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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不同性状的棉花及其杂交F1代对棉铃虫的抗性 

作者： 吴立峰 蔡青年 张青文 

摘要： 通过连续两年的田间试验，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棉花对棉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的形态抗虫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小区试验条件下，以百株累

积卵量、百株平均幼虫量及百株平均蕾铃受害量为考察指标，红叶可使危害

减轻28.1%、31.45%和36.O%；鸡脚叶可使其下降19.0%、25.4%和28.4%；窄

卷苞叶使其降低25.8%、32.9%和34.0%；光叶使各指标分别降低32.7%、

35.1%和37.3%。高棉酚(油腺)抗性主要表现为对幼虫的抗生作用，使幼虫量

下降了45.1%，使蕾铃受害量下降了51.4%。此外，研究还表明，两种抗虫性

状的抗性效果有累加作用，鸡脚叶与红叶联合作用使三项指标分别下降达

48.3%、55.2%和57.9%；红叶与窄卷苞叶则使危害减轻了52.7%、58.3%和

60.6%；具有光叶与较密油腺两个抗虫性状的品种受害可减轻29.9%、54.9%

和58.3%。将一些具有相对性状的品种进行杂交，其F1有不同的抗虫表现。

红叶、鸡脚叶和光叶品种与其对照杂交后的F1代因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抗虫

性状故能表现出抗性，而窄卷苞叶品种与其对照杂交后F1代苞叶正常，则未

能表现出抗性。因小区条件限制了无蜜腺抗性的表达，无蜜腺小区未表现出

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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