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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褐飞虱3-5龄若虫的发生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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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和意义

• 生命表是描述种群死亡过程及存活情况的有力工具。通过编

制生命表，可获得有关种群存活率、实际死亡数、死亡率、

存活曲线和群内个体未来预期余年（平均期望年龄）。

• 生命表可用于动物种群参数的获取，种群数量的模拟预测，

以及评价各种管理措施控制种群数量的效果等。如在昆虫学

研究中，利用生命表技术，进行种群增长率的测定和种群死

亡关键因子的分析。

• 生命表编制过程包括野外种群调查及实验室数据分析两个部

分。



•• 生命表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分析和对比种生命表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分析和对比种
群个体起作用生因子的函数数量基础；群个体起作用生因子的函数数量基础；

•• 利用生命表中的数据，描述存活曲线图，利用生命表中的数据，描述存活曲线图，
说明种群各年龄组在生命过程中的数量；说明种群各年龄组在生命过程中的数量；

•• 说明不同年龄的生存个体随年龄的死亡和说明不同年龄的生存个体随年龄的死亡和
生存率的变化情况。生存率的变化情况。

实验意义：



实验目的：

• （1）通过实验操作及利用已有资料，学习和

掌握生命表和生存曲线的编制方法；

• （2）学习如何分析生命表。

接上页



重点：

• 生命表的类型及其区别

• 生命表的年龄段的划分

• 生命表各栏数据的关系和计算方法

• 生命期望值的含义与存活曲线



实验原理

•• 由于动物和植物在年龄的区分不同，故在编制生由于动物和植物在年龄的区分不同，故在编制生
命表时有差别；命表时有差别；

•• 根据生命表所列数字的来源和类型，将生命表分根据生命表所列数字的来源和类型，将生命表分
为动态生命表为动态生命表（又称同生群生命表，追踪同生群存活数和死亡（又称同生群生命表，追踪同生群存活数和死亡

数作为基本数据列入表中）数作为基本数据列入表中）、静态生命表、静态生命表（根据一次大规模调（根据一次大规模调

查，以不同年龄个体存活数列入表中）查，以不同年龄个体存活数列入表中）。。



植物生命表

X



动物生命表



昆虫生命表

1

nx



虫期
（Xi）

作用因子
(F)

第1代存活率（Si） 第2代存活率（Si）

有机稻田 对照区 有机稻田 对照区

卵

捕食与其它 0.7262 0.8824 0.7354 0.7657

寄生parasite 0.9231 0.9679 0.8590 0.9458

不孵No Hatch 0.8974 0.9839 0.8846 0.9512

L1~2若虫
捕食与其它 0.5724 0.8129 0.5586 0.7287

寄生parasite 0.7434 0.9326 0.6849 0.8691

L3~5若虫
捕食与其它 0.6088 0.6515 0.7777 0.8583

寄生parasite 0.7369 0.8986 0.8244 0.9053

成虫*

逐日存活率（Saa） 0.8062 0.8062 0.8062 0.8062

雌虫比率 0.625 0.625 0.625 0.625

FPFP♀∑Pfi(SAa)
i 32.2427 32.2427 32.2427 32.2427

种群趋势指数（I） 3.7028 12.0252 4.4195 10.9298

干扰作用控制指数（IIPC） 0.3079 0.4044

“捕食性与其它”EIPC 3.7659 2.1398 3.1301 2.0880

“寄生”EIPC 1.9775 1.2328 2.0618 1.3438

表 有机早稻田白背飞虱种群生命表 (新会，2002年4-6月)



生命表数据来源：

（1）死亡年龄数据的调查：收集野外自然死亡动物
的残留骨骼，如头骨、角、牙齿、鱼的鳞片及鸟类
羽毛特征等确定年龄。死亡年龄数据可编制静态生
命表；

（2）直接观察存活动物数据，可编制动态生命表；

（3）直接观察种群年龄数据，属静态生命表。





生命表的编制方法

是指年龄最大

进入X龄期的全部个体直至死亡的各年龄的存活总个数



• Lx的实际含义:假定在0期，有1000个体，1
龄时有450个体。假设从0～1龄的时期中死
亡个体数都死于该龄的中点，故从0到1期的
平均死亡个体数为（1000＋450）/2＝725个。

• Tx：是进入x龄期的全部个体在进入该龄期

以后的存活总个体。

Tx＝∑Lx
x

∞



存活曲线





实验步骤：

表1

（一）、

1



• （二）、利用已有数据编制生命表，如下：

表2



表3



作业：

• （1）完成表1、2和3。试编制动态的和静态的

生命表；

• （2）以年龄x为横坐标，lgnx为纵坐标，看看

分别得到一条怎样的存活曲线？

• （3）修改掷骰子游戏的假设，以改变种群的

死亡率，看存活曲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