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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华北小麦穗期主要蚜虫种类及其生态位，为京津冀地区小麦蚜虫预测预报和科学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采用五点式和棋盘式取样法系统调查了河北廊坊小麦穗期不同蚜虫种类的种群动态及其在植株上的分布，利用生

态位理论，计算荻草谷网蚜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禾谷缢管蚜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狆犺狌犿狆犪犱犻（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和麦无网

长管蚜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 （Ｗａｌｋｅｒ）３种优势蚜虫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禾谷缢管蚜的时空生态位最

宽，其次为荻草谷网蚜和麦无网长管蚜，其中禾谷缢管蚜的生态位宽度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其他两种蚜虫呈

下降趋势。不同蚜虫种类之间存在生态位重叠，其中荻草谷网蚜与禾谷缢管蚜的重叠度最大，为２．０７３０，荻草

谷网蚜与麦无网长管蚜的重叠度最低，为１．６５６４；随时间推移，荻草谷网蚜与禾谷缢管蚜之间的竞争趋于增强，

禾谷缢管蚜与麦无网长管蚜之间的竞争趋于减弱，而荻草谷网蚜与麦无网长管蚜的竞争关系相对稳定。荻草谷

网蚜是当地小麦蚜虫主要优势种群，禾谷缢管蚜时空生态位宽度最大，与荻草谷网蚜竞争激烈，麦无网长管蚜时

空生态位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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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小麦蚜虫主要有荻草谷网蚜（又称麦长管

蚜）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禾谷缢管蚜

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狆犺狌犿 狆犪犱犻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麦 二 叉 蚜

犛犮犺犻狕犪狆犺犻狊犵狉犪犿犻狀狌犿 （Ｒｏｎｄａｎｉ）和麦无网长管蚜

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 （Ｗａｌｋｅｒ）。２０世纪５０～

６０年代，我国麦蚜为害轻，年发生面积一般在１９０

万～４６０万ｈｍ
２；７０年代以后，麦蚜演变为常发性主

要害虫，发生面积呈不断上升趋势，尤其是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受气候变化、耕作制度变迁和品种更

替等因素影响，麦蚜发生面积迅速上升［１３］。近年

来，麦蚜发生为害面积达１２００万～１４００万ｈｍ２，

成为黄淮海麦区最重要的害虫［４８］。根据《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条例》［９］，我国农作物病虫实行分类管理，

荻草谷网蚜、禾谷缢管蚜和麦二叉蚜被列为一类农

作物病虫害。受蚜虫自身生物学习性影响，不同麦

区的蚜虫优势种类有很大差异，同一麦区蚜虫优势

种类随时间也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明确小麦蚜虫

在不同地区、小麦不同生育期的优势种群，对于该类

害虫的科学防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位是衡量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竞争激烈程度

的重要指标［１０］。生态位宽度、重叠度和竞争指数可以

反映不同物种在群落中的资源利用能力、相似程度以

及竞争强度［１１］。小麦蚜虫是不同种类的混合种群，在

植株上空间分布及随着小麦生育期变化其空间分布

的变化规律非常复杂［１］。从时间和空间生态位角度

探索麦蚜种群交替发生规律、种间的竞争与共存机制

及种群对环境的适应性，是开展麦蚜综合防治的基

础［１２］。国内对小麦蚜虫生态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江

淮和黄淮麦区，研究对象主要为荻草谷网蚜、禾谷缢

管蚜和麦二叉蚜［１３１６］，而对京津冀麦区蚜虫生态位的

报道较少。本文在河北廊坊麦田，对小麦穗期主要蚜

虫的种群消长动态和生态位进行了调查分析，旨在进

一步了解京津冀地区不同种类蚜虫对时间、空间及营

养资源的利用程度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京津冀麦区蚜

虫混合种群的竞争共存机制和复合为害特点，为京津

冀麦区小麦蚜虫的科学防控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与地点

试验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２９日在中国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廊坊中试基地（１１６°３６′

Ｅ，３９°３０′Ｎ）进行，小麦品种为‘轮选９８７’，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８日播种，生长期不施用任何化学农药。

１．２　调查方法

选择长势良好的麦田。采用五点取样法，４月

３０日开展系统调查，每点调查１０个单茎，共计３０

个点，记录不同蚜虫种类和数量，７ｄ调查１次，因降

雨等天气原因会提前或推迟１天，于５月２９日结

束。小麦抽穗后，５月８日开展生态位调查，棋盘式

取样１０个点，每点调查１５个单茎，共计１５０茎，７ｄ

调查１次，５月２９日结束。生态位调查记载每单茎

小麦各部位的蚜虫种类与数量，小麦单茎植株从上

向下依次记为穗、穗秆，旗叶、第１节间、第１叶等，

依次类推（图１）。

图１　小麦植株各部分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犲犪犮犺狆犪狉狋狅犳犪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生态位宽度（犅）参考Ｌｅｖｉｎｓ
［１７］的方法进行计算

（公式１），式中犘犻为物种利用第犻类资源占总资源

的比例，犛为资源总数，本文中包括穗、茎秆和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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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

数。生态位重叠度（犔）参考Ｈｕｒｌｂｅｒｔ
［１１］的方法计算

（公式２），式中犘犻犼和犘犻犽分别为在资源状态犻下不同

麦蚜种类犼、犽所占的比例，犪犻为资源状态犻可利用

的数目。种间竞争程度使用 Ｍａｙ
［１８］的种间竞争指

数（犆）（公式３）评价，式中犘犻和犘犼分别表示不同麦

蚜种类犻和犼利用某一资源状态的个体比例。

犅＝
烄

烆

１

狊∑
狊

犻＝１

犘２
烌

烎
犻

（１）

犔＝∑
狀

犻＝

烄

烆１

犘犻犼犘犻犽
犪

烌

烎
犻

（２）

犆＝∑犘犻犘 （犼 ∑犘
２）（犻 ∑犘

２）犼
１／２

（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小麦蚜虫种群消长动态及垂直分布

小麦穗期蚜虫以荻草谷网蚜为优势种，累计数量

占调查总蚜量的７２．２９％，禾谷缢管蚜、麦无网长管蚜

种群消长曲线比较平稳，累计数量分别占调查总蚜量

的１０．７９％和１６．９２％，麦二叉蚜在下部叶片零星可

见。４月３０日当地小麦处于孕穗期，荻草谷网蚜、禾

谷缢管蚜、麦无网长管蚜３种蚜虫种群数量较少，５上

中旬小麦处于抽穗扬花期，３种蚜虫种群数量持续上

升，５月２１日小麦处于灌浆期蚜虫种群数量达到最

高，５月２８日以后随着温度的升高、小麦生育期处于

灌浆后期，蚜虫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图２）。

图２　廊坊地区小麦蚜虫种群消长曲线

犉犻犵．２　犇狔狀犪犿犻犮犮狌狉狏犲狊狅犳狑犺犲犪狋犪狆犺犻犱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狀

犔犪狀犵犳犪狀犵犪狉犲犪

　
　　荻草谷网蚜主要分布在穗部及旗叶以上，５月８

日旗叶以上蚜量占单茎蚜量的５７．１３％，并随着时

间推移逐渐增多，５月２９日占整株蚜量的８６．７４％，

其中５月２１日穗部所占比例最高，为４４．０１％。禾

谷缢管蚜５月８日在植株不同部位分布均匀，穗部

旗叶以上占２１．７６％，随着时间推移，植株上部蚜量

占比逐渐增高，５月２９日旗叶及以上的蚜量占整株

蚜量的６９．７４％，其中穗部占３６．８４％。麦无网长管

蚜基本不上穗，主要分布在旗叶、第１叶和第２叶，５

月８日占整株虫量的８５．４８％，５月１４日和２１日分

别占 ９５．２３％ 和 ９５．５７％，５ 月 ２９ 日 下 降 为

７６．３６％。随着温度升高，小麦灌浆后期叶部营养物

质的消减，穗秆、第１节间蚜虫比例上升（表１）。

表１　廊坊地区３种小麦蚜虫在小麦不同部位的垂直分布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狉犲犲狑犺犲犪狋犪狆犺犻犱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狑犺犲犪狋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犔犪狀犵犳犪狀犵犪狉犲犪

调查日期／

月 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３种小麦蚜虫在廊坊小麦植株上不同部位的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ａｐｈｉ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ｗｈｅａｔ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Ｌａｎｇｆａｎｇａｒｅａ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比

Ｒａｔｉｏ

穗

Ｅａｒ

穗秆

Ｓｐｉｋｅｓｔａｌｋ

旗叶

Ｆｌａｇｌｅａｆ

第１节间

１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

第１叶

１ｓｔｌｅａｆ

第２节间

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

第２叶

２ｎｄｌｅａｆ

第３节间

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

第３叶

３ｒｄｌｅａｆ

基部

Ｂａｓｅ

０５ ０８ Ⅰ ６５．９６ ３２．７３ ０．６６ ２３．７４ １．１１ １７．８４ ３．３３ １７．４６ ０．１０ ２．６４ ０．３８

Ⅱ １１．０４ ３．１２ ５．９７ １２．６７ １．６５ １５．１５ ０．２８ ２５．９９ ４．６８ ２６．３５ ４．１３

Ⅲ ２３．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９２ ０．００ ３５．２９ ２．７９ ３６．２７ ０．００ １１．３６ ０．３７

０５ １４ Ⅰ ７０．６９ ４１．１４ １．５７ ２６．４３ ０．４８ １８．５９ ０．０３ １０．５１ ０．１０ １．１４ ０．００

Ⅱ １１．４２ ２１．５４ ９．９３ ７．６０ １２．５２ ２１．５４ １３．２７ ９．２７ １．８４ ２．４２ ０．０８

Ⅲ １７．８９ ０．０４ ０．９９ ４５．８７ ０．６１ ３３．７１ ０．２４ １５．６５ ０．００ ２．８８ ０．００

０５ ２１ Ⅰ ７４．９６ ４４．０１ ２．１４ ２４．８５ １．３３ １６．４５ ０．７１ ８．２３ ０．２８ １．９８ ０．０２

Ⅱ １０．３４ ２４．１１ ３．４２ １６．２８ ５．７３ １９．３１ ３．６２ ２１．３１ ０．４０ ５．１３ ０．７０

Ⅲ １４．７０ ０．００ １．２４ ４０．３６ １．３２ ２９．４３ ０．００ ２３．７８ ０．００ ３．６４ ０．２３

０５ ２９ Ⅰ ６８．０９ ３８．８１ １８．０８ ２９．８５ ６．６３ ４．８１ ０．１７ １．１６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

Ⅱ １４．８９ ３６．８４ １０．５３ ２２．３７ １４．４７ １４．４７ ０．００ 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Ⅲ １７．０２ ０．００ ９．０９ ４１．８２ １２．７３ ２５．４５ １．８２ ９．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Ⅰ：荻草谷网蚜；Ⅱ：禾谷缢管蚜；Ⅲ：麦无网长管蚜；“占比”为不同种类蚜虫占总蚜量的比例。

Ⅰ：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Ⅱ：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狆犺狌犿狆犪犱犻；Ⅲ：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ｉ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ａｐｈｉ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ｏ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ｐｈｉ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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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卷第１期 黄宗北等：河北廊坊小麦穗期蚜虫优势度和生态位分析

２．２　不同时间小麦蚜虫的空间生态位及竞争系数

３种小麦蚜虫种群的空间生态位随时间变化呈

现不同变化（表２）。禾谷缢管蚜生态位宽度最大，即

在小麦植株上的取食为害范围最广，平均为０．５４７７，

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荻草谷网蚜和麦无网长管

蚜的平均生态位宽度分别为０．２９９８和０．２５７４，随

时间推移不断下降。荻草谷网蚜和禾谷缢管蚜的生

态位重叠度较高，生态位重叠指数平均为１．７９３３，

最高可达２．４５４８；荻草谷网蚜与麦无网长管蚜的生

态位重叠值相对稳定，平均为１．６９２０，最高１．８１０４；禾

谷缢管蚜与麦无网长管蚜的生态位重叠指数随时间

不断下降，平均为１．７６２５，最高１．９５５３（表２）。

表２　廊坊地区３种小麦蚜虫空间生态位随时间的变化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犳狊狆犪狋犻犪犾狀犻犮犺犲狅犳狋犺狉犲犲狑犺犲犪狋犪狆犺犻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狏犲狉狋犻犿犲犻狀犔犪狀犵犳犪狀犵犪狉犲犪

调查日期／月 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

生态位宽度（犅）　Ｎｉｃｈｅｂｒｅａｄｔｈ

犅Ⅰ 犅Ⅱ 犅Ⅲ

生态位重叠度（犔）　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

犔（Ⅰ，Ⅱ） 犔（Ⅰ，Ⅲ） 犔（Ⅱ，Ⅲ）

０５ ０８ ０．３７８５ ０．４９５４ ０．２７４８ １．２０５４ １．６３２７ １．９５５３

０５ １４ ０．２７９９ ０．５２７９ ０．２６７７ １．６０９４ １．８１０４ １．８４７９

０５ ２１ ０．２７２１ ０．５３０４ ０．２５３８ １．９０３７ １．６９４６ １．６５１１

０５ ２９ ０．２６８７ ０．６３７１ ０．２３３３ ２．４５４８ １．６３０３ １．５９５７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 ０．２９９８ ０．５４７７ ０．２５７４ １．７９３３ １．６９２０ １．７６２５

　１）Ⅰ：荻草谷网蚜；Ⅱ：禾谷缢管蚜；Ⅲ：麦无网长管蚜．下同。

Ⅰ：犛犻狋狅犫犻狅狀犿犻狊犮犪狀狋犺犻；Ⅱ：犚犺狅狆犪犾狅狊犻狆犺狌犿狆犪犱犻；Ⅲ：犕犲狋狅狆狅犾狅狆犺犻狌犿犱犻狉犺狅犱狌犿．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从竞争指数（表３）来看，荻草谷网蚜与禾谷缢

管蚜的竞争强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趋于激烈，在５

月２９日竞争指数最高达０．９５０４。荻草谷网蚜与麦

无网长管蚜的竞争强度相对稳定。禾谷缢管蚜与麦

无网长管蚜的竞争系数逐步下降，这些数据变化与

生态位重叠值的变化相一致。

表３　廊坊地区３种小麦蚜虫生态位竞争指数随时间的变化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犳狀犻犮犺犲犮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犻狀犱犻犮犲狊狅犳狋犺狉犲犲狑犺犲犪狋

犪狆犺犻犱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狏犲狉狋犻犿犲犻狀犔犪狀犵犳犪狀犵犪狉犲犪

调查日期／月 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生态位竞争指数（犆）

Ｎｉｃ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犆（Ⅰ，Ⅱ） 犆（Ⅰ，Ⅲ） 犆（Ⅱ，Ⅲ）

０５ ０８ ０．５８７６ ０．６３６１ ０．８４６０

０５ １４ ０．７７５２ ０．６３６９ ０．７４２９

０５ ２１ ０．８４５３ ０．５６６９ ０．６９８４

０５ ２９ ０．９５０４ ０．５９０８ ０．６２５１

２．３　小麦穗期蚜虫种群时 空生态位

在时间生态位宽度上，禾谷缢管蚜的生态位宽

度最宽，为０．７０５９，其他依次为荻草谷网蚜０．５３６５

和麦无网长管蚜０．４８６１，说明禾谷缢管蚜的发生期

最长，可以取食不同生育期的小麦植株，其余２种蚜

虫发生期较短或发生数量较少。３种蚜虫在小麦中

后期一直存在，禾谷缢管蚜和麦无网长管蚜的时间生

态位重叠系数最大，为１．３４３５，荻草谷网蚜和麦无网

长管蚜的时间生态位重叠系数最小，为１．０５４３。

在空间生态位宽度上，禾谷缢管蚜的生态位宽

度最宽，为０．６７１９，其他依次为麦无网长管蚜

０．３５４３和荻草谷网蚜０．３２３３，空间生态位重叠度

荻草谷网蚜与禾谷缢管蚜（１．６９４３）＞荻草谷网蚜

与麦无网长管蚜（１．５７１１）＞禾谷缢管蚜与麦无网

长管蚜（１．４５８８）。

在时 空二维生态位上，禾谷缢管蚜生态位宽度

最广（０．４７４３），荻草谷网蚜次之（０．１７３５），麦无网

长管蚜最小（０．１７２２）。在时空生态位重叠度方面

荻草谷网蚜与禾谷缢管蚜（２．０７３０）＞禾谷缢管蚜

与麦无网长管蚜（１．９５９９）＞荻草谷网蚜与麦无网

长管蚜（１．６５６４）（表４）。

表４　３种小麦蚜虫种群时间、空间以及时空生态位宽度及重叠值

犜犪犫犾犲４　犖犻犮犺犲犫狉犲犪犱狋犺犪狀犱狀犻犮犺犲狅狏犲狉犾犪狆狅犳狋犺狉犲犲狑犺犲犪狋犪狆犺犻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犾，狊狆犪狋犻犪犾犪狀犱狊狆犪狋犻狅狋犲犿狆狅狉犪犾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犻狋狔

维度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生态位宽度（犅）　Ｎｉｃｈｅｂｒｅａｄｔｈ

犅Ⅰ 犅Ⅱ 犅Ⅲ

生态位重叠度（犔）　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

犔（Ⅰ，Ⅱ） 犔（Ⅰ，Ⅲ） 犔（Ⅱ，Ⅲ）

时间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０．５３６５ ０．７０５９ ０．４８６１ １．２２３５ １．０５４３ １．３４３５

空间　Ｓｐａｔｉａｌ ０．３２３３ ０．６７１９ ０．３５４３ １．６９４３ １．５７１１ １．４５８８

时 空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０．１７３５ ０．４７４３ ０．１７２２ ２．０７３０ １．６５６４ １．９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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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生态位差异是物种取食选择与群落各环境因子

共同作用的结果［１９２０］。在我国北方地区４月－５

月，小麦蚜虫发生的关键为害期受冷空气和高温天

气影响较大，不同种类蚜虫对温度的适应范围差异

会对它们种群变化造成一定的影响［２１２３］。从小麦抽

穗、扬花到灌浆期这段时间，小麦植株不同部位的含

水量、营养物质变化较大，穗部及植株上半部营养含

量偏高，而成熟后期，小麦籽粒变硬，不利于刺吸式

害虫的取食［１］。本研究中小麦蚜虫的为害盛期为５

月中下旬，伴随温度升高和小麦进入成熟期，蚜虫种

群数量急剧下降。３种小麦主要蚜虫的垂直分布也

显示随着小麦生育期的推进，植株中上部的蚜虫分

布比例逐渐升高，尤其是荻草谷网蚜主要分布在旗

叶及以上部位，禾谷缢管蚜在穗部的比例随时间推

移逐渐增加，麦无网长管蚜在旗叶和第２叶的比例

逐渐增加。

时空生态位是以调查日期内的时间和空间作为

资源单元，以各个日期调查的生态位的平均值来表

示整个小麦生长发育中后期的蚜虫生态位宽度以及

重叠度，当物种所利用的资源完全独立时则物种的

多维生态位参数就是各资源生态位参数估计值之乘

积［２４２５］。从时空二维生态位重叠度来看，荻草谷网

蚜与麦无网长管蚜重叠度最小，荻草谷网蚜与禾谷

缢管蚜、禾谷缢管蚜与麦无网长管蚜的生态位重叠

度相对较高，竞争较为激烈，这是由于荻草谷网蚜主

要生活于小麦植株的上部，麦无网长管蚜主要分布

于小麦植株中部，两者取食范围相对固定，对于时间

和空间资源的利用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荻草谷网

蚜集中于小麦穗部及第１叶片以上，生态位宽度逐

渐变窄；麦无网长管蚜不上穗，主要分布于第１和第

２叶片，对时间空间的资源利用率低；而禾谷缢管蚜

在小麦抽穗初期在植株的分布较为均匀，对食物资

源的利用比较充分，随着小麦生育期的推进逐渐向

植株中上部及穗部转移，与荻草谷网蚜和麦无网长

管蚜的竞争增强。

生态学家通过研究竞争物种对时间、空间和食

物资源的利用策略来探讨竞争共存机制、协同进化、

多物种群落演替及多样性等问题［２６２７］。已有的研究

表明，荻草谷网蚜的时间生态位宽度略高于禾谷缢

管蚜，而禾谷缢管蚜的空间生态位宽度略大于荻草

谷网蚜［１６］。邱光等［１４］对江苏南京地区麦蚜的调查

发现，小麦抽穗后荻草谷网蚜的数量比例逐渐下降，

禾谷缢管蚜上升为优势种群。而山东烟台小麦抽穗

至灌浆期，荻草谷网蚜发生量大，并集中在穗部为

害，禾谷缢管蚜量少，主要分布在旗叶及以下部

位［１３］。本研究结果表明，荻草谷网蚜的生态位宽

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变窄，与安徽麦区荻草谷网蚜的

变化趋势相似［１５］。禾谷缢管蚜的生态位宽度随时

间推移不断变宽，在穗部的比例逐渐增高，但未上

升为当地的优势种群。郭线茹等［１６］在河南的调查

结果也显示，在小麦灌浆期禾谷缢管蚜有向上部叶

片和麦穗转移的趋势，由于禾谷缢管蚜对高温的适

应性高于其他几种蚜虫［２２］，在小麦生长中后期，随

着温度的升高，禾谷缢管蚜的取食范围和活动空间

越来越扩大，繁殖加快，数量增多，其综合竞争力

超过了荻草谷网蚜。王运兵等［２８］通过田间观测也

发现，小麦穗期生态位相似的荻草谷网蚜和禾谷缢

管蚜在食物资源共享上也存在细微的差异，荻草谷

网蚜在麦穗上部多，甚至在麦芒上也有分布，禾谷

缢管蚜在穗的下部数量多。荻草谷网蚜多在小麦

颖壳上及穗轴的向光部分取食，而禾谷缢管蚜多在

小穗的间隙中和穗轴的背光部分取食，形成相似近

缘种间的资源分配及生态位的相似和分离，以达到

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食物资源，保证物种的多

样性和稳定性。

不同种类的小麦蚜虫因食物相同，习性相似，

生活于相同或相近的空间，它们之间既相互协调又

相互制约，形成了种间的竞争和共存关系。从生态

位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明显，但在我国

小麦主产区麦蚜均是以混合种群发生，这也是麦蚜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对竞争的适应，表现为不同地区

及同一地区不同生育期优势种不同，这也增加了防

控的难度。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新烟碱类种衣剂以

及病虫害“一喷三防”措施的大面积推广和应用，

麦蚜抗药性增加［２９３０］。据田间抗性监测，４种蚜虫

在不同地区对不同种类农药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抗性［３１］。本文结果显示，尽管荻草谷网蚜的生态

位比禾谷缢管蚜窄，但荻草谷网蚜一直是穗部的优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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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种群，禾谷缢管蚜主要在穗部以下，在灌浆中后

期才较多地向穗部移动，因此，荻草谷网蚜对小麦

产量的影响更大［１］。因此，明确不同地区小麦蚜虫

的优势种群和对时间空间的利用率，可以为不同地

区、小麦不同生育期的麦蚜“对靶”防治，制定科学

用药方案，有助于我们更合理地进行麦蚜的综合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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