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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实 验 室 自然 温 度 条 件 下
,

初 步研 究 了七 星 瓢 虫 、 , 、“。 、 。二 二
一

对 狭 冠 网 蜻

加
、爪、 “ 、 “ 对时。 若虫 的捕食功能反应

。

结果表明
,

七星瓢虫成虫对狭冠 网蜻若虫密度的功能反

应属 于 皿 型
,

可 用 圆盘方程拟合 随着狭冠 网蜻若虫密度 的增大
,

七 星瓢虫成虫 的捕食量也逐渐增加
,

其最

大捕食量为 头 在供试的狭冠 网蜻若虫
、

云 杉大蚜和杉针黄叶甲 种猎物中
,

七 星瓢虫成虫对狭冠 网蜻若虫

均表现 出较强 的选择性 当七 星瓢虫 与狭冠 网蜻 的数量 同比例增加时
,

七 星瓢虫个体间 的相互干扰系数为

当狭冠 网蜻数量不变而七 星瓢虫数量增加时
,

七 星瓢虫个体间的相互干扰 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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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冠 网蜷 “
‘

是危害云杉叶部的害虫 〔’〕。

年在甘肃省 白龙江

林管局舟曲林业局的云杉人工林 内暴发成灾
,

后发

现于迭部
、

白水江林业局 的部分林场及甘肃省祁连

山林区
。

该虫 以成
、

若虫刺吸云杉针叶
,

使针叶出现

黄 白色斑点
,

排泄的褐 色粘液覆盖在针 叶
、

枝条上
,

会进一步诱发煤污病
、

落针病
,

严重时还会引起林木

针叶大量脱落
。

年
,

作者等先后进行 了狭冠 网

蜷的生物学特性
、

若虫空 间分布型与抽样技术
、

自然

种群生命表
、

发生条件和化学 防治技术等研究红
一 ,

但 由于 年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后
,

该虫的

主要发生 区相继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

因此控制该

虫 的非化学措施 日益受到重视
,

充分利用林 间捕食

性天敌的控害作用就是其 中的主要措施之一
。

七 星 瓢 虫 。二 “ 、 以 是 狭

冠网蜷若虫期主要的捕食性天敌
,

对 一 龄若虫的

捕 食 率 为
,

对 一 龄 若 虫 的 捕 食 率 为

。 ,

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狭冠网蜷的发生川
。

国

内已就七星瓢虫对多种蚜虫的捕食效应进行 了大量

研究一‘’习,

但有关七 星瓢虫对狭冠 网蜷 的捕食作用

研究 尚未见报道
。

本试验就七星瓢虫成虫对狭冠网

蜻若虫的控害作用进行 了定量分析
,

以期为评价和

充分利用七星瓢虫控制狭冠网蜷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供试虫源

七星瓢虫成虫于 月初采 自舟曲林业局沙滩林

场云 杉林 内的杂草上
,

置于 一 冰箱 中保存备

用
。

狭 冠 网 蜻 若 虫
、

云 杉 大 蚜 二 “

和杉针黄叶甲 洲 。耐 汀、 均

于试验前从舟曲林业局沙滩林场云杉林 内采集
。

试

验前 左右
,

将七 星瓢虫从 冰箱 中取 出
,

待其

恢复活动后
,

选择活动能力强 的个体进行试验
。

试验条件

试 验在直径
、

深 的培 养 皿 内进

行
,

室温 昭 士
,

相对湿度 一
,

自然

光照
。

,

试验方法
,

七 星瓢 虫成 虫 对猎物 密度 的 功 能反应 试

验共设置 个猎物 密度
,

即分别将
, , ,

和 头狭冠 网蜻若虫与 头七 星瓢虫成虫组合
,

每组合重复 次
,

后 检查被捕食 的若虫数量
,

估算密度功能反应型
。

七 星瓢 虫 成 虫 对猎物 的选择捕食作 用 将

狭冠 网蜻若虫与等量或不等量 的云 杉大蚜
、

杉针黄

叶甲混合
,

然后再放人 头七星瓢虫成虫
,

观察七星

一 一

甘肃省科委 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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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虫成虫对不同猎物的捕食数量
,

每处理重复 次
,

后检查被捕食的猎物数量
,

分析其对猎物的选

择性
。

用 指数计算七星瓢虫的捕食选择作用
。 又 ‘ ‘ 火

,

式 中
, 。 和 目分别 为被捕食 的 种猎物数量

和
‘

分别为 种猎物的初始数量
。

种 内干扰对七 星瓢 虫成 虫捕食率的 影响

将
, , ,

和 头狭冠网蜻若虫分别与
, , ,

和 头七 星瓢虫成虫组 合
,

观察各种组合

下七星瓢虫捕食 的狭冠 网蜷若虫数量
,

试验重 复

次
,

后检查被捕食 的猎物数量
。

七 星瓢 虫成 虫对 自身密度 的 功 能反应 试

验设置 个七星瓢虫成虫 密度
,

即分别 以
, , ,

和 头七 星瓢虫成虫与 头狭冠 网蜷若虫组合
,

每种瓢虫密度重复 次
,

后检查被捕食的狭冠

网蜻若虫数量
,

估算其 自身密度功能类型
。

结果与分析

七 星瓢虫成虫对狭冠 网蜻若虫密度 的功能反

应

由图 可 以看 出
,

七星瓢虫成虫的捕食量随狭

冠网蜻若虫数量 的增加而增加
,

但当狭冠 网蜻若虫

数量超过 头时
,

七星瓢虫成虫的捕食量增加速

度变缓
,

即捕食量与猎物密度为逆密度制约关系
,

功

能反应属于 型
,

可 以用 圆盘方程拟合
,

即

一
· ·

了
’ · · ,

式 中
,

为被捕食猎物数量 为初始猎物数量

为猎物暴露于捕食者 的时间
,

此处为 “ 为瞬

间攻击率 为处置时间
。

将方程线性化后
, “

与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 ,

大于 厂 〔
,

而

。 ,

两者显著相关
。

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
,

求得

瞬间攻击率 一 。 ,

处置时间 一
,

最

大捕食量 汀 , 一
,

即七 星瓢虫成虫对狭冠网

蜻若虫 的捕食 功能反应方程 为 一

十
。

其理论捕食量和实际捕食量经 丫

适 合性检验后
,

误差不显著 丫一 斌
。 。 、

,

表明经实测值估算出的理论模型拟合较好
。

。补。﹄。月铂。,么

崛撅郁絮摧

猎物密度

图 七 星瓢虫成虫对狭冠网蜻若虫

密度的功能反应 曲线
、

、口 ‘ , , 、。 ,刀 “ , ,〔
一

一

、 刀 、

, , 召
一

‘、

七星瓢虫成虫对猎物的选择捕食作用

由表 可 以看 出
,

不论云杉大蚜数量低于还是

高于狭冠 网蜷若虫数量
,

七星瓢虫成虫对狭冠网蜷

若虫均表现出较强 的选择性 在杉针黄叶 甲

数量等于或者大于狭冠网蜻若虫数量时
,

七 星瓢虫

成虫仍对狭冠 网蜷若虫表现 出较强 的选择性
。

可见
,

在供试 的 种猎物中
,

七星瓢虫成虫对狭

冠网蜷若虫的捕食选择性最强
。

表 七星瓢虫成 虫对不 同猎物 的选择捕食作用

少‘,‘℃ , , , , , 乱 , ‘丫

吵吵群婴称
· 〔

一君舞
石之· ··

一 指 ””

⋯嘿咒翰
月 、人

黑黔
, 〔

嘴数数

““ “ “沉“ ‘“ 以
‘

。 “ 以 、口 了了

糕糕赘 吃黔 嘿彝 蔑鼎 黑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 丁工 初始数 被捕食数 初始数 被捕食数 好尹士乏乏

一 ,
‘

“ ‘ ’’

乙

】
‘

·

“
· ·

, ·

石
,

种 内干扰对七星瓢虫成虫捕食率的影响

由表 可知
,

在一定 的空 间条件和相 同比例猎

物存在的条件下
,

随着七星瓢虫成虫数量的增加
,

其

平均捕食率下 降
,

这说 明七星瓢虫成虫之间存在种

内干扰作用
,

其作用 可 用 的数 学模 型 一

一 ,

即 一 一 ,、 进行拟合
,

其 中 五

为平均捕食率
,

为寻找参数
,

尸 为天敌密度
,

为

相互干扰系数 了。

经拟合
,

七星瓢虫成虫对狭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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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 若 虫 的 捕 食 率 一 尸 一 。

一 。
‘ “ ,

对其理论值和实际值进行

一

适合性

检验
,

误差不显著 丫一 。 斌
, 。 。 。一

,

说

明拟合较好
。

丫

表 种 内干扰对七 星瓢虫成虫捕食率的影响
、 , , ‘

狭冠网蜻若虫密度 被捕食的若虫数量

‘之 乙 人

七星瓢虫成虫密度

价
‘ 咒尸

护刀 乙 ‘ ·

平均捕食率

注 内为理论值
,

下表同
。

, 一 一

七星瓢虫成虫对 自身密度的功能反应

由表 可 以看 出
,

在猎物密度不变的情况下
,

七

星瓢虫成虫的捕食量随 自身密度的增加而减小
。

其

模型为 一 一 。 , 。 , 一 一 “
,

经 丫 适 合 性 检 验 后
,

误 差 不 显 著 丫 一 甘

对
,

。 。 一
,

表 明经实测值估算 出的理论模 型

拟合较好
。

表 七 星瓢虫成 虫对 自身密度的功能反应
, 工

七七 星瓢虫成虫数量 被捕食的若虫总数量 平均捕食若虫数量量 ⋯七星瓢虫成虫数量 被捕食的若虫 。数量 平均捕食若虫 。量量
。‘ 之刀以 。

学
户, 了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论与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
,

七 星瓢虫成虫对狭冠 网蜷若

虫的捕食量初期 随猎物密度 的增大而增加
,

后期变

化 不 大
,

其 最 大 捕 食 量 为 头
,

功 能 反 应 的

圆盘方程为 一
。

王进忠等川
、

曹世勤田
、

张安盛等叫 和侯茂林

等〔‘。〕均研究发现
,

猎物密度对七星瓢虫捕食量 的影

响可以用圆盘方程来拟合
,

这证 明圆盘方程是模拟

捕食者 一猎物相互作用的较好方法
。

在供试的 种

猎物 中
,

七 星瓢虫成虫对狭冠 网蜻若虫有较强 的选

择性 在一定 的空 间条件和相 同比例猎物存在 的条

件下
,

七 星瓢虫成虫对狭冠网蜷若虫的捕食率随猎

物和 自身密度的增加而下 降
,

即捕食者个体间有较

小 的相互干扰作用 一 在猎物密度不变

的情况下
,

七星瓢虫成虫对狭冠 网蜻若虫的捕食量

随 自身密度的增加 明显下 降
,

个体 间的干扰作用较

大 。 一
,

这 与曹世 勤叫
、

侯茂林等
。〕报道

的七星瓢虫成虫对麦蚜和烟蚜的捕食规律相同
。

本试验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完成的
,

捕食者与猎

物均处于相对简单的封闭环境 中
,

试验结果不能完

全反应捕食者在 自然状态下 的捕食能力
,

但仍对实

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同时由于条件所限
,

试验 中采

用 的七 星瓢虫成虫是未分雌雄 的混合种群
,

猎物也

仅为狭冠 网蜻 一 龄若虫
,

对雌雄个体各 自的捕食

功能反应 以及对狭冠 网蜷 一 龄若虫 和成虫 的捕

食功能反应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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