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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fJ

月$系统调查了树锦鸡儿'甘蒙锦鸡儿'荒漠锦鸡儿和中间锦鸡儿
4

种植物上第一代柠条种

子小蜂种群动态及寄主荚果发育进程#结果表明$不同寄主植物上的柠条种子小蜂幼虫'蛹'成虫数量有显著性差

异$密度大小依次为&树锦鸡儿
%

中间锦鸡儿
%

甘蒙锦鸡儿
%

荒漠锦鸡儿#在发生时间动态上$柠条种子小蜂幼

虫'蛹和成虫的数量基本呈现先逐渐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4

种寄主植物上不同虫态的柠条种子小蜂高峰期出现时间

各不相同#甘蒙锦鸡儿上的小蜂出现最早$

/

月
#J

日幼虫达到高峰期%中间锦鸡儿上的小蜂出现最晚$

J

月
!

日幼

虫高峰期$

J

月
#4

日成虫高峰期%树锦鸡儿与荒漠锦鸡儿居中#柠条种子小蜂发育进程与锦鸡儿植物的荚果发育

进程吻合#本文讨论了柠条种子小蜂种群动态与寄主植物的关系$明确了柠条种子小蜂发生和达到高峰的时间$为

柠条种子小蜂预测预报和综合治理提供依据#

关键词
!

柠条种子小蜂%

!

寄主植物%

!

时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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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条种子小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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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锦鸡儿广肩小蜂和柠条广肩小蜂"属膜翅目

Z

.

(BN3

O

CBQ)

广肩小蜂科
&TQ

.

C3(*L)B

"是我国林

业危险性有害生物%

#

&

'据文献记载"柠条种子小蜂

的寄主植物有树锦鸡儿
7#&#

A

#$##&?'&(-)($-

@)(1

(中间锦鸡儿
7B*$%(&/(3*#PT)N

K

(%Z1;1bT

(

柠条锦鸡儿
7B.'&-,*$-.**P3(1

和小叶锦鸡儿
7B

/*)&'

<

,

2

""#@)(1

%

!4

&

'锦鸡儿属栽培种通常被称

为柠条%

9

&

'柠条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重要的生

态建设树种"同时也是最优良的饲用灌木树种"具有

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4

&

'

柠条种子小蜂取食柠条种仁"严重时柠条种仁被

吃光"仅剩种皮"导致被害种子发芽率为
"

或极低'

随着柠条在,三北-地区大面积种植"柠条种子小蜂的

为害逐年加剧"严重影响柠条种子的产量和质量%

4

"

/

&

'

宋素杰和鄂晓勤首次对柠条种子小蜂的形态(发生规

律和为害特点进行了初步研究%

/

&

#杨美良对柠条种子

小蜂的生活习性做了详细的观察研究"并提出了最佳

的防治时期及药剂%

J

&

#苏日娜等研究了柠条种子主要

害虫的化学防治及生物防治技术%

$

&

#罗于洋等对柠

条锦鸡儿(中间锦鸡儿(小叶锦鸡儿种子害虫的田间

种群消长规律进行了研究%

%

&

'目前"关于树锦鸡儿(

荒漠锦鸡儿(甘蒙锦鸡儿和中间锦鸡儿
4

种植物上的

柠条种子小蜂种群动态研究鲜见报道'

柠条种子小蜂一年发生
!

代"以幼虫在种子内

越冬%

/

&

'本研究通过解剖荚果系统调查了内蒙古林

科院树木园锦鸡儿混交林内树锦鸡儿(甘蒙锦鸡儿(

荒漠锦鸡儿和中间锦鸡儿
4

种植物上第一代柠条种

子小蜂种群数量及种群动态"旨在为探讨柠条种子

小蜂预测预报和实现害虫综合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材料

试验设在内蒙古林科院树木园的锦鸡儿属植物

混交林内"选择树锦鸡儿(甘蒙锦鸡儿(荒漠锦鸡儿(

中间锦鸡儿调查柠条种子小蜂的种群动态!表
#

$'

表
$

!

柠条种子小蜂
2

种寄主植物信息表$

#

/9:;<$

!

#AED=?9F>DADEEDH=LD@F

C

;9AF@DE!"#$%&

'

%(

)

#*+,&$("(

)

(+(,

植物

:+)NC

平均树高*
(

=QBB-B*

K

-C

平均冠幅*
(

;Q3,N

平均地径*
2(

WQ3TNLL*)(BCBQ

总分布面积*
(

!

=3C)+L*UCQ*GTC*3N)QB)

树锦鸡儿
7#&#

A

#$##&?'&(-)($- !109g"1## #10#g"1!9 01"%g"1#J 9$1/!

甘蒙锦鸡儿
7#&#

A

#$#'

<

1"($- #10/g"10# "1J"g"1#0 #1"$g"1!0 /%14!

荒漠锦鸡儿
7#&#

A

#$#&'?'&'0-.

2

* #1!0g"1!0 "1%Jg"1!4 #14/g"1!! 0/194

中间锦鸡儿
7#&#

A

#$#*$%(&/(3*# #1J!g"1#9 #1!#g"14! #1JJg"1#4 4J1J%

!

#

$冠幅为树冠垂直投影面积"采用东(西(南(北
4

个方向计算冠幅"公式
+h

!

+

东
i+

西
i+

南
i+

北$*
4

"式中
+

东(
+

西(
+

南(
+

北 分别代表

树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冠幅长度%

#"

&

'

=-B2Q3,N,*LC-*UC-B_BQC*2)+

O

Q3

E

B2C*3N)QB)3RC-B2)N3

O.

1AC*U2)+2T+)CBLRQ3(C-B2Q3,NL*QB2C*3NU3RC-BB)UC

"

,BUC

"

U3TC-)NLN3QC-1

=-BR3Q(T+)+h

!

+

B)UC

i+

,BUC

i+

U3TC-

i+

N3QC-

$*

4

"

,-BQB+

B)UC

"

+

,BUC

"

+

U3TC-

)NL+

N3QC-

QB

O

QBUBNCC-B+BN

K

C-3RC-B2Q3,N*NR3TQL*QB2C*3NU3R

B)UC

"

,BUC

"

U3TC-)NLN3QC-

%

#"

&

1

$%&

!

试验方法

试验于
!"#J

年
/

月
!

日
fJ

月
!"

日进行"每
0L

在内蒙古林科院树木园锦鸡儿混交林内进行
#

次调

查'

/

月上旬为锦鸡儿结荚盛期"种子尚未发育"此时

第一代柠条种子小蜂幼虫刚孵化'

J

月中旬绝大多数

锦鸡儿种子处于成熟阶段"种子开始变硬"柠条种子

小蜂越冬代幼虫开始出现"为避免世代重叠导致数据

不准确"本研究设置调查截止时间为
J

月
!"

日'

分别对上述
4

种锦鸡儿植物上的柠条种子小蜂

进行系统调查'每种植物从东(南(西(北
4

个方向

随机取样"共采集
#"

个荚果"每种植物调查
9

株'

重复
0

次'将采集的荚果带回实验室"首先用游标

卡尺测量荚果长度和宽度"然后在体视显微镜下解

剖"测量种子长度和宽度"每个荚果随机测量
#

个健

康种子"测量后"仔细解剖并记录荚果内处于幼虫期

及蛹期的柠条种子小蜂的数量'成虫羽化期间"同

样方法采集荚果"将荚果保存于通风保湿的饲养盒

内"记录成虫羽化的时间与数量'

$%,

!

统计分析

采用
6:66!#1"

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

MNB',)

.

?VM8?

$和多重比较!

@6>

$'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寄主植物上柠条种子小蜂的数量分布

调查结果!图
#

$表明"在树锦鸡儿(中间锦鸡儿(

甘蒙锦鸡儿(荒漠锦鸡儿上每
#""

个荚果中柠条种子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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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张燕如等)柠条种子小蜂在不同柠条寄主上的种群动态

小蜂幼虫的数量分别为!

/#1/!g!1#/

$头(!

!J149g

"1J0

$头(!

#/1!9g"19!

$头(!

41/Jg"1"4

$头'其

中"树锦鸡儿上的幼虫最多"其次是中间锦鸡儿和甘

蒙锦鸡儿"荒漠锦鸡儿上幼虫数量最少'树锦鸡儿

上幼虫数量与其他
0

种寄主植物均存在显著差异!

!

&

"1"9

$#荒漠锦鸡儿与中间锦鸡儿存在显著差异#中

间锦鸡儿与甘蒙锦鸡儿差异不显著!

!

%

"1"9

$'

树锦鸡儿(中间锦鸡儿(甘蒙锦鸡儿(荒漠锦鸡

儿上每
#""

个荚果柠条种子小蜂蛹的数量分别为

!

!J10/g!1#9

$头(!

#%1J"g"1J!

$头(!

01J0g"1$$

$

头(!

!100g"1"!

$头!图
#

$'其中树锦鸡儿上的蛹

最多"其次为中间锦鸡儿"甘蒙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

上蛹数量最少'树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甘蒙锦鸡

儿有显著差异"中间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存在显著

差异"其他的寄主间没有显著差异!图
#

$'

成虫在树锦鸡儿(中间锦鸡儿(甘蒙锦鸡儿(荒漠

锦鸡儿上每
#""

个荚果发生的数量分别为!

#/!j0!g

#"1/4

$头(!

#"41#"g914/

$头(!

##"10Jg%1!#

$头(

!

091#0g"1$#

$头'树锦鸡儿上的成虫最多"其次为

甘蒙锦鸡儿和中间锦鸡儿"荒漠锦鸡儿上数量最少'

树锦鸡儿与其他
0

种寄主植物均有显著差异#中间

锦鸡儿和甘蒙锦鸡儿差异不显著#荒漠锦鸡儿与其

他
0

种寄主植物差异显著!图
#

$'

图
$

!

柠条种子小蜂不同虫态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数量分布

J>

K

%$

!

!>@F=>:HF>DA!"#$%&

'

%(

)

#*+,&$("(

)

(+(,9F

B>EE<=<AFB<N<;D

C

?<AF9;@F9

K

<@DAB>EE<=<AFLD@F

C

;9AF@

&%&

!

不同寄主植物上柠条种子小蜂种群动态变化

!"#J

年
/

月
fJ

月"柠条种子小蜂幼虫(蛹和成

虫在树锦鸡儿(甘蒙锦鸡儿(荒漠锦鸡儿(中间锦鸡

儿上的种群动态变化基本为先逐渐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在甘蒙锦鸡儿上柠条种子小蜂幼虫发生的高峰

期较早"大约在
/

月
#J

日'在树锦鸡儿和荒漠锦鸡

儿上"幼虫的高峰期集中在
/

月
0"

日左右"之后幼虫

逐渐化蛹"数量逐渐减少'中间锦鸡儿上柠条种子小

蜂幼虫的高峰期比以上
0

种寄主植物晚一些"出现两

次高峰期"分别在
J

月
!

日和
J

月
#4

日!图
!

$'

图
&

!

柠条种子小蜂幼虫在不同寄主上的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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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4

种寄主植物上开始出现柠条种子

小蜂蛹'

/

月
!0

日"甘蒙锦鸡儿上的柠条种子小蜂

幼虫大量化蛹"处于化蛹高峰期'

J

月
!

日左右"树

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上柠条种子小蜂处于化蛹高峰

期'中间锦鸡儿上柠条种子小蜂的化蛹高峰集中在

J

月
$

日左右"比其他
0

种植物稍晚!图
0

$'

图
,

!

柠条种子小蜂蛹在不同寄主上的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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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上旬柠条种子小蜂第一代成虫开始羽化"

J

月中旬进入羽化盛期'

J

月
9

日"甘蒙锦鸡儿上的

蛹大量羽化"进入成虫高峰期'树锦鸡儿和荒漠锦

鸡儿上成虫的高峰期稍晚"集中在
J

月
$

日左右'

中间锦鸡儿上柠条种子小蜂成虫高峰期最晚"集中

在
J

月
#4

日左右!图
4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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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柠条种子小蜂成虫在不同寄主上的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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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据报道"柠条种子小蜂的寄主植物有树锦鸡儿(

中间锦鸡儿(柠条锦鸡儿和小叶锦鸡儿%

!4

"

###/

&

'本

研究发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柠条种子小蜂还为害甘

蒙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这两种植物为柠条种子小

蜂新寄主'甘蒙锦鸡儿属于特强耐旱树种"其耐旱

性比以强抗旱性而著称的柠条锦鸡儿还强%

#J#$

&

"并

且分布广泛"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高原东起大青山(二

连浩特"西至阿拉善左旗(贺兰山的广大区域%

#%

&

'

目前关于柠条种子小蜂为害甘蒙锦鸡儿的研究还未

见报道'本研究表明"柠条种子小蜂在甘蒙锦鸡儿

上的数量分布与中间锦鸡儿差异不显著"而中间锦

鸡儿被柠条种子小蜂为害早有报道"

#%$"

年仅在内

蒙古伊克昭盟林科所柠条试验林内种子被害率达

9"I

以上"并且全盟有柠条的地区均有发生%

/

&

'

荒漠锦鸡儿是锦鸡儿属重要物种"分布于内蒙

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主要分布于荒漠

区"是适合荒漠气候的优势种"并且荒漠锦鸡儿既可

以进行无性繁殖"又可以进行有性繁殖"且无性繁殖

所占比例!

%91$I

$明显高于有性繁殖!

41!I

$

%

!"

&

'

本研究发现几种锦鸡儿混交林内荒漠锦鸡儿受柠条

种子小蜂为害程度最轻"每
#""

个荚果的种子小蜂

幼虫发生数量仅为!

41/Jg"1"4

$头"因此可判断荒

漠锦鸡儿对柠条种子小蜂抗性最强"初步观察发现

荒漠锦鸡儿豆荚表面布满长绒毛"不利于柠条种子

小蜂着落产卵"可能是其抗虫性强的主要原因'

4

种锦鸡儿植物中树锦鸡儿受害程度最重'树

锦鸡儿是锦鸡儿属模式种"也是该属植物的原始种"

主要分布于西西伯利亚东南部和东亚北部!华北 东

北 远东$两块间断分布区%

!#

&

'

#%%/

年姚国君等曾报

道内蒙古扎兰屯地区牧草园中树锦鸡儿种仁内柠条

种子小蜂大发生"果荚受害率达
4"1"I

%

/$j!I

%

0

&

'

树锦鸡儿作为良好的园林绿化树种"具有树姿优美"

花色迷人等特点"秋实累累"令人赏心悦目%

!!

&

"柠条

种子小蜂的为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荚果的观赏性'

树锦鸡儿荚果表面相对光滑"绒毛相对其他
0

种锦

鸡儿植物短且少"便于种子小蜂着落产卵"可能是其

受害严重的原因之一'树锦鸡儿作为锦鸡儿属原始

种"受种子小蜂为害严重"锦鸡儿属其他植物是否会

被为害有待进一步调查'

对锦鸡儿种子发育物候期进行观察发现"甘蒙

锦鸡儿种子发育最早"

/

月
#J

日荚果出现第一个生

长高峰"

/

月
!/

日荚果已有
$"I

以上开裂"而甘蒙

锦鸡儿上的柠条种子小蜂发育进程也相对提前"荚

果发育高峰期也是柠条种子小蜂幼虫种群数量高峰

期#中间锦鸡儿物候期最长"种子成熟最晚"

J

月
9

日后中间锦鸡儿种子几乎停止生长"

J

月
!"

日左右

荚果开始大部分开裂"而中间锦鸡儿上的柠条种子

小蜂
J

月
!

日左右达到幼虫数量高峰期"

J

月
#4

日

达到成虫羽化高峰#树锦鸡儿和荒漠锦鸡儿荚果发

育进程相似"在
/

月
!"

日
f!/

日间荚果长度和宽

度达到最高峰"荚果几乎停止生长"

/

月
!%

日树锦

鸡儿和荒漠锦鸡儿上幼虫数量达到高峰期'说明柠

条种子小蜂的入侵及营养需要与锦鸡儿荚果和种子

的发育的关系密切"柠条种子小蜂的发育进程与锦

鸡儿荚果和种子发育进程契合"以确保种子能为幼

虫的发育提供充足的营养'不同寄主植物荚果发育

进程不同"种子小蜂的种群动态也不同"幼虫高峰期

可最多相差
#9L

"成虫高峰期可相差
%L

'不同寄主

上的柠条种子小蜂各虫龄发育历期是否存在差异有

待进一步研究'罗于洋曾对中间锦鸡儿上的第一代

柠条种子小蜂幼虫种群消长规律进行过研究"表明在

当地
J

月其种群数量达到最高峰%

4

&

"本研究表明
J

月

!

日柠条种子小蜂幼虫数量达到最高峰'不同年份间

的种群动态往往受气候影响而表现出差异%

!0!4

&

'从

柠条种子小蜂种群动态与
4

种不同寄主荚果发育进

程的契合性以及不同年份间的种群动态差异性可推

断其种群消长类型为气候 食物制约型%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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