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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解河南省漯河地区小麦田&玉米田黏虫
1

7

%6,3/(2&

"

('(%(

幼虫的寄生性天敌种类及寄生情况$为黏虫

的可持续防控提供科学依据%于
$%&G

年
R$%&I

年在河南省漯河地区采集小麦田一代和玉米田二代黏虫幼虫$带

回室内饲养$对饲养期间出现的寄生性天敌进行种类鉴定%共发现黏虫幼虫寄生性天敌
G

种"黏虫盘绒茧蜂
:#%&>

2,(G(',

7

(,

&螟蛉盘绒茧蜂
:8'*

)

,0'*2

&棉铃虫齿唇姬蜂
:(3

"

#.&%,206.#',$&(&_0D)B3

&盘背菱室姬蜂
1&2#06#'*2

$,20,%&'

+

*2

和中华卵索线虫
;?#3&'3,22,/&/2,2

%麦田一代黏虫寄生天敌主要为中华卵索线虫$夏玉米田二代黏虫

主要为寄生蜂类天敌$优势种为黏虫盘绒茧蜂和螟蛉盘绒茧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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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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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B<-:A:'FH3@',&-;F=&'M53<-:@-:3,2-':'

7

@3E&'H-C1'$%&G $%&I

(

A<-;:@E:-,@3>B<-:A:'FH3@'

,&-;F=B-@-H3;;-HA-F:'F@-:@-F&';:L3@:A3@

0

CD

7

-H&-=3,

7

:@:=&A&H':A5@:;-'->&-=B-@-&F-'A&,&-FB<-'A<-

0

->-@

+

-FCN&E-=

7

-H&-=3,

7

:@:=&A&H':A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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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虫
1

7

%6,3/(2&

"

('(%(

#

C38c.-

$#又称东方

黏虫$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重大迁飞性害虫&

&$

'

*近

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调

整(黏虫在我国的发生为害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并

呈加重之势&

$G

'

(特别是
$%&$

年以来黏虫在东北%华

北%黄淮%西南等地区突发重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

严重影响&

"&%

'

*

天敌在控制黏虫为害(抑制种群数量上起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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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作用&

&&&!

'

*不同地区间黏虫天敌的种类%

优势种因气候%农业种植结构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早在
$%

世纪
F%

年代鲁信纯等&

&G

'和杨光安等&

&"

'分

别对贵州毕节和吉林省的黏虫天敌昆虫资源进行

了调查(近期黄芊等&

&I

'对广西稻田黏虫寄生性天

敌昆虫发生种类进行了调查*李继培等&

&F

'对河南

省中%南部小麦田寄生一代黏虫的优势天敌
R

索线

虫的生活习性(及其对黏虫的抑制作用进行了初步

调查研究*段云等&

&'

'在
$%&G

年对河南省漯河%洛

阳%潢川和原阳等
!

个地区的一代或二代黏虫田间

种群进行了室内饲养(并对幼虫存活%被寄生情况

和繁殖能力等进行了研究(但并未提及寄生性天敌

的种类*为了解河南省漯河地区小麦田和玉米田

黏虫幼虫的寄生性天敌种类及其优势种(为黏虫的

可持续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于
$%&G

年
R

$%&I

年对该地区黏虫幼虫寄生性天敌种类开展了

调查和鉴定工作*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虫源

$%&G

年
R$%&I

年(从河南省漯河地区小麦田和

夏玉米田分批采集不同世代%不同龄期的黏虫幼虫

带回室内进行人工饲养*

?>=

!

饲养条件

从田间采回的黏虫幼虫(饲以小麦苗#或玉米

苗$(视饲料的新鲜程度适时添加*整个试验过程在

漯河市农业科学院实验室内#温度为
&F

!

$"i

(相

对湿度#

TH

$为
"&?

!

'#?

$进行*

?>H

!

试验方法

将黏虫幼虫放入指形玻璃管#

$EG06h&$E%06

$

内单头饲养(逐日跟踪观察并记录幼虫的存活状态(

死亡原因(线虫%寄生蜂及其他寄生性天敌的寄生情

况(统计寄生率*幼虫老熟后(养虫管内添加过筛细

土(观察其化蛹羽化情况(统计羽化率*

?>!

!

标本保存

待寄生蜂羽化或线虫钻出寄主体外(及时从玻

璃管中挑出天敌昆虫(连同寄主尸体一起用
'G?

乙

醇液浸保存&

$%

'

*每管样品单独标注%统一编号#和

玻璃管编号对应$(供分类鉴定用*

?><

!

种类鉴定

采用
UMKMV(MbHLZG%%X

显微镜观察寄生

蜂标本(并放大
G%

倍对标本进行扫描拍照(使用

:B>7.@D>*>9D>

,

(J#M<*.5B.B

进行图片的后期编

辑*寄生蜂种类由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植

物保护系昆虫科学研究所鉴定)线虫种类参照线虫

分类研究的文献资料&

$&

'

*

=

!

结果与分析

=>?

!

黏虫幼虫寄生性天敌种类

鉴定结果表明(河南省漯河地区黏虫幼虫的主要

寄生性天敌有寄生蜂和线虫(其中寄生蜂有
!

种(分

别隶属于茧蜂科
\-30>5)B3.

的盘绒茧蜂属
:#%&2,(

以

及姬蜂科
[0D5.16>5)B3.

的毁姬蜂属
:(3

"

#.&%,2

和

菱室姬蜂属
1&2#06#'*2

(优势种为黏虫盘绒茧蜂

:8G(',

7

(,

#

C3*3537.

$和螟蛉盘绒茧蜂
:8'*

)

,0'*2

#

H38)B3

+

$)线虫为中华卵索线虫
;?#3&'3,22,/&/2,2

#

(D.5.*38

$(其名录见表
&

*几种寄生蜂的形态特

征如图
&

所示*

表
?

!

河南省漯河地区黏虫幼虫主要寄生性天敌种类

"#$%&?

!

O

*

&:.&1+3

*

#(#1.-.:/#-,(#%&/&7.&1+3#(7

2

E+(7%#()#&./',+C&#(&#+3;&/#/

*

(+)./:&

目

Y-B.-

科

X36)8

+

亚科

J17/36)8

+

属

].5.-3

种类

J

,

.0).9

数量"头

V167.-

寄主植物

H>9*

,

835*

索目

=.-6)*D)B3

索科

=.-6)*D)B3.

六索线虫亚科

H.<36.-6)*D)53.

卵索线虫属

;?#3&'3,2

中华卵索线虫

;82,/&/2,2

#

(D.5.*38

$

$I

小麦 玉米

膜翅目

H

+

6.5>

,

*.-3

茧蜂科

\-30>5)B3.

小腹茧蜂亚科

=)0->

;

39*.-)53.

盘绒茧蜂属

:#%&2,(

黏虫盘绒茧蜂

:8G(',

7

(,

#

C3*3537.

$

&&&

玉米

螟蛉盘绒茧蜂

:8'*

)

,0'*2

#

H38)B3

+

$

!#

玉米

姬蜂科

[0D5.16>5)B3.

低缝姬蜂亚科

@>-)N>5*)53.

毁姬蜂属

:(3

"

#.&%,2

棉铃虫齿唇姬蜂

:(3

"

#.&%,206.#',$&(&_0D)B3

G

玉米

菱室姬蜂亚科

=.9>0D>-)53.

菱室姬蜂属

1&2#06#'*2

盘背菱室姬蜂#重寄生$

18$,20,%&'

+

*2

#

J3

+

$

&

玉米

+

GI$

+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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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寄生蜂的形态特征

4.

8

>?

!

"C&:C#(#:-&(.1-.:1+31&)&(#%

*

#(#1.-.:E#1

*

1

!

=>=

!

黏虫幼虫的成活和被寄生情况

$%&G

年
R$%&I

年不同世代不同龄期黏虫幼

虫的田间被寄生率结果见表
$

*河南省漯河地区

麦田
$%&"

年一代黏虫的寄生天敌为中华卵索线

虫(寄生率为
IEG%?

(未发现有寄生蜂和其他寄生

性天敌寄生情况*二代黏虫中线虫的寄生率为
%

!

$&E!#?

)寄生蜂的寄生率较高(

$%&"

年
"

月
$'

日从玉米田采集的二代黏虫幼虫中寄生蜂的寄生

率高达
IFEGI?

*

从化蛹情况来看(从小麦田%玉米田采集的
G

个

批次的黏虫中(被寄生后的种群化蛹率最高的为

$%&"

年
G

月
&&

日采自小麦田的
!%

头一代黏虫幼

虫(化蛹率为
F$EG%?

(其次为
$%&"

年
"

月
$&

日采

自玉米田的
$G

头二代黏虫#

I"E%%?

$*

表
=

!

田间黏虫幼虫种群的被寄生率!化蛹率和羽化率

"#$%&=

!

P#(#1.-.:(#-&

"

*

,

*

#-.+/(#-&#/0&:%+1.+/(#-&+33.&%0

*

+

*

,%#-.+/1+3#(7

2

E+(7

调查日期"年 月 日

J1-4.

+

B3*.

寄主

H>9*

幼虫总数"头

V167.-

>/83-43.

寄生率"
?

!

@3-39)*)0-3*.

线虫

V.63*>B.

寄生蜂

@3-39)*)0W39

,

未知种类

_5c5>W5

化蛹率"
?

@1

,

3*)>5

-3*.

羽化率"
?

M08>9)>5

-3*.

$%&G %I %I

玉米
(>-5 &I' !E!I G'EIF % #&EF! $FE!'

$%&" %G &&

小麦
CD.3* !% IEG% %E%% % F$EG% F%E%%

$%&" %" $&

玉米
(>-5 $G %E%% &"E%% % I"E%% I$E%%

$%&" %" $'

玉米
(>-5 &! $&E!# IFEGI % %E%% %E%%

$%&I %" $&

玉米
(>-5 &$I &%E$! $'E'$ $E#" &FE'% &"EG!

!!

黏虫幼虫被线虫和寄生蜂寄生情况按不同龄期统

计(由表
#

可以看出(夏玉米田二代黏虫无论是低龄幼

虫#

&

!

#

龄$还是高龄幼虫#

!

!

"

龄$(寄生蜂的寄生率

都大于线虫的寄生率*小麦田采集的黏虫样本(低龄

幼虫都没有被寄生(高龄幼虫只发现有线虫寄生(没有

发现有寄生蜂和其他寄生性天敌寄生现象*

表
H

!

不同龄期黏虫幼虫的被寄生率

"#$%&H

!

P#(#1.-.:(#-&+3#(7

2

E+(7%#()#&#-0.33&(&/-./1-#(

调查日期"年 月 日

J1-4.

+

B3*.

寄主

H>9*

&

!

#

龄幼虫
23-433*&9* #-B)59*3-

数量"头

V167.-

线虫寄生率"
?

@3-39)*)0-3*.

>/5.63*>B.

蜂寄生率"
?

@3-39)*)0-3*.

>/

,

3-39)*)0W39

,

!

!

"

龄幼虫
23-433*!*D "*D)59*3-

数量"头

V167.-

线虫寄生率"
?

@3-39)*)0-3*.

>/5.63*>B.

蜂寄生率"
?

@3-39)*)0-3*.

>/

,

3-39)*)0W39

,

$%&G %I %I

玉米
(>-5 #% "E"I F#E## &!' !E%# GGE%#

$%&" %G &&

小麦
CD.3* " %E%% %E%% #! FEF$ %E%%

$%&" %" $&

玉米
(>-5 &! %E%% &!E$' && %E%% &FE&F

$%&" %" $'

玉米
(>-5 % %E%% %E%% &! $&E!# IFEGI

$%&I %" $&

玉米
(>-5 #G GEI& "$EF" '$ &&E'" &IE#'

H

!

讨论

$%&G

年
R$%&I

年
#

年的田间采集%室内饲养观

察结果表明(河南省漯河地区麦田一代黏虫主要寄

生天敌为线虫(寄生率较低(未发现有寄生蜂和其他

寄生性天敌的寄生情况*玉米田二代黏虫寄生蜂的

+

"I$

+



!"

卷第
#

期 陈琦等!河南省漯河地区黏虫幼虫寄生性天敌种类记述

寄生率各年份均高于线虫的寄生率(这与段云等&

&'

'

报道的结果一致*

$%&"

年
G

月
&&

日从小麦田采回

的
!%

头黏虫(被线虫寄生的
#

头黏虫均为高龄幼

虫(低龄黏虫都没有被线虫寄生(这与李继培等&

&F

'

报道的索线虫寄生率随寄主龄期增大而增加的结果

相符*

寄生蜂是河南省漯河地区夏玉米田二代黏虫的

主要寄生性天敌(黏虫盘绒茧蜂和螟蛉盘绒茧蜂为

常见种类*黏虫盘绒茧蜂对黏虫有较强的控制作

用(对黏虫高龄幼虫寄生率较高(对低龄幼虫寄生

极少(这与其他研究者&

$$$!

'观察的黏虫绒茧蜂对

黏虫不同龄期的寄生选择性结果一致*螟蛉盘绒

茧蜂能寄生不同龄期的黏虫幼虫(以寄生低龄幼虫

为主(很少寄生
G

龄以上幼虫*黏虫幼虫被螟蛉盘

绒茧蜂寄生后(发育迟缓(取食量明显下降(不能

化蛹*国内外的研究与应用实践表明(螟蛉盘绒茧

蜂对夜蛾科和螟蛾科的多种作物害虫具有很好的

控制效果&

$G$I

'

*

黏虫天敌控制黏虫的作用是明显的(不仅减轻

了其当代的为害(而且压低了下代的基数*天敌作

为害虫种群数量变动的一个控制因素(其作用大小

不仅决定于天敌本身的特性和虫口密度(而且和寄

主植物%天敌与寄主的适合程度(田间化学农药的施

用等因素关系都较为密切*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天

敌对黏虫的控制作用(需要对其生态学及其保护利

用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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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QV:]:TbJE@>

,

1Z

83*)>5B

+

536)0935B53*1-386>-*38)*

+

/30*>-9>/*D.>-).5*383-Z

6

+

W>-6

(

1

7

%6,3/(2&

"

('(%(

#

2.

,

)B>

,

*.-3

!

V>0*1)B3.

$(

)5

9>1*DZ0.5*-38[5B)3

&

O

'

E(->

,

@->*.0*)>5

(

$%%$

(

$&

#

'

$!

I$& I#$E

&

$"

'陈华才(程家安
E

螟蛉盘绒茧蜂的生活习性及其在生物防治中

的应用&

O

'

E

昆虫知识(

$%%!

(

!&

#

G

$!

!&! !&IE

&

$I

'

2[O)350D.5

;

(

(Y_̂ TYVQ:

(

@:VC.58)35

;

(

&%(.8H>9*

3

;

.

,

-./.-.50.>/1,0'#

"

.,%,23&$,(%#'

#

H

+

6.5>

,

*.-3

!

\-3Z

0>5)B3.

$(

35.5B>

,

3-39)*>)B>/1

7

%6,3/(2&

"

('(%(

#

2.

,

)B>

,

Z

*.-3

!

V>0*1)B3.

$&

O

'

E\)>8>

;

)038(>5*->8

(

$%%"

(

#'

#

#

$!

$GI

$"&E

!责任编辑"杨明丽#

+

I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