穗为单位。国内有关麦红吸浆虫幼虫在麦穗上的分布尚未见报道 

鉴于此，笔者于 1 999—05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取样方法 

1．1．1 田阃取样 1999—05 22，小麦生长发育处于蜡熟期 ，麦 红吸浆虫幼虫危害进入后 

期阶段，但绝大部分老熟幼虫尚未离穗人土。在陕西省长安县镐京乡镐京村和杜曲镇西江 

坡村分别选择麦红吸浆虫发生较重的麦田各 1块，小麦品种均为小偃 22号。其中第 1块 

田面积约 200m ，随机采穗 558穗}第 2块田面积约 600m。，随机采穗 5O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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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剥 查 将从田问所采麦穗带回室内后，逐穗进行剥查，分别记载单穗幼虫数、幼 

虫所在穗部位置、单穗小穗数、被害小穗数及部位和被害籽粒数。 

1．2 数据处理 

1．2．1 麦红吸浆虫幼虫空间格局分析 分别采用 指数、C一指数和Lloyd聚块性指标 3 

种聚集度指标法分析判定麦红吸浆虫幼虫在麦田的空问格局。其中：j一(s ／i)一1(j<O， 

均匀分布；I=0，随机分布； >O，聚集分布)； 一( 一j) ( <o，均匀分布 ； ：0，随 

机 分布； >O，聚集分布)；m／j： ( )一1)／( ／ <1，均匀分布；m／2=1，随机 

分布；m >1，聚集分布)。 

1．2．2 穗型大小及部位划分 在全部剥查麦穗中，最小的麦穗上有 6个小穗，最大的麦 

穗上有 23个小穗 据此，小、中、大 3种穗型的归类标准为：小穗敷 6～11归为小型穗；小 

穗数 12～17归为中型穗；小穗数 18～23归为大型穗。各麦穗下、中、上 3个部位的归类标 

准见表 1。 

表 1 麦穗上、中、下 3个部分的归类标准 

⋯  
小穗序号 ⋯  小稿序号 

甄 下 部 中 部 上 部 ’佃取 下 部 中 部 上 部 

6 1～ 2 3～ 4 5～ 6 15 1～ 5 6～ 10 11～ 15 

7 1～ 2 3～ 5 6～ 7 16 1～ 5 6～ 11 12～ 16 

8 1～ 3 4～ 5 6～ 8 17 1～ 6 7～ l1 12～ 17 

9 1～ 3 4～ 6 7～ 9 18 1～ 6 7～ 12 13～ 18 

10 1～ 3 4～ 7 8～ 10 19 1～ 6 ～ 13 ¨ ～ 19 

n 1～4 5～ 7 8～ I1 20 1～ 8～ 13 14～ 20 

12 1～ 4 5～ 8 9～ 12 21 1～ 8～ ¨ 15～ 21 

13 1～ 4 5～ 9 10～ 13 22 1～ 7 8～ 15 16～ 22 

14 1～ 5 6～ 】o 】1～ 14 23 1～ 8 9～ 15 】6～ 23 

注 小穗序号由下而上依次排序。 

2 结果与分析 

2．1 麦穗上麦红吸浆虫幼虫的发育动态 

麦红吸浆虫越冬幼虫的出土、化蛹、羽化与土壤湿度及降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多年的实际调查和观察表明，麦红吸浆虫成虫发生期(陕西关中地区从 4月中旬至5月下 

旬)多次降雨时，麦红吸浆虫成虫的出现常随降雨次数 出现多蜂现象，从而造成 了麦穗上 

吸浆虫幼虫发育进度前后相差较大的现象。1999年春季前期，陕西关中持续干旱，进人 4 

月份以后 ，降雨明显偏多，麦红吸浆虫发生期极不整齐。至 5月 24～25日连降小到中雨 

后，26～27日田间仍有成虫 出现，其中5月 26日下午 7点左右在 1块麦 田内 50复周网捕 

到成虫 24头 5月22日采穗室内检查，除少量(约 1O )幼虫已老熟并离穗人士外，从剥 

捡出的幼虫中随机抽取 87头进行发育进度分析，结果表明：老熟并收缩身体，明显可见外 

包一层蜕皮的幼虫 11头，占抽查幼虫总数的 12．64 ；仍在继续取食发育的 3龄幼虫 49 

头，占56．32 ；其余27头幼虫均为 2龄幼虫，占31．O3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2 麦穗上麦红吸浆虫幼虫的田间分布格局 

由表 2可以看出，分别利用』指数、 指数和Lloyd聚块性指标，对 2块田麦红吸浆 

虫幼虫在麦穗上的空问格局进行分析表明，虽然 2块 田单穗虫口密度相差较大+分别为 

1．901 4头／穗和 12．000 0头／穗，但其空问格局均为聚集分布，与前人研究结果0 完全 
一 致。同时说明所选择的田块具有代表性。 

2．3 麦穗大小与麦红吸浆虫发生危害的关系 

采用所剥查的第 1块麦田的 558个麦穗上麦红吸浆虫的发生危害资料，将全部麦穗 

归为小、中、大 3种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 3)表明，小型穗的穗被害率和穗均虫数均 

低于中、大型穗。说明穗大、小穗和籽粒多，遭受吸浆虫危害的机率大。但小穗均虫数则以 

中型穗最多，其次为大型穗 ，二者差异较小，但均明显大于小型穗。由此可见，麦红吸浆虫 

成虫的发生期是与大多数麦穗的物候期相吻台的。 

表 3 不同麦穗上麦红吸浆虫发生危害调查 

2．4 麦穗不同部位麦红吸浆虫发生危害情况比较 

从表 4可以看出，麦红圾浆虫幼虫在小麦穗上全穗均有分布，但不同部位小穗受害率 

有一定的差异。其中以中部小穗受害最重 ，其次为下部小穗 ，上部小穗受害最轻。中部小 

穗受害率分别是下部和上部小穗的 1 I 7倍和 1．94倍。进一步分析麦穗不同部位的穗均 

虫数和小穗均虫数也表现了相同的趋势。 

表 4 麦穗不同部位麦红吸浆虫发生危害调查 

3 结论与讨论 

1)在大、中、小 3种不同穗型中，以中型穗受害最重，其次为大型穗 ，小型穗最轻；在麦 

穗上、中、下 3个部位中，以中部受害最重，其次是下部，上部受害最轻。笔者认为这一调查 

结果 比较符合实际。因为中型穗代表着该小麦品种的基本特性，其所占比例也最大(本调 

查中占67．2 )，小型穗往往是 由弱小的分蘖形成的，抽穗期常与吸浆虫成虫盛发期不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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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所以受害较轻；同时，不同部位的受害情况也是与麦穗的发育过程相一致的。小麦小穗 

分化的顺序是按中下部一中部一上中部一基部一顶部依次进行的 ，在麦红吸浆虫与小 

麦协 同进化的过程中，麦红吸浆虫的发生盛期与小麦的物候期形成 了密切的相关关系。小 

麦抽穗盛期也正是小麦吸浆虫成虫盛发期，分化期适中或较早舶小穗受害就重，基部和顶 

部小穗由于分化较晚而受害较轻。因此．笔者认为采用剥穗法调查小麦吸浆虫时，大、中、 

小麦穗的抽样比例一定要合理 ，且应整穗剥查．只有这样调查的结果才具有代表性和符合 

实际情况。 

2)小麦穗期降雨量多而分段集中的情况下，麦红吸浆虫成虫在麦田的发生呈现为多 

峰现象，从而造成了麦穗上吸浆虫幼虫发生期极不整齐，这在吸浆虫测报与防治中具有重 

要意义。以前未见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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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da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wheat blossom 

midge，Sitodiplosis rnosellana (G~hin)(Diptera： 

Cecidomyiidae)on wheat heads 

W U Jun—xiang，YUAN Feng，SU Li 

(Department of Plant P mecl。 NonhwPsi sc㈣ e and 7~ ndogy Unlwrsity 

Agriculture口nd F~estry．Yan~Eng．Shaa~ i 712100tCh~a) 

Abstract：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istribution and da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wheat blossom midge，Si￡odi自losis mosellana (Gehin)，on wheat heads．It is further 

cleaf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aTva is not in relation to the 1arva density 011 

what heads．The distribution and infestation of larval wheat midge is affected by head 

size and infested lo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There are most numerous 1arvae and most 

serious infestation On middle—size head，next to big—size and the least on small—size 

according to the headsize．Or there are most numerous larvae and most serious 

infestatlon in the middle—part，next to the bottom part and the least in the top—part 

according to the infested 1ocation．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notes，it is suggested that a 

raftona1 proportion of big—middle—and small—size heads should be sampled and a whole 

head should be investigated． 

Key words!wheat blossom midge (Sitodiplosis mosellana)；wheat；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infestation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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