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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田释放七星瓢虫对烟蚜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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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七星瓢虫释放对烟田烟蚜的防治效果及其初步生态效应,本研究开展了凉

山烟田七星瓢虫释放及烟田害虫和天敌种群消长调查试验.结果表明,释放七星瓢虫对烟

田烟蚜防治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释放后第1d的校正防效可达62.88%,之后第2d、第

3d逐步下降,分别为50.77%和39.42%.定殖扩散试验结果表明,七星瓢虫成虫在烟田释

放后扩散能力较强,释放后第1d调查时,在目标烟株上的定殖率仅为50.00%,而第2d、
第3d调查时在目标烟株上的定殖率均成为0.种群消长调查结果表明,目标烟田害虫以无

翅烟蚜的数量最高,平均单株蚜量可达15.06头/株,其次是有翅烟蚜,平均单株蚜量为

1.67头/株,天敌种类以烟蚜茧蜂和食蚜蝇为主.各种类害虫及天敌数量在瓢虫释放后均表

现出先减少后逐步增多的趋势,其中以无翅烟蚜、烟蚜茧蜂成虫和僵蚜在第1d调查时减

弱趋势较为明显,第1d调查时无翅烟蚜平均单株蚜量下降到7.05头/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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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revealthecontrolandecologicaleffectofCoccinellaseptempunctataonto-
baccoaphids,thepopulationandquantityofpestsandnaturalenemiesintobaccofieldswerein-
vestigat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leaseofC.septempunctatahadacertaineffecton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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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loftobaccoaphids.Thecorrectedmortalityratereached62.88%onthefirstdayafterre-
lease,andgraduallydecreasedto50.77%and39.43%ontheseconddayandthirdday,respec-
tively.TheresultsofdiffusingbehaviorobservationshowedthattheadultC.septempunctata
hadstrongdispersalability.ThecolonizationrateofC.septempunctatainthetargettobacco
plantwas50.00%at1stdayafterrelease,and0atthe2ndand3rddayafterrelease.Thepopu-
lationdynamicsofallkindsofpestsandnaturalenemiesbeforeandafterthereleasewerepre-
liminarilydetermined.Thenumberofwinglessaphidsperplantwasthehighestamongallthe
pestswithaverage15.06aphidsperplant,followedbythewingedaphidswithaverage1.67a-
phidsperplant.ThemainnaturalenemieswereAphidiusgifuensisAshmeadandSyrphidae.
Thenumberofpestsandnaturalenemiesshowedatrendofdecreasingfirstandthenincreasing
gradually.Thedecreaseofwinglesstobaccoaphid,tobaccoaphidcocoonbeeadultandstiffa-
phidwasobviousonthefirstdayofinvestigation,andtheaveragenumberofwinglesstobacco
aphidsperplantdecreasedto7.05headsperplant.
Keywords:tobacco;myzuspersicae;coccinellaseptempunctata;controlefficiency

  烟蚜(Myzuspersicae)属半翅目蚜科,是重要的农业害虫之一,可为害烟草、白菜、油菜、

桃树等多种植物,除直接刺吸危害外,还分泌蜜露引发植物霉污病,干扰植物的光合作用,严

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同时也是黄瓜花叶病毒(CucumberMosaicVirus,CMV)、马铃薯Y
病毒(PotatoVirusY,PVY)等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媒介.烟蚜自苗床至大田整个生育期均可

发生,流行时给烟草生产造成严重损失,严重影响烟草的产量和品质[1].目前,烟蚜防治最有效

的方法仍是化学防治.随着绿色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化学防治措施所带来的弊端,已

经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2].而作为害虫生物防治重要手段的天敌昆虫人工繁殖及释放已成为生

物防治研究的热点之一,绿色农业生产对天敌昆虫的需求也不断增加[3-4].
捕食性瓢虫作为优势天敌,在近100年的应用过程中,在世界各个农业生产区控害方面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88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成功引进瓢虫防治吹绵蚧,20世纪初

美国、欧洲等地区开始引进异色瓢虫防治蚜虫[5].近年来,中国不少学者研究了异色瓢虫、多异

瓢虫、小黑瓢虫、刀角瓢虫、龟纹瓢虫等对草莓、辣椒、番茄、枸杞、棉花、园林蚜虫和烟粉虱

的防控,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6-10].随着释放技术不断优化,多种天敌复合释放技术已经成为现

代生物防治应用体系中的研究热点.随着提高综合生态效应与保护农业生态安全逐步成为农业

植物保护工作的基准,人们开始着眼于针对指定的靶标农业生态系统开展天敌昆虫的选择与释

放工作[11].
而作为捕食性瓢虫的重要类群之一的七星瓢虫具有分布广泛、年发生代数多、适应性强、

产卵量高等特点[12],对蚜虫[13-14]、粉虱[15]、叶蝉[16]等重要害虫具有很强的捕食能力.1972年

Shands等[17]在美国缅因州释放七星瓢虫控制马铃薯蚜虫,但是没有发现七星瓢虫种群的建立.
Cartwright等[18]在1976—1978年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对七星瓢虫进行释放,最终在田间的

9种蚜虫上回收到七星瓢虫.目前,我国在七星瓢虫的人工饲料[19]、人工饲养[20-21]和生物生态

学特性[22-24]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报道,其中也有以烟蚜为靶标开展的相关研究 [25-28].尽管如

此,昆虫的发生规律及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均随气候、地形和寄主植物等生物及非生物因子的

改变而发生改变,且其在烟田定殖特性和潜在效应缺乏系统的研究数据.因此,该研究以七星

瓢虫为研究对象,开展其在烟田定殖及生态效应的初步研究,以期为其在当地烟草生产上的规

模化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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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供试七星瓢虫虫源由四川省烟草公司凉山州公司烟叶生产技术中心提供.用豌豆蚜和烟蚜在

人工培养箱内(28℃,相对湿度75%)大量繁殖饲养后,取生长发育时期一致的各虫态虫源备用.
1.2 试验设置

该试验在凉山州冕宁县回坪烟叶工作站附近烟田开展,设置释放瓢虫的处理田和不释放瓢虫

的对照田,处理田和对照田面积各为667m2,每个处理设置4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为667m2.
1.3 虫情调查方法

在处理释放田和对照田,采用定点定株调查,处理田和对照田各调查1000株烟,在释放前

和释放后1,2,3,20d分别调查记录处理释放田和对照田害虫及天敌种群组成及数量变化情况.
1.4 七星瓢虫释放

1.4.1 标记方法

取若干瓢虫成虫,置于0℃左右的低温下(冰箱)放置10min,以降低其活跃度.将标记材

料放入培养皿,之后放入10头左右的瓢虫再盖上培养皿的上盖,慢慢翻转几次,让标记材料

(黄绿色荧光粉)和瓢虫充分接触,之后将瓢虫转移到释放盒里备用.
1.4.2 释放时间

根据当地烟草生产实际,结合烟蚜虫口基数、天气等因素确定田间瓢虫释放为2020年6月

28日,烟苗处于旺长期.
1.4.3 释放数量

根据烟蚜虫口基数调查结果,释放瓢虫前处理烟田平均单株蚜量为16.70头/株,根据推荐

瓢蚜比(1∶300)~(1∶400)及1000株烟/667m2 的种植密度,最终确定释放七星瓢虫数量为

50头/667m2.
1.4.4 释放方法

释放前,对试虫进行一定时间的饥饿处理.释放时采用平行线均匀释放的方法,将释放盒

悬挂于烟株上,让其自由扩散定殖.
1.5 防治效果计算方法

根据释放前后调查到的烟蚜发生数量,计算释放七星瓢虫对烟蚜的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

死亡率(%)=
死亡数

供试总头数 ×100%

校正防效(%)=
处理死亡率-对照死亡率

1-对照死亡率 ×100%

1.6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DPS数据处理系统(V15.10)和EXCEL表格进行数据处理;采用Duncan新复极差法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烟田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结果

2020年7月调查到的凉山冕宁烟田害虫种类主要为烟蚜、鳞翅目害虫、烟盲蝽、叶甲、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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蜢等;天敌种类主要包括烟蚜茧蜂、食蚜蝇、草蛉、捕食螨、蜘蛛等,共计约20余种.
从虫口数量统计结果可见,害虫以无翅烟蚜的数量最多,平均单株蚜量可达15.06头/株;

其次是有翅烟蚜,平均单株蚜量为1.67头/株.天敌种类以烟蚜茧蜂和食蚜蝇为主,可偶见草

蛉、蜘蛛、捕食螨、棉铃虫齿唇姬蜂等(图1).

A为所有种类;B为除烟蚜以外的其他种类

图1 烟田害虫及天敌虫口数量

2.2 释放七星瓢虫对烟田害虫及天敌种群消长的影响

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瓢虫释放后第1d调查时各种类害虫及天敌数量均有所减少,第

2d、第3d调查时数量又开始上升,其中以无翅烟蚜在第1d调查时减少趋势最为明显,单株

蚜量从15.06头/株下降到7.05头/株,其次依次为蚜茧蜂成虫、僵蚜(图2).

A为所有种类趋势图;B为烟蚜发生消长趋势图;C为除烟蚜外其他种类发生消长趋势图.

图2 释放七星瓢虫前后害虫及天敌数量消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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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释放七星瓢虫对烟田烟蚜的防治效果

结果表明,释放七星瓢虫对烟田烟蚜防治具有一定的速效性,释放后第1d的校正防效可

达62.88%,之后第2d、第3d逐步下降,分别为50.77%和39.42%.在释放后第20d,由于在

对照田未调查到可统计计算的有效虫口,因此未进行防效计算.
2.4 七星瓢虫在目标烟田定殖扩散

从结果来看,释放前,处理田瓢虫虫口数量为0,在667m2 释放数为50头的情况下,释放

后第1天调查到的667m2 存活定殖的瓢虫数量为25,定植率为50.00%,且全部为本实验标记

的成虫,而释放后第2d、第3d,目标烟田调查到瓢虫存活定殖数量均为0,定植率均为0.

3 结论与讨论

瓢虫释放对目标烟田烟蚜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速效性,释放后第1d的校正死亡率可达

62.88%,但持效性较差,第2d、第3d校正死亡率就开始下降;瓢虫释放后在目标烟田的定殖

率较低.从本研究害虫及天敌种类调查结果来看,7月底凉山冕宁烟田害虫以无翅烟蚜为主,天

敌的优势种群为烟蚜茧蜂,这与蒲德强等[29-30]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对于瓢虫的调查结果不一致.
本研究在4次调查时均未调查到烟田自然发生的瓢虫,第2优势天敌种类为食蚜蝇,而蒲德强

等[29-30]的研究结果表明优势种类为烟蚜茧蜂、七星瓢虫、异色瓢虫、大草蛉和黑带食蚜蝇,分

析原因可能与地理环境、调查时间、气候变化等有关.
另外,本研究表明释放瓢虫对烟田烟蚜表现出一定的短时控害能力,从释放与防效性价比

的角度来看,把握精准释放时机以及确定精确的益害比对其高效利用都是十分重要.而蒲德强

等[30]研究表明,七星瓢虫在烟田的防蚜效果逐步增高,分析原因可能与释放次数和释放时烟蚜

的虫口时期有关.瓢虫释放对目标烟田烟蚜的优势天敌烟蚜茧蜂也有一个短时的影响,但是很

快其种群又上升起来.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瓢虫释放后在目标烟田的定殖率均较低,分析原因一是对于成虫,其

飞行能力较强,因此会飞离目标区域,影响其对目标烟田的控害能力.瓢虫在目标烟田的自然

发生率低,而烟蚜的其他天敌如烟蚜茧蜂和食蚜蝇的发生率却较高,这样一个平衡状态是否存

在于整个植物生长期,还是不同生长时期会有所不同,人工释放之后其在目标烟田的定殖率也

较低,而烟蚜茧蜂和食蚜蝇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发生率,优势天敌之间存在一个怎样的竞争关

系,后续相关研究正在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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