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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二叉蚜 (T 口工o p te r a a u ra n tii F o n s e o lo m b e )是茶树 (C a m ellia sin e n sis ) 的重要害虫之

一
,

全 国各茶 区皆有分布
。

该虫主要在茶树的嫩梢部位刺吸危害
,

引起芽梢变形
,

甚至芽叶枯

焦
,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

以春茶受害最重
。

作者对茶二叉蚜在云南省思茅地区山地茶园的生物

学
、

生态学特性进行了研究
,

并作了茶二叉蚜在不同茶树品种上的生长发育
、

生殖特性的比较

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选用云南大叶茶优良无性系品种云抗十号
、

长 叶白毫和矮丰
,

均为云南当前推广种植

的高产
、

优质品种
。

在田间采集云抗十号
、

长叶白毫
、

矮丰的无虫嫩芽梢 4 ~ 5 条
,

置于培养盒内
,

并移入由田

间采集的茶二叉蚜成龄蚜
,

待其产卵后供试验用
。

1
.

1 单 养

采集三个供试品种的无虫嫩芽梢各 50 条
,

在其基部用湿棉花包裹
,

以提供水分
。

将上述培

养盒中成龄蚜同一天所产的幼蚜
,

在产下当天按一芽一头分别移到各个茶树品种的嫩芽梢上
,

在室 内自然温湿度条件下单养
。

每日观察记录各虫有无蜕皮
、

产卵等生物学性状
,

直到该虫死

亡
。

每次观察时
,

注意芽梢是否仍保持鲜嫩
,

如有枯萎现象需要更换新鲜芽梢
。

第一轮单养试

验的时间为 1 9 9 2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4 日
,

平均温度为 2 4
.

。℃
,

平均相对湿度为 71
.

5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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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试验的时间为 1 9 9 2 年 5 月 7 日至 18 日
,

平均温度为 24
.

5 ℃
,

平均相对温度为 75
.

0 %
。

1
.

2 群 并

在盆栽的云抗十号
、

长叶白毫的扦插苗活植株上
,

向每株的幼嫩梢部位移上同一天所产的

幼蚜 100 头群养
。

每 日观察记录其存活数
、

产卵数等
,

直至所有蚜虫死亡
。

试验在云南省思茅县茶叶技术服务公司室内进行
,

时间为 1 9 9 2 年 5 月 n 日至 29 日
,

平

均温度为 24
.

5 ℃
,

平均湿度为 79
.

1肠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茶二又蚜发育历期
、

各阶段的成活率

茶二叉蚜四月底至五月中旬在云抗十号上一代的发育历期约为 15 天
,

在长叶白毫和矮丰

上不能成活
;
第二轮试验五月上中旬在品种矮丰上一代的发育历期约为 11 天

,

在长叶白毫上

仍不能完成全部生活史 (表 1 )
。

茶二叉蚜在三个不同供试茶树品种上的成活率有明显差异
。

在

第一轮单养试验中长叶白毫和矮丰两品种上蚜虫不能存活到成虫 (成活率为 。)
,

而在云抗十

号上则成活 良好 (到成虫期的成活率为 47 %
。

为确认这种差异不是试验误差
,

进行了第二轮试

验
,

所得结果相近 (表 2 )
。

因而
,

不同茶树品种上茶二叉蚜成活率的极大差异
,

是由于茶树品种

生物学特性导致的
。

说明长 叶白毫
、

矮丰对茶二叉蚜的抗性较云抗十号的强
。

表 1 不同茶树品种上茶二叉蚜的发育历期(夭 )

T a目e 1 L if e d u
, tl o n (d a ys ) of T

.

即ra nt 汇1 eo llec te d fro m v a r io us
v a ri e ties o f te a

阶阶 期期 茶 树 品 种 T e s v a r ie tie sss

IIIn s ta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云云云抗十号号 长叶白毫 C YBHHH 矮 丰 EFFF

YYYYY K一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第第第第一轮试验 lst
.

e x p
...

第二轮试验 Znd
.

ex P... 第一轮试验 lst
.

e

xP
...

第二轮试验 Znd
.

ex P...

一一龄 ls ttt 3
.

1 7 (2 4 ))) 4
.

7 9 (1 9 ))) 2
.

7 0 (2 0 ))) 3
.

2 9 (1 4 ))) 2
.

0 4 (2 5 )))

二二龄 七nddd 1
.

5 0 (1 8 ))) 2
.

7 5 (4 ))) 2
.

6 7 (3 ))) 2
.

0 0 (1 1 ))) 1
.

8 8 (8 )))

三三龄 3 rddd 2
.

4 6 (2 4 ))) 2
.

0 0 (l))) 1
.

0 0 (l))))) 2
.

00 (4 )))

四四龄 4 thhh 2
.

7 7 (1 3 ))))))))) 1
.

0 0 (2 )))

成成虫 A d ul ttt 5
.

0 9 (1 1 ))))))))) 3
.

5 0 (2 )))

世世代平均 A ve ra geee 1 4
.

9 999999999 1 0
.

4 222

注
:

接入虫数均为 50 头
,

括号内数字为实际观察到的各龄虫虫蜕数t
,

中途 自然死亡虫未计入
。

2
.

2 生殖情况

考虑到昆虫种群内部存在的密度效应
,

进行了茶二叉蚜在不同茶树品种上的群养试验观

察
,

分别计算不 同茶品种上茶二叉蚜的成活率 (见图 1 )
、

净生殖率 (R
。

)
、

内察增长力 (r
m) 和平

均世代时间 (T )等
。 r ,

的计算方法通常有以下两种
:

In (R
。

)
r ” ~

- - 了一一 (1 ) e 一
~ l

x

m
二

~ 1 (2 )

上述 (l )式虽为近似公式
,

但生物学意义较明确
,

故本文采用 (1) 式计算
rm
等参数值(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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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不同茶树品种上茶二叉蚜各赞期的成活率 (% )

Ta U e 2 5叮vi val r . te (写 ) o f v . r io us ins te rs or T
·

。ra斌泣 e o lle d e d fro m d iffe r e
址 te a v a ri d ies

龄龄 期期 茶 树 品 种 Te
a

Va ri et iesss

IIIn s t a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云云云抗十号号 长叶白奄 C YB HHH 矮 丰 E FFF

YYYYY K一1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第第第第一轮试验 ls t
.

e x p
...

第二轮试验 Znd
.

ex P... 第一轮试验 ls t
.

e x p
...

第二轮试验 Z n d
.

e

xP
...

二二龄 Z n ddd 8 444 4 444 4 000 3 333 5 222

三三龄 3 r ddd 7 333 1 lll 888 444 l 888

四四龄 4 thhh 6 000 222 444 222 888
““ 卜 创户户

4 777 000 000 000 444

成成虫 Ad ul ttttttttttttt

注
:

各试验组以一龄虫产下当天开始观察
,

观察起始数都为 50 头
.

图 1 茶二叉蚜 ( T
.

o ra 形“ )在不同茶树品种上的种群成活率曲线

Fig 1 Su rv ival eu rv es o f T
.

a

~
”百1 o n tw o d iffe re n t t e a v a

rie ties

从图 1 中的成活率曲线来看
,

茶二又蚜在云抗十号上的早期成活率高于在长叶白毫上的
,

即长叶白毫不及云抗十号适于茶二叉蚜存活
。

相同条件下
,

茶二叉蚜在上述不同品种上的内察增长力
、

净生殖率
、

平均世代时间等都有

很大的差异 (表 3)
。

从内察增长力来看
,

茶二叉蚜在品种云抗十号上的增长力较大 (大于 。)
,

种

群表现增长
,

长叶白毫的较小(,J
、于 。)

,

种群表现下降
。

从净生殖率来看
,

在云抗十号上的为正

增长 (Ro
气

大于 l)
,

而在长叶白毫上为负增长 (R
。

小于 1 )
。

从平均世代时间 (T )来看
,

云抗十号

的略短于长叶白毫的
。

这表明
,

茶树品种云抗十号较长叶白毫更适宜于茶二叉蚜的生长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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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不同茶树品种上茶二叉蚜实验种群的生长今橄 (群养)

T a bl e 3 T be g ro w tb 件
r

am
e te rs o f labo ra to ry PO P曰a ti o n o f

T
.

““
ra 心公艺 o n d iffe

代n t te a v a r ie U e s re a r

ed in e r o w d s
.

品品 种种 起始时间间 净生殖率率 内某增长力力 平均世代时间 (天)))

VVV a n e tiesss (年
,

月
一

日))) 凡凡
r ... a v e r age d a y s o f a g e n e r a tio nnn

ddddd a t e l垃fialllllllll

云云抗十号号 1 9 9 2
.

5
.

1 111 2
.

5 666 0
.

1 111 8
.

9 222

长长叶白毫 (l 组 ))) 1 9 9 2
.

5
.

1 000 0
.

2 555 一 0
.

九九 9
,

2 444

长长叶白毫 (2 组 ))) 1 9 9 2
.

5 1 222 0
.

3 000 一 0
.

1 333 9
.

4 000

长长 叶白奄 (3 组 ))) 1 9 9 2
.

5
.

1 444 0 3 777 一 0 1 222 8 0 555

3 讨论与小结

昆虫与植物长期共同生存
,

以对方为进化选择因素条件
,

使植物演化出了许多对植食性昆

早的防御机能
。

发现并寻找抗虫来源
,

进行抗性测定和抗性机制的研究
,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

作
。

本项研究表明
,

茶二叉蚜三个不同茶树品种上 的发育历期
、

成活
、

生殖
、

成活率等各个方面

都有很明显的差异
。

品种长叶白毫对茶二叉蚜具有较强的抗性
,

云抗十号抗性较差
。

不同茶树品种对茶二叉蚜的抗性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

并进行科学的评估
。

目前一些科研

和生产部门培育并正在推广许多云南大叶茶无性系优良品种
,

测定并评估它们对病虫害的抗

性
,

将有助于各个生产单位在选用这些品种时
,

充分利用各个品种对病虫害的抗性
。

将品种抗

性当做害虫综合治理的重要一环
,

并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合理的应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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