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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蚜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着落量和种群数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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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田间调查棉蚜种群数量和网罩棉苗测定其不选择性�采用 Duncan’s多重极差检验的数据分析方
法�对棉蚜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着落量和种群数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棉蚜对8个棉花品种具有不同的选择
性。对徐州142、鄂棉6号表现为明显的不选择性�对33B、SGK 抗虫棉、新高抗5号的选择性较强；棉蚜在8个供
试品种上的种群数量差别明显�徐州142和鄂棉6号上的蚜量远远低于33B、新高抗5号和 SGK 抗虫棉；同一季节
不同棉花品种上的蚜量增长速率不同�33B、新高抗5号和 SGK 抗虫棉上蚜量增长速率明显较快。在相同的棉花
生长阶段�33B、新高抗5号和 SGK 抗虫棉的蚜害指数明显高于其它供试棉花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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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是世界性分布的。
在棉蚜的长期防治实践中�一直以化学防治为主�加
之不合理的使用农药�导致棉蚜严重发生�棉蚜寄主
范围广�在我国北方地区不仅危害棉花�还危害瓜
类、石榴等蔬菜和果树。棉蚜以成蚜和若蚜群集于
棉花叶片背面和嫩茎上刺吸汁液�导致植株衰弱、
生长迟缓�成若虫分泌的蜜露则影响棉花正常的光
合作用和生理作用�污染棉花纤维和诱发霉菌寄生�
给棉花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1�2］。棉蚜对农药的抗
性激增�造成了农药的大量使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
环境�增加了生产成本［3�4］。目前生产上大面积推
广的转基因抗虫棉大都是转 Bt 基因�对棉铃虫、红
铃虫等鳞翅目害虫具有较好的控制作用�然而棉蚜
的发生危害表现得却较突出。因此�了解棉花品种�
尤其是转基因棉花品种的抗虫性�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试验通过对棉蚜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种群数量和

着落量的研究�为培育抗蚜棉花品种�有效地解决转
基因抗虫棉上棉蚜严重危害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室内试验　供试虫源采自河南科技学院试验田

棉花上自然发生的棉蚜�移接于 SGK 抗虫棉上�在
实验室人工气候箱内繁殖饲养�其后代供试验使用。
人工气候箱温度20±1℃�相对湿度60％～80％�光
照12L／12D。

田间试验　供试虫源系试验田棉花上自然感染

的蚜虫。
1．2　供试棉花品种

本试验选取3种类型的棉花品种�即高抗蚜虫
的品种为徐州142、鄂棉6号�中抗品种为冀棉10
号、鄂棉1247、德字棉4313和高感品种新高抗5
号、33B、SGK 抗虫棉（均为转基因抗虫棉）�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种质资源库与河南科技学院

棉花研究室提供。
1．3　棉蚜种群数量调查

分别于棉花3叶期、5叶期、7叶期、现蕾中期和
现蕾后期�在田间进行5点取样�每点20株�记录不
同棉花品种上的总蚜量�然后算出单株蚜量。
1．4　不选择性测定

精选细土�微施氮肥和磷肥�洒水�肥土拌匀后
装入花盆�播种各供试棉花品种�每品种3盆�移入
人工气候箱培养。待棉花长至4叶期�用尼龙网罩
棉苗�将室内饲养的有翅蚜移入养虫盆中�并置于网
罩内距棉苗25cm 上方开盆�每隔6h 观察1次�记
载各品种上有翅蚜的着落量�直到全部有翅蚜离开
养虫盆。每次试验放蚜400头。
1．5　蚜害指数

分别于棉花3叶期、5叶期、7叶期、现蕾中期和
现蕾后期�在田间进行5点取样�每点30个叶片�记
录叶片上的蚜量和被害程度�然后按下列标准计算
蚜害指数。0级无蚜虫�叶片平展；1级有蚜虫1～
10头�但叶片无受害状；2级有蚜虫11～50头�叶
片皱缩或卷叶未达半圆；3级有蚜虫51～100头�叶



片卷曲达半圆或半圆以上；4级有蚜虫100头以上�
叶片完全卷曲［5］。

蚜害指数＝∑级别×该级株数
调查总株数×4 ×100％

1．6　数据处理

采用 Duncan’s多重极差检验法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棉蚜对不同棉花品种的选择性

表1　不同棉花品种上棉蚜的着落量
Table1　Landing amounts of cotton aphid on different varieties

品 种
Varieties

着　　落　　量　（头／盆） Landing amounts （heads／pot）
1h 6h 12h 18h 24h 平 均

Average
比较结果

Difference significance
徐州142Xuzhou142 10 14 14 16 20 14．80 D
鄂棉6号 E’mian No．6 8 12 14 14 17 13．00 D
冀棉10号 Jimian No．10 20 25 29 27 32 26．60 C
鄂棉1247E’mian1247 24 22 28 36 40 30．00 C
德字棉4313Dezimian4313 21 27 32 35 42 31．40 C
新高抗5号 Xingaokang No．5 29 37 35 46 51 39．60 B
33B 34 39 47 45 58 44．60 A
SGK 抗虫棉 SGK 22 30 42 46 57 39．40 AB

　　由表1可知�棉蚜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分布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通过对5次棉蚜着落量的统计分
析�8个棉花品种上蚜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F＝
39．33�F0．01�（7�28）＝3．36）。最初1h�33B 蚜量最
多�新高抗5号、SGK 抗虫棉、鄂棉1247、冀棉10号
蚜量较少�鄂棉6号和徐州142蚜虫的着落量最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翅蚜有逐渐向蚜量较大的品种
聚集的趋势。12h 后�33B、SGK 抗虫棉、新高抗5
号、德字棉4313、鄂棉1247和冀棉10号的蚜量逐
渐上升�鄂棉6号、徐州142的蚜量基本保持不变�
且维持在较低的蚜量水平。24h后�33B和 SGK 抗

虫棉蚜量最多�鄂棉6号和徐州142蚜量虽然有所
增加但不明显�其余品种的蚜量均介于二者之间。
棉蚜在同一品种上的着落量在不同时间内差异达显

著水平�1h 和6h 的蚜量差异不大�但与12h、18
h、24h 的蚜量差异显著。由此可知�棉蚜对33B、
SGK抗虫棉、新高抗5号选择性最强；而对德字棉
4313、鄂棉1247、冀棉10号选择性次之；对鄂棉6
号、徐州142选择性最弱。
2．2　棉蚜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种群数量动态和蚜

害指数

表2　不同棉花品种上的棉蚜种群数量
Table2　Population amounts of cotton aphid on different varieties

品　种
Varieties

蚜虫数量（单株蚜量） Population amounts of cotton aphid
3叶期

3—leaf stage
4叶期

4—leaf stage
5叶期

5—leaf stage
现蕾中期
Medium
budding

现蕾后期
Final

budding
平均

Average
徐州142Xuzhou142 8 15 20 26 31 20．00C
鄂棉6号 E’mian No．6 10 32 21 37 45 29．00C
冀棉10号 Jimian No．10 6 48 80 116 135 75．00BC
鄂棉1247E’mian1247 8 39 72 108 130 72．40BC
德字棉4313Dezhimian4313 11 42 94 127 146 84．00BC
新高抗5号 Xingaokang No．5 11 72 213 349 520 233．00A
33B 5 84 236 365 492 236．40A
SGK 6 85 258 395 529 254．60A

　　从表2可知�不同棉花品种上的棉蚜种群数量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达极显著水平（F＝6．15�
F0．01�（7�28）＝3．36）。棉蚜的种群数量随着棉花的生

长在持续增加�但不同棉花品种上棉蚜的种群数量
增长幅度不同。在徐州142、鄂棉6号上棉蚜的种
群数量一直保持在较低数量的状态下增加�最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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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蚜量45头。新高抗5号、33B 和 SGK 抗虫棉尽
管在3叶期与其它棉花品种上的单株蚜量没有明显
差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单株蚜量迅速增长。在棉
花处于5叶期时�单株蚜量已分别达到213头、236
头和258头；特别是在棉花现蕾后分别高达520头、
492头和529头。导致棉花植株矮小、叶片畸形、卷
曲和叶色褪绿�对棉花的正常生长发育造成严重影
响。在冀棉10号、鄂棉1247、和德字棉4313上�各
生长阶段的蚜量均介于上述两类品种之间。因此�
棉蚜的种群数量与棉花品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抗

蚜品种如徐州142�鄂棉6号上�尽管有少量的蚜虫
存在�但不足以构成对棉花的危害�相反在新高抗5
号和33B、SGK 抗虫棉上�单株蚜量随着棉花的生
长急剧增加；由表3可知�在不同棉花品种上的蚜害
指数和棉蚜的种群数量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在棉花
3叶期�蚜害指数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但随着棉花生
育期的推移�差异在逐渐增大。在现蕾后期�新高抗
5号和33B、SGK 抗虫棉上的蚜害指数分别高达
91．58�89．50和87．10�严重地影响了棉花的产量和
品质。

表3　不同棉花品种上的蚜害指数
Table3　Damage index of cotton aphid on different cotton varieties

品 种
Varieties

蚜 害 指 数 Damage index of cotton aphid
3叶期

3—leaf stage
4叶期

4—leaf stage
5叶期

5—leaf stage
现蕾中期

Medium budding
现蕾后期

Final budding
徐州142Xuzhou142 1．50 3．00 3．98 5．14 6．17
鄂棉6号 E’mian No．6 2．00 6．37 4．18 7．36 9．00
冀棉10号 Jimian No．10 1．12 9．50 16．00 23．07 26．85
鄂棉1247E’mian1247 1．58 7．76 14．30 21．46 23．60
德字棉4313Dezhimian4313 2．16 8．36 18．70 24．39 29．04
新高抗5号 Xingaokang No．5 2．20 15．30 42．40 69．00 89．50
33B 0．99 16．72 46．95 72．60 87．10
SGK 1．18 18．20 51．00 78．58 91．58

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棉蚜在不同抗虫棉花品种上

的着落量和种群数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可能是由
于棉花品种的不同形态特征以及次生代谢物质的种

类和含量不同�对棉蚜的生长发育具有显著的影响。
但棉花的抗蚜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形态抗性、
生化抗性和诱导抗性三个方面的内容［6～8］。棉株
的形态特征、次生代谢物质�还是被危害后诱导产生
其它的抗性物质�在棉花抗虫的过程中�究竟是哪一
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目前还不清楚�尚需进一步的研
究。近年来随着抗虫棉品种的大面积推广种植�引
起棉田害虫种群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地区棉田棉蚜、
棉盲蝽等刺吸式口器害虫种群呈现上升的趋势�局
部地区甚至出现暴发［9］。大田生产中�由于抗虫棉
田用药次数与用药量大幅度减少�失去了对棉蚜的
兼治效果�从而使棉蚜发生呈现加重趋势�成为抗虫
棉田的重点防治对象。再加上棉蚜是典型的 r 类型
害虫和抗药性急剧增强�极易暴发成灾�于是成为生
产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本试验研究表明：在大

面积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地区�棉蚜有发生数量大、
时间长和危害严重的特点。因此利用棉花抗蚜机制�
培育抗蚜棉花新品种�以期解决棉蚜危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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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ing amount and population
number of cotton aphid on different cotton varieties

WANG Hong-liang1�2�WANG Bing-li1�ZHOU Lin3
（1．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nxiang�He’nan453003�China；2．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Y 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3．Forest ry Institute of He’nan�Zhengz hou�He’nan450008�China）
　　Abstract： Population amounts and non-preference of cotton aphid （Aphis gossypii Glover） were investigated
in different cotton varieties．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uncan’s multiple test．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as obvious difference in non-preference of the winged aphids to cotton varieties．The aphids weren’t attracted
evidently by Xuzhou142and E’mian No．6�but were attracted strongly by Xingaokang No．5�33B and SGK
insect-resistant cotton．The population amounts of aphid on the Xuzhou142and E’mian No．6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on Xingaokang No．5�33B and SGK insect-resistant cotton．The amounts of aphid on different varieties
were all increased with the growth of cotton during the investigated period�and they were increased more quick-
ly on Xingaokang No．5�33B and SGK insect—resistant cotton than other cotton varieties．Damage index on
33B�Xingaokang No．5and SGK insect-resistant cotton was higher than on other experimental cotton varieties
at the same growth stage of cotton．

Keywords： cotton aphid；cotton variety；population amount；landing amount；damag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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