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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型烟粉虱对２０个烟草品种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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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不同烟草品种对Ｑ型烟粉虱的抗性及其与叶背茸毛密度的相关性，研究了Ｑ型烟粉虱对２０个烟

草品种的选择性及其生长发育和存活情况，并分析了烟草抗虫性与叶背茸毛密度的关系。结果表明，Ｑ型烟粉虱成

虫对烟草品种的选择性、产卵趋性及卵 成虫的存活率在不同烟草品种间差异显著。在２０个供试烟草品种中，抗虫

性较弱的品种有‘闽烟９号’、‘闽烟５７号’；抗虫性较强的品种有‘云烟９７’、‘Ｖ２’、‘云烟１００’、‘长脖黄’，这４个品

种在生产上可优先安排种植。烟草叶背茸毛密度与成虫量和着卵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即烟草叶背茸毛密度越高，

烟草抗虫性越弱。因此，选育茸毛较少的烟草品种，可以提高烟草对Ｑ型烟粉虱的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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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粉虱［犅犲犿犻狊犻犪狋犪犫犪犮犻（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属半翅

目，粉虱科，小粉虱属，是重要的农业害虫，给农业生

产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１］。烟粉虱是一个复合种，

至少包含３０个生物型
［２］，其中Ｑ型和Ｂ型入侵性

较强，分布较广。罗晨等［３］的研究表明，早期在我国

大面积暴发为害的烟粉虱生物型是Ｂ型，而Ｐａｓｃｕａｌ

和Ｃａｌｌｅｊａｓ
［４］的研究结果表明，Ｑ型烟粉虱比Ｂ型烟

粉虱的适应能力强、寄主范围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也较为严重，因此，Ｑ型烟粉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

度重视。Ｑ型烟粉虱自２００３年首次在云南昆明地

区寄主植物一品红上发现以来［５］，其在浙江［６］、湖

北［７］、江苏［８］、北京和湖南［９］等地也均有发现。

烟粉虱为多食性害虫，寄主十分广泛，达６００多

种，其中烟草是其喜食寄主植物之一［１０］。Ｔｓａｉ

等［１１］的研究表明，不同寄主植物对烟粉虱的体型、

生长发育、存活和繁殖的影响显著。也有许多研究

表明，Ｂ型烟粉虱对同种植物不同品种的选择性存

在一定的差异［１２１６］，而有关Ｑ型烟粉虱的相关研究

则相对较少。因此，本试验研究了Ｑ型烟粉虱对２０

个烟草品种的选择性，并探讨了烟草抗虫性与叶背

茸毛密度的相关性，以明确不同烟草品种对Ｑ型烟

粉虱的抗性差异及其与茸毛密度的关系，为烟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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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抗虫育种及烟粉虱的综合防治提供技术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供试昆虫

试验所用虫源采自山东省青岛地区烟草植株

上，经ｍｔＤＮＡＣＯⅠ基因测序方法
［３］鉴定其生物型

为Ｑ型。烟粉虱种群在温度（２６±１）℃，相对湿度

６０％～８０％，光照Ｌ∥Ｄ＝１４ｈ∥１０ｈ的人工气候室

内以黄瓜为寄主饲养繁殖。试验开始时烟粉虱种群

已连续饲养１０代以上。

１．１．２　供试植物

烟草品种：‘闽烟９号’、‘闽烟５７号’、‘金海１

号’、‘湘烟４号’、‘辽烟１７号’、‘中烟１０２’、‘辽烟

１６号’、‘云烟２０３’、‘中烟９８’、‘中烟１０３’、‘中烟

１０１’、‘Ｇ８０’、‘云烟３１７’、‘ＮＣ７１’、‘ＮＣ８２’、‘红花

大金元’、‘长脖黄’、‘云烟１００’、‘Ｖ２’、‘云烟９７’。

所有烟草品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

（青岛）惠赠。将供试烟草品种的种子播于经甲基硫

菌灵消毒的育苗盘上，待烟苗长至２片真叶时，挑选

生长旺盛的烟苗移至塑料盆（直径１２ｃｍ）中，每盆

一株。烟苗用配方营养土（泥炭：蛭石：有机肥按６∶

１∶１体积比混合）种植至５～７片真叶时，备用。

１．２　试验条件

试验在人工气候室内进行，设置环境条件：温度

（２６±１）℃，相对湿度６０％～８０％，光照Ｌ∥Ｄ＝１４ｈ∥

１０ｈ。

１．３　选择性试验

以成虫降落在寄主植物上的数量为指标，评价

Ｑ型烟粉虱成虫对不同烟草品种的选择性。选取不

同烟草品种、生长发育一致及叶面积大致相同的无

虫烟苗各１钵，随机放入养虫笼中（１００ｃｍ×１００ｃｍ

×１００ｃｍ），用吸虫管接入２００头初羽化的Ｑ型烟

粉虱成虫。接虫后关紧笼门，于２４、４８、７２ｈ后分别

进行观察，记录各处理植株的成虫数量，并记录７２ｈ

后的产卵量。试验重复４次。

１．４　不同烟草品种对犙型烟粉虱发育历期及存活

率的影响

　　选取不同品种的同日龄（５～７片真叶）无虫烟苗，

置于养虫笼内，接入成虫若干。１２ｈ后将成虫去除，检

查并记录产卵量。选取Ｑ型烟粉虱卵分布均匀的叶

片，标记３０～４０粒卵，并将其余卵粒移除。每天于８：００

和２０：００检查发育状况，记录Ｑ型烟粉虱卵发育到１、

２、３龄若虫、伪蛹及成虫的数量（若虫龄期的区分参考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７］），并计算烟粉虱在不同烟草品种上各个

虫期的发育历期及存活率。试验重复４次。

１．５　叶背茸毛密度的测量

选取７２ｈ选择性试验结束后的不同品种烟草

叶片各一片，将成虫去除，在靠中间段主脉两侧及主

脉到叶边缘中间位置各设１个１ｃｍ×１ｃｍ的方形

观测点，共４个观测点，在解剖镜下观察并记录观测

点内的茸毛数。试验重复４次。

１．６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ＤＰＳ数据处理软件进行试验数据处理和

方差分析，并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进行多重

比较；不同烟草品种叶背茸毛密度与成虫量、７２ｈ产

卵量平均值的相关性通过计算相关系数来判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犙型烟粉虱对烟草品种的选择性

Ｑ型烟粉虱成虫对烟草品种的选择性及其产卵

量在不同烟草品种间差异明显，并且不同烟草品种

的叶背茸毛密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表１）。在接虫

２４、４８、７２ｈ后烟草上的成虫数量，以‘闽烟９号’、

‘闽烟５７号’上较多，显著高于‘云烟９７’、‘Ｖ２’、‘云

烟１００’、‘长脖黄’上的成虫数量。Ｑ型烟粉虱成虫

在２０个烟草品种上７２ｈ后的产卵量以‘闽烟９

号’、‘闽烟５７号’、‘金海１号’较高，显著高于其他

品种，在‘云烟９７’、‘Ｖ２’、‘云烟１００’、‘长脖黄’上

产卵量较低，显著低于除‘中烟１０１’、‘Ｇ８０’外的其

他品种。烟草叶背茸毛密度在‘闽烟９号’、‘闽烟

５７号’上较高，在‘云烟９７’、‘Ｖ２’、‘云烟１００’、‘长

脖黄’、‘红花大金元’上较低，且‘闽烟９号’、‘闽烟

５７号’与‘云烟９７’、‘Ｖ２’、‘云烟１００’、‘长脖黄’、

‘红花大金元’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Ｑ型

烟粉虱成虫对不同烟草品种有一定的取食选择趋性

和产卵选择性，且叶背茸毛密度高的烟草品种上成

虫数量、着卵量较大。

２．２　不同烟草品种对犙型烟粉虱生长发育的影响

从表２可以看出，Ｑ型烟粉虱在２０个烟草品种

上的发育历期差异较小。Ｑ型烟粉虱卵 成虫的发

育历期在‘闽烟９号’上最长，为（２１．３１±０．１４）ｄ，而

在‘云烟９７’上最短，为（１９．２７±０．１５）ｄ，两者也仅

相差２．０４ｄ。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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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犙型烟粉虱成虫对不同烟草品种的选择性
１）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犲犾犲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犪犱狌犾狋狊狅犳犅犲犿犻狊犻犪狋犪犫犪犮犻犙犫犻狅狋狔狆犲狋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狅犫犪犮犮狅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品种Ｖａｒｉｅｔｙ
成虫数量／头·株－１Ｎｏ．ｏｆａｄｕｌｔｓ

２４ｈ ４８ｈ

卵粒数／粒·株－１Ｎｏ．ｏｆｅｇｇｓ

７２ｈ ７２ｈ

叶毛密度／个·ｃｍ－２

Ｔｒｉｃｈｏ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闽烟９号 （１８．００±０．８２）ａ （１８．５０±１．４４）ａ （１９．００±１．０８）ａ （２５３．００±３．６５）ａ （２４１．２５±３．４７）ａ

闽烟５７号 （１７．５０±１．８５）ａｂ （１７．２５±１．８４）ａｂ （１７．７５±２．０６）ａｂ （２３９．２５±５．８１）ａｂ （２３９．５０±４．７９）ａ

金海１号 （１４．７５±１．４４）ｂｃ （１４．２５±１．４９）ｂｃ （１４．５０±１．４４）ｂｃ （２２６．７５±５．０７）ｂ （１９７．２５±３．８４）ｄｅ

湘烟４号 （１２．００±１．４７）ｃｄ （１１．７５±２．０６）ｃｄ （１１．５０±１．８５）ｃｄ （１７１．７５±７．７６）ｃ （２２２．２５±３．９４）ｂｃ

辽烟１７号 （１１．７５±１．２５）ｄ （１１．２５±１．４９）ｃｄｅ （１１．５０±１．４４）ｃｄ （１６６．００±５．０５）ｃ （２３７．００±７．８２）ａｂ

中烟１０２ （１０．２５±０．８５）ｄｅ （９．７５±１．２５）ｄｅｆ （９．５０±１．０４）ｄｅ （１０４．５０±５．６２）ｄｅｆ （１５６．００±７．００）ｈｉ

辽烟１６号 （９．２５±０．８５）ｄｅｆ （９．００±０．９１）ｄｅｆ （９．７５±１．２５）ｄｅ （１１１．７５±５．５０）ｄｅ （１６４．５０±６．７１）ｇｈ

云烟２０３ （８．７５±１．０３）ｅｆ （９．００±１．０８）ｄｅｆ （９．２５±１．４４）ｄｅ （１０３．７５±７．７６）ｄｅｆ （２１０．５０±５．２４）ｃｄ

中烟９８ （８．７５±０．８５）ｅｆ （８．７５±１．２５）ｄｅｆ （９．００±１．０８）ｄｅ （９２．７５±５．６６）ｆｇ （２０９．００±４．６９）ｃｄ

中烟１０３ （８．５０±１．０４）ｅｆ （８．２５±１．７０）ｄｅｆ （８．５０±１．０４）ｄｅ （９８．００±５．２８）ｅｆ （２０１．２５±７．００）ｄｅ

中烟１０１ （８．５０±０．６５）ｅｆ （８．７５±０．８５）ｄｅｆ （８．７５±０．８５）ｄｅ （８１．７５±５．１２）ｇｈ （１９６．７５±３．４２）ｄｅ

Ｇ８０ （８．２５±１．０３）ｅｆ （８．７５±１．８０）ｄｅｆ （８．５０±１．２６）ｄｅ （８２．００±４．９３）ｇｈ （１４２．２５±５．５０）ｉｊ
云烟３１７ （８．２５±１．０３）ｅｆ （７．００±１．４１）ｆｇ （８．２５±１．３２）ｄｅ （１１６．７５±３．１７）ｄ （２１９．００±４．６７）ｃ

ＮＣ７１ （８．００±０．８２）ｅｆ （８．７５±１．２５）ｄｅｆ （８．５０±１．５５）ｄｅ （１１３．００±４．５５）ｄ （１８８．５０±５．４２）ｅｆ

ＮＣ８２ （７．７５±０．６３）ｅｆ （８．００±１．０８）ｅｆ （７．５０±１．５５）ｅｆ （９５．５０±２．２２）ｆｇ （１７６．５０±７．１２）ｆｇ
红花大金元 （７．７５±０．８５）ｅｆ （７．７５±０．８５）ｅｆｇ （７．７５±０．８５）ｅｆ （９４．５０±３．５９）ｆｇ （１３０．２５±４．６４）ｊｋ

长脖黄 （７．５０±０．６５）ｅｆｇ （７．５０±１．０４）ｆｇ （７．２５±０．８５）ｅｆ （７７．５０±４．４１）ｈｉ （１１８．５０±６．０１）ｋｌ

云烟１００ （７．２５±０．８５）ｆｇ （７．２５±０．８５）ｆｇ （７．５０±１．０４）ｅｆ （７４．７５±４．３９）ｈｉ （１１５．２５±５．８９）ｋｌ

Ｖ２ （６．５０±０．２９）ｆｇ （６．２５±０．６３）ｆｇ （６．７５±０．８５）ｅｆ （７７．２５±４．５２）ｈｉ （１２４．５０±３．２３）ｋ

云烟９７ （４．７５±０．６３）ｇ （４．２５±０．９５）ｇ （４．５０±０．９６）ｆ （６５．７５±２．９３）ｉ （１０９．５０±４．６５）ｌ

　１）表内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不同字母表示０．０５水平ＬＳＤ多重比较差异显著，表２、３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ｗｈｅｎ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ＬＳ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ｆｏｒＴａｂｌｅ２ａｎｄＴａｂｌｅ３．

表２　犙型烟粉虱卵和各龄若虫在不同烟草品种上的发育历期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犲犵犵犪狀犱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狀狔犿狆犺狊狅犳犅犲犿犻狊犻犪狋犪犫犪犮犻犙犫犻狅狋狔狆犲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狅犫犪犮犮狅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品种Ｖａｒｉｅｔｙ
发育历期／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卵Ｅｇｇ １龄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２龄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龄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伪蛹Ｐｓｅｕｄｏｐｕｐａ

卵 成虫／ｄ

Ｅｇｇｔｏａｄｕｌｔ

闽烟９号 （７．７２±０．０７）ａ （２．９９±０．１１）ｇｈ （２．１１±０．０７）ｊ （３．０３±０．０７）ｉ （５．４５±０．０７）ａ （２１．３１±０．１４）ａ

湘烟４号 （７．５６±０．０７）ａｂｃ （３．６７±０．０４）ｄ （２．７３±０．０４）ｄｅｆ （３．８６±０．０８）ｂｃｄ （３．４７±０．１１）ｆｇ （２１．２８±０．１４）ａｂ

长脖黄 （６．９４±０．１３）ｆｇｈ （４．１６±０．１０ａｂ） （２．８９±０．１２）ｃｄ （４．１５±０．１３）ｂ （３．１３±０．１２）ｈｉ （２１．２７±０．１６）ａｂ

中烟９８ （７．１９±０．１１）ｄｅｆ （４．２１±０．１０）ａｂ （３．１１±０．１１）ｃ （３．１９±０．０８）ｇｈｉ （３．４４±０．１０）ｆｇ （２１．１３±０．１７）ａｂ

闽烟５７号 （７．６６±０．０８）ａｂ （３．６１±０．０７）ｄ （２．７６±０．０７）ｄｅ （３．９４±０．０９）ｂｃ （３．０８±０．０９）ｉ （２１．０４±０．１４）ａｂｃ

云烟３１７ （７．０３±０．１０）ｅｆｇ （４．０６±０．０６）ａｄ （２．５５±０．１０）ｅｆｇｈ （３．９１±０．０８）ｂｃ （３．４１±０．１１）ｆｇｈ （２０．９５±０．１３）ａｂｃｄ

中烟１０２ （７．４１±０．１１）ａｂｃｄ （２．３８±０．１０）ｉ （３．１４±０．９２）ｃ （４．７５±０．２４）ａ （３．２４±０．０６）ｇｈｉ （２０．９２±０．１２）ｂｃｄｅ

Ｇ８０ （７．１１±０．１３）ｄｅｆｇ （３．２７±０．１０）ｅｆ （３．９１±０．０５）ａ （３．３４±０．０９）ｆｇ （３．１０±０．０９）ｉ （２０．７３±０．１８）ｃｄｅｆ

中烟１０３ （７．１６±０．０９）ｄｅｆ （３．９８±０．０８）ａｂｃ （２．７８±０．１０）ｄｅ （３．５７±０．０９）ｄｅｆ （３．２４±０．０８）ｇｈｉ （２０．７２±０．１６）ｃｄｅｆ

云烟２０３ （７．３０±０．１４）ｃｄｅ （３．２９±０．１２）ｅｆ （３．１７±０．０９）ｃ （３．５１±０．１１）ｅｆ （３．３３±０．１０）ｆｇｈｉ （２０．６０±０．１２）ｄｅｆ

红花大金元 （６．８７±０．１５）ｆｇｈ （４．２５±０．１１）ａ （２．１５±０．１１）ｉｊ （３．３３±０．１１）ｆｇｈ （３．９５±０．１１）ｅ （２０．５６±０．１１）ｅｆ

云烟１００ （６．８１±０．１２）ｇｈ （３．５３±０．１１）ｄｅ （２．４０±０．０８）ｇｈｉｊ （３．７６±０．０８）ｃｄｅ （４．０３±０．０８）ｄｅ （２０．５３±０．０９）ｆｇ
金海１号 （７．６１±０．０７）ａｂｃ （２．７６±０．１０）ｈ （２．５８±０．１０）ｄｅｆｇ （３．６６±０．１１）ｃｄｅ （３．８８±０．１０）ｅ （２０．４９±０．１０）ｆｇｈ

ＮＣ７１ （７．０３±０．０９）ｅｆｇ （３．９８±０．０６）ｂｃ （２．７３±０．０９）ｄｅｆ （２．３７±０．０９）ｊ （４．２６±０．１０）ｂｃｄ （２０．３６±０．１２）ｆｇｈｉ

辽烟１７ （７．４０±０．１５）ｂｃｄ （３．７７±０．１４）ｃｄ （２．４２±０．１２）ｆｇｈｉｊ （２．４３±０．０７）ｊ （４．１３±０．１０）ｃｄｅ （２０．１６±０．１４）ｇｈｉ

中烟１０１ （７．１４±０．１１）ｄｅｆ （２．９１±０．０８）ｈ （２．４７±０．１０）ｅｆｇｈｉ （３．１５±０．０９）ｇｈｉ （４．４７±０．０９）ｂ （２０．１３±０．１３）ｈｉ

ＮＣ８２ （６．９７±０．１２）ｆｇ （３．２２±０．１１）ｆｇ （３．５８±０．０９）ｂ （２．３４±０．０９）ｊ （４．０３±０．１１）ｄｅ （２０．１３±０．１２）ｈｉ

Ｖ２ （６．８０±０．１１）ｇｈ （３．６０±０．１０）ｄ （２．２４±０．０９）ｈｉｊ （２．９０±０．０９）ｊ （４．５３±０．１１）ｂ （２０．０６±０．１０）ｉ

辽烟１６ （７．４１±０．１２）ａｂｃｄ （２．３３±０．０９）ｉ （２．７０±０．１０）ｄｅｆｇ （２．５５±０．１１）ｊ （４．３５±ｏ．１１）ｂｃ （１９．３３±０．１３）ｊ
云烟９７ （６．６５±０．１３）ｈ （３．５９±０．１１）ｄ （２．４３±０．１２）ｆｇｈｉｊ （３．０４±０．１０）ｈｉ （３．５７±０．０７）ｆ （１９．２７±０．１５）ｊ

２．３　不同烟草品种对犙型烟粉虱存活率的影响

Ｑ型烟粉虱卵 成虫在２０个烟草品种上的存活

率差异显著。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卵 成虫的存活率

在‘闽烟９号’、‘闽烟５７号’、‘金海１号’、‘辽烟１７

号’、‘湘烟４号’上显著高于‘云烟９７’、‘Ｖ２’、‘云烟

１００’、‘长脖黄’，其他各品种间差异不显著。

不同烟草品种对Ｑ型烟粉虱卵和各龄若虫存

活率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表３）。Ｑ型烟粉虱卵的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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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率在‘闽烟９号’上最高，为９６．９４％，显著高于

‘云烟９７’、‘Ｖ２’、‘云烟１００’等１０个品种；１龄若虫

在‘云烟３１７’上存活率最低，与‘闽烟９号’、‘闽烟

５７号’、‘金海１号’、‘湘烟４号’存在显著差异；２龄

若虫在‘云烟９７’上的存活率最低，为８２．６５％，与

‘闽烟９号’、‘闽烟５７号’、‘金海１号’、‘辽烟１７

号’达到显著性差异；３龄若虫在‘闽烟９号’上的存

活率最高，为９８．３３％，与‘云烟９７’、‘Ｖ２’、‘长脖

黄’存在显著差异；伪蛹在‘闽烟９号’上的存活率高

达１００％，与‘云烟９７’、‘云烟１００’达到显著性差异，

其他各品种间差异不显著。

２．４　烟草叶背茸毛密度与成虫量和７２犺产卵量的

相关性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烟草叶背茸毛密度与烟粉

虱成虫量和７２ｈ产卵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７０５９、０．６９１５、０．７０９５和０．７０８９，这

说明烟草叶背茸毛密度越高，烟粉虱成虫量和着卵

量越多。

表３　犙型烟粉虱各虫期在不同烟草品种上的存活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犅犲犿犻狊犻犪狋犪犫犪犮犻犙犫犻狅狋狔狆犲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狅犫犪犮犮狅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

品种

Ｖａｒｉｅｔｙ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卵

Ｅｇｇ

１龄

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２龄

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龄

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伪蛹

Ｐｓｅｕｄｏｐｕｐａ

卵至成虫

Ｅｇｇｔｏａｄｕｌｔ

闽烟９号 （９６．９４±１．０５）ａ （９８．６９±１．３２）ａ （９６．８８±１．９９）ａ （９８．３３±１．６７）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 （９１．３８±４．６８）ａ　　
闽烟５７号 （９２．５９±２．５６）ａｂ （９６．５１±１．３４）ａｂ （９４．４１±２．３３）ａｂ （９４．８８±３．１０）ａｂ （９６．４４±２．０９）ａｂ （７７．１３±３．９６）ｂ

金海１号 （９２．３６±０．９７）ａｂ （９２．３１±２．６２）ａｂｃ （９０．６１±１．８８）ａｂｃｄ （９４．９２±３．０３）ａｂ （９４．３５±２．６２）ａｂ （６９．０１±２．７１）ｂｃ

辽烟１７号 （９２．０７±３．６０）ａｂ （８９．６３±２．６７）ｃｄ （９２．１１±２．６６）ａｂｃ （９３．４３±３．８２）ａｂ （９４．２５±３．３７）ａｂ （６６．６０±３．７０）ｂｃｄ

湘烟４号 （９０．１８±３．７４）ａｂｃｄｅ （９１．５０±２．１２）ｂｃ （８８．５７±３．５）ｂｃｄｅ （９４．２３±３．６８）ａｂ （９４．３２±２．６０）ａｂ （６５．９２±８．３６）ｂｃｄｅ

辽烟１６号 （９２．４８±３．４０）ａｂ （９０．５６±０．８７）ｂｃｄ （８７．９７±２．７５）ｂｃｄｅ （９２．７１±２．６２）ａｂ （９３．１３±１．５８）ａｂ （６３．４５±２．８１）ｃｄｅｆ

中烟１０２ （９１．２２±３．１８）ａｂｃ （８７．７７±３．３０）ｃｄ （８７．３９±２．６６）ｂｃｄｅ （９３．２２±４．０４）ａｂ （９４．３７±３．３６）ａｂ （６２．３４±８．１１）ｃｄｅｆ

中烟１０３ （９０．７４±２．２９）ａｂｃｄ （８６．３９±３．８４）ｃｄ （８７．０３±１．６６）ｂｃｄｅ （９３．４９±４．００）ａｂ （９４．１７±２．５６）ａｂ （５９．７９±３．１５）ｃｄｅｆｇ
中烟９８ （８９．４６±１．６５）ｂｃｄｅ （８７．３９±２．６８）ｃｄ （８６．８１±２．０９）ｂｃｄｅ （９３．０９±２．０９）ａｂ （９４．２２±３．３３）ａｂ （５９．４６±３．２０）ｃｄｅｆｇ

Ｇ８０ （９２．０２±２．６６）ａｂｃ （８８．５５±２．７０）ｃｄ （８４．５８±３．３３）ｃｄｅ （９１．９８±２．６０）ａｂ （９３．８０±２．５７）ａｂ （５９．２９±３．１１）ｃｄｆｇ
云烟２０３ （８９．０２±１．５８）ｂｃｄｅ （８７．５１±２．５７）ｃｄ （８６．３７±３．１８）ｃｄｅ （９３．２６±３．１５）ａｂ （９４．２７±２．８４）ａｂ （５９．１１±３．７１）ｃｄｅｆｇ

ＮＣ７１ （９０．８３±２．３９）ａｂｃｄ （８７．９４±２．０９）ｃｄ （８５．０５±３．６５）ｃｄｅ （９１．７２±２．７２）ａｂ （９３．７５±３．９９）ａｂ （５８．０９±２．８１）ｃｄｅｆｇｈ

云烟３１７ （８９．７０±１．８０）ｂｃｄｅ （８４．４５±２．１６）ｄ （８４．５２±２．７４）ｃｄｅ （９１．８２±３．５４）ａｂ （９４．１４±２．５５）ａｂ （５５．２２±３．０３）ｄｅｆｇｈ

中烟１０１ （８６．０４±１．０７）ｂｃｄｅ （８７．８４±０．４１）ｃｄ （８４．１４±３．１１）ｄｅ （９２．２３±３．４８）ａｂ （９４．１４±２．５６）ａｂ （５５．１０±２．７１）ｄｅｆｇｈ

ＮＣ８２ （８６．３６±１．２０）ｂｃｄｅ （８６．６３±１．４４）ｃｄ （８５．１１±２．２１）ｃｄｅ （９０．６４±３．６８）ａｂ （９４．１３±３．３２）ａｂ （５４．７６±５．２４）ｅｆｇｈ

红花大金元 （８６．４６±３．４１）ｂｃｄｅ （８６．２１±３．６９）ｃｄ （８５．２３±２．８７）ｃｄｅ （９１．４４±３．２１）ａｂ （９３．６３±２．６９）ａｂ （５４．４１±４．３１）ｅｆｇｈ

长脖黄 （８６．９２±０．８９）ｂｃｄｅ （８６．３２±２．０３）ｃｄ （８５．４５±２．６７）ｃｄｅ （８８．７６±２．５２）ｂ （９３．２５±３．１８）ａｂ （５３．０８±３．２３）ｆｇｈ

云烟１００ （８４．９１±２．４６）ｃｄｅ （８５．８９±２．８９）ｃｄ （８４．４３±２．２１）ｄｅ （８９．７８±３．２７）ａｂ （９１．５４±２．７８）ｂ （５０．２８±１．３８）ｇｈ

Ｖ２ （８４．０２±３．４６）ｄｅ （８６．１５±２．３８）ｃｄ （８３．２６±１．８６）ｄｅ （８８．５８±３．３７）ｂ （９３．０６±２．４８）ａｂ （４９．４６±２．３３）ｇｈ

云烟９７ （８３．４７±３．３５）ｅ （８５．６８±１．９２）ｃｄ （８２．６５±３．５９）ｅ （８７．６６±４．２０）ｂ （９１．４７±４．９７）ｂ （４６．８９±２．０８）ｈ

表４　叶背茸毛密度与成虫量、７２犺产卵量的相关系数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狉犻犮犺狅犿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犪狀犱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犪犱狌犾狋狊犪狀犱７２犺狅狌狉狊犲犵犵狊犾犪犻犱

茸毛密度Ｔｒｉｃｈｏｍ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相关系数狉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显著水平犘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成虫量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２４ｈ ０．７０５９ ０．０００３

４８ｈ ０．６９１５ ０．０００５

７２ｈ ０．７０９５ ０．０００３

７２ｈ产卵量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７２ｈｅｇｇｌａｉｄ
０．７０８９ ０．０００３

　１）表示相关性达到极显著水平（犘＜０．０１）。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犘＜０．０１）．

３　结论与讨论

有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同种寄主植物不同品种

对Ｂ型烟粉虱的选择性及适生性影响差异显

著［１２１６］，但有关Ｑ型烟粉虱的相关报道则相对较

少。本试验研究了Ｑ型烟粉虱对２０个烟草品种的

选择性及其在不同烟草品种上的发育历期和存活

率，结果表明，不同烟草品种对Ｑ型烟粉虱的选择

性及适生性具有明显影响，即同种植物不同品种对

Ｑ型烟粉虱的抗性不同，这与孔海龙等
［１８］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试验还发现，不同烟草品种对Ｑ型烟粉虱

的选择性、发育历期及存活率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如Ｑ型烟粉虱卵 成虫在‘闽烟９号’、‘闽烟５７号’上

的选择性较强，存活率较高，但发育历期较长，此结果

与孔海龙等［１８］及郭玉玲等［１９］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植物的抗虫性是植物对虫害的一种可遗传的防

御反应，不同植物种类或同种作物的不同品种（品

·７８·



２０１６

系）的抗虫性差异较大［２０２１］。有关研究表明，寄主植

物对烟粉虱的抗性主要与寄主植物的外部物理特征

和内部化学物质有关［２２２３］。寄主植物叶背茸毛密度

是品种的特征数量性状之一，也是物理抗性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试验中，烟草叶背茸毛密度与成虫量

和７２ｈ产卵量的平均值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０．７０５９、０．６９１５、０．７０９５和０．７０８９，这说

明Ｑ型烟粉虱成虫对烟草品种的选择性与烟草叶

背茸毛密度有直接关系，且叶背茸毛密度低的烟草品

种抗虫性较强。类似的研究结果也出现在黄瓜对烟

粉虱抗性的研究［２４］及大豆对红蜘蛛抗性的研究［２５］

中。可能烟草叶背茸毛越多越有利于保护烟粉虱不

受风、雨等外力的影响及天敌的攻击，因此，在选育抗

性品种时，应注意培育茸毛较少的烟草品种，有望提

高烟草对Ｑ型烟粉虱的抗性。

寄主植物对烟粉虱的抗性是一个综合性状，不

但受茸毛密度等形态学性状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内

部营养成分的制约［２６２７］，因此研究烟草对烟粉虱的

抗性应综合考虑。本试验仅研究了Ｑ型烟粉虱在

２０个烟草品种上的选择性、生长发育状况及烟草抗

性与叶背茸毛密度的相关性，为了更好地研究烟草

品种对Ｑ型烟粉虱的抗性及其抗性机制，还需要研

究烟草对烟粉虱的其他抗性因子，特别是烟草的营

养组分，这正是我们下一步待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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