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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天敌昆虫与生防微生物资源引种

三十年成就与展望

张礼生，　陈红印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部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综合性重点实验室／中美生物防治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本文汇总了３０年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原生物防治研究所）引进的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

资源，系统介绍了引进生防资源的种类、数量、来源国家、引种单位和应用情况，并对未来资源引种提出建议。３０年

来，累计引进境外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至少８９种、２３２批次，提供给国内至少２１家教学、科研及生产单位。

据统计，引进境外天敌昆虫至少６９种、２１２批次，包括茧蜂、瓢虫、草蛉、赤眼蜂、蚜茧蜂、蚜小蜂、跳小蜂、姬小蜂、绒

茧蜂、捕食蝽、捕食螨、古巴蝇、食蚜瘿蚊、防杂草象甲、防杂草实蝇等；引进境外生防微生物资源至少２０种、２０批

次，包括耳霉、疫霉、白僵菌、绿僵菌、轮枝菌、虫霉菌、多角体病毒、生防线虫等。这些引进资源的一部分，如广赤眼

蜂、甘蓝夜蛾赤眼蜂、丽蚜小蜂、桨角蚜小蜂、半闭弯尾姬蜂、小黑瓢虫、孟氏隐唇瓢虫、黄瓜新小绥螨、智利小植绥螨

等已在我国商业化生产，广泛应用于农作物、蔬菜、水果、茶叶、林业的病虫害防控，部分天敌昆虫已成功定殖，成为

国际生物防治资源引进与利用的成功案例。显著提升了我国生物防治科研、教学和生产水平，促进了我国生物防治

事业的进步。在“转方式、调结构”的新型农业生产形势下，发展生物防治，加强生物防治资源引进与利用，具有重要

的科学和生产意义。

关键词　天敌昆虫；　生防微生物；　引种；　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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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防治是研究及利用有益生物控制农业病虫

害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利用生物物种间本能的竞

争、拮抗、捕食、偏害等关系，以一种或一类生物抑制

另一种或另一类生物，通过食物链的形式调控农业

有害生物种群数量，并以子代延续和自然繁殖长久

在农田生态系统中驻留，发挥着持续控制农业有害

生物的功效。生物防治可利用的有益生物资源是自

然界重要的生物资源之一，包括天敌昆虫、微生物及

其他有益生物，如捕食性天敌昆虫、寄生性天敌昆

虫、虫生真菌及抗病真菌、杀虫抗病细菌、昆虫病毒、

昆虫线虫等，是农业生产、环境治理及现代农业生物

技术产业的重要物质保障，是二十一世纪我国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资源［１］。

由于天敌昆虫和生防微生物分布都具有区域

性，世界各国往往通过异地输引的方式，引进生防资

源，通过一系列检疫、评价等用于害虫、杂草防控。

特别是外来入侵性有害生物，在其原产地一般不造

成大的灾害，但传入并在新区定殖后往往危害严重。

从其原产地引进有效的天敌控制这类生物，以期达

到新的生态平衡。大量的防控实践也证明，原产地

天敌引种对于控制外来入侵生物的种群数量和危害

程度，具有显著功效，特别是持续控制作用是其他防

控技术不能替代的。

据统计，上个世纪全世界约有５０００个天敌昆

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引种活动，主要用于害虫和杂

草的生物防治［２］。我国的天敌引种源自１９０９年，

当时从美国引入两批次澳洲瓢虫（犚狅犱狅犾犻犪犮犪狉犱犻狀犪

犾犻狊）到我国台湾，控制了澳洲吹绵蚧（犐犮犲狉狔犪狆狌狉

犮犺犪狊犻）并在当地建立起稳定的种群，不需喷施农药

防治吹绵蚧［１，３］。大规模的天敌引种始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后

更名为生物防治研究所，２００６年并转至植物保护

研究所）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引进国外天敌

资源，探索建立了我国天敌资源引种的规章规程，

创建了第一代天敌昆虫引种检疫实验室，开展对天

敌引种资料档案的数据管理。至１９８６年底，共引

进天敌１９７批次、输出天敌１２４批次
［４］。如从英国

引进的丽蚜小蜂（犈狀犮犪狉狊犻犪犳狅狉犿狅狊犪），控制粉虱的

效果非常显著，寄生率高达９０％，至今仍在我国多

个省区大面积应用［５］。本文汇总了从１９８６年以

来，３０年间我国天敌昆虫和生防微生物资源引种

的成就。数据来源于本所天敌引种检疫实验室、国

家质检总局检疫数据库的输引记录。需说明的是

由于年代稍显久远，早期引种记录均为纸质，部分

年代有缺失，引进单位也有名称变更、合并或裁撤

等，本文均从原始记录。

１　引进资源的种类及批次

３０年来，我国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引种

情况如表１所示，累计引进境外天敌昆虫及生防微

生物资源至少８９种、２３２批次，提供给国内至少２１

家教学科研及生产单位。据统计，引进境外天敌昆

虫至少６９种、２１２批次，包括茧蜂、瓢虫、草蛉、赤眼

蜂、蚜茧蜂、蚜小蜂、跳小蜂、姬小蜂、绒茧蜂、捕食

蝽、捕食螨、古巴蝇、食蚜瘿蚊、防杂草象甲、防杂草

实蝇等；引进境外生防微生物资源至少２０种、２０批

次，包括耳霉、疫霉、白僵菌、绿僵菌、轮枝菌、虫霉

菌、多角体病毒、生防线虫等。

２　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的来源

１９８６年前，我国同国际上１５个国家建立了天

敌引种的业务联系［３４］。近３０年来，稳定同约２０个

国家建立合作交流的业务关系，从目标国家引种批

次数及占比如图１所示。资源提供国主要是欧、美、

澳洲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与我国经贸往来密切，

外来入侵性害虫传入我国的概率高，为防控这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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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及杂草，必须到这些国家寻找资源；另一方面，这

些国家生防资源丰富，引种及检疫制度规范，相关的

科研单位和专家易于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我国生防

资源的引进和利用。

表１　３０年来我国引进的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汇总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犲狀犲犳犻犮犻犪犾犻狀狊犲犮狋狊犪狀犱犫犻狅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犪犵犲狀狋狊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犱犻狀狋狅犆犺犻狀犪狅狏犲狉狋犺犲犾犪狊狋狋犺狉犲犲犱犲犮犪犱犲狊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中名（参考中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国别

Ｃｏｕｎｔｒｙ

引进单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天敌昆虫犖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犻狀狊犲犮狋狊

１ 犃犮犲狉狅狆犺犪犵狌狊犮狅犮犮狅犻狊 粉蚧短索跳小蜂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２ 犃犲狀犪狊犻狌狊ｓｐ． 粉蚧跳小蜂 美国 广东省林业厅森防站

美国 广东省林业厅森防站

３ 犃犵犪狋犺犻狊狆狌犿犻犾犪 小窄径茧蜂 美国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美国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美国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加拿大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加拿大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美国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美国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加拿大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加拿大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美国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加拿大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美国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加拿大 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

４ 犃犾犾狅狋狉狅狆犪ｓｐ． 广腹细蜂 美国 广东省林业厅森防站

美国 广东省林业厅森防站

５ 犃狆犺狔狋犻狊犿犲犾犻狀狌狊 印巴黄蚜小蜂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巴基斯坦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巴基斯坦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６ 犃犵犪狋犺犻狊ｓｐ． 一种窄径茧蜂 巴基斯坦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巴基斯坦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７ 犆犲狉犪狀犻狊狌狊犿犲狀犲狊 蓟马姬小蜂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８ 犆狅犿狆犲狉犻犲犾犾犪犫犻犳犪狊犮犻犪狋犪 双带巨角跳小蜂 巴基斯坦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巴基斯坦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９ 犆狅狋犲狊犻犪狆犾狌狋犲犾犾犪犲 菜蛾盘绒茧蜂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１０ 犆狉狔狆狋狅犾犪犲犿狌狊犿狅狀狋狉狅狌狕犻犲狉犻 孟氏隐唇瓢虫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１１ 犆狌狉犻狀狌狊犮狅犲狉狌犾犲狌狊 某种瓢虫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１２ 犇犪犮狀狌狊犪狊犻犫犻狉犻犮犪 西伯利亚离颚茧蜂 荷兰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荷兰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１３ 犇犪犮狀狌狊犪ｓｐ． 一种离颚茧蜂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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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中名（参考中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国别

Ｃｏｕｎｔｒｙ

引进单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４ 犇犲犾狆犺犪狊狋狌狊犮犪狋犪犾犻狀犪犲 小黑瓢虫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英国 福建农业大学院植保系

英国 福建农业大学院植保系

１５ 犇犻犪犱犲犵犿犪狊犲犿犻犮犾犪狌狊狌犿 半闭弯尾姬蜂 马来西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马来西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中国台湾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中国台湾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英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环境资源研究所

英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环境资源研究所

英国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环境资源研究所

１６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犻狊犪犲犪 豌豆潜蝇姬小蜂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１７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ｓｐ． 姬小蜂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１８ 犇犻狅犿狌狊狆狌犿犻犾犻狅 小基瓢虫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１９ 犇犻狅犿狌狊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狌狊 广盾瓢虫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２０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犫犲犵犻狀犻犻 贝氏潜蝇姬小蜂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２１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狌狊 潜蝇姬小蜂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２２ 犈狀犮犪狉狊犻犪犳狅狉犿狅狊犪 丽蚜小蜂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２３ 犈狀犮犪狉狊犻犪狊狅狆犺犻犪 浅黄恩蚜小蜂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２４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ｓｐ． 桨角蚜小蜂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２５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犲狉犲犿犻犮狌狊 桨角蚜小蜂 澳大利亚 浙江大学

２６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犺犪狔犪狋犻 海氏桨角蚜小蜂 澳大利亚 浙江大学

２７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犿狌狀犱狌狊 蒙氏桨角蚜小蜂 澳大利亚 浙江大学

２８ 犎犪犾犿狌狊犮犺犪犾狔犫犲狌狊 某种瓢虫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２９ 犎狔狆犲狉犪狊狆犻狊狅狉狀犪狋犲犾犾犪 显盾瓢虫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３０ 犆犺犻犾狅犮狅狉狌狊ｓｐ． 黑缘红瓢虫 美国 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

美国 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

３１ 犕犪犮狉狅犾狅狆犺狌狊犮犪犾犻犵犻狀狅狊狌狊 暗黑长脊盲蝽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３２ 犗犾犾犪犪犫犱狅犿犻狀犪犾犻狊 棘腹异色瓢虫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３３ 犗狆犻狌狊ｓｐ． 潜蝇茧蜂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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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中名（参考中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国别

Ｃｏｕｎｔｒｙ

引进单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３４ 犘狊狔犾犾犪犲狆犺犪犵狌狊狔犪狊犲犲狀犻 木虱跳小蜂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３５ 犚犺狔狕狅犫犻狌狊犳狅狉犲狊狋犻犲狉犻 暗色瓢虫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３６ 犚犺狔狕狅犫犻狌狊犾狅狆犺犪狀狋犺犪犲 某种暗色瓢虫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３７ 犛犮狔犿狀狌狊犮狉犲狆犲狉狌狊 小毛瓢虫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３８ 犜犪犿犪狉犻狓犻犪犾犲狌犮犪犲狀犪犲 银合欢姬小蜂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英国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３９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犮狌犿 澳洲赤眼蜂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吉林农学院生防所

澳大利亚 吉林农学院生防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４０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甘蓝夜蛾赤眼蜂 澳大利亚 吉林农学院生防所

澳大利亚 吉林农学院生防所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所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所

４１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犱犲犻狅狀 狭氏赤眼蜂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４２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犲狏犪狀犲狊犮犲狀狊 广赤眼蜂 德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德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４３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犳狌狉狀犻犮犪犾犪狋狌犿 某种赤眼蜂 澳大利亚 吉林农学院生防所

澳大利亚 吉林农学院生防所

４４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犿犪犻犱犻狊 微小赤眼蜂 德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德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加拿大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加拿大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４５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狀狌犫犻犾犪犾犲 某种赤眼蜂 德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德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４６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狆犪狆犻犾犻狅狀犻狊 粉蝶赤眼蜂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４７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狆狉犲狋犻狅狊狌犿 短管赤眼蜂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所

美国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所

４８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狋狅犻犱犲犪犫犪犮狋狉犪犲 卷蛾分索赤眼蜂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美国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马来西亚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马来西亚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４９
犜狉犻狊狊狅犾犮狌狊犫犪狊犪犾犻狊

沟卵蜂 巴西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巴西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５０ 犣犪狉犺狅狆犪犾狌狊ｓｐ． 粉蚧跳小蜂 美国 广东省林业厅森防站

美国 广东省林业厅森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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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中名（参考中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国别

Ｃｏｕｎｔｒｙ

引进单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捕食螨犘狉犲犱犪狋狅狉狔犿犻狋犲狊

５１ 犃犿犫犾狔狊犲犻狌狊犮狌犮狌犿犲狉犻狊 黄瓜钝绥螨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５２ 犃犿犫犾狔狊犲犻狌狊犳犪犾犾犪犮犻狊 伪钝绥螨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５３ 犘犺狔狋狅狊犲犻狌犾狌狊狆犲狉狊犻犿犻犾犻狊 智利小植绥螨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５４ 犜狔狆犺犾狅犱狉狅犿狌狊狉犻犮犽犲狉犻 盲走螨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经济昆虫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犻狀狊犲犮狋狊

５５ 犃狆犻狊犿犲犾犾犻犳犲狉犪 意大利蜜蜂 美国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５６ 犗狊犿犻犪犮狅狉狀犻犳狉狅狀狊 角额壁蜂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日本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５７ 犕犲犵犪犮犺犻犾犲狉狅狋狌狀犱犪狋犪 苜蓿切叶蜂 法国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法国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加拿大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加拿大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杂草生防资源犅犻狅犮狅狀狋狉狅犾犪犵犲狀狋犳狅狉狑犲犲犱狊

５８ 犃犮犲狉犻犪犮犺狅狀犱狉犻犾犾犪犲 粉苞苣螨 加拿大 新疆八一农学院

加拿大 新疆八一农学院

５９ 犃犵犪狊犻犮犾犲狊犺狔犵狉狅狆犺犻犾犪 空心莲子草叶甲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０ 犃犾狋犻犮犪犮犪狉犱狌狅狉狌犿 蓟跳甲 瑞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瑞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１ 犈犮犮狉犻狋狅狋犪狉狊狌狊犮犪狋犪狉犻狀犲狀狊犻狊 水葫芦盲蝽 南非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南非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２ 犈狆犻犫犾犲犿犪狊狋狉犲狀狌犪狀犪 豚草卷蛾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３ 犈狌犪狉犲狊狋犪犫犲犾犾犪 豚草实蝇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４ 犈狌犪狉犲狊狋犪犳犲狊狋犻狏犪 豚草实蝇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５ 犔犻狅狋犺犻狆狊ｓｐ． 豚草蓟马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６ 犖犲狅犮犺犲狋犻狀犪犫狉狌犮犺犻 水葫芦象甲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阿根廷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阿根廷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７ 犜犪狉犪犮犺犻犱犻犪犮犪狀犱犲犳犪犮狋犪 豚草夜蛾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加拿大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８ 犞狅犵狋犻犪犿犪犾犾狅犻 空心莲子草斑螟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６９ 犣狔犵狅犵狉犪犿犿犪狊狌狋狌狉犪犾犻狊 豚草条纹叶甲 俄罗斯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俄罗斯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生防微生物资源犅犻狅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犪犵犲狀狋狊

７０ 犅犲犪狌狏犲狉犻犪犫犪狊狊犻犪狀犪 球孢白僵菌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７１ 犎犲狋犲狉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犻狀犱犻犮狌狊 异小杆线虫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７２ 犎犲狋犲狉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犿犲犵犻犱犻狊 大异小杆线虫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７３ 犎犲狋犲狉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狕犲犪犾犪狀犱犻犮犪 新西兰异小杆线虫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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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序号

Ｎｏ．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中名（参考中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国别

Ｃｏｕｎｔｒｙ

引进单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７４ 犎犲狋犲狉狅狉犺犪犫犱犻狋犻狊犫狉犲狏犻犮犪狌犱犻狊 短尾异小杆线虫 俄罗斯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７５ 犕犲狋犪狉犺犻狕犻狌犿犪狀犻狊狅狆犾犻犪犲 金龟子绿僵菌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７６ 犘犪狀犱狅狉犪犱犲犾狆犺犪犮犻狊 飞虱虫疠霉 美国 中国水稻所

７７ 犘犪狀犱狅狉犪狀犲狅犪狆犺犻犱犻狊 新蚜虫疠霉 美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美国 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

７８ 犘狊犲狌犱狅犿狅狀犪狊ｓｐ． 荧光假单胞杆菌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７９ ＳｅＭＮＰＶ 甜菜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美国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８０ 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犪犫犫犪狊犻 阿巴斯斯氏线虫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８１ 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犮犪狉狆狅犮犪狆狊犪犲 小卷蛾斯氏线虫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８２ 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犳犲犾狋犻犪犲 夜蛾斯氏线虫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８３ 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犵犾犪狊犲狉犻 格氏斯氏线虫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８４ 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ｓｐ． 斯氏线虫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８５ 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ｓｐ． 斯氏线虫 澳大利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８６ 犛狋犲犻狀犲狉狀犲犿犪ｓｐ． 斯氏线虫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８７ 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犺犪狉狕犻犪狀狌犿 哈茨木霉 俄罗斯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８８ 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ｓｐ． 木霉菌 美国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８９ 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犾犲犮犪狀犻犻 蜡蚧轮枝菌 荷兰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英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美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目标来源国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英

国输引次数最多，且多属于天敌昆虫的二次、三次甚

至更多次的重复引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引种目标

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该种天敌或生防微生物能稳定

控制害虫及杂草；也反映出国内引种单位保种能力

不足，未能构建起稳定的天敌种群。

图１　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来源地

犉犻犵．１　犗狉犻犵犻狀犪犾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

犻狀狊犲犮狋狊犪狀犱犫犻狅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犪犵犲狀狋狊

３　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的国内接收

单位

　　３０年来，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的国内接

收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的国内接收情况

犉犻犵．２　犚犲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犱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犻狀狊犲犮狋狊

犪狀犱犫犻狅犮狅狀狋狉狅犾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犪犵犲狀狋狊犻狀犆犺犻狀犪

从中可见，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原中国农科院生

防所）、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吉

林省农科院植保所、林业部沈阳森防中心、浙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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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植保系、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云南省农科院植保

所等单位，引种种类、数量等超过９０％，这些单位也

是我国天敌昆虫的优势研究单位，具有多次引种的

科研需求和相关经验。

４　引进天敌昆虫的成功案例与利用情况

跟踪分析我国天敌昆虫引进后的应用情况，一

类属成功引进型，适应了新的引进地的生态环境，建

立起田间种群，对目标害虫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

或在实验室内建立了稳定的种群，促进了相关科学

研究的发展。３０年来，引进较成功的包括表２所列

的种类。

这些引进天敌中的小窄径茧蜂、菜蛾盘绒茧蜂、

小黑瓢虫、半闭弯尾姬蜂、豌豆潜蝇姬小蜂、丽蚜小

蜂、恩蚜小蜂、桨角蚜小蜂、暗红瓢虫、小毛瓢虫、甘

蓝夜蛾赤眼蜂、广赤眼蜂、玉米螟赤眼蜂、沟卵蜂、黄

瓜钝绥螨、智利小植绥螨等，部分种类已经完成了规

模扩繁，实现了产业化，在农田、果园、保护地蔬菜害

虫防控中得到大面积应用，有效控制了农林害虫的

发生与危害［１，５７］。

表２　引进成功的天敌昆虫种类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狆犲犮犻犲狊狅犳狀犪狋狌狉犪犾犲狀犲犿狔犻狀狊犲犮狋狊狊狌犮犮犲狊狊犳狌犾犾狔犻狀狋狉狅犱狌犮犲犱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中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防治对象　Ｔａｒｇｅｔｐｅｓｔ

犃犵犪狋犺犻狊狆狌犿犻犾犪 小窄径茧蜂 落叶松鞘蛾

犃犵犪狋犺犻狊ｓｐ． 一种窄径茧蜂 松突园蚧

犆狅狋犲狊犻犪狆犾狌狋犲犾犾犪犲 菜蛾盘绒茧蜂 小菜蛾

犆狉狔狆狋狅犾犪犲犿狌狊犿狅狀狋狉狅狌狕犻犲狉犻 孟氏隐唇瓢虫 粉蚧、蚜虫

犆狌狉犻狀狌狊犮狅犲狉狌犾犲狌狊 某种瓢虫 粉虱

犇犪犮狀狌狊犻狀ｓｐ． 反颚茧蜂 稻苞虫

犇犲犾狆犺犪狊狋狌狊犮犪狋犪犾犻狀犪犲 小黑瓢虫 粉虱

犇犻犪犱犲犵犿犪狊犲犿犻犮犾犪狌狊狌犿 半闭弯尾姬蜂 小菜蛾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犻狊犪犲犪 豌豆潜蝇姬小蜂 美洲斑潜蝇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ｓｐ． 姬小蜂 蚜虫

犇犻狅犿狌狊狆狌犿犻犾犻狅 小基瓢虫 蚜虫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犫犲犵犻狀犻犻 贝氏潜蝇姬小蜂 美洲斑潜蝇

犇犻犵犾狔狆犺狌狊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狌狊 潜蝇姬小蜂 美洲斑潜蝇

犈狀犮犪狉狊犻犪犳狅狉犿狅狊犪 丽蚜小蜂 粉虱

犈狀犮犪狉狊犻犪狊狅狆犺犻犪 浅黄恩蚜小蜂 粉虱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ｓｐ． 桨角蚜小蜂 粉虱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犲狉犲犿犻犮狌狊 桨角蚜小蜂 粉虱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犺犪狔犪狋犻 海氏桨角蚜小蜂 粉虱

犈狉犲狋犿狅犮犲狉狌狊犿狌狀犱狌狊 蒙氏桨角蚜小蜂 粉虱

犆犺犻犾狅犮狅狉狌狊ｓｐ． 黑缘红瓢虫 蚜虫，粉蚧

犗狆犻狌狊ｓｐ． 潜蝇茧蜂 美洲斑潜蝇

犘狊狔犾犾犪犲狆犺犪犵狌狊狔犪狊犲犲狀犻 木虱跳小蜂 木虱

犚犺狔狕狅犫犻狌狊犳狅狉犲狊狋犻犲狉犻 暗色瓢虫 蚜虫、粉虱、介壳虫

犛犮狔犿狀狌狊犮狉犲狆犲狉狌狊 小毛瓢虫 蚜虫、粉虱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犪狌狊狋狉犪犾犻犮狌犿 澳洲赤眼蜂 稻纵卷叶螟、造桥虫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甘蓝夜蛾赤眼蜂 菜青虫、小菜蛾、甘蓝夜蛾、棉铃虫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犲狏犪狀犲狊犮犲狀狊 广赤眼蜂 棉铃虫、玉米螟、地老虎、夜蛾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狀狌犫犻犾犪犾犲 玉米螟赤眼蜂 玉米螟、棉铃虫、烟青虫、造桥虫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狆狉犲狋犻狅狊狌犿 短管赤眼蜂 玉米螟等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狋狅犻犱犲犪犫犪犮狋狉犪犲 卷蛾分索赤眼蜂 小菜蛾

犜狉犻狊狊狅犾犮狌狊犫犪狊犪犾犻狊 沟卵蜂 稻蝽、茶翅蝽、盲蝽

犃犿犫犾狔狊犲犻狌狊犮狌犮狌犿犲狉犻狊 黄瓜钝绥螨 茶黄螨、叶螨

犃犿犫犾狔狊犲犻狌狊犳犪犾犾犪犮犻狊 伪钝绥螨 全爪螨、叶螨

犘犺狔狋狅狊犲犻狌犾狌狊狆犲狉狊犻犿犻犾犻狊 智利小植绥螨 叶螨、蓟马

犜狔狆犺犾狅犱狉狅犿狌狊狉犻犮犽犲狉犻 盲走螨 叶螨

犃狆犻狊犿犲犾犾犻犳犲狉犪 意大利蜜蜂 授粉昆虫

犗狊犿犻犪犮狅狉狀犻犳狉狅狀狊 角额壁蜂 授粉昆虫

犕犲犵犪犮犺犻犾犲狉狅狋狌狀犱犪狋犪 苜蓿切叶蜂 授粉昆虫

犃犵犪狊犻犮犾犲狊犺狔犵狉狅狆犺犻犾犪 空心莲子草叶甲 空心莲子草

犈狆犻犫犾犲犿犪狊狋狉犲狀狌犪狀犪 豚草卷蛾 豚草

犈狌犪狉犲狊狋犪犫犲犾犾犪 豚草实蝇 豚草

犖犲狅犮犺犲狋犻狀犪犫狉狌犮犺犻 水葫芦象甲 水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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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目前我国天敌昆虫及生防资源引种形势

我国天敌昆虫及生防微生物资源引种一度非常

活跃，经过评估从世界多个国家成功引进了多种生

防资源，促进了生物防治科研与产业发展，保障了农

林害虫的绿色防控，减缓了外来入侵生物的扩繁蔓

延，为植物保护提供了先进的防控手段，也促进了国

际合作与交流。然而，近一段时间，生防资源引种处

于低谷，引进的数量、种类、单位数显著下降。分析

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由于体制改革的原因，原

本隶属于农业部的天敌昆虫及生防资源引种检疫工

作，目前归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缺乏相

应的天敌引种管理细则，申报审批的手续较繁琐，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天敌昆虫及生防资源的引种。第二，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业部通过部文件的形式即农业

部文件［８０保字（８）号］，授权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

治研究所统一审批、检疫评价全国的天敌引进与输

出，而目前各行业部委所属的科研机构大多自行引进

天敌昆虫及生防资源，没有长期规划，缺乏统一管理。

第三，缺乏专业人才与条件支撑。当前国内各引种接

收单位安全隔离条件不一，很少有达到Ｐ２、Ｐ３级别的

生物安全隔离实验室，且对引进的天敌昆虫与生防资

源开展植物检疫和安全性评价的专业人才不足，存在

不当引种及检疫失管的风险。

６　展望及加强天敌昆虫与生防资源引种的建议

植保生物防治资源是国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衡

量标志，也是不可替代的国家战略资源和重要财富。

“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把握了未来”，包括天敌昆虫和

有益微生物在内的生物防治种质资源是自然界重要

生物资源之一，关系到农业生产、植物保护、环境治

理以及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未来，是开展科学研究

的重要物质保障，是２１世纪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战略基础资源。为加快我国天敌昆虫及生防微

生物资源引种，亟待开展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尽快建立我国天敌昆虫及有益节肢动物引

种检疫实验室。可以依托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

心，满足每年引进国外优良天敌１０批次的鉴定、生

物学观察、隔离试验及无害化处理需求，建设植物检

疫隔离实验室、更衣及风淋室、开箱间、引进天敌繁

育实验室、种质保存实验室、档案及标本室等，配备

相关仪器设备。

二是尽快建立我国植保生物防治活体资源库。

天敌昆虫种类繁多、生活习性迥异，引种检疫、种群

维持等对设施条件要求复杂。要建立系统分类与快

速鉴定、中间寄主饲养、自然寄主饲养、天敌扩繁实

验室、天敌种质资源品质检测实验室等，满足常年保

存优良天敌的培养、繁育及生物学试验需求。

三是尽快完善天敌昆虫引种管理法规和规程。

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１９９３年就发布了《生物防治天

敌引种与释放规则》，规范了世界各国天敌昆虫资源

引种。我国尚无系统的天敌引种规范，应在制定《农

作物病虫防治条例》等相关法规时，对境外天敌昆虫

及生防微生物资源引种明确规程，尽早填补相关空

白，降低引种风险，促进我国的天敌昆虫引种与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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