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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探究高温逆境条件下丽蚜小蜂在田间的释放效果及高温对丽蚜小蜂生长发育&生殖及存活的影响$设计

了田间及室内验证试验%在夏季高温季节监测棚内温度$并释放丽蚜小蜂$测定其对粉虱的防治效果%在室内周期

性重复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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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测定高温对丽蚜小蜂羽化率&寿命及产卵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夏季高温季节释

放丽蚜小蜂$其对粉虱的控制效果较差$并且在田间寄生率较低%温度升高$丽蚜小蜂蛹羽化率&寿命及产卵量均随

之降低%

8;

#

!"b

丽蚜小蜂羽化率从
L#6!"c

降至
9

'寿命从
$#6""I

下降至
$I

'产卵量从
L869"

头下降至
9

头%

繁育丽蚜小蜂的温度最好控制在
#9b

以下'在田间应用过程中棚内温度不要长时间保持在
#"b

以上$否则严重影

响丽蚜小蜂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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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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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影响昆虫生长发育.生殖及存活等生命

活动最重要的因素$

$#

%

#田间释放短管赤眼蜂
I+"8

'0,

#

+%11%

/

+-)",2&1

"温度高于
#<b

时"寄生蜂羽

化率显著降低"并且继续培养高温冲击条件下产的

卵依旧不耐高温$

!

%

#短时高温冲击对天敌昆虫东亚

小花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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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新小绥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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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双尾新小绥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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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氏

钝绥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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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

$

:

%的生长发育均造成较

大的影响"从而影响田间防治效果#

丽蚜小蜂
?$'%+2"%

5

,+1,2%

是粉虱类害虫的重

要天敌"目前已实现商业化"用于控制温室作物粉虱

类害虫#有关丽蚜小蜂的生物学$

L$$

%以及生态学特

性$

$8$#

%

"前人都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但

是"高温条件下丽蚜小蜂的应用效果鲜有报道#关

于温度对丽蚜小蜂生长发育的影响"大部分研究只

考虑恒温而没有考虑到温室内的实际温度差"并且

最高温度仅研究至
##b

$

$!

%

#夏季温室内往往会出

现周期性重复高温$

$"

%

"极端高温或低温甚至直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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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昆虫死亡$

$;

%

#因此"本试验探究高温季节丽蚜小

蜂在田间的应用效果及影响"旨在为丽蚜小蜂的繁

育及田间应用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寄主植物!番茄
L

<

',

/

-+2"',$-2'&(-$)&1

"品种

为/金鹏
$$

号0-粉虱!温室白粉虱
I+"%(-&+,4-27%8

/

,+%+",+&1

在室内用番茄植株连代饲养-丽蚜小蜂

?$'%+2"%

5

,+1,2%

!山东鲁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蜂卡"每卡约
899

头#

$%&

!

试验方法

$6&6$

!

高温季节丽蚜小蜂的田间应用

在山东省济阳县崔寨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8

个

番茄圆拱大棚"每个面积为
$#99Q

8

"依靠顶部和侧

面的通风口通风降温#在棚内放置温湿度记录仪'杭

州路格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记录大棚内温湿度#定

植时间均为
89$<

年
;

月
$"

日"至
89$<

年
L

月
"

日收

获完毕#棚
$

采用丽蚜小蜂防治粉虱"

89$<

年
;

月
88

日.

;

月
8L

日.

<

月
$8

日分别释放
$

次"每次
8999

头&
;;<Q

8

-棚
8

'对照棚(采用化学防治"

89$<

年
;

月
8"

日使用烟熏剂'

$9c

异丙威烟剂"河南省安阳

市安林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熏棚"其他常规

管理水平保持一致#

调查方法!'

$

(棚
$

!每次放蜂前采用*

2

+字形随

机选取
$9

个点"每点调查
#

株"调查整株番茄的粉

虱成虫数-棚
8

!调查方法同棚
$

-'

8

(首次放蜂
$"I

后开始从田间取样"每点随机摘取有
!

龄白粉虱若

虫的叶片
#

片"室内观察
!

#

;I

"统计寄生数量和寄

生率-'

#

(每次释放丽蚜小蜂前留下同一批次的
"

张

蜂卡置于'

8;a$

(

b

人工气候箱内"羽化完全后镜检

其羽化率-后两次放蜂前取回上次释放的丽蚜小蜂

卡
"

张"室内镜检其在田间的羽化率#

$6&6&

!

高温对丽蚜小蜂蛹羽化率的影响

根据夏季温室温度的变化情况"在室内利用人

工气候箱模拟温室温度"设置
#9

.

#"

.

!9

.

!"b!

个

高温"设
$9

!

99M$"

!

99

为高温阶段"其他时间为

8;b

"

+3;9ca"c

"

/

"

'd$!=

"

$9=

"以恒温

8;b

为对照#将丽蚜小蜂的
#

日龄黑蛹粘在蜂卡

上"置于上述条件下"

$"I

后统计丽蚜小蜂蛹羽化

率#每处理
$

张蜂卡"

899

头左右"重复
$9

次#

$6&6'

!

高温对丽蚜小蜂成蜂寿命及产卵量的影响

取羽化
8!=

内的丽蚜小蜂成虫置于玻璃试管

内"每管
$99

头"

#

个重复"并补充蜂蜜水"置于
$686

8

高温条件的气候箱中"每天统计不同条件下的成

虫寿命#

将番茄苗在温室内培育至
"

#

;

片真叶时去除

顶端心叶"选取健康.叶片平整的番茄苗置于温室白

粉虱的繁育温室"接种
8!=

后清除叶片上粉虱成

虫"将番茄苗放入养虫笼内让粉虱发育#当粉虱若

虫发育至
8

#

#

龄时"剪下带粉虱若虫的番茄叶片"

镜检"保留
#9

头
8

#

#

龄若虫"其余若虫用昆虫针去

除"并参照戴鹏的装置$

$<

%

"将番茄叶片进行水培处

理"并放入透明接虫杯内备用#每个接虫杯内引入

$

头羽化后不超过
8!=

的丽蚜小蜂"并补充蜂蜜水"

置于
$6868

高温条件的气候箱中"每两天更换一次

叶片"直至丽蚜小蜂死亡"并将换下来的番茄叶片置

于
8;b

气候箱中#每天记录丽蚜小蜂的存活.死亡

'小毛笔轻触不动为死亡(.或逃逸情况-

:

#

$9I

蜂

发育至蛹期时"记录每叶片上温室白粉虱若虫被寄

生的数量#重复
#9

次#

$6&6=

!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1UTGP

及
5W558969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温度对丽蚜小蜂寿命.羽化率及产卵量的

影响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_(

(中的
0XD4

SG

V

法多重比较分析差异显著性"显著水平
969"

#

&

!

结果与分析

&%$

!

高温季节丽蚜小蜂的田间应用效果

自
89$<

年
;

月
88

日开始连续测定了
89I

棚内

的温度"结果表明"日最高温度
!"b

以上的天数占

""c

"

!9

#

!"b

占
#"c

"

!9b

以下的占
$9c

#并且

高温持续时间一般都在
"=

以上'图
$

(#

图
$

!

夏季放蜂期间棚内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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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16.)6324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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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7,

通过图
8

可以看出"放蜂棚及对照棚内粉虱成

虫数量均处于一直上升状态"至
<

月
88

日均上升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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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尹园园等!周期性高温对丽蚜小蜂田间应用效果的影响

$9

头&株以上#并且丽蚜小蜂在田间寄生率较低"

两次调查结果分别为
$86<9c

.

$$6::c

#

图
&

!

棚内粉虱成虫种群动态

>3

5

%&

!

J2

/

.+)63248

C

4)<31729G@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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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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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可以看出"丽蚜小蜂在室内的平均羽化率

为
L!6#Lc

"显著高于田间平均羽化率'

3

!

"

$L

d;6:!

-

*d969!

(#

图
'

!

丽蚜小蜂田间羽化率与室内羽化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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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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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丽蚜小蜂羽化率的影响

在试验温度范围内"丽蚜小蜂蛹羽化率随温

度的升高而下降"

#"

.

!9

.

!"b

条件下蛹羽化率显

著低于
8;b

'

3

!

"

!"

d;$!6:L

-

*

%

969$

('图
!

("

!"b

下丽蚜小蜂不能羽化#

#9b

与
8;b

没有显

著性差异"羽化率分别为
L96;;ca96:!c

.

L#6!"c

a96##c

#

&%'

!

温度对丽蚜小蜂成蜂寿命的影响

丽蚜小蜂成虫寿命受温度和食物的影响很大

'图
"

(#在试验温度范围内"丽蚜小蜂成蜂寿命随

温度的升高而显著下降"并且仅以蜂蜜水饲喂的丽

蚜小蜂成蜂寿命显著低于以蜂蜜水和粉虱若虫同时

饲喂的丽蚜小蜂'

3

L

"

"L9

d"L6!L

-

*

%

969$

(-丽蚜小

蜂在两种食物条件下均是
8;b

条件下寿命最长"仅

饲喂蜂蜜水平均寿命为'

L69<a96";

(

I

"同时饲喂

粉虱若虫和蜂蜜水平均寿命为'

$#6""a8688

(

I

-两

种食物条件下"

!"b

高温周期后丽蚜小蜂成蜂全部

死亡"寿命仅为
$I

#

图
=

!

温度对丽蚜小蜂羽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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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温度对丽蚜小蜂成蜂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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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蚜小蜂成蜂最长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图
;

(#当仅饲喂蜂蜜水时"

8;

.

#9

.

#"

.

!9

.

!"b

条

件下丽蚜小蜂成蜂寿命最长分别为
89

.

$;

.

<

.

$

.

$I

-

当同时饲喂蜂蜜水和粉虱若虫时"

8;

.

#9

.

#"

.

!9

.

!"b

条件下丽蚜小蜂成蜂寿命最长分别为
#"

.

8#

.

$L

.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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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丽蚜小蜂产卵量的影响

丽蚜小蜂的产卵量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图
<

(#

不同温度条件下"丽蚜小蜂的产卵量存在显著差异

'

3

!

"

L"

d$L6L;

-

*

%

969$

(#

8;b

条件下丽蚜小蜂产卵

量最高"平均每头丽蚜小蜂可产卵'

L869"a$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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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丽蚜小蜂全部死亡"产卵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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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条件下丽蚜小蜂存活曲线

>3

5

%E

!

-.0;3;)+1.0;,729012#",(#

3

&"*&,#)6

8399,0,466,<

/

,0)6.0,7

图
L

!

温度对丽蚜小蜂产卵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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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每年
$$

月至翌年
;

月在温室中使用丽蚜小蜂可

以将粉虱数量控制在较低水平$

$:$L

%

#夏季高温季节

释放丽蚜小蜂对粉虱的控制效果较差"粉虱数量呈上升

趋势"并且丽蚜小蜂在田间寄生率较低"仅为
$86<9c

"

后期只能采用化学防治手段#因此在夏季高温季

节"不建议在降温措施较差的棚内释放丽蚜小蜂#

丽蚜小蜂对高温耐受力较差"其幼虫的致死温

度为
#:6#b

"

8#

#

8Lb

范围内是丽蚜小蜂最适产卵温

度$

L

%

#从
8;b

至
!"b

"丽蚜小蜂羽化率从
L#6!"c

减

少到
9

#朱楠等$

$#

%的研究表明
8;

.

8L

.

#8b

丽蚜小蜂羽

化率分别为
L:6!ca$6$c

.

LL6"ca968c

.

:"6<ca

"6;c

"与本研究结果趋势一致#仅提供蜂蜜水时"

丽蚜小蜂成虫寿命从
L69<I

减少到
$I

-同时提供

蜂蜜水和粉虱若虫时寿命从
$#6""I

减少到
$I

-产

卵量从
L869"

粒减少到
9

粒#这些结果与前人的研

究结果$

$#$!

"

89

%趋势一致#随着温度的升高"丽蚜小

蜂蛹的羽化率.成蜂的寿命.产卵量均下降#目前"

农业生产中一般释放丽蚜小蜂蛹卡"需经历羽化期.

成虫期.产卵期.卵 幼虫 蛹期"才能完成一个周期"

而棚内高温对这几个发育时期均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丽蚜小蜂的繁育及田间应用过程中应特别注意高

温的影响#在繁育丽蚜小蜂的过程中温度最好控制

在
#9b

以下"持续保持
#$b

高温会使丽蚜小蜂雄性

后代增加$

8$

%

"影响繁育效率-在田间应用过程中棚

内温度最好不要长时间保持在
#"b

以上"否则严重

影响丽蚜小蜂的应用效果#有研究报道通过高温驯

化可明显增强昆虫耐受极高温度的能力"使它们免

于遭受过高温的伤害$

88

%

"通过高温驯化或许可以增

强丽蚜小蜂抵抗田间高温的能力"提高其田间应用

效果#田间应用时"温度调控效果较差的棚谨慎使

用丽蚜小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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