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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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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表明茶小绿 叶蝉 (E o Po o c 。
_

/Ia
,。。。:

Fa br ici us ) 在 云南大 叶茶无性系 良种云抗 十号
、

云抗 十四号
、

长叶 白毫
、

矮 丰 卜的生 长发育历期
、

成活率
、

田间 自然种群虫 仁1数 量
、

卵数量
、

卵分布等

方面
,

皆有 明显差异 ; 说 明这此品种对茶 小绿 l叶蝉 的抗性有差异
,

! 述品种中矮 丰对 茶小绿叶蝉的抗性

最强
,

云抗 十号的抗性较差
。

在 生产实践中对 不同品种间存在的抗性差异应 加以充分合理 的利用 茶小

绿叶蝉的空间分布型 为随机分布型 ; 在空 间分布型方面
,

各 品种 问无 明显差异
。

关键词 : 茶小绿叶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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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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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分布型
,

品种抗性

茶树 (C a m ell ia 、ine ns 动 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

是 云南传统的优势栽培

作物
。

茶小绿叶蝉 (石用尸o as e a
f7

a ve s c e n s F a b rieiu s) 是我国各茶 区为害茶树的重要害

虫
,

也是云南大叶茶的最重要的经济害虫之 一
。

此虫在云南全年都可危害
,

其种群发生

有 明显的高峰期
,

在发生盛期
,

可造成大 面积的茶树芽梢被害
,

致使茶 叶减产 25 %一

30 %
,

且品质下降
,

给茶园经营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

茶小绿叶蝉在石南山地茶园的生物学
、

生态学特性方面研究很不完整
,

因而防治工

作的盲目性较大 ; 不同茶树品种 上茶小绿叶蝉的生物学特性有无差异也未见报道
。

本文

是作者对云南思茅地区山地茶园茶小绿叶蝉部分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以及不同茶树品种

对茶小绿叶蝉生长发育
、

生殖和空间分布型影响的研究报道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选用已分别通过国家级
、

省级鉴定的云南大叶茶优 良无性系品种云抗十号
、

云

抗十四号
、

长叶白毫和矮丰 4 个茶树品种
。

它们都具有产量高
、

品质优
、

适应性强的特

* 云南省八 i砚科技攻关课题的部分 内容
口

本文 19 9 2 年 8 月 6 {1收到
,

同年 10 月 2 9 日修扣!



动 物 学 研 究 14 卷

点
,

目前正在云南全省各地大力推广种植
,

将是云南大叶茶种植业今后发展所选用的主

要优品种
。

1
.

生活史观察 在田间分别大量采集云抗十号
、

长叶白毫两茶树品种上的小绿叶

蝉成虫
,

然后分别在室内放入数个用罩网内的上述两茶树品种的盆栽扦插苗上
,

让成虫

停留一天后
,

移除所有的小绿叶蝉成虫
,

以后每 日观察记录有无当天孵化的若虫
,

获取

卵期资料
。

从田间云抗十号
、

长叶白毫两茶树品种上分别采集大量的小绿叶蝉成虫
,

在室 内分

别养在数个
.

用罩网内的
_

_

匕述两茶树品种的盆栽扦插苗上
,

让其产卵繁殖 ; 待其幼虫成批

孵化时
,

各取同一天孵化的一龄若虫 50 头
,

分别相应地移植到石抗十号
、

长叶白毫两

品种的用罩网罩住的高约 20
c m 的盆栽扦插活植株上进行单养

,

每 日观察记录有无脱

皮等
,

直至羽化
。

试验时间为 19 92 年 4 月 20 日至 19 92 年 5 月 14 日
,

实验条件为室内自然变温
,

温

度范围为 20 一27 ℃
,

湿度范围为相对湿度 52 %一88 %
。

2
.

田 间自然种群对比调查 每隔 5 天在茶园进行一次分茶树品种调查
,

每品种每

次调查数个点
、

共 ro o 个样
。

虫 口数量调查取 100 叶 (茶树嫩芽的第二叶或第三叶) 记

数 ; 卵量调查取 10 0 个芽梢 (一芽三叶)
,

逐一剥皮查卵进行统计
。

3
.

空间分布调查 在 田间进行分茶树 品种调查
,

每一品种每次调查数个点
,

共

100 个样
,

每个样观察茶树嫩梢的第二叶
,

记录其上的虫 口数量
。

结 果 与 分 析

1
.

发育历期 卵期和若虫期的室内单养试验观察结果 (表 l) 表明
,

茶小绿叶蝉

卵及若虫的发育历期在不同茶树品种上有明显差异
,

在长叶白毫上的发育历期比在云抗

表 l 不同茶树品种上茶小绿叶蝉的卵期和若虫期 (天)

T a b
.

1 T h e e g g 衅ri o d a n d th e n ym Ph Pe rio d o f E
.

/7
a ve s ee”5 o n diffc re n t te a e u ltiv a rs re are d in

is o la tio n (d ays )

卵期
卵 量 (粒 ) 若 虫 期

云抗十号 长叶白毫 云抗十号 长叶 自毫

9 2 4 2 0 一龄 2
.

6 4 (2
,

5
,

2 8)
’

2 4 2(1
,

4
,

1 9 )

10 3 5 4 2 二龄 1
.

7 6 (l
,

4
,

17 ) 3
.

0 0 (l
,

5
,

1 1)

1 1 2 4 3 3
几

龄 2乃6 (2
,

5
,

18 ) 2
.

19 (2
,

5
,

16 )

12 4 2 四龄 2 2 2 (l
,

5
,

9 ) 3
.

7 5 (l
,

5
,

4 )

13 1 1 互龄 3乃0 (l
,

5
,

11 ) 3乃0 (1 4
,

7 )

平均卵期 10
.

1 1 10 2 0 平均若虫期 1 1
.

6 8 14
.

3 6

,

括号内第 一个数字为最短历期
、

第 几个数字为最长历期
、

第三个数字为各 龄虫虫蜕的实际观察数
,

观察数

不同的原因在 于 : t
.

观察起始虫数都为 50 头
,

但逐渐有虫 自然死 亡
,

表中括号内数字 扣除了中途死 亡数 ; 2
.

虫

蜕太小有漏看
,

虫龄依头壳大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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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1殖及空间分布

十号上的长约 3 天 ; 相同条件 下的单养成活率 (表 2) 也有很大差异
,

从孵化至各个发

育阶段的成活率都是 石抗 十号的高 于长叶白毫的 ; 即茶小绿叶蝉在云抗十号上的生长发

育比在长叶白毫 上更快更适应
,

长叶白毫对茶小绿叶蝉具有一定的抗性
。

2
.

不同茶树 品种 上茶小绿叶 表 2 不同茶树品种上茶小绿叶蝉单养的成活率(% )
‘

蝉种群及卵消长的田间对 比调查结 T a b
·

2 T he su rv iv a l ra te o f the E
·

/了a
v es c e n s o n d iffc

r
-

果 (图 l
、

图 2 ) 表 明
,

云抗 f e n t te a e u ltiv a r s re a re d i。 is o la “。。 (% )

号
、

云抗十四号的虫量及卵量都高 一蓄矿一, 蔺一甲矿一氰孑爪赢尸下
于长叶白毫及矮丰的

,

特别是矮丰 层硫厂粤一而i了丽一飞石一一百石
-

一不万一万石-

的虫量及卵量很低
。

长叶自毫 10 0
.

0 4 4
.

4 3 7名 3 5石 一7 名 15石

3
.

卵分布及性 比调查 从不
*

客试验组 以一龄 虫孵 化当 * 异始观氛 观
.

察起 始较都另拓
同茶树品种 上茶小绿叶蝉产卵分布 头

〔

(表 3) 的调查结 果来 看
,

茶小绿

叶蝉的卵主要分布在嫩梢第 一叶至第 几叶之间的嫩茎皮下 (85 % 以上)
,

矮丰的卵分布

更 为集中 (100 % )
。

这也说明在茶小绿叶蝉的盛发期采用及 时采摘的办法是 可行的
,

通过一芽三 叶的采摘能够带走绝大部分未孵卵粒
,

对控制此虫 的种群数量具有重要意

义
。

表 3 不同品种茶树嫩梢上茶小绿叶蝉卵的分布比率 (% )

T a b
.

3 D istr ibu tio n r a te s o f the e g g s o f E
. ‘

/ 7
e ve s ‘

、

e n s o n tips o f diffe
re n t te a e u ltiv a r s 〔% )

品种 调查数 顶 芽至第一叶 第一叶至第 二叶 第 二叶至第三 叶 其它

云抗 十号

云 抗 t
一

四 号

矮 丰

15 6

17 8

2 8 6 5 8 9

3 7
.

6 5 2为

2 8 6 7 1
‘

4

7
.

1

3
.

8

5460

从大 田采集茶小绿叶蝉成虫
,

在显微镜下进行性别鉴别
,

共镜检了 177 头成卑
,

其

中雄虫 65 头
,

雌虫 112 头
,

雌雄虫比例为 1 : 0
.

5 80

.. 云挂十. 路云位十日. 二长叶自‘. 圈 幼事
妞 10 n l4 口. 厅

即BO相拍侧也帐峨口洲

6 11 6 1 . ‘产穿招 ‘, 笋口

调查 日 期

5 1 11 肠l ,6

调查 日 匆

图 1 不同茶树品种 卜茶小绿 叶蝉 的虫 r1 数量

F一9
.

1 T h e n a tu r a lP o P u la tlo n le v els 0 1
’

E
.

/ 7a v e、‘
·

c n 、 o n d ill’er e n t t e a e u lt iv a r s

图 2 不同茶树品种 卜茶小绿叶蝉的卵寮度

Fl g
.

2 T he eg g le v els o f 万 j7a
F尹夸F户即歹 。林 d iffe

r

C n t tea C U t lv a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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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茶小绿叶蝉的空间分布 将在茶园调查得到的五组原始材料进行统讨
一

分析
,

分

别计算其各项 聚集指标
,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 式为 : ID = 梦 / M
,

其检验统计量 d

= 汀玄矛了 一 V Z (N 一 l) 一 l
,

其 中 护 二 In (N 一 l) : G l = (ID 一 l) / (N 一 l) ;

Ll oy d 指数 应 / M 二 〔M + (夕 / M一 l) 〕 / M ; 其中 梦 为方差
,

M 为平均密度
,

N

为样本数
。

计算结果列于表 4:

表 4 不同茶树品种上茶小绿叶蝉种群的聚集指标

T a b
.

4 A g g r e g a te d in die es o f E了抽
ve s ee n s o n diffe

r e n t te a e u ltiv a rs

云抗 10一 1 云抗 10一2 长叶一 l

分布指数 ID

检验统计量 d

格林指数 G l

Llo yd 府 / 材

]
.

15

0
.

8 1 8

0 刀0 1

1
.

0 1

0
.

9 8 2

一0乃9 6 一0名 18 一 1
.

4 4 6

0
.

00 0 一0刀0 1

0
.

9 8 9 0
.

99 5

长叶一2

0
.

9 7 9

一0
.

1 17

0
.

00 0

0
.

9 1 6

一0刀0 2

0
.

9 0 6

上述结果 中
,

各调 查组的分布指数 ID 的确切检验统计量 d 的绝对值小于 1
.

%

(尸) 0
.

0 5)
,

符合波阿松随机分布 ; 各组 的格林指数也都很接近零
,

符合随机分布 ;

Ll oy d 平均拥挤度 府/ M 的数值也都近于 1
,

符合随机分布
。

上述所有指标及统计检

验值都表明茶小绿叶蝉 田间的空间分布型都为波阿松随机分布型
,

种群中虫体个体间的

相互作用不大
。

不同茶树品种上小绿叶蝉空间分布型差异不大
。

讨 论 与 小 结

1
.

害虫与其寄主植物有着长远的相互协同进化关系
,

在这一长期的共同进化过程

中
,

寄主植物演化出一些对其取食害虫的防御手段
,

这种防御机制或为化学的
、

或为物

理的
,

其结果是不利于害虫生存或生长发育 ; 这些防御特性在各种植物的不同品种之间

会有各种不同呈度的表现
。

本项研究的结果表明
,

茶小绿叶蝉在不同茶树品种 上的各个

发育阶段的历期
、

成活率
、

田间的种群密度
、

卵量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明显的差异
。

从

本试验所选用的几个品种来看
,

矮丰对茶小绿叶蝉具有较强的抗性
,

其次是长叶白毫
,

而云抗十号最适于其生长发育
。

2
.

不同茶树品种对茶小绿叶蝉的抗性机制值得从各个方面深人研究
,

目前一些科

研和生产部门培育并推广了许多茶叶优良品种
,

研究和确定这些品种对茶小绿叶蝉等重

要病虫害的抗性特征
,

并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合理地利用
,

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
。

3
.

茶小绿叶蝉田间空间分布接近随机分布
,

虫 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小
。

致谢 本工作得到云南省热带作物学校学生耿建明
、

李正宏同志的大力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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