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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棉花品种对棉盲蝽的抗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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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转基因棉花在中国的大面积推广!棉盲蝽逐渐成为我国棉花生产中重要的害虫之一& 我国对棉盲
蝽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棉盲蝽的综合治理工作迫在眉睫& 本实验通过田间调查!系统研究了棉盲蝽在不同时期对
美中棉’荆 *($)3$’皖棉小黄花’海 *$"%’:L_’"$’b*’d0BA6>910/#’棕絮~浅绿红叶鸡脚叶棕絮和池州红叶棉 Y 个
不同棉花品种的为害情况!得到如下结论$皖棉小黄花对棉盲蝽的抗性较高且比较稳定!而 b*’d0B>6A910/#’棕絮
~浅绿红叶鸡脚棉棕絮这 " 个棉花品种对棉盲蝽的抗性较低&
关键词!棉盲蝽! 抗性水平! 为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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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棉盲蝽主要属于后丽盲 蝽 属
"./(,54)&#’草盲蝽属 " D54)&# 和苜蓿盲蝽属
".0%,/"(;(*#&#!主要有绿盲蝽 ./(,54)&,);(*)3
"80F0H3dgH#’ 中 黑 盲 蝽 .0%,/"(;(*#&&)2)*+,#&
j6R?IB0I’ 三 点 盲 蝽 .0%,/"(;(*#& -+&#+2#;(,,#&
"V05>0H#’苜蓿盲蝽.0%,/"(;(*#&,#$%(,+2)&"L?0J0#
和牧草盲蝽 D54)&/*+2%$&#&"4P#等几种"陆宴辉
等!"##*#& $&&* 年以前!我国棉田棉盲蝽一直作
为棉铃虫化学防治的兼治对象& 随着转基因抗虫
棉在我国的推广!棉铃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广
谱型农药使用量逐渐下降!使得棉田棉盲蝽发生
数量剧增’为害加重!成为我国转基因棉田的主要

害虫"‘5 %2+,P!"##"+ 郭建英等!"##(+ ‘5 61C
L5?! "##(+45 %2+,6!"#$##&

利用棉花抗虫性对于控制棉盲蝽的危害’提
高棉花的产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的研究多关
注于棉花的抗棉盲蝽性状的研究& 有报道指出!
高绒毛’无苞叶’高油腺’无蜜腺’高单宁等性状对
棉盲蝽有抗性作用"80H0C9>;!$&&Y#+但也有研究
表明!绒毛稀少’叶片深绿’叶面蜡质较多’表面油
光发亮的棉花品种对棉盲蝽有较高的抗性"眭书
祥等!"##*#+叶片绒毛密度’铃期叶片表皮层厚度
和油点密度也与棉盲蝽的抗性有关"林凤敏等!
"#$##& 但是!棉花对棉盲蝽的抗性机制还未被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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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弄清!真正意义上的抗棉盲蝽品种还未出现!利
用植物抗虫性在棉盲蝽的治理上还未取得突破&

本实验通过比较不同棉花品种叶片在不同时
期被棉盲蝽的危害程度!以期找出对棉盲蝽具有
较高抗性的品种!从而为进一步培育抗棉盲蝽的
品种打下基础&

9:材料与方法
9K9:试验地选择

"##& 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廊坊科研中试基地
进行!"#$# 年在廊坊市广阳区西冯务村进行&

9K;:实验材料
本实验选取 Y 个棉花品种!美中棉’荆 *($)3$’

皖棉小黄花’海 *$"%’池州红叶棉’b*’d0BA6>910/#’
棕絮~浅绿红叶鸡脚叶棕絮’:L_’"$!均由国家棉
花种质资源中期库提供& 将不同品种的棉花分小
区种植!每个小区长 %[( O’宽 $[( O!约有棉花 (#
株!每个小区间隔 #[Y O!每个品种重复 ’ 次!所有
小区随机排列& 生长期不使用任何农药!不打顶!
不摘边心!其他为常规管理&

图 9:;OON 年棉花叶片的危害指数
<0+=9:S%#%+30143U )*&)’’)1,3%*01;OON

$[荆 *($)3$+"[美中棉+’[皖棉小黄花+%[海 *$"%+([b*’d0B>6A910/#+)[池州红叶棉+ *[棕絮~浅绿红
鸡脚叶棕絮+Y[:L_’"$&

$[G912*($)3$+ "[O09J;?12O961+ ’[N61O961k96?;5612;56+ % P;69*$"%+ ([b*’d0B>6A910/#+ )[E;9J;?5;?12F0O961+
*[J?12k5 ~c961BI;?12F0G9G96?O961J?12k5+ Y[:L_’"$[

注$运用d51E61-=新复极差测验法进行比较!不同小写字母表示蕾期差异显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花期
差异显著& 下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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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调查方法
于 "##&和 "#$#年!在棉花的蕾期和花期时!每

个小区随机抽取 "(片棉花顶部嫩叶!记录其受棉盲

蝽危害的情况& 棉盲蝽喜食棉花的幼嫩叶片和顶
尖!棉花嫩叶被棉盲蝽危害后!首先出现黄点!继而
随着叶片的生长!坏死部分形成一个个孔洞!使得
顶部叶片残缺不全& 将棉花叶片被害级别分为 # ]
’级!分别对应被调查的棉花叶片的破损的面积占
叶片总面积的 #’$Z ]"#Z’"$Z ]%#Z’%$Z ]
$##Z&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为害指数$

为害指数 |$ "危害级别 ~相应的叶片数
量#w"最大为害级别~叶片总数#&

依据为害指数!参照林凤敏等""#$##的文献
并修改!采用抗虫性值累计量化综合评判各个品
种对棉盲蝽的抗性& 各单项的测定结果设置为 $
](!即为抗性最差的 "#Z至抗性最好的 "#Z!累
计单项鉴定结果!获得综合抗性指数& 综合抗性
指数�$[’’ 为高抗!$[’’ ]" 为中抗!"[#$ ]"[)*
为中感!�"[)* 为高感&

9KA:数据分析
不同棉花品种的为害指数分析均采用

d51E61-=新复极差测验法":X::$*[# 软件#&

;:结果与分析
;K9:;OON 年不同棉花品种叶片被棉盲蝽危害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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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年的调查中"图 $#!棉花生长的蕾期!
棉盲蝽对不同棉花品种的危害均存在显著性差
异+在蕾期的时候!皖棉小黄花叶片被棉盲蝽危害
的程度要显著低于海 *$"%’b*’d0B>6A910/#’池州
红叶棉’棕絮~浅绿红叶鸡脚棉棕絮和 :L_’"$"7
�#[#(#!而荆 *($)3$ 和美中棉也显著的低于池州
红叶棉和棕絮~浅绿红叶鸡脚棉棕絮"7�#[#(#!
其余品种之间差异不显著"7�#[#(#&
!!在花期的时候!皖棉小黄花叶片被棉盲蝽危
害的程度要显著低于余下全部测试品种 "7�
#[#( #! 荆 *($)3$ 也 显 著 低 于 海 *$"%’
b*’d0B>6A910/# 和棕絮~浅绿红叶鸡脚棉棕絮"7
�#[#(#!其余品种之间差异不显著&

;K;:;O9O 年不同棉花品种叶片被棉盲蝽危害情

况
在 "#$# 年的调查中"图 "#!蕾期叶片危害指

数调查显示!皖棉小黄花叶片被棉盲蝽危害的程
度要显著低于海 *$"%’b*’d0B>6A910/#’池州红叶
棉’棕絮~浅绿红叶鸡脚棉棕絮和 :L_’"$ "7�
#[#(#!而荆 *($)3$ 和美中棉也显著的低于海
*$"%’b*’d0B>6A910/#’池州红叶棉和棕絮 ~浅绿
红叶鸡脚棉棕絮"7�#[#(#!其余品种之间差异不
显著"7�#[#(#&

对于花期叶片的危害指数调查显示!皖棉小
黄花 叶 片 被 棉 盲 蝽 危 害 的 程 度 显 著 低 于
b*’d0B>6A910/# 和池州红叶棉"7�#[#(#!其他品
种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7�#[#(#&

图 ;:;O9O 年棉花叶片的危害指数
<0+=;: S%#%+30143U )*&)’’)1,3%*01;O9O

图 @:不同棉花品种抗性水平调查
<0+=@: D3(0(’%1&3,3?3,)*40**3/31’&)’’)1?%/03’03(

;K@:不同棉花品种的抗性水平
由图 ’ 可知!皖棉小黄花的抗性水平显著高

于海 *$"%’b*’d0B>6A910/#’池州红叶棉’粽絮 ~浅

绿红叶鸡脚棉粽絮"7�#[#(#+而其他品种之间差
异均不显著"7�#[#(#!根据结果可知!皖棉小黄
花属于高抗品种!荆 *($)3$’美中棉’:L_’"$ 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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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品种!b*’d0B>6A910/#’池州红叶棉’棕絮 ~浅绿
红叶鸡脚棉棕絮’海 *$"% 为中感品种&

@:讨论
"##& 和 "#$# 年的结果显示!皖棉小黄花对棉

盲蝽的抗性较高且 " 年的实验中的结果也较一
致!而 b*’d0B>6A910/# 和棕絮 ~浅绿红叶鸡脚棉
棕絮这 " 个棉花品种对棉盲蝽的抗性较低&

" 年的实验结果不完全一致!"#$# 年的棉田
棉盲蝽危害水平低于 "##& 年!这可能是由于本实
验 " 年未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棉盲蝽的发生量
不同所致&

因为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未施用农药!导致
实验地块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庇护所)!尤其是在
花期和铃期的时候!周围地块所种植的作物逐渐
被收割!导致大量害虫迁入实验地块!从而导致在
棉花生长的后期咀嚼式口器诸如棉铃虫’造桥虫
等害虫大爆发!所以本试验仅比较了蕾期和花期
叶片被棉盲蝽危害的情况!却未能对于棉花产量
有直接关系的花’铃被棉盲蝽的危害情况进行比
较!从而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一
步的实验分析可以在室内继续进行&

植物抗虫一直被誉为最有效’最经济的害虫
防治措施& 因此!筛选对棉盲蝽具有较高的抗性
的棉花品种就成了许多植保工作者的目标& 目前
有研究指出!晋棉 ")’冀丰 &Y&’常 d’亚洲棉等品
种对绿盲蝽表现出较高的抗性+棉花的绒毛密度’
铃期顶叶可溶性糖含量与绿盲蝽的抗性呈显著负
相关!而棉花铃期叶片油点密度’铃期叶片表皮层
厚度与绿盲蝽的抗性呈显著正相关&

目前!选育同时具有抗棉盲蝽和抗棉铃虫的
棉花品种是许多育种工作者关注的问题"林凤敏
等!"#$##& 但是!至今为止对于棉花对棉盲蝽的
抗性及其机制!依然知之甚少!依然需要广大植保
工作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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