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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3 种不同时间播种的棉田内害虫 、天敌系统调查, 分析和比较了播种时间对棉

田害虫 、天敌种群和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 播种期推后, 可减轻或避免第二代棉铃虫的为害,

加重第三代和第四代棉铃虫的为害;但不同播种日期对不同时期的棉蚜影响不同,苗蚜以迟播

棉田内种群数量最高, 伏蚜则以夏播棉田内种群数量最高。播种期的推后, 不利于棉田捕食性

瓢虫 、蝽类 、蜘蛛和寄生性天敌种群增长。棉田害虫和天敌群落多样性指数也随播种期的推后
而下降。因此, 应针对不同时间播种的棉田开展相应的害虫生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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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lanting-date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est and its natural enemies in cotton agroe-
cosystem.GE Feng, MEN Xingyuan, SU Jianwei, LIU Xianghui, DING Yanqin ( I nstituteof Zool-
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 2003, 22

( 4) :86 ～ 89.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pests and natural enemies from 3 types of cotton field, in w hich co tton

seeds were sowed on April 27, May 15 and June 15 of 2000, were investig ated and compared, re-
spectively.The less number of 2nd generation cotton bollwo rm ( Helicoverpa armigia) and more

number of 3rd and 4th generation cotton bollworms were observed in late-sowed co tton than in early-
sowd co tton.The greatest population o f seedling aphids ( Aphis gossyppi ) and summer aphids were

found in co tton field in which cotton seeds were sowed on May 15 and June 15, respectively.With

the delay of planting date, population number of natural enemies and community diversity index of

pests and their natural enemies w ere decreased.The pes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3 types of differ-
ent sow ting-date for cotton ag roecosy stem w e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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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华北棉区已

由过去单一的春季播种的棉田发展为部分春季播种

棉田,部分春夏之交播种的棉田,还有一部分为麦收

后播种的棉田, 出现了不同播种时间的棉田生态系

统。由于不同播种时间棉田植株生长发育状况不

同,导致其系统内的害虫 、天敌的发生与作用不同 。

分析这种差异性,可为系统内各类型棉田害虫有效

防治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事实上, 通过研究不同播种日期对害虫天敌的

影响,调整作物播种期, 避开害虫的为害, 被认为是

害虫生态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1] 。据报道, 美国德

州种 植迟播 早熟品 种后, 减轻 了棉 红铃 虫

( Pectinophora gossypiella Saunders)的为害
[ 3]
;在我

国长江流域, 麦后植棉可以减轻棉花病虫害的发

生[ 5] ;在非洲乌干达, 提前种植大豆可以减轻害虫

的危害,提高大豆产量
[ 6]
。本文拟通过对华北棉区

不同播种期的棉田害虫 、天敌种群与群落动态研究,

分析和比较播种时间对棉田害虫与天敌的影响, 为

开展不同播种时间棉田的害虫生态调控提供科学依

据 。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田的选择与处理

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选择 3种不同时间播种

的棉田, 即春季( 4 月 27日)播种的棉田(简称为春

播棉田) 、春夏之交( 5月 15日)播种的棉田(简称为

迟播棉田)和夏季( 6 月 15日)播种的棉田(简称为

夏播棉田) 。前二种类型棉田品种为石棉 11, 后一

种类型棉田品种为矮早 1号。每一类型棉田重复 3

次,随机安排,面积不少于 0.067 hm2 。各试验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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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操作基本一致。

2.2　田间取样与调查

自 5月下旬开始,每 5天 1次, 5点取样,每点 1

m2(为便于分析和比较,棉株上的昆虫调查均以每 1

m2面积 6株棉株调查) 。系统调查各不同播种时间

棉田内所有害虫 、天敌种群数量 。棉株及地面害虫

调查采用直接计数法 。寄生蜂与重寄生蜂昆虫调查

采用直径 33 cm 的捕虫网网捕法 。对主要害虫与天

敌进行分龄记载 。

2.3　群落多样性指数分析

采用 Shannon-Wiener指数分析群落的多样性 。

H=-∑P i ln ( P i ) , P i 为第 i 个物种数占总物种数

的比例。

3　结果与分析

3.1　播种时间对主要害虫种群动态的影响

3.1.1　不同播种时间对棉铃虫种群动态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 5月 15日播种的迟播棉田, 二代棉铃

虫幼虫发生的时间比春播棉推迟了 10天左右,其幼

虫密度也仅为春播棉的 58.1%,但二者差异未达到

显著水平( P >0.05) ;迟播棉田第三代幼虫发生量

也推迟了 10天左右, 当时棉株正值开花结铃盛期,

适宜于棉铃虫的生长发育,其种群密度一直很高, 该

代累积虫量为春播棉的 1.42倍,显著地高于春播棉

田内种群的数量( P<0.05) 。第四代棉铃虫幼虫发

生量比春播棉高出 24%, 但二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

平( P>0.05) (表 1) 。

图 1　三种类型棉田棉铃虫幼虫发生动态
Fig.1　Dynamics of cotton bol lworm in the three types of cotton a-
groecosystem

麦后( 6月 15日)种植的夏播棉, 7月 15日才现

蕾,因而避免了二代棉铃虫幼虫的为害,其第三代幼

虫发生量同迟播棉地相似(图 1) , 显著地高于春播

棉田( P <0.01) 。第四代幼虫发生正值该类棉花开

花结铃盛期,利于棉铃虫的生长发育,其虫口密度为

春播棉的 1.86倍,显著地高于春播棉田的棉铃虫数

量( P<0.01) (表 1) 。

表 1　不同播种时间棉田各代棉铃虫幼虫和不同时期棉蚜的累积调
查量(头·m-2)

Tab.1　Accumulative numbers of cotton bollworm and cotton aphids

in the three types of di fferent sowing-date cotton agroecosystem ( num-
ber per m2)

棉田类型 播种日期 棉铃虫

二代 三代 四代

棉蚜

苗蚜 伏蚜 秋蚜

春播棉田A 4 月 27 日 10.67 a 27.2 b 7.5 b 433 a 37 605 a 959 a

迟播棉田 B 5 月 15 日 6.2 a 38.7 a 9.3 ab 760 b 46 380 a 317 b

夏播棉田 C 6 月 15 日 / 39.3a 13.4 a / 69 484 b 620 ab

Note:A is the cotton agroecosys tem with cotton sowed on April 27, B is the cotton agroecosystem

with cotton seed sowed on M ay 15, and C is the cotton agroecosystem with cotton seed sow ed on

June 15.

3.1.2　不同播种时间对棉蚜种群动态的影响　棉

蚜是华北棉区的重要害虫之一, 它在春播棉田的为

害主要发生在 6月上中旬(称为苗蚜)和 7月中至 8

月下旬(称为伏蚜) (图 2) 。5月 15日播种的迟播棉

田苗蚜种群数量前期较低, 在 6月 5日和 10日有二

个高峰,之后数量下降, 其累积蚜量是春播棉田的

1.72倍,显著地高于春播棉田( P <0.01) 。伏蚜在

8月 15日之前均高于春播棉田, 其累积蚜量为春播

棉田的 1.23 倍, 但二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 。秋蚜发生较轻, 仅为春播棉的 33.05%, 显

著地低于春播棉田( P<0.01) 。

6月 15日播种的夏播棉, 避免了苗蚜的为害,

但伏蚜种群密度上升得很快,在 7月 25日即达到了

高峰(三叶蚜量为 1 028头) , 之后, 密度仍维持较高

的水平, 直至 8月 10日才低于春播棉田(图 2) 。整

个伏蚜期间的累积蚜量为春播棉田的 1.85倍, 显著

地高于春播棉田( P <0.01) 。秋蚜发生较轻, 为春

播棉的 64.65%, 二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 ( P >

0.05) (表 1) 。

图 2　三种类型棉田棉蚜发生动态

Fig.2　Dynamics of cotton aphids in three types of cotton agroecosys-

tem

3.2　天敌种群的动态

3种不同播种时间棉田内天敌种群动态的如图

3所示 。迟播棉田天敌种群数量在 6月上旬和 7月

中下旬比春播棉田高, 其它各时期均比春播棉田天

敌数量低;夏播棉田天敌种群数量在 7月下旬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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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旬比春播棉田高,其它均比春播棉田低;此外,

夏播棉田天敌种群数量在 7月下旬至 8月底期间比

迟播棉田高,其它时期均比迟播棉田低。从表 2 可

知, 3种不同播种时间棉田内, 主要天敌捕食性瓢

虫 、蝽类 、蜘蛛和寄生性天敌均以春播棉田最高, 进

一步的方差分析表明, 在三种类型田捕食性瓢虫和

寄生性天敌差异不显著( P <0.05) , 迟播棉田和夏

播棉田的蝽类显著地低于春播棉田( P <0.01) , 夏

播棉田的蜘蛛显著地的低于其它二类棉田( P <

0.01) 。

图 3　三种类型棉田捕食性天敌发生动态

Fig.3　Dynamics of predacious natural enemies in the three cotton a-
groecosystem

表 2　不同播种时间棉田的天敌累积调查量(头·m-2)

Tab.2　Accumulative numbers of natural enemies in the three types of

different sowing-date cotton agroecosystem ( number per m2)

棉田类型 捕食性瓢虫 捕食性蝽类 捕食性蜘蛛 寄生性天敌

春播棉田 6.00a 18.43a 13.23a 7.63a

迟播棉田 3.70a 6.47b 13.13a 5.70a

夏播棉田 5.73a 10.63b 9.67 b 4.53a

图 4　不同插种时间棉田内害虫 、天敌多样性指数动态

Fig.4　Dynamics of diversity index of pests and natural enemies in the

three types of cotton agroecosystem

3.3　不同播种时间棉田内害虫 、天敌群落多样性指

数变化

不同播种时间棉田内害虫 、天敌群落多样性指

数变化如图 4所示。与春播棉田相比, 5 月中旬播

种的迟播棉田和 6月 15日播种的夏播棉田,其多样

性指数在 8月中旬之前均减少。8 月中旬后, 棉株

生长仍嫩绿,棉田害虫种类及数量迅速增加,害虫的

捕食性天敌相继出现, 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增加, 且播

种期越晚,群落参数值增加越大。从整个棉株生长

季节的群落多样性指数平均值来看(表 3) , 迟播棉

田害虫 、天敌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分别为春播棉的

82.18%和 88.39%, 夏播棉田害虫 、天敌的群落多

样性指数分别为春播棉田的 90.00%和 96%。可见

播种期的推后,害虫和天敌的多样性指数降低, 且以

5月份中旬播种的迟播棉田最低。
表 3　不同播种时间棉田害虫和天敌群落多样性指数平均值( X ±
SD)

Tab.3　Diversity index ( X±SD) of pest and its natural enemies com-
munity in the three types of di fferent sowing-date cotton agroecosystem

春播棉田 迟播棉田 夏播棉田

害虫群落 0.72±0.40 0.60±0.47 0.64±0.56

天敌群落 1.50±0.78 1.35±0.41 1.46±0.62

4　讨　论

结果表明,不同的播种时间对棉田棉铃虫种群

数量影响很大 。栽培时间越迟, 第二代幼虫发生量

越轻, 第三 、四代发生越重。因此, 第二代棉铃虫防

治重点应是春播棉田, 着重于保护好棉株的生长点。

第三代棉铃虫和伏蚜防治重点应是迟播棉田和夏播

棉田。由于过去春播棉田的第四代棉铃虫发生危害

较轻,一般不进行对第四代棉铃虫的管理;而目前的

迟播棉田和夏播棉田的棉铃虫发生较重, 对棉花生

产将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要加强播种期较迟的棉

田棉铃虫管理。

从三类不同播种时间的棉田棉蚜种群数量发生

态势来看,苗蚜期间, 迟播棉田数量 >春播棉田>

夏播棉田;伏蚜期间,夏播棉田>迟播棉田>春播棉

田;秋蚜期间,春播棉田>夏播棉田>迟播棉田 。对

棉花生长发育影响较重是苗蚜和伏蚜, 因此要加强

对迟播棉田内苗蚜和夏播棉田内伏蚜的防治。

播种期推后不利于棉田捕食性蜘蛛 、蝽类 、瓢虫

和寄生性天敌种群的增长,而且害虫和天敌的多样

性指数也降低,又以 5 月份中旬播种的迟播棉田最

低 。尽管多样性与稳定性关系较复杂[ 7] , 但大量研

究表明,害虫群落多样性指数高, 危害较轻,而天敌

群落的控害功能与其群落多样性指数高底不相

关[ 2, 4] 。因此, 播种期推后的棉田害虫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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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暴发成灾,应注意监测它们的种群动态,及时有效

地开展它们的控制。

如果在一个区域内全部种植春播棉田, 则防治

重点为第二代棉铃虫和苗蚜;如果全部种植夏播棉,

则切断了苗蚜与二代棉铃虫的发生,从而也有可能

将降低夏播棉田伏蚜和第三代棉铃虫虫口基数, 减

轻了它们的为害;但区域内如果有多种不同播种的

棉田(如春播棉田 、迟播棉田 、夏播棉田) , 势必增加

了棉铃虫与棉蚜转移扩散的食物链,将有可能导致

整个棉区棉铃虫及棉蚜的为害加重 。区域内作物播

种时间的合理安排,是害虫生态调控的重要手段之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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