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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曲条跳甲是青海省春油菜苗期主要害虫之一,年发生一代,以成虫越冬。越冬成虫于早
春取食油菜幼苗子叶、心叶和嫩茎,造成严重危害,主要危害期为 5-‘ 月。新生成虫发生于
7-9月 ,补充营养后迁移田外越冬。成虫发生率机值(y)对 日期编码值(x)的回归式为:越
冬成虫,y=1.:345+o.o954X;新 生成虫,y— _3.8!02+0.o842X。 盛发期为 :越冬
成虫 2】 天,新生成虫 24天。卵散产在油菜根际湿土中。幼虫蛙食根皮。 3龄 ,头宽值 Dyar

系数 1.5。 老熟幼虫在 0-1厘米地表做土室化蛹,裸蛹、蛹的发育历期回归式为: Ⅳ=
(74.5△ 2.8)/tr~(l1.6± o.4)]。 田间卵、幼虫和蛹于 5—8月完成个体发育。成虫种群在
当年越冬前的增长系数为 2.91,越冬后有所下降。

关键词 :黄曲条跳甲;分布 ;危 害 ;发生规律 ;油菜

黄曲条跳甲 (P匆″o″″口
'”

幻幻 Fabr,)是 世界性十字花科作物的重要害虫,在国
外广泛分布于苏联、日本、菲律宾、欧洲、北美、南非等地;国 内绝大部分省(区 )都有发生
(吴福帧等,1978;南 开大学等,1980;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1980;《中国农作物
病虫图谱》编绘组,1981;黄 其林等,1984)。

在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黄曲条跳甲及其同属的其他种类于 50年代就严重发生,

曾用
“
六六六

”
杀虫剂防治。 80年 代以来,随着油菜新害虫的发生和农药更新换代,生产

上迫切要求提出新的防治技术和理论依据。 因此,油菜害虫的发生与防治研究受到重
视。

以前 ,青海省对黄曲条跳甲的研究很少,未见关于此虫发生危害规律以及其他生物学
特性方面的系统报道。作者近年做了较详细的研究,初报如下。

一、材 料 与 方 法

采取在数县重点调查法查获黄曲条跳甲在青海省农业区的分布与危害情况。在大通县朔北乡和互

本文 1989年 7月 3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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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县威远镇设田间小区试验,无药对照区内观察成虫种群动态 ,并测定以黄 曲条跳甲为主的油菜胄虫遣

成的油籽损失量(率 )。 试验田附近有些油菜田受害很严重,兼查有关数据o

大通县朔北乡小区试验田,设在海拔约 2530米的半浅半脑山旱地。1987-1988年 ,每年播种 2

亩甘蓝型油菜 (B““切 ″￠p″sL.)奥罗品种o全田分28(1987年 )和 20(1988年 )个小区,安排 5-′

种处理,4次重复,随机排列。小区面积42米 2(1987年
)和 45,6米2(1988年)o4号处理为不施杀虫剂

的空白对照o

油菜全生育期内,按每 7天观察 1次 (雨天顺延)的系统法观察对照区虫情◇区内 5点取样,样点面

积 0· 2米2,每次查 2° 样点(4米2o观察日中午将取样测框轻放于距区界 1米以远的地方,立即统计框

内各种虫数。油菜开花以后,舍去测框,改 为目测,其余方法相同。

对照区的黄曲条跳甲成虫发生量,折算为 1米 2面积平均虫量,对应日期绘图o根据图形将数据分

为 2组。分别计算各组每个观察日害虫发生率(简称发虫率)和累积发虫率,后者再转为机率值(Y)。 日

期从 5月 1日 起编码(X),经过扩展,与对应的Y值做直线相关回归分析,用 IBM Pc/Xt计算机完成。

害虫的活动习性和年生活史,以 田间随机定性观察为主 ,结合多年经验进行分析。害虫的发生与食

物和温度的关系,结合大田观测结果做宏观分析。

幼虫头宽值用显微法测定 ,计算各龄幼虫头宽平均值 ,再算其 Dyar系数。

蛹的发育起点和有效积温,按常规办法测定:在西宁市北郊室内设 17.5℃ (冷水浴温)、 20· °℃(自

然室温)、 23· 2℃ (温箱恒温,下同)、 25· 5℃ 和 29.1℃ 5个温阶实施。从大通朔北田间采集老熟幼虫,

置人工土蛹室中,再置上述 5个温阶条件下培养,逐 日观察记载发育变态情况。统计各.温阶下蛹的发育

历期,求同阶平均历期及其倒数(V,发育速度),与培养温度(T)做直线相关回归分析o

(一 )分布与危害

黄曲条跳甲,成虫体长约 2.5毫米 ,俗称土虼蚤,普遍发生于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及海

北、海南等地 ,总发生面积达 100余万亩 ,在海拔较高的半浅半脑山和脑山地区发生较重。

在湟水河源的湟源县 ,某些油菜田内越冬成虫的密度超过 200头 /米
2;油

菜子叶期,常见

3,5头成虫聚集危害 1片子叶,幼苗被严重咬伤、枯死 ,全田被迫毁种。大通县朔北乡油

菜田内,越冬成虫超过 10头 /米
2。

互助县威远镇地区 ,越冬成虫达 60余头/米
2。

平安、乐

都、民和等县的脑山地区,油菜显著受害。在黄河流域的循化县 ,黄曲条跳甲亦有发生 ,与

其他油菜害虫混合危害 ,损失严重。总之 ,此虫在旱地危害重 ,水地较轻。

油菜是黄曲条跳甲的主要寄主。春季油菜一出苗 ,越冬成虫即迁入田内,取食幼苗子

叶、心叶和嫩茎。嫩叶被吃成网孔状 ,嫩茎被咬伤、咬断。受重害的幼苗,在春旱缺水条件

下干枯死亡 ,形成缺苗断垄以至毁种;受轻害时 ,幼苗生长受到抑制,长势衰弱 ,花期推迟 ,

植株低矮或无主茎;在海拔 2500米以上、无霜期较短的地区,受害油菜易遭早霜冻害减

产。其幼虫蛙食根皮 ,破坏根部吸收功能 ,还能使油菜罹病、毁于病害。

根据大通朔北小区试验实测,i987年对照区油菜出苗数为 203株 /米
2,越

冬成虫峰值

为 9头 /米|,其秋季油籽比同田施药防治区减产 6.9%;1988年 出苗数 113株 /米
2,虫

峰值

15头 /米
2,秋

季油籽减产 16.1%。 引起油籽减产的主要原因,是以黄曲条跳甲危害为主、

附加其他跳甲类等害虫的危害造成的(分析推理过程另文报道)。

1988年互助县威远镇有 1块奥罗油菜田,面积 3.3亩 (海拔 2610米 ,旱地 ),因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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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治虫曾被跳甲类严重危害后毁种。2次翻种白菜型小油菜时仍未施药治虫,秋季收获

油籽仅 9公斤/亩。与正常产量(约 100公斤/亩 )相比,减产达 90%以上。

(二、发生规律

1.成虫种群动态

黄曲条跳甲占大通朔北观察点跳甲类发生总量的 81.7-8⒍ 4%,占 互助威远观察点

的 69-82%。 此虫亦在湟源、平安、乐都等县半浅半脑山和脑山地区跳甲类害虫中占优

势。它的种群消长动态基本代表了当地跳甲类害虫总体的消长动态趋势。

在大通朔北,黄曲条跳甲成虫分两期发生 (图 1):越冬成虫主要发生在 5月 初至 7

月初;新生成虫主要发生在 7月 初至 9月 中旬。相关回归分析结果 (表 1)证明: 机率值

对日期编码值的相关特显著 ;消长回归式中,越冬成虫的 b值稍大些。由消长回归式分别

计算各发生时期每日发虫率,得到了图 1中 的理论消长曲线 ,证明田间成虫种群密度的变

化基本呈正态分布曲线形。

分析中以±lσ 范围测算害虫的盛发期,以 ±2σ 枫r算显发期(害虫明显发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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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黄曲条跳甲成虫在奥罗油菜田中的消长动态(大通县朔北,】 987-198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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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曲条跳甲成虫消长动态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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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费曲采跷甲成虫发生翘凝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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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县朔北,1987-1988年 )

shuobei, I)atong County, 1987-】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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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给出了有关发生期的理论值。

1988年互助县威远镇田间平行观察结果(海拔 2520米 ,旱地)和分析结论证明了类

似的动态。

2,活动习性和年生活史

自油菜子叶期开始迁人田内到进人始盛期,越冬成虫主要取食油菜幼苗。进入盛发

期后 ,成虫交尾现象增多,产卵于油菜根际附近湿土中。成虫喜在阳光下活动。始盛日至

高蜂日期间 ,晴天早晨 9时以前 ,绝大部分成虫静伏于土缝中或油菜嫩茎的地下部;9-10

时 ,出 土取食油菜;lO-12时 ,交尾增多,受惊后善跳离;12-17时 ,交 尾及取食 ,受惊即

飞或跳离;17-20时 ,活动性逐渐下降;20时后 ,仅个别成虫取食油菜 ;天黑后成虫潜入

地下过夜。阴雨天 ,成虫缓慢爬行或静伏不动。

幼虫蛀食根皮 ,重害时使根皮表面密布虫道 ,分 3龄 ,生活 20-30天 ,爬至地表 0-1

厘米处做土室化蛹。田间蛹历期长半月余。

刚羽化的成虫,常静伏地面或落叶上下。初取食植株下部嫩叶,后取食上部嫩叶和嫩

荚。雌虫卵巢的发育停留在原始的 1级状态,当年不交尾、不产卵(这一特征也是支持成

虫分两期发生观点的证据之一)。 8月 中旬后,绝大部分成虫向晚播蔬菜田迁移,继续取

食或寻草丛土下等适宜处越冬。年生活史见表 3。

3.种群当年增长力

在大通朔北 ,越冬成虫蜂值密度出现于 5月下旬和 6月上旬;新生成虫峰值密度在 8

月中旬。由这些密度值计算新生成虫对越冬成虫的种群增长系数 ,平均值为 2.91(表 4)。

这是该害虫种群在当地生态条件下经过一代繁殖所达到的自然增长力。 越 冬 后有所下

新生成虫

NewIy cmerged
16/',

24/'

29/7,

4/8

lO`8,

15`8

22/8,

2′ /8

◆
D
)
0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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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 3 天曲条蹴甲的年生活史表

Table 3 Life bistory oF P.v:`,召 ,C in a year

(大通县朔北,1987-1988午 )

shuobei, lD· atong County, 1987-1988

月
Month

旬
lOdays‘ )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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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b)

lO-· 12

0ct,-DeC,

罗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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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
Pupa

成虫
Adult

a):F.=First lO days,s
b):越冬 wintering,

=second 10 days,L,=,Last lO days

Table 4

表 4 大曲亲戚甲种群当年七长系嫩农

Increase cocfficients of the population of r’ . vJ‘ ,、 :J

the over△ ·intered to the ilcw.ly eInerged

(大通县朔北,1987-1988年 )

shuobci, I)atong 〈)ounty, 】987-1988

from

(十 )b

增 长 系 数

【,lcrease

coefficients

年  代

Ycar

越冬成虫蜂值
Peak deilsity of overw· intered

populatioil
(头 /米

a,Indiv./In2)

新生成虫蜂值
Peak density of new· ly

ei11e rged.pop1△ 1ation
(头 /米

2,indiv./m2)

1987

1988

24 2.67

2,91

15 47.3

均值 Mean

降。

4.害虫的发生与食物的关系

越冬成虫对食物具选择性。大田油菜未出苗前 ,它们一般取食野生油菜。甘蓝型油
菜播种早、出苗早。出苗后越冬成虫即迁人甘蓝型油菜田为害。甘蓝型油菜长至 3叶期
前后 ,白菜型油菜 (B'口“fcc co″

`幻
”‘L· )出 苗。越冬成虫又迁移到白菜型油菜田为

害。由此表明该害虫有强烈的趋嫩性和迁移危害性。因受油菜播期和出苗期的影响,越
冬成虫的田间发生期亦表现为甘蓝型油菜先发生,白 菜型油菜后发生。新生成虫在甘蓝
型油菜田的发生期也比在白菜型油菜田略早。

5.害 虫的发生与温度的关系

春季,气 温、地温不断上升 ,越冬成虫由休眠转入复苏、出蜇活动、取食油菜、交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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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繁衍后代。卵、幼虫和蛹都是在 5-8月 地温较高时发育变态,特别是蛹,在一年中

7-8月地温最高的条件下完成个体发育。

越冬成虫的日活动随温度呈规律性变化:日 出,温度升高 ,出 土活动 ;工 日落,温度下

降,即潜伏休息。

新生成虫羽化出土后 ,能在温度尚高和食物丰富的条件下补充营养,9月 天冷后转入

越冬。

(三 )其他生物学特性

幼虫 1-3龄期时,头宽平均值依次为 0.16、 0.24和 0,36毫 米,递增系数(即 Dyar系

数〉为 1,5。 头宽均值的分布服从 Dyar氏定律。

蛹的发育起点是 11.6± 0.4℃ ;有效积温是 74.5± 2.8(日 ·度)。 培养温度(T)与蛹发

育速度(V)的相关特显著,r-o.9979(P<0.001)。 T与 V的回归式经变换,得蛹的发

育历期回归式:N-(745± 2.8)/[T-(1⒈ 6± 0.4)],轨迹呈双曲线形(图 2)。

发育速度 (V=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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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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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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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曲条跳甲蛹的发育历期曲线 (西 宁市北郊 ,l啷 7-198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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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论 与 讨 论

黄曲条跳甲是青海省春油菜苗期主要害虫之一 ,是半浅半脑山和脑山地区的跳甲优

势种 ,年发生一代,以成虫越冬。

春季 ,越冬成虫紧随油菜出苗而迁人田内,取食幼苗子叶、心叶和嫩茎;大发生时造成

缺苗断垄以至大面积毁种,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越冬成虫在大通朔北甘蓝型奥罗油菜
田的消长田归式为 Y=1,8345十 0,0954X;盛发期(以 ±1σ 范围测算)从 5月下旬至 6

月中旬达 21天 ;高峰日为 6月 2日 ,时值油菜 3叶期前后。在白菜型油菜田,越冬成虫的

N=74,5/(T′-1】 ,61 T=l1.⒍ △74.5V

r=0,9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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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期稍晚。越冬成虫产卵于油菜根际附近湿土中。幼虫危害根部 ,老热时在 0-1厘米

表土中做土室化蛹。卵、幼虫和蛹都是在 5-8月 份地温较高的条件下发生,完成个体发

育。幼虫头宽均值分布服从 Dyar氏定律 ,系数 1.5。 蛹的发育历期回归式为 :

N-(7⒋ 5± 2.8)/[T-(1⒈6士 0.4)l。

新生成虫自 7月份开始羽化出土 ,8月份盛发 ,为 害嫩叶和嫩荚,当年不交尾、不产

卵,8月下旬开始迁移田外越冬。消长回归式为: Y— —3,8102+0,0842X,盛 发期达

24天 ,高峰 日为 8月 13日 ,时值油菜盛花后期。新生成虫种群密度是越冬者的 2.91倍 ,

代表了此虫在大通朔北具体生态条件下经过一代繁殖而达到的自然增长力。

根据文中报告的黄曲条跳甲越冬成虫的发生危害特点,必须抓紧油菜出苗这一关键

时期制定防治方案 ,开展大面积防治。施药于油菜出苗之前或刚出苗之时是防治适期。目

前生产上使用 5%拌磷颗粒剂随种条播法进行防治 ,对保全苗、后期植林的正常生长和油

籽增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我国沿海省份和中原地区 ,黄 曲条跳甲每年发生多代;(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1964);

而在海拔较高的青海省半浅半脑山和脑山地区,每年仪发生一代。这种差别构成了害虫

在高原地区发生的特殊性。因此 ,本研究结果还带有一定的高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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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BIONOMICs OF PrfyLLOrRET^
yrrT^r^FABR.IN QINGHAI PROV1NcE

(COLEOPTERA:cHRYsOMELIDAE)

zhao Limin,  Wang Ailing,  Du Xiaoli an(l Xu pci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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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力 ′勿矽)

·
I·hc stripcd flca-bcctlc, P乃y``o彦 rg彦四 v```‘9`口 F.abr., is onc of the inlportant pcsts oF spriIlg

rapc crop in (2inghai. It rcproduccs onc gcncratioIl pcr year, and ovcrwintcrs as adult.  Thc

ovcrwintcrcd adults damagc thc cotyledons, tendcr lcavcs and stcnas in spring days, and tbcir

Inainly infcsted pcriod is “̀ithin Mav and Jullc. shortagc of rapc sccdlings, cvcn thc ruin of
sccdling, 、vas causcd whcn thc pests grcatly happen. ·

I·he nc△ `ly c】 ncrgcd adults occur froFn
July to scpt. Aftcr fccding, thcy Inigratc Out oF thc farmlaild for “̀intcr. 

·
I·hc rcgrcssion equ~

ations °f thc probit units of cun1ulativc pcrccnt occurrcnce of adults (· Y.) vCrsus  datc  codcs
(x)wCrc:thc Overwintcrcd adults,Y=1.8345十 0.0954X;the ncwly cmcrgcd oncs,Y=-3,8102
+0.0842X.Thc time of adult pcak pcri。 ds wcre;thc Ovcrwintcrcd adult,21,days(from△ 】ay 23
to Junc 13); thC ncwly ci△lcrgcd aduIt,24 days (fr° m.A.ug,l to 25).lOvCrwintcrcd adults ovipo-

sit cggs sporadically in moist soiI ncar rapc root, 1~.arvac havc 3 in stars and bitc barks of roots.

Thcir I· )yar’ s cocfficicnt of hcad玩 7idth lncans is I~5.  Maturcd larvac nest in undcrground ncar

thc surfacc laycr of s。 il (0-l cl·).) and pupatc in thciI1. IPupac arc nakcd, and their cquation

of dcvclopmcnt pcriod was N=(74.5± 2.8)/[T-(1⒈ 6± 0.4)].In thc ficld thc cgg,larva and
pupa c。nlplctc thcir individual dcvcloplncIIt within`iay and Aug.,、 ″hcn thc soil tc1】 pcraturc is
turning highcr.  ·

rhc incrcase cocfficicnt of thc pcst population was 2.91 bef° rc wintering, and
therc、vas somc dcclinc aftcr it.  Infcstati° n and damagc to thc rapc crop causcd by thc Ovcrwin-

tercd adults arc considcrably scrious and thcy nlust bc controlled.cfficicntly.

Key w.o】·
d.g: P`,y``。

`/ε'口 '`″
c助l Fabr.; l)is1dbution;Infestati° n;occurrcnce rcgularity; Rapc

cr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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