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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Βαχιλλυσ τηυρινγ ιενσισ 杀虫蛋白基因棉花 棉 是第一种不影响害虫天

敌 且对棉铃虫 Η ελιχοϖερπα αρμ ιγ ερα 具有杀虫活性的转基因棉花品系1 2 由美

国孟山都公司生产的 棉品系/ 新棉 0 年在我国河北省推广应用∀我国/ 0项目

自主研制的 棉已经有多个品系于 年在我国开始商业化种植 并不断有新的 棉品

系被选育出来∀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 目前在我国推广应用的国内外培育的 棉品系均存

在着对棉铃虫杀虫活性的时空差异1 2 尤其是在我国华北地区 棉的杀虫活性在棉铃

虫的第三!四代发生期降低 成为影响 棉田间杀虫效果和棉铃虫对 棉抗性发展的关键

因素∀因此 有必要对目前在我国主要推广应用的 棉品系进行杀虫效果的综合评价比较



以期为以 棉为基础的棉铃虫综合防治!选用经济有效的 棉品种和 棉新品系的选育

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供试棉花

棉品系 2 和 2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江苏经济作物所提供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提供 新棉 为市售商品 常规对照棉中棉 号 中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提供∀室内供试棉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试

验田种植∀田间试验棉花在河北省邯郸市种植∀常规栽培管理 除种子处理外 整个生育期不

施用化学杀虫剂∀

 供试棉铃虫

人工饲养方法参见文献1 2 处理之前用人工饲料饲养至试验所需龄期∀

 室内试验

选择 2 ! 2 ! !新棉 和中 每个品系设叶!蕾!花!铃 个处理 在 月上

旬 采用本课题组已有的方法测定 棉对棉铃虫 日龄幼虫的杀虫效果1 2∀花和各花器对棉

铃虫初孵幼虫的杀虫活性比较测定方法同文献1 2∀花!铃对 ∗ 龄幼虫的杀虫活性及对其

生长发育的抑制作用参照文献1 2∀差异显著性比较均采用 ≥⁄ 测验∀

 不同 Βτ棉品系的田间抗虫性表现

棉品系为 2 ! 2 和新棉 以中 为对照 每个棉品系种植 ∀从 年

月 日至 月 日 每 调查 次∀每个棉品系随机调查 株 记录各龄幼虫存活数量 棉株

顶尖受害率和棉蕾受害率∀

 结果与分析

 不同棉品系对棉铃虫的杀虫活性比较

棉的叶!蕾!花!铃处理 日龄幼虫 后校正死亡率与对照相比差异显著 各品系之

间繁殖器官杀虫活性无显著差异∀ 2 和 对棉铃虫幼虫的生长和化蛹的抑制作用高

于 2 和 ∀但 2 和 两者之间的杀虫活性差异不显著 表 ∀

 Βτ棉花及花器对初孵幼虫杀虫活性的比较

用 棉 2 和新棉 的花及苞叶!花瓣!子房和花蕊处理棉铃虫初孵幼虫 后

整花及各花器均表现较高的杀虫活性∀用这两个棉花品系的花处理后的幼虫校正死亡率分

别为 和 用花器处理的幼虫校正死亡率分别为 ∗ 和 ∗

∀幼虫对花的各部位取食有选择性 多数幼虫喜欢取食花蕊和子房 取食后幼虫中毒

症状不明显 生长较快∀两个 棉花品系的花及花器均对棉铃虫表现出相似的杀虫活性 经

≥⁄ 测验 幼虫死亡率差异不显著∀

 Βτ棉的花!铃对棉铃虫不同龄期幼虫的活性比较

棉 2 和新棉 的花对 ∗ 龄幼虫的杀虫活性较弱 处理与对照的死亡率差异

不显著∀但 棉的花可以显著抑制幼虫体重增长 第 天的幼虫体重均显著低于对照∀ 棉

处理的大龄幼虫的总化蛹率高于低龄幼虫 对大龄幼虫的杀虫活性逐渐下降∀对照比处理的

蛹羽化率稍高 表明 棉可能影响幼虫的化蛹质量∀ 棉铃对 ∗ 龄幼虫有显著的杀

期 赵建周等 棉不同品系对棉铃虫杀效果的比较        



表 Βτ棉不同品系对棉铃虫 龄幼虫的杀虫活性和抑制生长作用比较

×  √ √

指标

¬

器官
棉花品系 ≤

2 2
新棉

∏≤ ×
中 ≤

校正死亡率 叶 √ ? ? ? ?

≤ 蕾 ≥ ∏ ? ? ? ?
花 ƒ ? ? ? ?
铃 ? ? ? ?

体重抑制率 叶 √

蕾 ≥ ∏

√ 花 ƒ

铃

总化蛹率 叶 √ ?
° 蕾 ≥ ∏ ?

√ 花 ƒ ? ? ? ? ?
∏ 铃 ?

 相同器官的不同品系中数字后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 °

∂ ∏ °

≥⁄

虫活性 处理与对照的 ∗ 龄幼虫死亡率差异不显著 但在处理 后 对照的仍然显著大于

用 棉处理的幼虫体重∀两个 棉品系无论花!铃 对棉铃虫的杀虫活性和抑制生长作用

均无明显差异∀

 不同 Βτ棉品系的田间抗虫性

在大田种植中 2 ! 2 和新棉 均表现出了对棉铃虫较高的杀虫效果 各次调

查中 在 2 和 2 品系棉田中均未发现棉铃虫幼虫 顶尖和棉蕾也未发现有受害现

象 在新棉 品系棉田中发现了少量的棉铃虫低龄幼虫 在残花中发现有极少量的 ∗ 龄

幼虫 经室内用同品系 棉组织喂养后 未能进一步发育至蛹期∀对照田的顶尖受害率和棉

蕾受害率分别为 和 ∀各 棉品系之间抗虫性差异不明显∀

这些结果表明 我国自主培育的 棉品系已经完全达到了美国同类棉花品系的杀虫效

果∀因此 在生产中选用 棉品系时 在杀虫效果相同的条件下 应充分考虑 棉各品系的

产量!品质等农艺性状和棉种的价格等经济指标 选用适宜的 棉品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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