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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后%对我国的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为明确草地贪夜蛾对不同寄主的偏好性%采用

自由选择法研究了草地贪夜蛾对玉米"荞麦"薏米和菜豆植株的选择性和偏好性!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雌成虫在

不同寄主上的产卵偏好性不同%在玉米上的卵块数#

#%9>

块$和卵粒数#

#+8#9>

粒$最高%显著高于其他
8

种植物!

卵孵化率在菜豆上最低&初孵幼虫在玉米和薏米上的存活率#

$+98K

和
$&9"K

$均显著高于荞麦上#

@@98K

$%在菜

豆上存活率#

&@9%K

$最低!草地贪夜蛾
8

龄和
%

龄幼虫取食选择率从高到低为'玉米
$

薏米
$

荞麦
$

菜豆&

>

龄幼

虫不喜欢取食菜豆%对其余
8

种寄主无明显的偏好!上述结果说明%草地贪夜蛾成虫产卵偏好性和幼虫取食偏好性

在
%

种寄主上差异明显%其最喜欢玉米%最不喜欢菜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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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

,

'-'

,

%(&#

.

&/

0

*

,

(&-#

%又名秋黏

虫!

T/11/G.

Q

B;G.

"%是重大入侵害虫%具有繁殖力

强%寄主种类多%高龄幼虫取食量大%食性杂等特点%

给作物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威胁我国的粮

食生产&

#

'

(该虫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具

有很强的迁徙能力&

!8

'

(借助风力等外界条件%成虫

每天的飞行距离可达
#""J.

以上&

%

'

#不借助外力的

条件下%每天飞行距离为
#@

"

8+J.

&

>+

'

(

!"#+

年草

地贪夜蛾传播至非洲%并在适生地迅速扩散蔓延%对

非洲玉米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

'

(

!"#@

年传入亚洲%

首次发现地在印度的卡纳塔克邦%随后在亚洲气候

适宜的各国继续扩散传播&

@#"

'

(

!"#$

年草地贪夜蛾

首次在我国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被发现并报道&

##

'

%

现已先后在贵州)广东)海南)安徽)山东等
!"

多个

省区发现&

#!#>

'

%截至
&

月上旬%其为害总面积超过了

+"

多万
3.

!

%预计在
$

月中旬为害面积将达到
>""

万
3.

!

&

#+

'

(此外%根据其适生性分析%东亚)东南亚

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均适合草地贪夜蛾定殖%世界多



%>

卷第
+

期 李定银等$草地贪夜蛾对
%

种寄主植物的偏好性

个地区面临着被入侵的威胁&

&

%

#&#@

'

(

草地贪夜蛾寄主范围广%除了为害玉米)高粱和

水稻等常见作物以外%在花生)菜豆)荞麦等
&"

多个

科
8""

多种植物上也观察到了草地贪夜蛾的为害现

象&

!

%

#$

'

(草地贪夜蛾在田间有两个类型亚群体%即

玉米型和水稻型%入侵我国的主要是玉米型&

!"

'

(草

地贪夜蛾以幼虫直接取食植物叶片和钻蛀为害为

主%致使被害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收&

!#!!

'

(不同寄

主植物对草地贪夜蛾的产卵)生长发育和寿命等的

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草地贪夜蛾在玉米上的

落卵量和幼虫数都显著多于烟草上%与取食玉米相

比%取食烟草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发育历期显著

延长%幼虫死亡率显著升高%幼虫体重和蛹重显著下

降&

!8

'

(根据前人对草地贪夜蛾寄主的调查&

#$

'

%结合

我国种植作物情况分析%草地贪夜蛾具有转移至荞

麦和菜豆等作物上的风险(因此%本文研究了草地

贪夜蛾成虫在玉米)薏米)荞麦和菜豆
%

种寄主植物

上的产卵选择性%以及幼虫在
%

种寄主上的存活率

和取食选择性%探讨草地贪夜蛾对
%

种常见寄主的

偏好性(为草地贪夜蛾的适生性分析和风险评估以

及预测预报提供参考(

/

!

材料和方法

/</

!

供试虫源

草地贪夜蛾于
!"#$

年
>

月采自贵州省贵阳市

花溪区天鹅村玉米田%已在人工气候室内以玉米叶

饲养两代%取成虫用于产卵选择试验(初孵幼虫以

人工饲料饲养至所需龄期后进行取食选择试验%饲料

配方参照王世英等&

!%

'

%饲养条件为$温度!

!>q#

"

p

%

湿度
&"Kq>K

%光照
D

#

)r#+3

#

@3

(

/<;

!

供试寄主植物及栽种

供试寄主植物$菜豆
!6#5('"/52/"

0

#&*5D0449

!0泰国地豆王1")荞麦
?#

0

'

,;

&/9(5)/"($%/9

S;64:3

!0川荞
!

号1")薏米
H'*B"#)&

;

9#F

K

'=*O/G9

9#F

;

/($

!0安薏
#

号1"和玉米
P(#9#

;

5D9

!0青青

8""

1"%均种植于直径
#>:.

的育苗盆中(为保证落

卵面积和着虫概率一致%产卵选择试验用的植株按

以下密度放置$玉米
!

株*盆)薏米
%

株*盆)菜豆
!

"

8

株*盆)荞麦
>

"

+

株*盆(菜豆植株长至
%

片真叶

供试%玉米)薏米和荞麦以株高
8"

"

>":.

供试%

%

种供试寄主均为健康无农药处理的植株(

/<=

!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不同寄主的产卵选择性

在自制养虫笼!长
"9>.

)宽
"9>.

)高
"9>.

%

纱网
#""

目"四角放入菜豆)薏米)荞麦和玉米植株

各
#

盆%顺序随机%并使各寄主植物的冠顶处于同一

水平面上%每个养虫笼中分别放入
%

对当天羽化的

草地贪夜蛾雌雄成虫%在养虫笼顶部中央挂上吸满

#"K

蜂蜜水的棉花球%每隔
!

"

8F

补充蜂蜜水%供

草地贪夜蛾吸食(试验重复
%

次(每天收集各寄主

上的卵块%记录卵块数和卵粒数%并统计相应寄主上

卵的孵化数%连续收集
@F

(

试验全程在人工气候室内进行%环境条件为$温

度!

!>q#

"

p

%相对湿度
&>Kq>K

%光周期
D

#

)r

#+3

#

@3

(

/<>

!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不同寄主上的存活率

选择
#"".D

透明塑料盒!口径
&:.

%底部直径

>:.

%高
%:.

"%盖子用
!

号昆虫针扎孔%底部垫吸

水滤纸%每个盒子放入
#

种寄主植物叶片约
#

5

%再

接入草地贪夜蛾初孵幼虫
#"

头%

#"

盒为
#

组重复(

8F

后统计存活数%计算存活率%每种寄主上重复
8

次(试验环境条件同上(

/<?

!

草地贪夜蛾幼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选

择性

!!

用细记号笔在培养皿!直径
#>:.

"底部将其平

均划分为
%

个等面积扇形(提前预试验$不放入任

何寄主直接在培养皿中心接虫%

+3

后幼虫在各扇形

内的分布无显著差异则进行后续试验(取上述
%

种

植物叶片随机摆放在塑料培养皿
%

个扇形内!

%

种

植物叶片质量基本相等且足够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

+3

"(在每皿中心处接入
#

头幼虫%扣上培养皿盖

子以防止逃逸%避光放置(于接虫后
+3

观察幼虫

的取食选择情况%记录幼虫选择的植物(选择以人

工饲料室内饲养的
8

龄)

%

龄和
>

龄草地贪夜蛾幼

虫进行测定%各龄期幼虫试验前饥饿
!%3

(每个虫

龄每组测定
>"

头%各龄期分别重复
%

次(试验环境

条件同上(

/<B

!

数据统计分析

利用
,i:61!"#+

进行数据的统计%各指标以均

值和标准误表示%利用
<Y<<!%9"

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和多重比较!

)I4:/4

氏新复极差测验法"(

;

!

结果与分析

;</

!

草地贪夜蛾对
>

种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累计
@F

在玉米)薏米)荞麦和菜豆

-

#>

-



!"#$

上所落的卵块数和卵粒数见图
#

(草地贪夜蛾在玉

米上所产的卵块数最高%为!

#%9>q89>

"块%显著高

于薏米上的!

&9"q#9+

"块)荞麦上的!

#9>q#9"

"块

和菜豆上的!

!98q#9$

"块%荞麦和菜豆上卵块数无

显著差异!图
#/

"(草地贪夜蛾在不同寄主上的卵

粒数也是在玉米上的最高%为!

#+8#9>q#$$9%

"粒%

其次是薏米上%为!

@+>9"q#"@9>

"粒%荞麦上!

%!9@

q%!9!

"粒和菜豆上!

&#9+q%#9!

"粒较少!图
#C

"(

不同寄主上的卵块数和卵粒数表明玉米是草地贪夜

蛾成虫产卵优先选择的寄主%其次是薏米%最不喜好

在荞麦和菜豆上产卵(

图
/

!

草地贪夜蛾在不同寄主上的产卵选择性

(%

8

</

!

R

88

N'&

I

%5

8

+#'#$3%G%3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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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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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E#537)+3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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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贪夜蛾在
>

种寄主植物上的卵孵化率和

幼虫存活率

!!

对草地贪夜蛾在
%

种寄主上的卵孵化率和幼虫

存活率进行统计后%经反正弦平方根转换%再进行多

重比较%结果见图
!

(草地贪夜蛾卵在玉米)薏米和

荞麦上的孵化率分别为
$&9"K

)

$&9"K

和
$@9"K

%

它们之间无显著差异%均显著高于菜豆上卵的孵化

率!

$89"K

"!图
!/

"(取食薏米的草地贪夜蛾幼虫

存活率!

$&9"K

"和取食玉米的存活率!

$+98K

"差异

不显著%均显著高于取食荞麦的存活率!

@@98K

"#取

食菜豆的幼虫存活率!

&@9%K

"最低%显著低于取食

其他
8

种植物的幼虫存活率!图
!C

"(

图
;

!

不同寄主上草地贪夜蛾卵的孵化率和幼虫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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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幼虫对
>

种寄主植物的取食偏好性

草地贪夜蛾
8

"

>

龄幼虫取食偏好性见表
#

(

草地贪夜蛾
8

龄和
%

龄幼虫对
%

种寄主的取食选择

率均表现为玉米
$

薏米
$

荞麦
$

菜豆%对不同寄主

的选择率有显著差异(

>

龄幼虫对玉米)薏米和荞

麦的取食选择率没有显著差异%但对菜豆的取食选

择率显著低于其余
8

种寄主植物(

=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成虫在玉米)薏

米)荞麦和菜豆上的产卵选择偏好性存在显著差异%

在禾本科植物玉米和薏米上产卵量最多%在蓼科植

物荞麦和豆科植物菜豆上的产卵量较少%此结果与

徐蓬军等&

!8

'的研究结果和赵雪晴的田间调查结

果&

!>

'相似(推测草地贪夜蛾对不同寄主产卵偏好

性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植物体释放次生代谢物和

挥发物种类和含量不同%也可能与不同寄主植物叶

-

!>

-



%>

卷第
+

期 李定银等$草地贪夜蛾对
%

种寄主植物的偏好性

片的颜色)质地和形状有关(有研究报道不同寄主

气味可以影响棉铃虫寄主趋向选择&

!+

'

#具有不同挥

发物的棉花和苘麻对棉大卷叶螟
+

;

"(

,

%#-(&'

0

#%#

具有不同的诱集效应&

!&

'

#寄主植物的理化因素是造

成亚洲玉米螟
N5%&*$*#

.

/&$#)#"*5

寄主选择差异性

的原因&

!@

'

(

表
/

!

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选择性/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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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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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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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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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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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在玉米上的卵孵化

率和幼虫存活率均最高%其次是薏米和荞麦%在菜豆

上最低(幼虫取食选择性试验发现%各龄期幼虫均是

对玉米的取食选择率最高%选择取食菜豆的比率最

低%对薏米和荞麦的取食选择率也显著低于玉米(类

似的研究前人在其他昆虫上做过许多%例如%与取食

甘蔗相比%取食玉米的黏虫
>

;

%6*9$#5(

,

#&#%#

成活

率更高&

!$

'

#甜菜夜蛾
+

,

'-'

,

%(&#(B*

0

/#

幼虫在藜上存

活率达到
&%9+&K

%但在葱上仅为
!+9!>K

%即甜菜夜蛾

幼虫对藜的嗜食度高于葱&

8"

'

(草地贪夜蛾
8

龄和
%

龄

幼虫的取食选择性在
%

个寄主间差异较大%到
>

龄后%

在玉米)薏米和荞麦间没有明显差异%估计是
>

龄幼虫

取食量加大%对寄主的选择性变弱(本研究还发现不

同寄主上成虫产卵选择和幼虫取食选择偏好性基本一

致%但并不完全相同%推测原因可能与不同虫态草地贪

夜蛾的营养需求)生存场所等不相同有关%张娜等&

8#

'

)

韩慧等&

8!

'和张磆等&

88

'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

本研究结果说明玉米是草地贪夜蛾最适宜的寄

主%菜豆为最不适宜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的寄主(

同时%对于嗜食性较低的植物%草地贪夜蛾仍有成虫

产卵和幼虫取食选择现象%并且都有个体存活(推

测在食物资源充足的条件下%草地贪夜蛾优先选择

嗜食寄主%而在食物种类有限的环境条件下%草地贪

夜蛾可能会转移到荞麦和菜豆等非嗜食寄主上为

害%甚至在长期适应后可能成为嗜食寄主(寄主偏

好性的研究一直是植物保护学科在害虫防治方面的

一个重点%了解害虫的寄主偏好性有利于更好地掌

握田间害虫发生动态%适时采取和调整防控措施&

8%

'

(

影响植食性昆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和取食选择

性的原因有许多%例如寄主植物自身的物理结构)植

物体次生代谢物和挥发物的不同%以及植物体所含有

的营养物质成分和含量的差异&

8>8@

'

(目前%草地贪夜

蛾对于玉米)薏米)荞麦)菜豆的产卵和取食偏好性差

异的机制目前未见报道%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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