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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蔬菜对扶桑绵粉蚧生长发育参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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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蔬菜对扶桑绵粉蚧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方法】 在温度（251）℃、RH60%5%、光照 L︰D=14︰10的条件下，观察扶桑绵粉蚧实验种群在茄

科的马铃薯、旋花科的紫薯、葫芦科的黄瓜、菊科的生菜、十字花科的甘蓝这 5种蔬菜上的生长发育特性

和繁殖能力，组建实验种群生命表。【结果】 在供试的 5种蔬菜中，扶桑绵粉蚧在马铃薯上的发育历期最

短、存活率最高，而在黄瓜上的发育历期最长、存活率最低。雌成虫寿命以生菜上的最高，而雄成虫则以

马铃薯上的最高。在 5种蔬菜上扶桑绵粉蚧种群的内禀增长率（rm）高低顺序为马铃薯>紫薯>生菜>甘蓝

>黄瓜。【结论】 不同蔬菜对扶桑绵粉蚧的生长发育参数有明显影响。5 种蔬菜中，马铃薯最适合扶桑绵

粉蚧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关键词  扶桑绵粉蚧，蔬菜，发育历期，繁殖力，生命表 

Population growth parameters of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reared on five different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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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vegetable host plants on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cotton mealybug,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Hemiptera: Pseudococcidae). [Methods]  Cotton 

mealybugs were fed on either potato, Solanum tuberosum (Tubiflorae: Solanaceae), purple sweet potato Ipomoea batatas, 

(Tubiflorae: Convolvulaceae), cucumber, Cucumis sativus Linn. (Cucurbitales: Cucurbitaceae), lettuce, Lactuca sativa 

(Asterales: Asteraceae) and cabbage, Brassica oleracea L. (Brassicales: Brassicaceae), in a laboratory at (25±1)℃, 60%±5% 

r.h. and 14 hours daily artificial light. The de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fecundity of mealybugs fed on each different vegetable 

were measured and used to calculate life tables. [Results]  The shortest developmental generation duration, and the highest 

average survival rate, was observed on potato, and the longest de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lowest survival rate was on 

cucumber. The highest female longevity was observed on lettuce, and the highest male longevity was on potato. The 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rm) on different vegetable hosts was, from high to low, potato, solanum tuberdsm, lettuce, cabbage and 

cucumber.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ifferent vegetable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opulation growth 

parameters of P. solenopsis, and that potato was the most suitable of the five vegetables tested for the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of this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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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绵粉蚧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隶属于半翅目（Hemiptera）、蚧总科（Coccoidea）、

粉蚧科（Pseudococcidae），一种广泛分布于热带、

亚热带和温带地区的重要外来入侵害虫（武三安

和张润志，2009）。该虫 1898年被发现于美国新

墨西哥州，2015 年在澳大拉西亚地区、埃塞俄

比亚界、新北区、东方地区、新热带区均有报道

（McKenzie，1967；Ben-Dov et al.，2015；Fand 

and Suroshe，2015）。 

该虫食性杂，传播方式多样，扩散快速，主

要通过风、地表水、动物和商业贸易传播（Fand 

and Suroshe，2015）。1991年，美国报道扶桑绵

粉蚧危害寄主植物的种类为 13 科 29 种。2005

年，巴基斯坦境内为害寄主植物种类为 18科 55

种（Dutt，2007；Hodgson，2008；Nagrare et al.，

2009）。2009年巴基斯坦寄主植物种类增加到 53

科 154种（Arif et al.，2009）。2015年世界范围

内该虫寄主植物新增到 57科 207种（汪金蓉等，

2015）。中国大陆于 2008年在广州个别地段的园

林绿化树扶桑上首次发现该虫（武三安和张润

志，2009）。浙江省 2011年报道的寄主植物涉及

34 科 66 种（周湾等，2012）。2015 年报道的数

据显示，中国适宜扶桑绵粉蚧寄生的植物达 56

科 166 种（汪金蓉等，2015）。扶桑绵粉蚧嗜好

番茄 Lycopersicum esculentum L.、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Duch.ex Lam.）Duch.ex Poiret、茄子

Solanum melongena L.、苋菜 Amaranthus tricolor 

L.、甘蓝 Brassica oleracea L.、小白菜 Brassica 

rapa L.Chinensis Group、辣椒 Capsicum annuum 

L.、豇豆 Vigna unguiculata（L.）Walp等蔬菜（王

琳等，2010；周湾等，2010，2012；关鑫和陆永

跃，2012；吕茂翠等，2013）。以上这些蔬菜广

泛分布于中国各省区，加之日益扩大的蔬菜种植

面积，特别是日光温室和冬季加温大棚数量的增

加，使得扶桑绵粉蚧对中国的蔬菜生产的巨大威

胁日益加剧。 

目前，国内外分别以番茄、茄子、马铃薯、

南瓜、空心菜、黄秋葵等蔬菜为寄主研究了该虫 

的生长发育及种群增长（黄芳等，2011；Guan   

et al.，2012；王前进等，2013；吕茂翠等，2013），

为分析其对番茄等蔬菜的潜在危害提供了依据。

这些研究仅限于温度较高季节种植的蔬菜，尚无

扶桑绵粉蚧在周年化生产的蔬菜上生长发育繁

殖的报道。因此，开展扶桑绵粉蚧在周年化生产

的蔬菜上的生长发育参数研究对于我国蔬菜生

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扶桑绵粉蚧在新的入侵

地缺乏有效的控制和自然天敌。基于此，开展扶

桑绵粉蚧在不同蔬菜上的生命周期研究有助于

确定喷施杀虫剂或释放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适

当时间。 

本研究在恒温条件下，以茄科的马铃薯、旋

花科的紫薯，葫芦科的黄瓜、菊科的生菜、十字

花科的甘蓝为供试寄主蔬菜，观察了 5种蔬菜对

扶桑绵粉蚧生长发育、繁殖的影响，研究扶桑绵

粉蚧对不同科蔬菜的适合性，为分析该害虫对我

国蔬菜生产的潜在危害及暴发成灾机制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昆虫及蔬菜 

供试昆虫：扶桑绵粉蚧于 2014 年 6 月采自

上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庄行综合试验站蔬菜连

栋大棚番茄植株上，饲养在温度（25±1）℃、

RH（60±5）%、光周期 L︰D=14︰10和光照强

度 3 500 lx的人工气候室中，以大花马齿苋和马

铃薯为食物进行保种和继代饲养至今。 

供试植物：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L.，

品种‘荷兰十五’）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重固

试验基地、紫薯（Ipomoea batatas （L.）Lam.，
品种‘紫薯三号’）来自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庄行

试验站、黄瓜（Cucumis sativus Linn.，品种‘春

秋王’）、生菜（Var. ramose Hort.，品种‘TI-668’）

和甘蓝（Brassica oleracea L.，品种‘早夏 16甘

蓝杂交种’）均为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研制。5种蔬菜均种植于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庄

行综合试验站蔬菜大棚中，不施用任何化学农

药。试验前从蔬菜大棚采集蔬菜的叶片，用蒸馏

水冲去叶片表面异物，晾干表面水分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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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扶桑绵粉蚧在不同蔬菜上的生长发育状况：

将已交配的扶桑绵粉蚧雌成虫单头置于放有不

同蔬菜叶片的培养皿（直径 5 cm）内，在温度

（25±1）℃，相对湿度（60±5）%，光照 L︰D= 

14︰10，光照强度 3 500 lx 的人工气候培养箱

（SANYO牌 MLR-352H型号）内饲养，一旦发

现卵囊，便准备试验。24 h后，用 3号狼毫描笔

挑取单头初孵若虫置于直径 5 cm的培养皿内的

蔬菜叶片上，蔬菜叶片直径与培养皿内径大小相

同，培养皿用均匀扎有小孔的保鲜膜覆盖，用橡

皮筋缠绕培养皿，确保保鲜膜平整。然后将其放

入人工气候培养箱内，培养条件同上。每种蔬菜

处理虫数 150头，每皿 1头。每天 8:00和 20:00

观察并记录扶桑绵粉蚧的发育虫态和存活情况，

叶片每天更换一次。移虫时，先用柔软的毛笔轻

轻拨动虫体，待其将口针拔出后，再将其转移到

新鲜叶片上。 

扶桑绵粉蚧成虫在不同蔬菜上的寿命及繁

殖力状况：当上述试验中的雌虫刚完成第 3次蜕

皮后，将破茧而出的带翅的雄成虫放入装有雌成

虫的培养皿中配对，每天更换新鲜叶片，逐日观

察记录扶桑绵粉蚧雌虫的产卵时间和日产卵量，

直至雌虫死亡。统计雌虫寿命及繁殖力。 

1.3  生命表参数的统计及数据分析 

5种蔬菜上扶桑绵粉蚧各虫态发育历期、雌

虫寿命、雄虫寿命、产卵前期、产卵天数及雌成

虫产卵量由 EXCEL计算出。基于两性生命表中

年龄阶段原理来分析原始数据（Chi and Liu，

1985，Chi and Getz，1988）。计算特定年龄阶段

的存活率（sxj）（x表示年龄，j表示阶段）。原始

数据的分析，及生命表参数的计算由 TWOSEX- 

MSChart 的 Jackknife 技术（Sokal and Rohlf，

1995）进行。扶桑绵粉蚧实验种群的动态参数： 

净增值率 R0=lxmx；内禀增长率 rm=lnR0/T；世

代平均周期 T=xlxmx/R0；周限增长率 λ=er；种

群加倍时间 t=ln2/rm；其中，x 是发育时间，lx

是任一个体在 x期间存活的概率；mx为 x期间平 

均每雌产卵量。生命历期、产卵量和种群参数等

平均数的差异由 SPSS18.0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LSD多重比较方法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取食 5 种蔬菜对扶桑绵粉蚧的发育历期和

存活率的影响 

2.1.1  对发育历期的影响  取食马铃薯、紫薯、

黄瓜、生菜、甘蓝的扶桑绵粉蚧的发育历期见表

1。就雌虫而言，扶桑绵粉蚧在 5 种蔬菜上的发

育历期是不同的。取食黄瓜的扶桑绵粉蚧与取食

其他 4种蔬菜的发育历期存在显著差异（F4.152= 

70.10，P<0.01）。在黄瓜上，1龄、2龄、3龄若

虫的发育历期显著长于其他 4 种蔬菜上的发育

历期（F4.228=172.71，P<0.01），而紫薯和马铃薯

上的不存在显著差异，生菜和甘蓝上 1龄、2龄

若虫的发育历期不存在显著差异，1龄、2龄、3

龄若虫的发育历期由长到短顺序为黄瓜>生菜>

甘蓝>马铃薯>紫薯。 

在 5种蔬菜上，扶桑绵粉蚧雄虫的发育历期

也存在差异。1龄若虫在黄瓜上的发育历期最长

（7.23 d），显著长于甘蓝、生菜、马铃薯和紫薯

上的（F4.190=24.58，P<0.01），与雌虫一致。2

龄若虫除马铃薯与紫薯上发育历期不存在显著

差异外，其余各蔬菜上发育历期均存在显著差异

（F4.190=77.39，P<0.01）。马铃薯、紫薯、生菜、

黄瓜上雄虫蛹历期在统计上差异不显著，但甘蓝

与马铃薯、生菜上的差异显著（F4.189=6.87，P< 

0.01）。 

2.1.2  对扶桑绵粉蚧存活率的影响  取食 5 种

蔬菜的不同虫态的扶桑绵粉蚧存活率见图 1。年

龄结构存活率曲线表示在年龄 x 时不同虫态的

扶桑绵粉蚧存活的概率。结果表明，扶桑绵粉蚧

取食马铃薯的存活率最高，其次是紫薯，明显高

于取食甘蓝、生菜、黄瓜的，其中黄瓜上的总存

活率最低；就所有扶桑绵粉蚧而言，1龄若虫取

食不同蔬菜的存活率由高到低为马铃薯>紫薯>

黄瓜>甘蓝>生菜，2龄若虫存活率由高到低为马

铃薯>紫薯>甘蓝>生菜>黄瓜。在 5 种蔬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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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扶桑绵粉蚧在 5 种蔬菜上各虫态的发育历期 
Table 1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female and male Phenacoccus solenopsis on five different vegetable plants 

甘蓝 Cabbage 
紫薯 Purple sweet 

potato  
生菜 Lettuce 马铃薯 Potato 黄瓜 Cucumber发育阶段

Developmental 
stage 

性别 
Sex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雌 Female 49 6.32±0.09b 64 5.10±0.23a 50 6.33±0.20b 82 5.42±0.09a 62 7.71±0.36c1龄（d） 
First instar (d) 雄 Male 25 6.36±0.27b 55 5.32±0.13a 23 6.28±0.34b 67 5.51±0.11a 25 7.09±0.09c

雌 Female 49 5.71±0.27b 64 4.61±0.13a 50 5.86±0.15b 82 4.77±0.09a 62 7.08±0.03c2龄（d） 
Second instar 

(d) 雄 Male 25 5.41±0.10b 55 4.31±0.13a 23 6.13±0.17c 67 4.45±0.05a 25 7.03±0.36d

雌 Female 48 6.04±0.06b 64 5.20±0.22a 50 6.80±0.15c 82 5.45±0.02a 49 8.06±0.14d3龄（d） 
Third instar (d) 雄 Male ——  ——  ——  ——  —— 

雌 Female ——  ——  ——  ——  —— 蛹（d） 
Pupa (d) 雄 Male 24 7.93±0.11b 55 7.28±0.09ab 23 7.25±0.38a 67 7.14±0.03a 25 7.66±0.19ab

表中数据为 mean±SE，同行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1）。下表同。 

Data are mean±SE, and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1 level. The same 
below. 

 

 
 

图 1  取食 5 种蔬菜的扶桑绵粉蚧特定年龄阶段存活率 
Fig. 1  Age-stage specific survival rate (Sxj) of Phenacoccus solenopsis reared on 5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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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绵粉蚧的死亡均主要发生在 1~2龄若虫期。

在 3 龄及雌成虫阶段死亡的主要为取食黄瓜和

甘蓝的扶桑绵粉蚧。蛹期阶段的扶桑绵粉蚧只有

取食甘蓝的发生了死亡。数据表明茄科的马铃薯

和旋花科的紫薯上扶桑绵粉蚧存活率较高，较适

宜于扶桑绵粉蚧存活。葫芦科的黄瓜除 1龄较菊

科的生菜、十字花科的甘蓝存活率高外，2龄、

3龄及雌成虫存活率均较低，是本试验 5种蔬菜

中最不适宜其存活的寄主。 

2.2  取食 5 种蔬菜的扶桑绵粉蚧成虫的寿命和

繁殖力 

研究结果表明，取食 5种蔬菜的扶桑绵粉蚧

雌成虫（F4,278=8.06，P<0.01）和雄成虫的寿命

（F4,189=8.81，P<0.01）差异显著（表 2）。取食

生菜、马铃薯、甘蓝的雌成虫寿命分别为 37.15、

36.10、36.10 d，显著长于取食黄瓜和紫薯的雌

成虫寿命，分别为 29.42 d和 28.71 d，前三者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后两者亦然。取食马铃薯、

紫薯的扶桑绵粉蚧雄成虫寿命分别为 5.32 d、

4.85 d，显著长于取食生菜（4.03 d）、黄瓜   

（3.99 d）、甘蓝（3.78 d）的雄成虫寿命。 

由表 2可以看出，取食马铃薯的扶桑绵粉蚧

成虫的产卵前期平均为 10.43 d，明显短于取食

其他 4 种寄主植物的产卵前期（F4,228=172.71，

P<0.01），取食黄瓜的为最长（13.23 d）。取食生

菜和马铃薯的扶桑绵粉蚧成虫产卵期显著长于

取食甘蓝、紫薯、黄瓜的（F4,153=19.57，P<0.01），

取食生菜和马铃薯相比在统计上差异不显著，取

食甘蓝和紫薯的相比在统计上差异不显著。取食

黄瓜扶桑绵粉蚧的成虫产卵期显著短于其他 4

种蔬菜。 

5种蔬菜中，取食生菜的扶桑绵粉蚧雌成虫

产卵量最多，平均单雌产卵量为 473.73 粒，其

次为紫薯（420.08 粒/雌）、马铃薯（380.32 粒/

雌）、甘蓝（374.06粒/雌）、黄瓜（144.29粒/雌），

取食黄瓜的单雌产卵量显著低于其他 4 种寄主

植物，取食甘蓝、马铃薯的单雌产卵量不存在显

著差异。特定年龄阶段扶桑绵粉蚧总产卵量马铃

薯最多，黄瓜最少（图 2）。 

2.3  取食 5 种蔬菜的扶桑绵粉蚧的种群参数 

内禀增长率（rm）、周限增长率（λ）、净增

值率（R0）、平均世代周期（T）、倍增时间（t）、

繁殖力 F、总生殖率（GRR）的平均值和标准误

见表 3。从表 3可知，取食马铃薯的扶桑绵粉蚧 

 
表 2  取食 5 种蔬菜的扶桑绵粉蚧成虫寿命和繁殖力 

Table 2  Adult longevity and fecundity of Phenacoccus solenopsis reared on 5 vegetables 

甘蓝 
Cabbage 

紫薯 
Purple sweet potato

生菜 
Lettuce 

马铃薯 
Potato 

黄瓜 
Cucumber 阶段 

Stage 
性别 
Sex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雌
Female 

47 36.10±0.92b 64 28.71±1.21a 50 37.15±1.06b 82 36.10±1.56b 40 29.42±1.82a成虫寿命（d）
Adult longevity
(d) 雄

Male 
24 3.78±0.24a 55 4.85±0.03b 23 4.03±0.33a 67 5.32±0.09b 25 3.99±0.06a

产卵前期（d）

Pre-oviposition 
time (d) 

雌
Female 

18 12.28±0.44bc 18 11.51±0.28ab 22 12.14±0.48bc 65 10.42±0.12a 17 13.06±0.52c

产卵期（d）  
Oviposition 
time (d) 

雌
Female 

17 14.18±1.01bc 18 13.27±0.70b 22 16.91±0.64d 65 16.28±0.44cd 17 7.88±1.06a

雌性繁殖力 

（粒/雌） 
Fecundity 
(eggs/female) 

雌
Female 

17 374.06±44.74b 18 420.08±30.10bc 22 473.73±41.40c 65 380.32±20.05b 17 144.29±27.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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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取食 5 种蔬菜的扶桑绵粉蚧特定年龄总产卵量 
Fig. 2  Age-specific total eggs laid of Phenacoccus solenopsis reared on 5 vegetables 

 

表 3  取食 5 种蔬菜的扶桑绵粉蚧种群生命参数 
Table 3  Population parameters of Phenacoccus solenopsis reared on 5 vegetables 

甘蓝 Cabbage 
紫薯 

Purple sweet potato
生菜 Lettuce 马铃薯 Potato 黄瓜 Cucumber

种群参数 Parameters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n Mean±SE

内禀增长率 
Intrinsic rate (rm)(d-1) 

150 0.10±0.01b 150 0.14±0.00c 150 0.11±0.00b 150 0.16±0.00d 150 0.07±0.01a

周限增长率 

Finite rate (λ)(d-1) 
150 1.11±0.01b 150 1.15±0.01c 150 1.12±0.00b 150 1.17±0.00d 150 1.07±0.01a

净生殖率 
Net reproductive rate 
(R0) 

150 43.51±9.86ab 150 105.31±21.90c 150 69.49±1.87bc 150 164.76±12.30d 150 16.53±3.35a

世代平均周期 T   
Mean generation time 

150 36.34±0.70c 150 33.55±0.30b 150 38.76±0.32d 150 32.17±0.03a 150 39.27±0.27d

倍增时间 t  
Population doubling 
time 

150 6.85±0.40b 150 5.05±0.18a 150 6.33±0.09b 150 4.37±0.06a 150 9.98±0.72c

繁殖力 F Fecundity 150 131.07±25.90ab 150 254.13±44.60c 150 208.07±30.46bc 150 301.59±22.10c 150 55.56±10.43a

总生殖率 
Gross reproductive  
rate 

150 155.19±39.25ab 150 302.95±39.36c 150 240.78±26.93bc 150 308.62±23.64c 150 74.87±12.75a

 
的内禀增长率、周限增长率、净增值率分别为

0.16 d-1、1.17 d-1、164.76后代，显著高于取食紫

薯（0.14 d-1、1.15 d-1、105.31后代）、生菜（0.11 d-1、

1.12 d-1、69.49后代）、甘蓝（0.10 d-1、1.11 d-1、 

43.51 后代）和黄瓜（0.07 d-1、1.07 d-1、16.53

后代）的，其中取食甘蓝和生菜的差异不显著。

取食黄瓜的平均世代周期 39.27 d，与取食甘蓝

（36.34 d）、紫薯（33.55 d）、马铃薯（32.17 d）

的差异显著，与生菜（38.76 d）的差异不显著。

取食黄瓜的种群倍增时间为 9.98 d，与取食甘蓝

（6.85 d）、生菜（6.33 d）、紫薯（5.05 d）、马铃

薯（4.37 d）的差异显著，其中取食甘蓝和生菜

的差异不显著，取食紫薯和马铃薯的差异不显

著。取食马铃薯的繁殖力和总生殖率最高，分别 

为 301.59 和 308.62，显著高于甘蓝和黄瓜，但

与紫薯和生菜差异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5种蔬菜对扶桑绵粉蚧各龄

期若虫和蛹的历期及存活率、雌雄成虫的寿命及



1期 马彩亮等: 五种蔬菜对扶桑绵粉蚧生长发育参数的影响 ·119· 

 

 

雌虫繁殖力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雌虫若

虫的发育历期由长到短顺序为黄瓜>生菜>甘蓝> 

马铃薯>紫薯。雄虫蛹的历期也存在差异，取食

甘蓝的雄虫蛹期（7.93 d）显著长于取食生菜、

马铃薯的雄虫蛹期，分别为 7.25 d、7.14 d。就

存活率而言，扶桑绵粉蚧在马铃薯、紫薯上的存

活率较高，在其他 3种蔬菜上的存活率较低。取

食马铃薯的总生殖率最高，取食黄瓜的总生殖率

最低。这说明扶桑绵粉蚧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适应

性不同，马铃薯是其嗜好寄主，相对而言黄瓜是

其不适宜寄主。 

关鑫等（2012b）报道，马铃薯上扶桑绵粉

蚧平均每雌产卵量为 552.50 粒。本研究结果表

明，取食甘蓝、紫薯、生菜、马铃薯和黄瓜的扶

桑绵粉蚧平均每雌产卵量分别为 374.06、420.08、

473.73、380.32和 144.29粒。说明扶桑绵粉蚧的

生殖力受蔬菜的影响巨大，这可能与不同蔬菜叶

片的营养成分和次生物质的种类与含量不同有

关。关鑫等（2012b）的结果与本实验结果存在

差异，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①关鑫试验是在

（26±0.5）℃、RH60%~70%、L︰D=14︰10 条

件下进行的；②所使用的虫源与本试验来源不

同；③试验前用与试验用寄主植物相同的植物饲

养扶桑绵粉蚧 3代后进行试验等。黄芳等（2011）

在（27±1）℃、RH（70±5）%、L︰D=12︰12

条件下研究了棉花、番茄、茄子 3种寄主植物上

扶桑绵粉蚧的生长发育情况，番茄上扶桑绵粉蚧

平均每雌产卵量为 193.30粒。王前进等（2013）

研究的番茄上扶桑绵粉蚧平均每雌产卵量为

342.63粒，其研究条件是（28±1）℃、RH（75±5）

%、L︰D=14︰10。两者试验结果的差异可能与

试验温度相关。 

本研究中，扶桑绵粉蚧雄成虫寿命也受寄主

植物的影响。雄成虫寿命由长到短分别为：马铃

薯（5.32±0.09）d、紫薯（4.85±0.03）d、生菜

（4.03±0.33）d、黄瓜（3.99±0.06）d、甘蓝

（3.78±0.24）d，与各蔬菜内禀增长率、周限增

长率、净生殖率情况相一致。这与黄芳等（2011）

的研究结果吻合，而王前进等（2013）研究结果 

显示，扶桑绵粉蚧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雄成虫寿

命长短跟生殖力没有关系，相关研究尚需进一步

深入进行。 

扶桑绵粉蚧种群增长参数由寄主和环境条

件等多因素决定。内禀增长率（rm）是评估害虫

种群增长潜力的主要参数。本实验中取食 5种寄

主蔬菜的扶桑绵粉蚧的 rm均大于 0，最低的是黄

瓜，为 0.07，最高的为马铃薯，为 0.16。说明在

5种蔬菜中，马铃薯是扶桑绵粉蚧种群扩增最快

的嗜好寄主。在 5种蔬菜上，扶桑绵粉蚧下一代

种群数量均会上升，不加以控制均会造成危害。

马铃薯、紫薯作为扶桑绵粉蚧嗜好寄主尤其需要

重视，同时也不可忽视生菜、甘蓝、黄瓜等可周

年化种植的蔬菜。随着日光温室和冬季加温大棚

数量的增加，蔬菜种植面积的日益扩大，品种的

日益增多，根据栽培蔬菜种类做好监测预测并进

行相应的防治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是在室内可控制的恒定环境条件下

完成的，排除了自然天敌等生物因子的影响，并

在试验中选取离体的蔬菜叶片作为扶桑绵粉蚧

的食物，而离体叶片和活体植物的营养物质及次

生物质种类和含量有较大差别。虽然研究结果对

了解扶桑绵粉蚧在不同蔬菜上的生命参数有借

鉴意义，但并不能完全反映田间的真实情况，因

此相关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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