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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草地贪夜蛾是
IJFG

年新入侵我国的重大农业害虫$对我国粮食生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本文在室内条件

下$观察记录了雌成虫的产卵节律及其对不同介质的产卵选择性&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平均最高日产卵量可达

IIG1#

粒)头$且主要集中在羽化后
T<

内产卵$占总产卵量的
"H1Fg

'产卵主要在
IJ

"

JJ_J$

"

JJ

进行'在玉米老叶

和牛皮纸上的产卵量显著高于玉米心叶%复印纸%玻璃壁和棉花等介质上的产卵量$分别占总产卵量的
#I1"g

和

#F1Fg

&这些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成虫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和产卵节律性$对玉米老叶片具有显著的产卵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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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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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秋黏

虫%

?;::;3=

R

X53=

&$是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的鳞翅目
\7

9

2<5

9

@73;

夜蛾科
O5>@B2<;7

杂食性

害虫.该虫按寄主偏好可分为玉米型和水稻型$玉

米型偏好玉米/高粱和棉花等$水稻型偏好水稻

等"

F

#

.入侵我国的主要为玉米型$其寄主广泛$包括

玉米/甜玉米/甘蔗/高粱等近
IJJ

多种作物"

I#

#

.该

虫在玉米植株各个生长期均可造成危害$在没有防

治的玉米田$一头幼虫便可使玉米叶心部分枯烂$无

法生长出新叶而死亡.自
IJFG

年
F

月草地贪夜蛾

入侵我国云南省江城县以来$因其有迁飞习性已逐

步扩散至全国
I"

个省区$涉及
F$#H

个县$玉米田

发生面积
FJ"1$

万
A=

I

$并对其他作物如甘蔗/高

粱/谷子和小麦等
F!

种作物造成危害"

!

#

.我国东临

太平洋$受海陆季风的影响较大$同时还受到东亚季

风和印度季风的影响$草地贪夜蛾很可能借助这些



IJIJ

季风进一步北迁至华北/西北和东北等粮食主产

区"

$H

#

.我国玉米/甘蔗和小麦等农作物生产将受到

严重威胁$防控形势严峻.

化学药剂具有高效/速效和使用方便的优点"

G

#

$

是对暴发性尤其是入侵性害虫进行应急防控的重要

手段"

FJ

#

.然而$草地贪夜蛾具有极强的迁飞扩散能

力$其入侵速度和现阶段在全球的为害面积远超人

们所料$仅靠化学应急防治是远远不够的.随着草

地贪夜蛾在我国大面积发生和定殖$深入了解该虫

的生物学习性及其发生趋势对制定其长效防控策略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前人对草地贪夜蛾的产卵选

择性研究表明$该虫偏好在黑麦草/小麦/玉米和高

粱等作物上产卵$但并未注明是玉米型或水稻型种

群"

FF

#

.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后$研究人员比较了其

对玉米和小麦不同部位的产卵选择性$结果表明该

虫更喜欢在玉米上产卵$其在玉米/小麦叶片/玉米

和小麦茎秆上的产卵量存在显著差异"

FI

#

.本文以

草地贪夜蛾成虫为研究对象$对其产卵节律及对产

卵介质的产卵选择性进行了研究.旨在了解草地贪

夜蛾的产卵习性$为今后大量高效地继代扩繁试验

种群$选择较好的卵块承载介质扩繁天敌寄生蜂$开

展生物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虫源和植物

于
IJFG

年
H

月
I$

日至
FJ

月
#J

日采集海南省

儋州市两院沙田区甜玉米地的草地贪夜蛾高龄幼

虫$带回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

所的隔离检疫室内$使用玉米叶单头隔离饲养$羽化

的成虫作为试虫.饲养和测试环境!温度
I"

!

IHf

$

\

$

PlF"A

$

HA

$相对湿度
T$g

!

H$g

.采

集该地区的玉米心叶和老叶片$用于选择试验.

$%&

!

产卵量与成虫日龄的关系

选取
$

组刚羽化的草地贪夜蛾成虫$每组
FI

头$性比
FmF

$投入到使用复印纸卷住上/下两只培

养皿制成的直径为
G>=

$高为
IF>=

的圆柱形饲养

盒中$再加入玉米老叶%功能叶片&和含有
IJg

蜂蜜

水的棉花球.每天早上
JH

!

JJ

更换一次饲养盒及玉

米老叶片和蜂蜜水$对更换下来的叶片和饲养盒进

行检查$记录逐日产卵数量$直至盒中雌成虫全部死

亡为止$试验温度%

I"jI

&

f

$相对湿度
HJgj

FJg

$光周期
\

$

PlFIA

$

FIA

.

$%'

!

产卵日节律

根据试验
F1I

获得的结果$选取草地贪夜蛾产

卵数量最多的
G"A

$即第
#

天至第
"

天$对草地贪夜

蛾的产卵日节律进行研究.具体方法!取
$

组刚羽

化的草地贪夜蛾成虫$每组
FI

头$性比
FmF

$投入与

FnI

相同规格的饲养盒中.每
#A

更换一次饲养盒

及玉米老叶和蜂蜜水$观察并记录每个时间段的产

卵数量$连续记录
G"A

.试验环境同
F1I

.

$%>

!

对不同介质的产卵选择性

剪取长为
FJ>=

的复印纸$卷住上/下两只培养

皿$制成直径为
G>=

$高
FJ>=

的圆柱形饲养盒$在

饲养盒内壁再卷入高为
$>=

牛皮纸$并投入长约

G>=

$宽约
">=

的玉米心叶%第一片完全展开叶&和

老叶$形成了玻璃/牛皮纸/复印纸/玉米老叶和心叶

等介质组成的饲养盒$表面积分别约为
FIT1I

/

F!Fn#

/

F!F1#

/

FJH>=

I和
FJH>=

I

$并投入蘸
IJg

蜂

蜜水的棉花球.接入刚羽化的雌雄成虫各
F

头$共

IJ

组$每
!HA

更换饲养盒装置及其内的玉米叶片和

蜂蜜水等$观察草地贪夜蛾在不同介质上卵块数和

产卵数量$并记录.

$%J

!

数据处理

产卵量以平均值
j

标准误表示$应用
D)DD

数

据处理系统$进行
(BE7

R

多重比较法检验不同等级

间各结构组织的差异显著性水平.以日产卵量的原

始值做盒须图%

45Y

9

:5@

&进行比较$并以每
#A

产卵

量/每雌产卵量/卵分布比例分别做散点折线图

%

8>;@@73:267

&和垂直柱形图%

S73@2>;:4;3

&进行比较.

&

!

结果与分析

&%$

!

产卵量与日龄的关系

不同日龄草地贪夜蛾成虫产卵情况如图
F

所

示$草地贪夜蛾成虫第
!

天的产卵量相对最高$为

IIG1#

粒+头$第
#

/

$

/

"

/

T

天产卵量分别为
F#J1G

/

F#T1G

/

FI!1"

粒+头和
FFT1!

粒+头$而第
I

/

H

/

G

/

FJ

/

FF

/

FI

天的产卵量相对较低$分别为
T$1T

/

TJ1"

/

!!n$

/

I"1H

/

FJ1#

粒+头和
I1I

粒+头$在第
F

/

F#

天

和
F!

天产卵量为
J

.由此可见$草地贪夜蛾雌成虫

主要集中在羽化后前
T<

产卵$占总产卵量的

"HnFg

$而后产卵量逐渐下降$羽化后
H

!

F!<

的产

,

JJ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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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金涛等!草地贪夜蛾的产卵节律及其对不同介质的产卵选择性

卵量为
#$%&'

"总体呈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表明草地贪夜蛾能在雌成虫羽化后
()

内产下绝大

多数的卵"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产卵高峰期#

图
!

!

不同日龄草地贪夜蛾雌成虫的产卵量

"#

$

%!

!

"&'()*#+

,

-.!

"

#$#

"

%&'(

)

'*

+

,

"

&'$(

.&/01&20+*#..&3&)+*0

,

0

$

&2

!

4%4

!

产卵日节律

草地贪夜蛾雌成虫在羽化后的第
#

!

"

天的
&"*

内的产卵情况如图
+

所示"不同时间段草地贪夜蛾

的产卵量存在显著变化"其中第
!

天的
+#

!

,,

至第
-

天的
,+

!

,,

的时间段产卵量最高"为
(-%"

粒$头"显

著高于其他各时间段的产卵量#其次是第
!

天的

+,

!

,,.+#

!

,,

的时间段"产卵量为
-,%!

粒$头"显

著高于当天的
$(

!

,,.+,

!

,,

和第
-

天的
,+

!

,,.

,-

!

,,

的时间段产卵量"后者分别为
!+%$

粒$头和

#-%$

粒$头#从第
#

!

"

天草地贪夜蛾成虫昼夜产

卵量日节律来看"该虫从每天
$!

!

,,.+#

!

,,

进入产

卵高峰"在
+,

!

,,.,+

!

,,

的产卵量相对最高"

,+

!

,,

.,/

!

,,

产卵量逐渐下降"在
,/

!

,,.$!

!

,,

产卵量

极少"总体上草地贪夜蛾雌成虫多集中于晚间接近

凌晨的时间段产卵"且产卵量日节律呈波浪形变化#

这些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产卵具有极强的节律性"

晚间到凌晨是其产卵高峰期"白天也会偶尔产卵"但

产卵量极少#

图
4

!

草地贪夜蛾雌成虫产卵的日节律

"#

$

%4

!

50#1

,

36

,

+6/-.!

"

#$#

"

%&'(

)

'*

+

,

"

&'$(.&/01&2

!

-7#

8

-2#+#-)

!

4%9

!

草地贪夜蛾对不同介质的产卵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雌成虫对不同介质的产卵选择性如

图
#

所示"雌成虫在玉米老叶%玉米心叶%复印纸%牛

皮纸%玻璃壁和棉花等介质上的产卵量分别为

#-(0/

%

$#+%/

%

$-,%/

%

#!,%&

%

$$$%&

粒$头和
+%/"

粒$头"且在玉米老叶和牛皮纸上的产卵量显著高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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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介质上的产卵量!分别占产卵量的
#!$%&

和

#'$'&

!在复印纸"玉米心叶和玻璃壁的产卵分布分

别为
'#$(&

"

'!$'&

和
'"$!&

!而在棉花上仅占产

卵分布的
"$!%&

#表明了草地贪夜蛾雌成虫对玉

米老叶和牛皮纸具有显著的产卵选择性!而对本试

验中其他介质无明显产卵选择偏好#

图
!

!

草地贪夜蛾雌成虫对不同介质的产卵选择性

"#

$

%!

!

&'#

(

)*#+#),

(

-./.-.,0.)/!

"

#$#

"

%&'(

)

'*

+

,

"

&'$(/.123.*+)4#//.-.,+1.4#51

!

!

!

讨论

准确掌握草地贪夜蛾的产卵节律及产卵选择性

对于开展该虫的种群动态监测!实施有效防控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研究了室内条件下草地贪夜

蛾雌成虫的产卵量与日龄关系"产卵日节律和成虫

对产卵介质的选择性!结果表明!

#

!

(

日龄草地贪

夜蛾雌成虫产卵量最大!其他日龄虽有少量产卵!但

总体上产卵量呈现随日龄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

多集中于晚间接近凌晨的时间段产卵!每天产卵量

日节律呈波浪形变化$相比于复印纸"棉花"玉米心

叶和玻璃等介质!草地贪夜蛾对玉米老叶具有较明

显的产卵偏好性#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了草地贪夜蛾

雌成虫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其产卵具有极强的节

律性!并具有一定的产卵选择性#

对于多食性昆虫!成虫将卵产在自己偏好的寄

主植物上以便于后代更容易获得食物!完成生长发

育#当然外界的一些竞争选择压力!如种群密度"天

敌存在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该虫的产卵选择

性%

'#

&

#本文是以新迁入我国的玉米型草地贪夜蛾

作为试验虫源!选用
)

!

'"

叶期的玉米植株叶片作

为材料!研究其产卵选择性!试验结果表明!玉米老

叶上的产卵量显著高于其他介质如玉米心叶上的产

卵量!占总产卵量的
#!$%&

#虽然草地贪夜蛾幼虫

取食偏好多集中于植株的幼嫩位置!但产卵位置更

倾向于避光的老叶片背面%

'!

!

'*

&

!明确其产卵和取食

偏好性可以为其田间种群发生调查和指导有效的防

控提供科学依据#

草地贪夜蛾作为
!"'+

年新入侵的重要害虫!无

论进行生物生态学基础研究还是防控技术的研究!

都需要建立一套简便"有效的草地贪夜蛾人工大量

繁殖的方法!尤其是在利用如夜蛾黑卵蜂"赤眼蜂"

各类茧蜂和病原物等各种天敌资源%

',!!

&开展生物防

治和推广等方面#本文对草地贪夜蛾产卵动态的研

究揭示!雌成虫能在羽化后
(-

内产下绝大多数的

卵!占总产卵量的
%)$'&

!而后
(-

产卵量仅占

#'.+&

#为提高草地贪夜蛾的人工繁殖效率!也可

以只需收集草地贪夜蛾
(

日龄前的卵!既可达到卵

产量最大化!也可提高人工繁殖效率!减少劳动力#

在产卵介质的选择方面!认为使用玉米老叶和牛皮

'

!"'

'



!"

卷第
#

期 金涛等!草地贪夜蛾的产卵节律及其对不同介质的产卵选择性

纸就可以获得较好的产卵诱集效果"但在大量人工

饲养过程中"牛皮纸更容易进行标准化操作"推荐用

作卵块承载介质"可更加便利地应用于草地贪夜蛾

卵寄生蜂的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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