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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蚜害等级危害对设施辣椒产量和品质的影响ꎬ为设施蔬菜的科学防控、按质定价

及制定蚜虫经济阈值提供参考ꎮ 【方法】通过田间蚜虫量调查ꎬ进行蚜害分级ꎬ并测定不同蚜害等级下辣

椒叶片和果实的 ＳＰＡＤ 值ꎬ采收后记录单株果数ꎬ称重ꎬ计算座果率及单株果重等产量指标ꎻ同时测定不

同蚜害等级下辣椒果实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维生素 Ｃ 含量等品质指标ꎮ 【结果】当蚜害等级达 ＩＩＩ 级
及以上时ꎬ即可导致设施辣椒产量和品质相关指标明显下降ꎬ且随着蚜害等级增加ꎬ下降越显著ꎮ 当蚜害

等级达 Ｖ 时ꎬ辣椒叶片和果实的 ＳＰＡＤ 值比对照分别下降了 ３８.２９％和 ２９.４９％ꎬ辣椒座果率比对照下降了

２１.２８％ꎬ单株果重比对照下降了 ４０.０９％ꎬ且 １、２ 级果数量明显减少ꎻ辣椒可溶性糖、维生素 Ｃ 含量比对照分别下降了

３５.６６％、３９.２９％ꎬ可溶性蛋白含量略有下降ꎬ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ꎮ 【结论】当蚜害等级为 ＩＩＩ 级以上ꎬ即株虫量为 ５０ 头以上

时ꎬ辣椒产量、品质出现明显下降ꎬ因此ꎬ当辣椒整株虫量达 ５０ 头以上时要及时进行蚜虫防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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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是一种茄科辣椒属植

物ꎬ属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ꎬ含有多种维生素、蛋
白质、糖类、色素、辣椒碱和矿物质ꎬ辣椒中维生素

Ｃ 的含量在蔬菜中占首位(刘易伟等ꎬ２０１４)ꎬ是深

受人们喜爱的蔬菜品种ꎮ 辣椒在全国各地都有着

广泛的栽培ꎬ但在生产过程中ꎬ常受到多种病虫害

的困扰ꎬ其中蚜虫 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 是危害辣椒生产最严

重的害虫之一(罗素兰等ꎬ２００３)ꎬ蚜虫活动常导致

辣椒减产ꎬ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唐平华等ꎬ２０１３)ꎮ
蚜虫是设施蔬菜上的重要害虫ꎬ我国已知种类

达 １０００ 余种(方燕等ꎬ２００６)ꎬ几乎能以所有的蔬菜

作物为寄主植物ꎬ其中棉蚜 Ａｐｈｉｓ ｇｏｓｓｙｐｉｉ Ｇｌｏｖｅｒ、桃
蚜 Ｍｙｚ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ｅ (Ｓｕｌｚｅｒ)对葫芦科、茄科、十字花科

蔬菜的危害尤为严重ꎬ棉蚜是江苏设施辣椒上的优

势种ꎮ 蚜虫为刺吸式口器害虫ꎬ对寄主植物的危害

主要为吸取植物汁液、传播植物病毒、排泄的蜜露

引发煤污病(周晓静等ꎬ２０１２)ꎬ严重影响受害作物

的品质和产量ꎬ甚至可导致植株死亡ꎬ毁棚绝收(周
勇等ꎬ２００９)ꎮ 棉蚜因具有个体较小、生活周期短、
生活史复杂、繁殖力强等特征而存在不易发现、扩
散蔓延迅速、防控困难等问题(乔格侠等ꎬ２０１１)ꎮ

目前ꎬ针对蚜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防治药剂的

筛选、蚜虫选择性及其对植物抗性方面ꎬ蔬菜产量

及其品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栽培技术与

肥水管理方面ꎬ而关于蚜虫危害对蔬菜产量及品质

的影响研究鲜有报道ꎮ 在设施蔬菜生产过程中ꎬ除
了要保证蔬菜产量ꎬ对其营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杨爱民等ꎬ２０１４)ꎬ为进一步明确蚜虫危害对设

施蔬菜产量及品质的影响ꎬ本试验就不同程度蚜虫

危害对椒座果率、单株果数、单果重等产量指标及

辣椒可溶性糖、维生素 Ｃ 及可溶性蛋白含量等品质

指标进行研究ꎬ以期为设施蔬菜按质定价及制定蚜

虫经济阈值、科学防控措施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辣椒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提供的

苏椒 ５ 号ꎮ 试验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刘庄镇温室

大棚内进行ꎬ温室长 ４０ ｍ、宽 ６ ｍꎬ上盖塑料薄膜ꎬ未
覆盖裙膜ꎮ 土壤质地为砂壤土ꎬｐＨ 值 ７.５ꎬ有机质含

量 １.４３％ꎬ土壤肥力中等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５ 日辣椒催芽

后播于穴盘内ꎬ待辣椒苗长出 ３~４ 片真叶时ꎬ选长势

相近、健壮的辣椒苗于 ８ 月 ６ 日定植于棚内ꎬ行距 ４０
ｃｍꎬ株距 ３０ ｃｍꎮ 各处理栽培管理措施一致ꎮ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田间蚜虫量调查及蚜害分级 　 蚜虫为辣椒

田间自然发生ꎬ经鉴定为棉蚜ꎮ 虫量调查方法:盛
果期调查每株辣椒的蚜虫数量ꎬ将辣椒植株上蚜虫

的虫量按蚜害等级划分标准(罗菊花等ꎬ２０１１ꎻ 张

海波等ꎬ２０１９)进行分级记录ꎬ单株挂牌、标记ꎮ 其

中ꎬ蚜害等级Ⅰ蚜虫较少ꎬ作为对照(表 １)ꎮ

表 １　 蚜害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蚜害等级 Ｇｒａｄｅ 蚜虫量及症状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ａｎｄ ｈａｒｍ ｓｙｍｐｔｏｍ

Ⅰ(对照 ＣＫ) 全株有少量蚜虫(１０ 头以下)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ｆｅｗ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０ ａｐｈｉｄｓ)
Ⅱ 全株有一定量蚜虫(１０~５０ 头)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ｓ (１０－５０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Ⅲ 全株有中等量蚜虫(５０~２００ 头)ꎬ植株中上部茎秆、叶片较多蚜虫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ｈａｄ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ｓ (５０－２００ ａｐｈｉｄ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Ⅳ 全株有大量蚜虫(２００~５００ 头)ꎬ植株中上部茎秆、叶片蚜虫聚集ꎬ叶片出现煤污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ｐｈｉｄｓ (２００－５００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ａｐｈｉｄｓ ｇａｔｈｅｒ ｏｎ ｓｔａｌｋ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ａｎｄ ｓｏｏｔｙ ｍｏ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Ⅴ 全株有极多蚜虫(５００ 头以上)ꎬ植株中上部茎秆、叶片密布蚜虫ꎬ叶片大量煤污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ａｐｈｉ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０ ａｐｈｉｄｓ)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
ｄｅｎｓｅ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ｈｉｄｓꎬ ａｎｄ ｓｏｏｔｙ ｍｏｌ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ｎ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２.２　 ＳＰＡＤ 值测定　 在盛果期ꎬ每个蚜害等级随

机选取 ５ 株辣椒ꎬ采摘同一部位叶片和成熟度和大

小一致、果面光洁无病斑的果实ꎬ使用叶绿素计

ＳＰＡＤ￣５０２ 测定 ＳＰＡＤ 值ꎮ 试验重复 ３ 次ꎮ
１.２.３　 产量指标测定　 每个蚜害等级随机选取 １０
株记录单株辣椒总开花数ꎬ在采收期ꎬ按标记对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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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人工分期全部采收ꎬ记录单株结果数量ꎬ计算座

果率(座果率 / ％ ＝结实数 /开花数×１００)ꎻ摘取辣椒

植株上所有果实ꎬ称重ꎬ计算单果重ꎻ对单株所有果

实称重ꎬ计算单株果重ꎮ 将果实按单果重进行分级:
果重≥６０ ｇ 为 １ 级ꎬ ２０ ｇ ≤果重<６０ ｇ 为 ２ 级ꎬ果重

<２０ ｇ 为 ３ 级ꎻ其中ꎬ１~２ 级果为大果ꎬ３ 级为小果ꎮ
１.２.４　 品质指标测定 　 品质指标测定在盛果期进

行ꎮ 每蚜害等级随机选取 ３ 株辣椒ꎬ采摘成熟度和

大小一致、果面光洁无病斑的果实ꎬ测定可溶性蛋

白、可溶性糖、维生素 Ｃ 含量ꎬ试验重复 ３ 次ꎮ 可溶

性蛋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 Ｇ￣２５０ 染色法测定ꎬ可
溶性糖含量采用苯酚比色法测定ꎬ维生素 Ｃ 含量采

用 ２ꎬ６－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高俊凤ꎬ２００６)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ＤＰＳ 软件处理ꎬ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

差法进行多重比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蚜害等级危害对辣椒叶片和果实的

ＳＰＡＤ 值影响

不同蚜害等级蚜虫危害对辣椒叶片和果实的叶

绿素 ＳＰＡＤ 值均有明显影响(图 １)ꎮ 当蚜害等级为

Ⅰ~Ⅱ时ꎬ叶片和果实的 ＳＰＡＤ 值均略有下降ꎻ当蚜

害等级达Ⅳ时ꎬ叶片和果实的 ＳＰＡＤ 值开始出现明

显下降ꎬ比对照 (等级Ⅰ) 分别下降了 ３３. ３３％、
２３.０８％ꎬ当蚜害等级达Ⅴ时ꎬ叶片和果实的 ＳＰＡＤ 值

比对照分别下降了 ３８.２９％、２９.４９％ꎬ叶片中 ＳＰＡＤ
值下降幅度更大ꎮ

图 １　 蚜害等级对辣椒叶片和果实 ＳＰＡＤ 值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蚜害等级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Ｐ<０.０５) .

２.２　 不同蚜害等级危害对辣椒产量的影响

２.２.１　 蚜虫危害对辣椒结实率及果重的影响 　 由

表 ２ 可知ꎬ蚜虫危害降低了辣椒座果率、单株果数、
单果重及单株果重ꎮ 随着蚜害等级增大ꎬ辣椒座果

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ꎬ当蚜害等级大于 ＩＩ 时ꎬ辣椒

座果率分别比对照下降了 １０. ４８％ ( ＩＩＩ)、１８. ９０％
(ＩＶ)、２１.２８％ (Ｖ)ꎮ 当蚜害等级大于 ＩＩＩ 时ꎬ单株果

数分别比对照下降了 ２１.１６％ ( ＩＶ)、２５.８９％ (Ｖ)ꎮ
蚜害等级为 Ｉ ~ ＩＶ 时对单果重影响较小ꎬ当蚜害等

级达 Ｖ 时ꎬ单果重显著低于对照ꎬ下降了 １９.３４％ꎮ
当蚜害等级大于 ＩＩ 时ꎬ辣椒单株果重分别比对照下

降了 １８.９６％ (ＩＩＩ)、３２.６５％ (ＩＶ)、４０.０９％ (Ｖ)ꎮ
２.２.２ 　 蚜虫危害对辣椒果实大小的影响 　 由表 ３
可见ꎬ随蚜虫虫量的增加ꎬ１、２ 级果(大果)数量明显

减少ꎬ３ 级(小果)数量无明显变化ꎬ１、２ 级果数量的

减少是单株果数下降的主要原因ꎮ
２.２.３　 蚜虫危害对辣椒品质的影响　 由表 ４ 可知ꎬ
蚜虫危害对辣椒品质有明显的影响ꎬ随蚜害等级的

增加ꎬ辣椒果实中可溶性糖、维生素 Ｃ、可溶性蛋白

含量均不同程度降低ꎮ 当蚜害等级大于 ＩＩ 时ꎬ辣椒

可溶性糖含量显著低于对照ꎬ分别下降了 ７. ８５％
(ＩＩＩ)、１８.５３％ (ＩＶ)、３５.６６％ (Ｖ)ꎮ 当蚜害等级为 Ｉ
~ ＩＶ 时ꎬ辣椒维生素 Ｃ 含量略有下降ꎬ当蚜害等级

达 Ｖ 时ꎬ维生素 Ｃ 含量比对照下降了 ３９.２９％ꎮ 蚜

虫取食后辣椒果实可溶性蛋白含量略有下降ꎬ但与

对照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根据害虫的取食方式、危害部位ꎬ可将其分为直

接性害虫和间接性害虫(盛承发ꎬ１９９３)ꎮ 直接性害

虫取食农作物最终生长时期的收获部分ꎬ如果实、种
子等ꎬ而取食非收获部分的属间接性害虫ꎬ如叶片、
繁殖器官、根茎、刺吸汁液等ꎮ 间接性害虫危害与产

量及品质关系更为复杂ꎬ因为这与被害植物本身的

补偿能力、发育阶段、害虫的取食方式及部位等诸多

因素有关(金开正等ꎬ２００１)ꎮ 蚜虫作为一种间接害

虫ꎬ探明其对作物产量及品质的影响任务艰巨且意

义深远ꎮ
蚜虫危害辣椒时吸取植物汁液ꎬ分泌蜜露引发

煤污病ꎬ降低叶片光合作用ꎬ诸多研究发现ꎬ蚜虫危

害对其寄主作物产量有严重影响ꎬ袁浩(２０１３)研究

发现麦长管蚜 Ｓｉｔｏｂｉｏｎ ａｖｅｎａｅ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取食可显

著降低小麦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的有效穗粒数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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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重ꎬ且随着虫口密度增加ꎬ降低越明显ꎻ刘磊等

(２０１５) 通过试验证明了金银花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被蚜虫危害后ꎬ产量大幅减少ꎮ 本研究发现ꎬ
辣椒受蚜虫危害后ꎬ果实和叶片中叶绿素 ＳＰＡＤ 值

明显下降ꎬ从而影响同化产物的合成ꎬ使座果率、单
果重和单株果重下降ꎬ且随着蚜害等级的增加ꎬ辣椒

座果率、单株果数和单株果重下降越明显ꎬ其中大果

减少更为显著ꎻ杨益众等(１９９２)发现当禾谷缢管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ｐａｄｉ Ｌ.数量达 １２０ 头株－１ 时ꎬ蛋白

质含量下降 ５.２３％ꎬ相关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也明

显下降ꎮ 本研究发现ꎬ蚜虫受害后ꎬ辣椒果实的可溶

性糖、维生素 Ｃ 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ꎬ且蚜害

等级越大ꎬ下降越明显ꎬ但不同的是可溶性蛋白含量

并未显示显著下降ꎮ

表 ２　 蚜虫危害对辣椒结实率及果重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ｐｅｐｐｅｒ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蚜害等级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ｇｒａｄｅ

辣椒产量指标 Ｐｅｐ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座果率
Ｆｒｕｉ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 ％

单株果数 / 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单果重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 ｇ

单株果重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ｐｌａｎｔ / ｇ

Ⅰ(对照 ＣＫ) ６１.８３±２.１８ａ ２６.４２±１.７４ａ ４７.５８±２.５４ａ １２５９.６７±８２.１２ａ
Ⅱ ５７.３８±１.５７ａ ２５.８３±１.３８ａ ４５.５５±３.１７ａｂ １１７４.２９±２６.５０ａｂ
Ⅲ ５１.３５±１.１６ｂ ２３.１７±１.８６ａｂ ４３.７９±２.４６ａｂ １０２０.８３±１００.３５ｂｃ
Ⅳ ４２.９３±０.９７ｃ ２０.８３±１.２０ｂ ４０.５６±２.６１ａｂ ８４８.４１±６３.８２ｃｄ
Ⅴ ４０.５５±２.２５ｃ １９.５８±１.５９ｂ ３８.３８±２.５６ｂ ７５４.６９±５９.６０ｄ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表 ３　 蚜虫危害对辣椒果实大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ｐｅｐｐｅｒ ｆｒｕｉｔ ｓｉｚｅ

蚜害等级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ｇｒａｄｅ

不同等级辣椒果实个数 / 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ｓ

１ 级 Ｌｅｖｅｌ １ ２ 级 Ｌｅｖｅｌ ２ ３ 级 Ｌｅｖｅｌ ３

Ⅰ(对照 ＣＫ) ８.１５±１.２７ａ １１.５５±０.６１ａ ６.７１±１.０８ａ
Ⅱ ７.５６±１.１４ａ １１.２７±０.６３ａ ６.９４±１.２４ａ
Ⅲ ５.８８±０.７７ａｂ １０.１３±０.３１ａ ７.１５±０.８３ａ
Ⅳ ４.７４±０.４８ｂ ８.６４±０.３６ｂ ７.２１±０.８４ａ
Ⅴ ４.０６±０.６１ｂ ７.９６±０.４１ｂ ７.５３±１.０５ａ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表 ４　 蚜虫危害对辣椒品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ｐｐｅｒ

蚜害等级
Ａｐｈｉ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ｇｒａｄｅ

辣椒品质指标 Ｐｅｐｐ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ｓ

可溶性糖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ｇｋｇ－１)

维生素 Ｃ 含量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ｇｋｇ－１)

可溶性蛋白含量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ｇｋｇ－１)

Ⅰ(对照 ＣＫ) ２５.１０±０.６４ａ ０.５６±０.０６ａ １２.３８±０.８５ａ
Ⅱ ２４.３３±０.６６ａｂ ０.５１±０.０４ａ １１.７３±１.０３ａ
Ⅲ ２３.１３±０.３３ｂ ０.４７±０.０５ａｂ １０.２３±１.０３ａ
Ⅳ ２０.４５±０.６６ｃ ０.４３±０.０６ａｂ １０.０８±０.６８ａ
Ⅴ １６.１５±０.５６ｄ ０.３４±０.０２ｂ ９.９８±０.９２ａ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害虫数量与产量关系的一般反应曲线明确地指

出ꎬ在一定虫量范围内ꎬ害虫对植物产量形成没有影

响ꎬ甚至具有一定增产作用ꎬ当植物补偿能力低于危

害水平时才产生损失 (管致和ꎬ １９８１ꎻ Ｔａｍｍｅｓꎬ
１９６１)ꎬ这也是制定害虫危害经济阈值的概念依据ꎮ
因此ꎬ害虫综合治理必须考虑危害经济阈值ꎬ科学制

定防治策略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在蚜害等级 Ｉ ~ ＩＩ 级
即株虫量为 ５０ 头以下时ꎬ辣椒产量、品质未出现明

显下降ꎻ当蚜害等级为 ＩＩＩ 级以上即株虫量为 ５０ 头

以上时ꎬ辣椒产量、品质出现明显下降ꎮ 因此ꎬ当辣

椒整株虫量达 ５０ 头以上时要及时进行防治ꎬ这一结

果可为设施蔬菜按质定价及制定蚜虫经济阈值、科
学防控措施等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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