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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２１０１《棉花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１部分：棉铃虫；

———第２部分：蚜虫；

———第３部分：红铃虫；

———第４部分：枯萎病；

———第５部分：黄萎病。

本部分是 ＧＢ／Ｔ２２１０１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部分由农业部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永军、王武刚、吴孔明、郭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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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抗病虫性评价技术规范

第３部分：红铃虫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２１０１的本部分规定了转基因棉花、杂交棉花和常规棉花抗棉红铃虫性鉴定方法和抗虫性

评价标准。

本部分适用于转基因棉花、杂交棉花和常规棉花抗棉红铃虫性鉴定和抗虫性评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２１０１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４４０７．１　经济作物种子　第１部分：纤维类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２２１０１的本部分。

３．１

青铃　狏犲狉犱犪狀狋犫狅犾犾

棉铃从达到成铃标准到铃形基本定型，铃色一直保持鲜绿，称之为青铃。

４　鉴定方法

４．１　鉴定方式

采用罩笼接虫法。通过摘取青铃取样调查，以鉴定材料单铃活虫数比对照品种单铃活虫减少率为

指标进行抗虫性评价。

４．２　对照棉花品种

转基因棉花鉴定以转基因棉花受体亲本为对照；转基因杂交棉花鉴定以非转基因亲本为对照；常规

杂交棉花鉴定以标准感虫棉花品种为对照；常规棉花鉴定以标准感虫棉花品种为对照。

４．３　田间罩笼设计

采用４０目尼龙网进行罩笼，罩笼高１．８ｍ，面积在５０ｍ２ 以上。供试材料在罩笼内单行种植，每行

２５株，行距８０ｃｍ，株距２６ｃｍ。对照品种设置按４．２执行。上述棉花种子质量应达到ＧＢ４４０７．１中对

种子质量的要求。

４．４　供试虫源及接虫量

收集当年虫害棉花絮中红铃虫幼虫，置于室温在２５℃～２８℃之间的养虫室内化蛹。羽化后，置于

交配笼（４０ｃｍ×４０ｃｍ×４０ｃｍ）内，每笼内放入雌雄配对的成虫５对～１０对，饲以１０％蜂蜜水作为补充

营养。罩笼接虫鉴定前，应让红铃虫配对雌雄成虫自由交配３ｄ。选择在自然条件下的第一、二代红铃

虫发蛾盛期，按照５对／１０ｍ２ 密度在罩笼内释放已交配的红铃虫成虫，且雌雄蛾接虫比例为１∶１。

５　结果调查和计算

抽样调查共计两次。第一次在释放接虫后２０ｄ～２５ｄ进行，在供试品种上按每株２个棉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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