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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翠蛛对假眼小绿叶蝉

的捕食功能反应
‘

佘宇平 陶 滔 雇克明

(中国科学院 昆明生态研究所 “02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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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室内测定结果表 明
,

蓝翠蛛对假眼小绿叶蝉的 日捕食量上限为 12 头/ d
,

其捕食功能反应属于

H o ! lin g 所描述的 11 型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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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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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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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身密度的功能反应可用 H a ss e ll
一

V a rle y

提出的方程进行拟合
: 。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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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了解蜘蛛对茶园害虫的捕食控制作

用
,

进一步探讨蜘蛛对假眼小绿叶蝉 E m p oa
, ‘“

。 itis (G o th e ) 的捕食控制潜能
,

1 9 9 3 年 6 月我

们 对 较 为 常 见 的 蓝 翠 蛛 S ile r e lla : ,

i“a ‘a

(K a rs c h )作了不同叶蝉密度及蜘蛛密度的室内

捕食试验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1 研究方法

1
.

1 不 同猎物密度的捕食功能反应

饲养容器采用 d 为 10 c m
,

h 为 1 1 c m 的玻

璃钟罩
,

供试蓝 翠蛛为从 田间捕获经停食 l d
,

使之饥饿状态一致的成蛛与亚成蛛
。

将假眼小

绿叶蝉按 4
、

6
、

s
、

1 0
、

1 2
、

1 4
、

1 6 头的不同密度分

别投人各罩内
,

然后各放人蓝翠蛛 1 头
,

定时观

察 1 次 /d
,

记录被食的虫数
,

同时补充到原来的

虫数
。

每个密度 3 个重复
,

连续观察 s d
,

计算不

同密度下的平均 日捕食量
。

1
.

2 不同蜘蛛密度的捕食功能反应

饲养容器与供试蓝翠蛛的处理方法同前
。

钟罩 内的蜘蛛分别为 1
、

2
、

3
、

4
、

5 头
,

每个钟罩

内投人假眼小绿叶蝉 15 头
。

每天定时观察 1

次
,

记录被食的虫数
,

同时补充假眼小绿叶蝉至

原来的数量
。

连续观察 s d
。

计算每头蜘蛛的平

均 日捕食量
。

2 研究结果

2. 1 蓝翠蛛对假眼小绿叶蝉密度的功能反应

研究结果表明
,

蓝翠蛛在不同的猎物密度

下
,

日捕食量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 )

H o lli n g 1 9 5 9 年提出按功能反应 曲线的形

态可将其分为 3 个基本类型
,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著名的 H ol hn g 圆盘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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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
一 被捕食的猎物数量

N
‘
一猎物密度

! 一捕食者可利用以发现猎物时间
“ ‘ 一

瞬时攻击率
t :一
处理时间

将蓝翠蛛对假眼小绿叶蝉的功能反应实验

数值绘成散点 图
,

并用平滑 曲线连接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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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 同猎 物 密 度 下 蓝翠蛛的捕食 t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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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 )

度压低到经济阂值以下
。

2
.

2 不同蜘蛛密度的捕食功能反应

试验表明
,

蓝翠蛛在所给一定猎物密度 (15

头 /l 钟罩 )条件下
,

其捕食量随 自身密度的增

加而减少
。

每钟罩蓝翠蛛密度分别为 1
、

2
、

3
、

4
、

s 头 时
,

平 均 日捕 时 依 次 为 9
.

4 0 0
、

5
·

8 7 5
、

4
.

4 1 7
、

2
.

8 1 3
、

2
.

7 0 0 头
。

q吕,了6呢

4�JZ

�祀�熟鼻川七�g邻绍粼

2 4 6 8 14 16

�祀�邻等绍
猎 物 密 度

10 1 2

(刀t )

图 1 蓝翠蛛对假眼小绿叶蝉功能反应曲线

从图中曲线可 以看出
,

其功能反应属 l 型

反应
。

用 H oll i n g 圆盘方程拟合蓝翠蛛的功能反

应
,

得变换的圆盘方程
:

N
a
一 1

.

8 7 9 N
‘

/ ( I + 0
.

1 5 7 N
:

)

r
= 0

.

9 7 2 3
甘 ‘

经卡平方检验误差不 显著 (P < 。
.

05 )
,

实

测值与理论值相符
,

说明该方程能够描述翠蛛

捕食假眼小绿叶蝉的数量关系
。

当 N ,

一二时
,

l / N
‘
一 O 时

,

N
a
= 1 2

,

即 1 昼夜 l 头 蓝翠蛛对

假眼小绿叶蝉的最大捕食量为 12 头
,

其功能系

数为 L 8 7 9
。

结果表明
,

在一定猎物密度范围

内
,

蓝翠蛛的捕食量随猎物密度增大而增加
,

但

当猎物增加到一定密度后
,

其捕食量则在一定

阂值内波动
。

由此可知
,

在茶园生态系统中
,

当

假眼小绿叶蝉密度在经济允许损失水平 以 下

时
,

可利用蜘蛛控制
,

而发生数量超过 了蜘蛛捕

食控制功能时
,

则应采取综合措施
,

以将虫 口密

2 3

捕食者密度 ( Pt )

图 2 蓝翠蛛在不同密度下对猎物的功能反应曲线

所得数据用 H a s s e ll
一

V a r le y 1 9 6 9 年提出的

方程进行模拟
:

“
一Q尸厂

’

“ 一 竞争下的捕食率

Q
一

常数

尸
‘

捕食者密度

m 相互干扰系数

用幂 回 归方法求得参数 Q 一 9
.

80 6 5 ; m 一

。
.

81 2 7
,

得到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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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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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2 7

r
=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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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食

经卡平方检验
,

差异不显著
。

说明该方程可

以描述蓝翠蛛 自身密度反应
。

将室内条件下不

同密度的蓝翠蛛对假眼小绿叶蝉的捕食结果绘

成散点图
,

用平滑曲线连接 (图 2 )
。

结果表明
,

在猎物密度不变的情况下
,

随着捕食者本身密

度增大
,

对猎物的捕食率下降
。

3 讨论

1 头蓝翠蛛 1 昼夜捕食上限为 12 头
,

捕食

功能系数为 1
.

8 7 9
。

表明蓝翠蛛对假眼小绿叶

蝉有较大的捕食潜能
。

改善茶园环境条件
,

提高

蜘蛛种群的数量
,

以利用蜘蛛控制假眼小绿叶

蝉
,

是减少化学污染
,

发展生态茶园控制害虫的

重要措施之一
,

值得研究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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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花椰菜莲座后期
,

测定了低容量吹雾法和高容量喷雾法雾滴在花椰菜上的沉积分布
。

结果表

明
,

两种喷撒技术形成的雾滴在叶片上的单位面积沉积 t 均以中层叶较高
,

内层与外层叶上较低
;
但吹

雾法雾滴在内层和 中层叶上的沉积量明显比喷雾法高
,

在中层叶背面的沉积机率亦比后者大
。

关键词 农药喷撒技术 雾滴 花椰菜 沉积分布

我国菜区长期 以来一直采用传统的背负式

喷雾器施药
,

由于其雾滴粗
、

喷液量大
,

药液流

失严重
。

这种方法不仅工效低
,

劳动强度大
,

而

且增加 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

为 了改变这一落

后状况
,

有必要对菜田农药喷撒技术进行系统

研究
。

而对雾滴行为的研究是改进喷撒技术的

基础
。

国内外对农药雾滴在棉花比
2〕

、

茶叶闭
、

稻

麦 〔卜 61 等作物的沉积分布已有 较 为细 致的研

究
,

但在蔬菜作物上的研究报道甚少
。

现将我们

近年在这方面研究的初步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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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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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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