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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甘草胭脂外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
∋

口杨彩霞
∋ ∋

高立原 张治科 泞夏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银川 () �� ��

摘 要
∗ 通过对甘草胭脂蜂+,∀ 甲−./∀ 0−∀ /1 2 32 45 312 1 6的 田间调查

,

生活 习性
、

发生规律
、

自然种群

生命表以及综合防治试验研究
,

结果表明
∗ 该虫一年发生一代

,

成 虫寿命 ( 一 7�8
,

卵以 卵袋的形式产于

�一 9 : 的土壤中
。

% 月上 旬成虫羽化
、

交尾后入土产卵分泌 白 色棉团状 卵袋
。

秋
、

冬季
,

一部分若 虫在

寄主上越冬
,

另一部份若 虫和 少量 卵在土壤 中的卵袋 内越冬
。

以一龄若 虫寄生甘草根部并造成严重

危害
,

使植株根部腐烂枯死
。

根据 以上 生物学特性与发生危害情况
,

进一步开展 了田 间分布型调 查
,

组建 了甘草胭脂蜂 自然种群生命表
,

开展了室内胭脂蜂发生与土壤含水量关 系实验
。

利用改 变栽培

方式
、

局部露根治 虫的措施
,

轮作可降低害虫 的危害
。

田 间进行了化学药剂的筛选
,

采用辛硫磷
、

毒死

蟀
、

白僵 菌杀虫剂在秋
、

春季
,

分别对成 虫
、

若虫活动始期和一龄若 虫上寄主的关健防治适期进行防

治取得 了良好的防治效果
。

关键词
∗
甘草胭脂娇 发生规律 综合防治

甘草是我 国西北干旱
、

半干旱地 区 的重要药用

与固沙植物
。

甘草产业也是宁夏
”

十五
”

以来 中药现

代化基地以 及产业化发展的支柱产业
。

目前人工围

栏与种植 面积达 7� 多万 −澎
,

该植物群落是 当地生

态环境与草原保护的重要植被景观
,

对改善草原的

生态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但因大面积连片种

植后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环境
,

使原生地下害虫甘草

胭脂 蚜 ,∀ /, −.
/之6, −∀ /1 2 32 户

∗3
; +<12 4 6发生 猖撅

,

成

为人工甘草毁灭性的重大害虫
。

经 �� ��
一 ��� ) 年不

同种植 区调查被害面积 � � ; = � >
,

局部 严重达 ( � >
,

甚至绝产
,

严重阻碍了人工甘草产业的顺利发展
。

本

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系统深人地 开展 了害虫生

物学
、

生态学及综合 防治技术 的研究
,

为甘草产 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 的科学技术支撑

一
、

材料与方法

收稿 日期
∗

� �� ) 一 7� 一� �

修回 日期
∗
� ��  一� � 一� 

7
∃

材料

+7 6虫源调查 ∗ 宁 夏大武 口 灵苑 什草种植基地
,

盐池高沙窝村
。

田间调查根据 甘草不同生长 发育期

与胭脂纷不同虫期相结合
,

分别进行定期
、

定点野外

甘草植株害虫危害情况的调查
,

结合室内饲养观测
,

记录观察 了种群
、

个体的发育 与生活世代
。

+�6 供试药剂
∗
辛硫磷 可溶性粉剂 +江苏 连百 港

农药厂 6
,

= �> 毒死蝉乳油 +浙江仙居农药厂 6
,

自概菌

原粉 +中国农科院生防所 6
,

毗虫琳 +江苏连 石港农药

厂 6
。

∋ ∋

7� %

国家科技部
“

十五
”

科技攻关计划西邵专项 +?∀∀ ?≅ Α Β �Χ ΑΔ �6 ∗ 宁夏地道沙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

负责人
∗

蒋 齐

联系人
∗ 杨彩霞

,

研究员
,

从事中药材病 虫害防治技术研究
,

ΕΦ #∗ �Β ) 卜) �= = %= 

〔Γ
∀ /# 8 ΗΦ记29

Φ
12 8 ΕΦ

Φ −2 ∀ #。邵观
。8 Φ /2 兹以 3∀ 2

∀Ι 了’/口才77�如耐 ϑ− 32 ΦΚ Φ

肠8 39 32Φ
“刀己凡五扰Φ / 31 ΛΦ 8 3∀ 1

〕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宁夏中药材产业

�
∃

方法

+#6 生活史
、

生活习性研究
。

� 生活史
�
采用室 内饲养与野外调查

、

实地观察

相结合
。

在宁夏该虫  年完成一代
,

以若虫在 白色丝

状卵袋中或寄生甘草根部表皮越冬
。

! 生物学 习性 的观察
�

若虫期 以野外挖甘草根

部对不 同时期虫态观察 为主
,

成虫期分别采用室内

外饲养观测相结合方法进行
,

将野外发育成熟珠体

采 回室内
,

放置盛有湿沙土的器皿 内
,

观察成虫羽

化
、

交尾
、

产卵等习性
。

同时对甘草胭脂蚜危害进行

了不同土壤深度 自然感虫试验
。

∀ #∃ 空间分布型调 查
。

� 调查方法
。

采用顺序 间隔抽样方法
,

于  % %&

年 ∋ 月  ( 日
,

在 宁夏盐池县高沙窝人工种甘草地对

甘草胭脂蛤的空间分布进行调查
。

 尺行长甘草为一

样点
,

记 载土层 下  () ∗ 深处 的虫 口 数量 ∀ 因蚁壳虫

危害部位是甘草根冠部 ∃
,

顺行每样点间隔 +∗ ,

行间

隔 ,行
。

共调查 − 块地
,

约  ,,( ∗ . ,

取样点 / ( / 个
。

! 空间分布型适合度卡方 ∀扩∃拟合
。

将 田间调查

的不同样地数据整理成频次分布表
,

计算各样地虫

口 密度 ∀∗ ∃
、

方差 ∀ & # ∃
,

根据理论频次分布公式求出潘

松分布
、

核心分 布
、

负二项分布
、

二项 分布型 的理论

频次
,

与各样点实地调查频次进行 比较
,

经 卡方 ∀ 0 , ∃

检验是否符合某种理论分布型
。

1 聚集度指标的检验
。

2 3 34 5 + 指标
� 67 、

89∗
一 ∀、’

为样本方差
, ∗ 为样本均数

,

下同∃
。

当  : ( 时为均匀

分布
,

当  7 ( 时为随机分布
,

当  ; ( 时为聚集分布
。

<+ 3 => ∗ ? 9 ∗ 指标 �
当 ∗ ? +∗ :  时为均匀分布 ∀∗ ?

为平均拥挤度 ∃
,

当 ∗ ? 9∗ 二  时为随机分布
,

当 ∗ ? 9 ∗

;  时为聚集分布
。

≅Α ΒΧ ΔΕ 指标 �

ΔΕ7 粤
。

当 ΔΕ :( 时为均匀分

布
,

当 ΔΕ 二3 时为随机分布
,

当 ΔΕ ; ( 时为聚集分布
。

扩散系数 Δ � Δ77Φ 夕无
。

当 Δ: + 时为均匀分布
,

当

Δ7  时为随机分布
,

当 Δ ;+ 时为聚集分布
。

负二项分布 中的 ≅ 指标
� ≅ 7 分介

#一

习
。

当 ≅ : 3 时

为均匀分布
,

当 ≅ 升
Γ Η) 时为随机分布

,

当 ≅ ; ( 时为

聚集分布
。

∀ ,∃ 不 同土壤含水量与成 虫羽 化及产 卵率的实

验
。

将沙土烘箱烘干
,

分成 Ι 组
,

每组一个处理
,

一次

重复
,

每个处理瓶内分别放置  ( 飞 干沙土
,

然后加人

不 同含量的水
,

拌均后埋人介壳虫的珠体
,

观测 成虫

羽化产卵率
。

对照组将珠体放人瓶 内干质干沙内
,

观

察羽化结果
。

∀ −∃ 甘草胭脂蜂危 害深度的试验
。

采用随机 & 点

取样
,

每样点 & 株
,

挖根检 查不 同土壤深 度
,

甘草上

胭脂蚁寄生的有虫株
、

虫 口数
,

统计被害率
。

∀ & ∃胭脂蜂成 虫产卵深度的调查
。

在成虫产卵期
,

采用随机 & 点取样法
,

每样点取  时
,

垂直剥开土层统

计不同深度卵袋数
,

统计分析
。

∀Ι∃ 甘草胭脂娇危害不 同土壤深度的 自然感 虫

试验
。

甘草胭脂阶主要危害人工种甘草
。

经野生甘草

与人工甘草 的对 比调查发现
,

因野生甘草根头与地

表深 ,() ∗ 以上
,

侧分枝生长点分散
,

不利该虫活动
、

寄生寄主 ϑ 人工甘草苗栽一般根头浅
,

巧 ) ∗ 左右
,

根

头浅且分枝集 中
,

有利于胭脂蚁若虫人土寻找寄主
,

定居吸食营养
,

从而造成 危害
。

在 #(( #一#((& 年对全

区甘 草种植地胭脂蚁危 害情况进行 了广泛的调查
,

并对胭脂纷的垂直分布
、

为害部位进行研究 和分析
,

初步证明
�
胭脂蚊的适宜分布深度在 Ι一巧) ∗ 之间

,

为害致死甘草部位 在根头及 临近枝条 的生 长点上
。

此结果需要 通过 田间试验加 以进一步验证
,

因此
,

#( (, 年 & 月 # 日在大武 口 灵苑公司甘草胭脂蚁 重

发地
,

甘草 当年采挖后
,

重新进行甘草苗栽不 同深度

的 自然感 虫试验
,

验 正感虫结果
,

到 #∀Κ ∃− 年 / 月  −

日进行危害株率
、

发生程度的调查
。

调查方法
�
选择胭脂蛤为害重的田块 (Λ − 亩

,

均

分为对照和处理 田
,

选用 # 年生 ∀苗栽 ∃甘草种植
。

对

照田种植深度为 ∀常规种植 ∃Φ) ∗ 、

处理 田 ∀ 自然感虫 ∃

为 #&) ∗ 。

随机 & 点取样
,

每样点 & 株
,

挖根检查不 同

土壤深度
,

甘草上胭脂 蛤寄生 的有虫株
、

虫 口数
,

统

计被害率
。

∀∋ ∃ 自然种群生命表
。

于 #(( # 年
、

#( ( , 年
、

#( (−
年 , 年时间对甘草胭脂蛤的卵

、

若虫
、

珠体及成虫 的

各虫期的起始数量进行统计并 跟踪调查
,

详细记 录

各虫期 的虫 口数量及死亡数量
,

采用徐 汝梅 的方法

〔『
3 4+ > Μ5 Ν) 二

5 逆口 Α . Ο5 5 ΠΒ 3 +。邵蒯>山4Β 众ΕΘ Ν3 Β
3Ρ Ο4 口> ΝΘ Ν3 Β以 ΔΠ ΝΒ 5 Φ 5

25 > Ν) ΝΒ5 ΕΒ > 2以5 4Ν Ε

25 >Ν)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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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表进行组建并分析
。

+%6 防 治试验
。

选择 = 种毒力较高适合于防治地

下害虫 的杀虫剂进行 了田间小 区与大面积药剂防治

试验
,

每种药剂 Δ 次重复
,

采用根部灌药和施毒土方

法进行
。

农户种植地 防治面积为 #− : ? ,

选择乐斯本
,

毗虫琳
,

辛硫磷
,

白僵菌
,

分别在胭脂阶 的产卵
、

若虫

+珠体末形成前 6期和成虫期进行
。

二
、

结果与分析

7
∃

生活史与生活习性

年发生一代
。

% 月上 中旬成虫羽化期
,

成虫雌
、

雄

异体
,

雌成虫无翅型
,

雄虫有翅
,

成虫 羽化 多在上午
,

7�
∗

∀∀
一 7 ∗

= 块样地潘松分布
、

核心分布
、

二项分布的适合

度卡方 +5
,

6值均远大于相应 自由度下 �
∃

� 7 显 著水平

的卡方 +5
?

6值
,

表明甘草胭脂蚁 田间分 布属于这 Δ 种

分布型的概率小于 �∃ �7
,

即该虫极不适合这 Δ 种分

布型
。

但样地 7
、

� 负二项分布的适合度 卡方 +才6值非

常接近相应 自由度下 � ∃� ) 水平 的卡 方 +5
,

6值
,

样地

Δ
、

= 负二 项分布 的适合 度卡方 +扩6值均小 于相应 自

由度下 �
‘

�) 水平 的卡方 +Μ? 6值
,

表 明甘草 胭脂蛤 田

间分布属于负二项分布的概率大于 �∃ � )
,

即该虫 田

间分布特征符合负二项分 布型
。

+�6 聚集度指标检验结果
。

表 7 甘草胭脂蛤频次分布统计表

虫口

+头 6

频次 虫 口

+头 6

频次

样地 7 样地 � 样地 Δ 样地 = 样地 7 样地 � 样地 Δ 样地 =

� %Δ Β( 7 = % 7 ) 7 7  � 7 � �

#�

#=

# 

#(

Χ(

#%

� ��Χ,乙,一

,
苦

2,=

���7��

�Δ

��

�=� �(�ΒΔ)=�=))Δ

��

��

=只(
�� !∀#∃∀%&
气、∋&∀

∀%%!(()

& & 为羽化高峰
,

一头雄虫可与

其它雌 虫多次交尾
,

雄虫交尾

∗一 (+ 死亡
。

, 月下旬 一 − 月上旬

成虫产 卵
,

卵产在 卵袋 中
,

雌虫

于缩死亡
,

− 月 中旬后一部分若

虫活动寻找甘草
,

在根部寄生越

冬
,

另一部分若虫在土壤中的卵

袋 内越冬
,

翌年春暖 .! 月 中下 /

气温上升
,

若虫出卵袋活动寻找

寄主
,

( 一 ) 月 中旬形成蚁壳固定

甘草危害
,

造成甘草植株死亡
,

)

月下旬老熟幼虫停止取食
,

开始

预蛹
,

雄蛹 为紫红 色裸蛹
,

蛹期

) 一 0 1+ 不等
,

, 月上旬成虫羽化
。

∀
2

空间分布型调查

田间调查数据见表 %
。

依表

3 统计出各样地抽样数
、

平均数

及方差
,

见表 ∀
。

. 3/ 空间分布型适合度卡方

.扩/检验结果
。

求出各分布型卡方 .4
,

/值

后
,

再依各分布型理论频次 自由

度分别查得 &2 & ( 和 &2 &% 显著水

平下的卡方 .才/值
,

比较结果见

表 ∗
。

∀

∗

!

(

5

)

,

−

3&

33

3∀

3∗

3!

3)

3 3

巧 ∗ % & & 5( % & & &

表 ∀ 各样地平均数及方差

样地号

样地 %

样地 ∀

样地 ∗

样地 !

抽样数 平均数 方差

() ! ∗ ∀ %

%−
2

) 6 ) ∀

∀ ,
2

∗ ( 5 −

% (
2

5 ( ! (

% ∗& 〔7
8 93 + 从 :; # ; ;

<# + =;
; > # 8 3。邵乃0 1+; 9# 众<? 勿#

8 ≅’9硬沼 :? 动# 以 Α> :、
Β ;

Χ; + :Δ :#; <# + Χ。乙; 9 : < 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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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Λ ∀ ∀ / Φ

Χ 指 标
、

Ν# ∀ .8

: ∋ Ο: 指 标
、

Π Θ 2 ∀ ϑ1 指

标
、

扩 散系 数

ϑ
、

Π 指 标 对

甘 草 胭 脂 蚜

进 行 聚 集 度

检验
,

结果 见

表 =
。

由 表 =

显 示 结 果 可

见
,

所有 7Ρ �
,

表 Δ 空间分布型适合度卡方+5 ? 6检验结果

样地
潘松分布

Μ? Μ班陌

�Β ( (
∃

)ΒΒ = 7)
∃

) 7

( ( Δ
∃

%� +巧 7�
∃

) Β

= Β 
∃

) �� Β
∃

=Β

�� 
∃

))  % (
∃

%�

负二项分布

Μ汾 � 7 显著性

极显著

极显著

极显著

极显著

核心分布

Μ? Μ扮伪

Δ = = �
∃

�) = = (
∃

%�

Δ   
∃

% 7 ) Β 7�
∃

)Β

�  %=Β = ) % %+Μ6 )
∃

ΒΒ

� %�  7�
∃

�Δ Δ� )
∃

ΒΒ

二项分布

Μ ?州〕Σ

7 7 Δ=

7 
∃

% 7

Β
∃

� 7

Β
∃

� 7

显著性

极显著

极显著

极显著

极显著

2,
Ε

且只!1Φ八,‘
气、∋

2

⋯
&5
,Γ3,Η%%%

样地
Ι∀

%(
2

% 5 ,!

%(
2

( %5 !

! 5&− 5

(
2

& % ∗∗

Ι 加。

%∀
2

( −

%∀
2

(−

ϑ
%

, 3

∀ 3

显著性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Ι ∀

∗( %−
2

∀ !, ∗

−, %
2

∀ %) &

(∀ % ∗! ) ∗

∀∗ 5
2

! ! ! ,

Ι 洲以巧

%!
2

& )

−
2

! −

)
2

,∀

(
2

− −

Ι及& %

%, !,

%∗
2

∀ ,

%%
2

∗!

−
2

∀ %

显著性

极显著

极显著

极显著

极显著

肠%5%52 −2

(
2

− −

(
2

−− − ∀ %

+ 55∀∀

Κ Λ Μ Κ Ν 3
,

Α< Ν &
,

Α Ν 3
,

Ο Ν
表 ! 甘草胭脂蛤各项聚集度指标检验表

1
,

表明甘草胭脂蚁在田间呈聚集分布
。

综 上
,

用适 合度卡方 .4 ≅ / 拟合
,

该

虫符合负二项分布型
,

又经聚集度指标

检验该虫属于聚集分布
。

与田间调查该

虫生活习性相吻合
。

雌虫产一卵囊所含

卵粒平均达 %& (% 粒
,

卵囊 产于土 中
,

新

孵化出的若虫爬 出地表
,

开始爬行寻觅

寄主
,

因体小 活动能力弱
,

大多若虫都

尽可能在周边迅速找到寄主
,

从植株基

部土缝处钻到根部 固定吸食汁液
,

继续

危害完成世代
。

因此
,

可以 利用该虫在田间呈聚集

分布这一重要生态学特性
,

提出更为有

效的防治措施
。

∗
2

甘草胭脂崎危 害不 同土壤深度

的 自然感 虫试验

样地号 拥挤度 Χ Λ %才旨标

% % − %5

(
2

− ! %

%(
、

! .汉/

%∀ ∗ ∗ ∗

Χ Λ ΜΧ 指标 Α<
指标 扩散系数 Α

%5
2

∗5∀ ∗
2

5 ,& ∀
2

5 ,& %∀
2

− % 5

,
2

) ,∀ ∗
2

& −∀ ∀
2

&− ∀ 5
2

−! %

%)
2

%∀ − −2 − &5 ,
2

−& 5 %5
2

!.Ι/

%∗
2

(& ) % %
2

(&! %&
2

(&! % ∗
2

∗∗∗

Ο 指标

&
2

∗ )∗

&
2

! ) ,

&
2

% %∀

&
一

& − (

表 ( 甘草移栽与胭脂蚜危害深度试验 大武口

∀( ; Κ

∀ .Ι/ !
2

,
2

%!

Β; Κ

样点
无 虫株 有虫株 虫 口数 危害率Π 无虫株 有虫株

∗ ∀

3 !

虫 口数 危害率Π

)

35

3,

&

一、�,
口

‘∃, 才!Φ1!3,&Θ∃11

合计 ∀ −

从表 ( 统计明显看出
Ρ 种植深度在 ∀ (Δ Κ 以下

,

基 本避 开胭脂蛤 对根 头 的为害
,

危 害率 仅 ,Π ϑ 在

ΒΔ Κ 种植深度危害率为 )( Π
,

效果十分明显
。

所以
,

无论从调查和试验结果看
,

甘草苗栽深植 . ∀(
Σ ∗&Δ Κ /

是 目前农业 防治措施 中
,

抑制甘草胭脂纷危害
,

减少

产量损失的有效方法之一
。

!
2

不同土壤全水量与成虫翌鱼互产卵奎的塞验

甘草胭脂蚁 的发生与土壤 湿度有密 切的关系
,

为 了深人 的 了解胭 脂蚜 繁殖 与土壤 环境 的依存关

系
,

于 ) 月 ∗% 日从高沙窝乡采回 甘草胭脂蚁成熟蛛

体 %,5 头 以供实验
。

方法是将沙土烘箱烘干
,

分成 5

组
,

每组一个处理
,

一次重 复
,

每 个处理瓶 内分别放

置 98 飞 干沙土
,

然后加入不同含量的水
,

拌均后埋人

介虫的蛛体
,

观测成虫羽化产卵率
。

对照组将蛛体放

入瓶 内干沙土内
。

结果见表 5
。

根据表 3
,

可看 出经室内不 同土壤含水量 的观

测
,

初步证明
,

胭脂阶蛛体暴露 于干燥的无适易的湿

度
,

成虫不能羽化
。

瓶内土壤湿度在 ( 一 ∀( Π间
,

成虫

〔7
8

93+ ΤΔ :Δ 二
; 记Υ “∀ =;

; >#8 3硬哟ΜΧ ++; 9# 众以 :8 #
8 =9 敌3:? :8 # 以 Α> : # ; Β ;

Χ; + :; :# ; +刀 + Χ山; 9 :< Χ; +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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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羽化
,

但 湿度在 ��
;
�) > 时

,

湿度过大产 卵量 明

显下降
。

此外
,

成虫羽化率平均为 = �
∃

�>
,

产 卵率达

� �∃ )>
,

这种 生殖特点
,

在生 态学 称之为 , 对 策者
,

因该壳虫存活的生境不稳定
,

尤其是若虫传播期种群

得 出直线方程见表 7 7
。

由+表 7� 6Τ 值可见
,

Π Χ 即卵

期 的 Τ 值最大其 次珠体期
,

表明卵期
、

珠 体为关键虫

期
,

影响其因子为关键因子 +不育
、

寄生
、

其它 6
。

(
∃

盆草胭脂娇防浪达验

密度受环境 条件的影响
,

可常

剧烈的变动易造成死亡
,

但 因

其个体繁殖量大
,

从而保持 了

该虫种群的稳定性
。

)
∃

胭 月葺址产卵邃度的调

查

胭脂蚁 成虫 钻 人土壤 产

卵的深浅
,

对 若虫 的活 动传

播
、

寻找寄 主有密切的关系
,

也对 采各种取 防治措 施起 十

分重要的作用
。

结果见表 (
。

从表 ( 可看 出
,

该虫人土

产卵深度最适深度为 � 一  9 :
,

而且成虫活动爬行缓慢
,

田 间

观察
,

在 甘草植 株附 近直 径

7� ;
)�

9 : 范围内活动
,

就近 入

土产 卵
。

该生物学 习性 的观

察与调查
,

为开展
、

成虫
、

若

虫 的综合 防治提供 重要 的科

学依据
。

 
∃

甘草胭脂步生命塞

+#6 组建生命表
。

通过 Δ

年 对胭 脂纷 生物学 的调查 研

究
,

分析 整理相关 资料 +见表

%
,

表 Β6 组 建 了生命表
,

并作

了相关因子的分析
。

+� 6 Π 值分析法
。

以年份

为横坐标
,

Π3 为纵坐标
,

见图

#
。

由图 #
,

ΠΔ 和 Π Χ的曲线较

接近于 Π 曲线图
,

表明卵期和

珠体时 的因子对世 代影 响 明

显
。

其因子主要是卵期不育和

珠体寄生
。

+Δ 6Τ 值分析法
。

由表 7�

表  土壤含水量对成虫与产卵的影响

含水量 :#

虫数+头 6

羽化成虫+头 6

成虫羽化>

产卵

产卵>

7� 7) � � � ) ϑΠ 平均>

7 � 7�#�(

��

)%
∃

Δ

=

= 7
∃

 = 7
∃

 

�

� = �
∃

�

�

� � �
,

)

7� )�Δ)�

表 ( 胭脂蛤卵囊深度调查 盐池 � +Μ 6Δ
、

Β

深度+
Φ : 6

卵囊数

��

��

合计

表 % 甘草胭脂蚜自然种群生命表

虫期 8 5 Υ
ς5 Κ5 各期时 & # 的 累计 逐期

+> 6 +> 6 死亡率+> 6 死亡率残存率
Π 数值

�、∋Ε、�&−
&&叮伟产Γ内、∋

2
ς,
2!,!≅4

卵. Ω 0 / ) 5−
2

&./ ! & ∀ 刀3 不育
、

其它 (∀ ∀, !)
2

) ∀

若 虫 ∗ 55 −− ∗∀ −
2

5 ( 越冬
、

其它 ,−
2

,∗ %&
2

%)

珠体 ∗ )
2

∗∗ % 5 ∗ ∗ 寄生
、

其它 ! ∗
2

) ( ( 5
2

∀(

成虫 ∀ %
2

& & ∗∗ ∗ 自然死 亡 %(
2

,) ,!
2

%∗

正常成虫 % )
2

5 ) 5
2

−5 自然死亡 ∗−
2

∗ − 5 &
2

5 %

雌 4 ≅ % &
2

) %

(∀
2

∀,

! ∀
2

,)

∀
2

%∀

&
2

! ∗

& − %

( ∀ ∀ ,

− (
2

%(

− )
2

∀ )

− )
2

)&

− ,
2

5 %

! )
2

) ∀ & ∗ ∀

&
2

−−

&
2

∀ (

&
2

& ,

&
2

∀∀

表 − 不同年份各虫期 Ο: 值

虫期 ∀ .Ι/ ∀

&
2

∀ − %&

&
2

− −∀−

&
2

% ,) %

&
2

&− ∀ ,

&
2

∀ % )(

%
2

) , %∀

∀ .Ι/ ∗

&
2

∗,) ∀

&
,

− − ∗5

&
2

∗& %&

&
2

&− &∀

&
2

∀ % ) (

% − ,− (

∀ & &! 平均

&
2

∀ − ∀ !

&
2

−− %!

&
2

∀ ) − ,

& & ! ∗(

&
2

∀ %)(

%
2

,∀ ! )

. /∗ ∀ % ∗

& − −∀ 5

&
2

∀ ! − −

&
2

& ) ( 6

& ∀ % ) (

%
2

, ( 5 ∗

Ο0Ο≅Ο∗Ο!ΟΤ卵. Ω 0 /

若 虫

珠体

成虫

正常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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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甘草胭脂蜂卵与若虫的药剂防治试验
。

利用胭脂蚁 的产丝产卵
,

以 若虫在 卵囊 内越冬

的习性
,

是该虫生活史 中较薄弱的环节
,

抓住这一关

键时期
,

采用悬耕机秋耙除草破 碎卵块
,

同时结合施

药触杀若虫
,

减少下一年 的虫

甘 草根部开始为害
,

经调查植 株被害率 7 � �>
,

虫 口

数量各异
。

珠体初步形成
,

固定在甘草根部长期吸食

营养
。

同时进行不同药剂防治试验
,

采用根部灌药液

Π#Π?ΠΔΠΔΠΗΠ一Ξ��ΞΞ

口密度
,

调查见表 %∀
。

药 剂试 验 及 操 作 方 法
Ρ

“

乐 斯本
” %∀ & Κ 3Μ亩

, “

辛 硫 磷

颗粒 剂
”

含量 ∗ Π
,

≅ Ψ Ζ Μ亩
,

施

药前用悬耕机除草
,

将地表土

层 土壤 耙 磨 成 粒 径 为 ∗ Κ Κ
,

厚度为 %(Δ Κ 的虚层土壤 以达

到破碎卵块 目的
,

施 药后再耙

磨 % 次
,

将 药压实
、

均匀分部

土层
。

试验地设 置
Ρ 防治面积 )

亩
, “

乐斯本
”
∀ 亩

, “

辛 硫磷 颗

粒剂
”
( 亩

。

减 退 率
二 . 防 治前

一 防治

后 / Μ防 治 前 4 3& & Π 二., ,
一 ( /Μ

, , 4 3 & &Π [ − !
2

∗Π

从结 果看机 耕对 卵襄有

很大破坏作用
,

卵块减退率达

−!
2

∗Π
,

但破碎后卵粒能否正

常发育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

. ∀/ 不 同药 剂
、

不 同施 药

方法对甘草胭脂娇寄生的影

响
。

∀ & & ( 年 ! 月 ∀% 日在 盐

池高沙 窝冯记 圈选择 一块往

年胭脂蚜 发生的甘草地
,

随机

98 点取样
,

每样点 ∀ 株
,

检查

根部 %& Δ Κ 深处
,

统计若虫虫

口 数见表 %∗
。

甘草 胭脂 蚁 一年 发 生 3

代
,

以 初龄若虫在土中的蜡丝

卵囊内越冬
,

次年春活动
。

由

上表调查结果显示
,

若虫寄生

∀
2

& &

%
2

( &

理
园 %

2

& &

&
2

( &

&
2

& &

图 % 影响胭脂蛤数量变动的关键因素分析

表 %& 以 Ο 值为横坐标
,

Ο: 为纵坐标
,

求出直线方程系数 ∴ 值

虫期 ∀&./ ∀ ∀ .Ι/ ! ∀&./ ∗

乡尸. Ω 0 /

若虫

蛛体

成虫

正常

艺

&
2

∀ − %& &
2

∀ − ∀! &
2

∗, )∀

&
2

− −∀ − &
2

−− %! &
2

−− ∗5

&
2

%,) % & ∀ ) −, &
2

∗& ] &

& & −∀ , &
2

&! ∗ ( & &− &∀

&
,

∀ %) ( &
2

∀ %)(

平均

& ∗∀ %∗

&
2

− −∀ 5

&
2

∀ ! − −

& & ) ( %

&
2

∀ %) (

%
2

,(5 ∗

&
2

∀ %)(

%
2

), % ∀ %
2

, ∀! ) %
2

− ,−(

Ο3Ο≅Ο∗Ο!ΟΤΟ

表 %% 直线方程系数 ∴值

方程

⊥ [ & ! −∀5 4 一 & ( − ! )

⊥ [ & .Ι/ 5 4 _ & − , % (

⊥ [ &
,

! ∗∀ ∀ 4 一 &
2

( (&5

⊥ [ &
2

& 5− ∀ 4 一 &
2

& ( ∗ 5

⊥ [ &
2

∀ %) (

&
2

!−∀ 5

&
2

&& 5

&
2

! ∗∀∀

&
2

&5 −∀

3勺%飞�!�勺ΟΟΟΟΟ

表 %∀ 机械破卵囊与药剂防治调查 高沙窝 ∀&& ∗2 −一 ∀ .Ι抖 2!

防前卵块数

防后卵块数

% ∀ ∗ ! ( 5 ) , − %& 艺

%, %% ∗ %∀ & 5 %! − % % ! , 只

样点 % ∀ ∗ ! ( 5 ) , − %& 艺

& & & & ∀ & ∀ & &

. ⎯
8

93+ ΤΔ :Δ 二
; < # + =;

; ># 8 3。邵乃0 1 +; 9# :α 以 :8 #

8 ≅’9<+ :α :8 # 以 Α> :#;
Β ;

Χ; + : ; :# ; + 刀己乃夕/砚; 9 :< Χ; + :Δ <
〕



���  第八卷 第一期 ★ ! ∀#∃ % & Ω
∃

#

和施毒土法
∗

� 乐斯本
、

毗虫琳
、

辛硫磷均稀释成 /( (

倍液
,

每株甘草灌药液 ,(( ∗ <
。

! 将稀释成 /(( 倍液

的辛硫磷以 +∗ < � &% 与干土混匀拌成毒土
,

每甘草根

部施 ,(飞 毒土
。

1 白僵菌  飞 粉剂 与 Φ3 Σ Τ 干土
、

 ( Σ Τ 水混匀拌成毒土
,

每甘草根部施 ,(( % 毒土
。

#( ( & 年 ∋ 月   日进 行 防效 调 查
,

挖 甘 草 下

 ( ) ∗ 深处调查 甘草根部被胭

采用点
、

片药剂防治
、

挖根晒虫的方法减少危害
。

通过上述综合措施 的实施
,

有效地控制了甘草

胭脂蚊的危害
。

三
、

结 语

甘草胭脂蚁是宁夏近年人工甘草危害严 重的害

脂蚁 寄生 情 况
,

每 点调查 &

株
,

统计寄生株数
,

见表  −
。

依公式 Η7  ( ( Υ ∀ Ε 一 5 ∃ 9 Ε
,

ς4 7  (( Υ ∀ς 5 一ς) Σ ∃9 ∀ + 一ς5 Σ ∃

∀式 中 Ε 为药前调查各样点平

均胭脂阶寄生甘草株 数
, 5 为

药后各样 点平均胭 脂蚁 寄生

甘草株数
,

ς5 为防治区寄生株

减退率
, ς)Σ 为对照区寄生株

减退率 ∃分别计算出寄生株减

退 率和校 正寄生 株减退 率见

表  &
。

防治结果 表明
,

/ ( ( 倍 乐

斯 本与 白僵 菌对甘 草胭脂 蚜

有 良好的防治效果
。

/
Λ

综合防治

#( (,一 #( ( & 年在大武 口 灵

苑公 司
、

盐池县 高沙 窝村 +Π

时甘草种 植地 实施甘 草胭脂

蛤的综合防治试验
,

具体措施

是 �

∀ + ∃对 #一, 年生甘草胭脂

蚁严重发生地采挖后
,

采用轮

作的方式断绝虫源
。

∀ # ∃荒漠 区大面积种植采

用直播
、

合理 密植可对该虫有

很好的抑制作用
。

∀,∃ 人工 移栽苗 时
,

垂 直

深 度在 ,( )∗ 以上是有效防治

胭脂蚊入侵的良好栽培措施
。

∀− ∃对局部严重发生地块

表  − 不同药剂防治后胭脂蚁的寄生情况 高沙窝冯记圈 #(( &
Λ

∋
Λ

  

乐斯本

∀ / ∀Κ∃ 倍 ∃

白僵菌
∀拌土 ∃

毗虫琳
∀ /∀Κ∃ 倍 ∃

辛硫磷

∀ / ∀Κ∃ 倍 ∃
辛硫磷

∀拌土 ∃

/

平均

(

 
Λ

Ι#&
Λ

∋ & #
Λ

,∋&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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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巧 胭脂蚜不同药剂的防治效果 #(∀∃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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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

减退率 Ω Ω 、

一
寄生株减退率∀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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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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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胭脂蚜防前调查 高沙窝冯记圈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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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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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

它 以若虫在寄主或土壤卵袋内越冬
,

7 年发生一

个世代
。

以
“

浪荡
”

若虫活动寻找寄主后定居吸食甘

草汁液
,

严重时造成 甘草死亡
,

影响甘草 的产量与质

量
。

本文根据地下害虫的发生规律
,

对该虫的生物学

特性
,

空 间分布型
,

垂直分布与土壤水分对
、

成灾原因

以及生命表组建 的研究
,

不 同措施与药剂的防治试

验
,

掌握 了该虫种群分布
、

发生
、

增长态势
,

发育进度

及其历期
,

各虫态出现 的 日期
,

这些参数的研究为该

害虫 的综 合防治提供 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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