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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对田间禾本科杂草的产卵和取食选择性

张云慧１，　张　智２，　刘　杰３，　姜玉英３，　李祥瑞１，

巴吐西１，　陈智勇１，　林培炯１，　黄红娟１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２．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３．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２５）

摘要　明确草地贪夜蛾的寄主偏好性有利于更好地掌握其田间种群发生动态，指导农业防控。本文分别以玉米、小

麦及其田间常见的禾本科杂草为测试对象，研究草地贪夜蛾成虫、幼虫对嗜食寄主及禾本科杂草的选择性和初孵幼

虫取食不同植物的存活率。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成虫产卵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在玉米上日均产卵量为（３１５．５９±

４９．８７）粒，占在所有供试植物上总产卵数量的７１．１７％，显著高于其在玉米田禾本科杂草上的日均产卵量，其在玉

米田不同种类杂草上的产卵量差异不显著。草地贪夜蛾成虫在小麦上的日均产卵量为（２４３．４０±１８．２４）粒，占所有

供试植物上总产卵数量的４６．９８％，且显著高于在麦田禾本科杂草上的产卵量。１～２龄幼虫对玉米和马唐的取食

选择率无显著差异，但显著高于玉米田其他杂草；１～３龄幼虫对小麦和节节麦的取食选择率无显著差异，但显著高

于麦田其他杂草；对供试杂草的取食选择率随龄期增高逐渐降低，对玉米和小麦的选择性随龄期增加而增强；草地

贪夜蛾１龄幼虫在玉米及玉米田禾本科杂草上的存活率无显著差异，最低为９５．８９％；在小麦及麦田禾本科杂草

上，以雀麦上的成活率最低，为８５．２２％，显著低于小麦和其他禾本科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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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Ｊ．Ｅ．Ｓｍｉｔｈ）

俗称秋黏虫，属于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夜蛾科Ｎｏｃ

ｔｕｉｄａｅ灰翅夜蛾属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是一种原产于北美

洲和南美洲地区的多食性害虫，为害植物涉及７６属

３５０余种，成虫通过季节性迁飞寻找适宜环境完成

多个世代的繁殖，并逐渐分化出嗜食玉米、高粱的玉

米型和主要为害水稻、牧草的水稻型［１３］。截至目

前，草地贪夜蛾的发生与为害已横跨美洲、非洲、亚

洲和大洋洲，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迁飞性害虫［４６］。基

因分析显示入侵我国的群体的祖先很可能是一个水

稻型母本和玉米型父本的杂交后代，在长期的演化

扩散过程中，玉米型的核基因组占据了主导地位，从

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玉米型［７］。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草地

贪夜蛾入侵我国以来，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其在玉米

上的发生面积为１０６．５万ｈｍ２，占比达９８．６％，在甘

蔗、高粱、谷子、小麦、薏米、花生、莪术、香蕉、生姜、

竹芋、水稻、马铃薯、油菜、辣椒等１５种作物上累计

发生面积１．５万ｈｍ２。另外，在皇竹草犘犲狀狀犻狊犲狋狌犿

犺狔犱狉犻犱狌犿、马唐 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牛筋草

犈犾犲狌狊犻狀犲犻狀犱犻犮犪、苏丹草犛狅狉犵犺狌犿狊狌犱犪狀犲狀狊犲等禾本

科杂草上也有发生为害［５］，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构成

了重大威胁。

近年来，随着化学除草剂的使用及耕作制度的

变化，小麦和玉米田杂草组成已演替为以禾本科杂

草为优势群落，其中稻茬小麦田中以日本看麦娘

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看麦娘犃．犪犲狇狌犪犾犻狊和?草

犅犲犮犽犿犪狀狀犻犪狊狔狕犻犵犪犮犺狀犲发生最为普遍；黄淮海地区

旱茬麦田以节节麦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狋犪狌狊犮犺犻犻、雀麦犅狉狅犿狌狊

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等禾本科杂草发生最为严重，近年来部分

地区大穗看麦娘犃．犿狔狅狊狌狉狅犻犱犲狊的发生为害面积也

日趋扩大［８１５］；玉米田则主要以马唐、牛筋草、狗尾

草犛犲狋犪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等禾本科杂草为主
［１６１９］。草地贪

夜蛾幼虫具有很强的迁移扩散能力，当虫口密度过

高或食物匮乏时，存在向非嗜好作物转移为害的风

险［２０］。杂草作为农田生境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

作物生长，也是许多作物病虫害重要的中间寄主，会

加重病虫害的发生和扩散［２１］。玉米和小麦是我国

主要粮食作物，也是草地贪夜蛾的主要喜食寄

主［２２］，明确草地贪夜蛾在小麦和玉米田间的发生为

害规律对于指导其有效防控具有重要意义。前期已

经查明草地贪夜蛾在一些禾本科杂草上的取食为

害，但对于其是成虫产卵还是幼虫转移为害以及草

地贪夜蛾对嗜食作物和田间主要杂草的产卵和取食

选择性缺少系统的研究。本文分别以玉米和小麦田

常见的禾本科杂草为测试对象，以玉米和小麦作为

嗜食寄主，研究草地贪夜蛾对嗜食寄主和田间主要

禾本科杂草的选择性，以及低龄幼虫取食测试植物

的存活率，以期为田间草地贪夜蛾的预测预报和有

效防治提供基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与供试植物

草地贪夜蛾种群采自云南省德宏州玉米田（由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棉虫组提供），在室

内用新鲜小麦苗继代饲养，成虫用５％蜂蜜水饲喂，

收集所产卵块作为供试虫源。

供试植物包括玉米和玉米田常见杂草马唐、虎

尾草犆犺犾狅狉犻狊狏犻狉犵犪狋犪、无芒稗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

犾犻ｖａｒ．犿犻狋犻狊、牛筋草和狗尾草；小麦和小麦田常见

禾本科杂草看麦娘、雀麦、节节麦、大穗看麦娘和日

本看麦娘。所有杂草种子均为田间采集，种植在直

径１５ｃｍ的花盆中备用。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成虫对不同植物的产卵选择性

试验在１２０ｃｍ×６０ｃｍ×６０ｃｍ的１２０目纱网

养虫笼内进行，为便于笼内操作，养虫笼一侧设计为

Ｕ形拉链。选用室内盆栽的玉米、小麦及其田间杂

草作为供试植物。选取的每种植物株高接近，去除

部分叶片以保证每种植物的叶面积相近。试验时将

玉米和玉米田常见禾本科杂草各１盆，随机排列放

入养虫笼，每个养虫笼接入１０对羽化１ｄ的成虫，

雌雄比为１∶１。养虫笼４个边角和中心放置蘸有

５％蜂蜜水的脱脂棉供成虫补充营养，笼外用黑布笼

罩。每天收集不同植物上卵块，并统计卵块和卵粒

数量，连续记录５ｄ。每组试验重复３次。小麦和小

麦田常见禾本科杂草的试验设置同上。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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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着卵率＝（该植物上的着卵量／所有植物上

的着卵量）×１００％；

总着卵率＝（该植物或纱网上的着卵量／所有植

物和纱网上的着卵量）×１００％。

１．２．２　幼虫对不同植物的取食选择性

幼虫取食选择性试验参考叶碟法［２３］。剪取叶

面积足够幼虫取食的玉米、小麦和相应的杂草叶片，

保证每种叶片面积总和基本一致，随机摆放在圆形

的不锈钢托盘的边缘（１～２龄幼虫所用托盘直径为

２８ｃｍ，３～６龄幼虫所用托盘直径为４０ｃｍ），每种

植物叶片到托盘中心的距离相等，不同植物叶片之

间距离５ｃｍ以上，托盘底部放置湿润的滤纸保湿。

在托盘中心接入不同龄期，饥饿处理２ｈ的幼虫。

每个龄期的幼虫均为单独饲养，蜕皮当天的幼虫

（初孵幼虫不饲喂，２龄及以上幼虫以人工饲料饲

喂）。１～３龄幼虫每处理接入１０头，重复９次；

４龄及以上幼虫每处理接入１头，每个龄期测定３０

头，重复３次。每组设置完成后用黑布笼罩，６ｈ后

观察记录每个培养皿中幼虫对不同植物叶片的取

食选择情况。

取食选择率＝（取食某种植物叶片的幼虫数／幼

虫总数）×１００％。

１．２．３　幼虫取食不同植物的存活率

将新鲜玉米、小麦和相应禾本科杂草叶片分别

放入直径９ｃｍ培养皿，每个培养皿接入初孵幼虫

２０头，重复６次。第４天（２龄幼虫）记录每个培养

皿幼虫数量，并统计存活率。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草地贪夜蛾成虫在不同

植物上的产卵选择率、幼虫的取食选择率和幼虫存

活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显著性测验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地贪夜蛾成虫在不同植物上的产卵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成虫在玉米、小麦及禾本科杂草上

产卵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表１～２）。玉米及玉米田

禾本科杂草，草地贪夜蛾日均产卵量由大到小依次

为玉米＞狗尾草＞马唐＞牛筋草＞虎尾草＞无芒

稗，玉米与杂草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草地贪夜蛾在

玉米上日均产卵量为（３１５．５９±４９．８７）粒，占在所有

植物上总产卵量的７１．１７％，不同杂草之间日均落

卵量差异不显著。小麦及小麦田禾本科杂草中，雀

麦和节节麦、看麦娘和日本看麦娘的日均落卵量差

异不显著，其他植物之间日均落卵量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草地贪夜蛾在小麦上日均产卵量为（２４３．４０±

１８．２４）粒，占在所有植物上总产卵数量的４６．９８％，

其次为大穗看麦娘，不同植物上日均落卵量由大到

小依次为小麦＞大穗看麦娘＞雀麦＞节节麦＞看麦

娘＞日本看麦娘。另外，在不同试验组合中养虫笼

４个侧面的上部和拉链附近都有大量卵块，上下底

面未见落卵。玉米及杂草选择性试验中养虫笼侧面

纱网上日均落卵量为（３６７．７３±５０．４３）粒，占总产卵

数的４５．３３％，高于在玉米上的产卵量，但差异未达

到显著性水平；小麦及杂草选择性试验中养虫笼侧

面纱网上日均落卵量为（３６４．７５±２９．９１）粒，占总产

卵数的４１．３２％，显著高于在小麦上的总着卵率

（２７．５７％）。

表１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玉米及杂草的产卵选择性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犪犱狌犾狋狋狅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犲犲犱狊

产卵选择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卵块数／块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ｅｇｇｍａｓｓｅｓ

日均落卵量／粒

Ｅｇ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ｄａｙ

植物着卵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ｅｇｇｓｏｎｐｌａｎｔ

总着卵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ｇｇｓ

ｏｆｔｏｔａｌ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玉米犣犲犪犿犪狔狊 （３．７３±０．６４）Ａ （３１５．５９±４９．８７）Ａ （７１．１７±３．４１）Ａ （３８．９１±２．７３）Ａ

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０．４５±０．２１）Ｂ （２９．８２±１４．３３）Ｂ （６．７２±１．８２）Ｂ （３．６８±１．００）Ｂ

虎尾草犆犺犾狅狉犻狊狏犻狉犵犪狋犪 （０．２３±０．１３）Ｂ （１８．９５±１１．７８）Ｂ （４．２７±１．２４）Ｂ （２．３４±０．９２）Ｂ

狗尾草犛犲狋犪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 （０．４１±０．１３）Ｂ （３５．５５±１２．０２）Ｂ （８．０２±２．３６）Ｂ （４．３８±１．７４）Ｂ

牛筋草犈犾犲狌狊犻狀犲犻狀犱犻犮犪 （０．３２±０．１５）Ｂ （２７．０９±１３．４６）Ｂ （６．１１±１．９３）Ｂ （３．３４±１．４６）Ｂ

无芒稗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ｖａｒ．犿犻狋犻狊 （０．４１±０．２２）Ｂ （１６．４５±８．４２）Ｂ （３．７１±１．６２）Ｂ （２．０３±０．６２）Ｂ

养虫笼Ｃａｇｅ （３．５９±０．５７）Ａ （３６７．７３±５０．４３）Ａ － （４５．３３±３．９６）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在０．０１水平差异显著（犘＜０．０１）。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０．０１ｌｅｖｅｌ（犘＜０．０１）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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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小麦及田间杂草的产卵选择性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犗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犪犱狌犾狋狋狅狑犺犲犪狋犪狀犱狑犲犲犱狊

产卵选择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卵块数／块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ｅｇｇｍａｓｓｅｓ

日均落卵量／粒

Ｅｇ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ｄａｙ

植物着卵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ｅｇｇｓｏｎｐｌａｎｔ

总着卵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ｇｇｓ

ｏｆｔｏｔａｌ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小麦犜狉犻狋犻犮狌犿犪犲狊狋犻狏狌犿 （３．００±０．７５）ａ （２４３．４０±１８．２４）ｂ （４６．９８±８．６９）ａ （２７．５７±８．１４）ｂ
雀麦犅狉狅犿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１．１０±０．４５）ｃ （５３．３５±３０．８８）ｄ （１０．２９±４．２７）ｃ （６．０４±２．１３）ｄ
节节麦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狋犪狌狊犮犺犻犻 （０．９０±０．２７）ｃ （５１．２５±１７．７１）ｄ （９．８９±３．７１）ｃ （５．８１±３．２４）ｄ
看麦娘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犪犲狇狌犪犾犻狊 （０．６５±０．２８）ｄ （１６．２０±６．１２）ｅ （３．１３±１．４６）ｄ （１．８４±０．７８）ｅ
大穗看麦娘犃．犿狔狅狊狌狉狅犻犱犲狊 （２．３５±０．５５）ｂ （１４１．８５±２１．９４）ｃ （２７．３８±７．４３）ｂ （１６．０７±４．３７）ｃ
日本看麦娘犃．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０．１５±０．０８）ｅ （１１．９５±８．１２）ｅ （２．３１±１．２２）ｄ （１．３５±０．８３）ｅ
养虫笼Ｃａｇｅ （４．００±０．８０）ａ （３６４．７５±２０．９１）ａ － （４１．３２±１１．５４）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差，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ｓｍｅａ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犘＜０．０５）ｂ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草地贪夜蛾幼虫对不同植物的取食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１～６龄幼虫对玉米和小麦都表现

出明显的趋向性（图１～图２）。对玉米及玉米田禾

本科杂草的选择试验中，１～２龄幼虫对玉米和马

唐的取食选择率显著高于其他杂草，３龄开始随着

虫龄增加幼虫对玉米的取食选择率逐渐增加，显著

高于玉米田杂草，５～６龄幼虫达到极显著差异，各

龄幼虫对玉米田不同杂草取食选择率均没有显著

差异。在小麦及麦田禾本科杂草的选择试验中，

１～３龄幼虫对小麦和节节麦的取食选择率显著高

于其他杂草；４～６龄幼虫对小麦的取食选择率逐

渐增加，显著高于其他杂草。１～２龄幼虫对雀麦的

图１　草地贪夜蛾幼虫对玉米及田间禾本科杂草的取食选择性

犉犻犵．１　犉犲犲犱犻狀犵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犾犪狉狏犪犲狋狅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犲犲犱狊

图２　草地贪夜蛾幼虫对小麦及田间禾本科杂草的取食选择性

犉犻犵．２　犉犲犲犱犻狀犵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犾犪狉狏犪犲狋狅狑犺犲犪狋犪狀犱狑犲犲犱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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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选择率显著低于其他杂草，３龄及以上幼虫对

不同杂草的取食选择率没有显著差异。总体结果

显示，１～２龄幼虫对不同植物的取食选择率差异

较大，３～４龄幼虫对不同植物的取食选择性相对

较弱，随着龄期的增高对不同种类杂草的取食选择

率逐渐降低，但对玉米和小麦的选择性随着龄期的

增加逐渐增强。

２．３　草地贪夜蛾１龄幼虫取食不同植物的存活率

表３显示，草地贪夜蛾１龄幼虫取食玉米及禾

本科杂草第４天的存活率没有显著差异，在玉米和

牛筋草上的存活率最高，在９８％以上，在虎尾草上

最低，为９５．８９％，存活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玉米＞牛

筋草＞无芒稗＞马唐＞狗尾草＞虎尾草。草地贪夜

蛾１龄幼虫取食小麦及禾本科杂草试验中，以在雀

麦上的存活率最低，为８５．２２％，显著低于其他植

物，存活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节节麦＞小麦＞日本看

麦娘＞大穗看麦娘＞看麦娘＞雀麦。

表３　草地贪夜蛾１龄幼虫取食不同植物的存活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狊狅犳１狊狋犻狀狊狋犪狉犾犪狉狏犪犲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犾犪狀狋狊

植物

Ｐｌａｎｔ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植物

Ｐｌａｎｔ

存活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玉米犣犲犪犿犪狔狊 （９８．８９±６．１）ａ 小麦犜狉犻狋犻犮狌犿犪犲狊狋犻狏狌犿 （９６．３３±１．１）ａ

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 （９７．１４±９．８）ａ 节节麦犃犲犵犻犾狅狆狊狋犪狌狊犮犺犻犻 （９６．８９±２．３）ａ

虎尾草犆犺犾狅狉犻狊狏犻狉犵犪狋犪 （９５．８９±８．４）ａ 雀麦犅狉狅犿狌狊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８５．２２±２．１）ｂ

狗尾草犛犲狋犪狉犻犪狏犻狉犻犱犻狊 （９６．６７±５．７）ａ 看麦娘犃犾狅狆犲犮狌狉狌狊犪犲狇狌犪犾犻狊 （９３．６７±７．４）ａ

牛筋草犈犾犲狌狊犻狀犲犻狀犱犻犮犪 （９８．７６±３．７）ａ 大穗看麦娘犃．犿狔狅狊狌狉狅犻犱犲狊 （９４．４６±８．６）ａ

无芒稗犈犮犺犻狀狅犮犺犾狅犪犮狉狌狊犵犪犾犾犻ｖａｒ．犿犻狋犻狊 （９７．２２±８．６）ａ 日本看麦娘犃．犼犪狆狅狀犻犮狌狊 （９５．２３±６．５）ａ

３　讨论

研究植食性昆虫的产卵选择与取食选择对明确

昆虫与寄主植物生态进化关系，探索新型植保策略

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２４］。成虫的产卵选择主要受

寄主植物挥发物影响，一般认为植食性昆虫成虫会

选择更有利于其后代生长发育的寄主植物产卵［２５］。

本研究分别以玉米、小麦及其对应的田间禾本科杂

草作为测试寄主，研究草地贪夜蛾的产卵和取食选

择，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成虫主要选择玉米和小麦

产卵，这和前期以玉米作为嗜食寄主测试草地贪夜

蛾成虫在烟草、荞麦、婆婆纳等植物上的产卵选择性

的结果一致［２６２９］。与禾本科杂草相比，玉米和小麦

是草地贪夜蛾的嗜食寄主，这和黏虫先取食田间杂

草再转移为害玉米、小麦的习性不同［３０］。而在小麦

和玉米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草地贪夜蛾成虫主要在

玉米上产卵［２２］。另外，据国外文献记载，在棉田，草

地贪夜蛾喜欢在管理粗放的田块为害，以先取食田

间禾本科杂草再转移为害棉花为主［３１］。因此，在不

同寄主植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草地贪夜蛾成虫会

主动选择相对嗜食寄主产卵。另外，成虫产卵选择

性试验中，纱网养虫笼４个侧面上部和拉链上也有

大量的卵块，占总产卵量的４０％以上，除了寄主植

物，草地贪夜蛾成虫是否还会在其他非寄主植物上

产卵？还需通过后续田间调查进一步验证。

幼虫取食选择性相对复杂，除了植物挥发物，还

受到颜色及其理化性质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影

响［３２］。了解害虫的寄主取食偏好有利于更好地掌

握田间害虫发生动态，指导和调整防控措施［３３］。本

研究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１～２龄）除了

对嗜食寄主玉米和小麦的选择性较强外，对禾本科

杂草马唐、节节麦也有一定的选择性；高龄幼虫（４～

６龄）对杂草的选择性降低，主要选择嗜食寄主，这

和前期的研究，鳞翅目昆虫低龄幼虫与高龄幼虫的

选择性存在很大差异结果一致［３４］，和姚领等［２１］、黄

芊等［２９］的研究结果，随着草地贪夜蛾幼虫龄期的增

长对玉米的取食偏好会逐渐减弱不同。为保证小

麦、玉米和杂草的叶面积基本一致，本研究测试小麦

和玉米均为苗期（３叶期之前），供试杂草的种植时

间比小麦、玉米早２０ｄ，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取食选择

是否与它的趋嫩性有关，还需要从测试寄主、试验设

计等方面进一步验证。草地贪夜蛾成虫产卵和幼虫

取食均表现出对嗜食寄主的偏好性，幼虫比成虫选

择范围更广。其他鳞翅目昆虫如甜菜夜蛾犛狆狅

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亚洲玉米螟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二

点委夜蛾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
［３５３７］等在成虫产卵和幼虫

取食方面也存在不太一致的现象，可能是昆虫处于不

同的生态环境和面临的选择压力不同所致［３４］，此外，

许多夜蛾科昆虫幼虫的活动能力很强，能自主选择取

食寄主植物［３１］。另外，幼虫取食选择性通常采用离体

·１２１·



２０２１

叶片进行试验，而成虫产卵选择性采用活体植物进行

试验，对于活体植物来说，植物的长势、健康状况、叶

片的密度等都可能是影响成虫产卵的因素。

植食性昆虫幼虫期较高的存活率和较短的发育

历期是衡量其寄主适合度的重要指标［３８］。本研究

结果显示，草地贪夜蛾１龄幼虫在玉米及田间禾本

科杂草的存活率上没有显著差异；小麦及田间禾本

科杂草除了在雀麦上的存活率为８５．２２％外（从杂

草的外部形态特征来看，雀麦的茎秆和叶片均被柔

毛，这可能是雀麦不利于幼虫取食的一个原因），在

其他禾本科杂草上幼虫存活率都在９３．６７％以上，

因此，在嗜食寄主植物不充足的情况下，草地贪夜蛾

可能会转移到非嗜食寄主植物继续取食，此时田间非

作物生境可能成为草地贪夜蛾的临时避难场所，其中

的杂草也可成为草地贪夜蛾临时产卵和取食的对

象［２１］。昆虫在某种植物上能够完成世代循环，该种植

物才是该昆虫真正的寄主植物，很多文献记载的昆虫

的寄主植物只能算作是昆虫的食料植物，食料植物泛

指昆虫的任意单一虫态所能取食的所有植物［３９］。因

此，对于草地贪夜蛾取食禾本科杂草是否能够完成生

活史还需要构建种群生命表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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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卷第１期 张雷等：安徽省茶树细菌性梢枯病病原鉴定

３　讨论

本文通过对安徽省茶园发生的茶树梢枯病害的

病原分离和鉴定，结果表明该病害是由犃．犪狏犲狀犪犲

ｓｕｂｓｐ．犪狏犲狀犪犲侵染引起，这是该病原菌所致茶树梢

枯病在安徽省内首次发现。犃．犪狏犲狀犪犲ｓｕｂｓｐ．犪狏犲

狀犪犲是一种重要的植物病原菌，其寄主范围广泛，包

括玉米、水稻、高粱、燕麦、甘蔗等多种植物［１１１４］。由

该细菌引起的茶树梢枯病目前仅在我国广西茶区发

现，且仅限于‘英红４号’品种
［１５］。２０１７年在安徽省

茶园病害调查发现，茶树梢枯病在多个茶树品种中

均有发生，包括‘安吉白茶’‘龙井４３’‘福鼎大白茶’

‘皖茶９１’。同时有‘白毫早’‘中茶１０２’等２７个茶

树品种未见该病害发生。笔者在室内致病性测定中

发现，分离获得的病原细菌犃．犪狏犲狀犪犲ｓｕｂｓｐ．犪狏犲

狀犪犲也可引致‘名山白毫’‘舒茶早’品种发病，而对

‘浙农１１７’‘铁观音’‘鄂茶５号’等５个茶树品种未

表现出明显的致病性。这暗示了不同茶树品种对病

原细菌犃．犪狏犲狀犪犲ｓｕｂｓｐ．犪狏犲狀犪犲的抗病性可能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关于茶树梢枯病在我国不同茶区

以及不同茶树品种上的发生情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调查，从而为明确该病害的发生流行条件及采用抗

病育种防治病害策略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１］　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Ｆ，ＫＩＭＵＲＡＫ，ＳＡＢＡＴ，ｅ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ｏ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ａ（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ＳＲｍａｒｋ

ｅｒｓ［Ｊ］．Ｔｒｅ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Ｇｅｎｏｍｅｓ，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５５ １５６５．

［２］　江昌俊，李叶云，韦朝领．安徽地方茶树种质资源调查［Ｊ］．安

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６（３）：３４０ ３４３．

［３］　谭济才．茶树病虫防治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１２ ２５５．

［４］　杨发军．茶树病虫害的发生及综合防治［Ｊ］．云南农业，２００２

（４）：１６．

［５］　ＺＨＯＵＬＸ，ＸＵ ＷＸ．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犃犾狋犲狉狀犪狉犻犪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犪

ｃａｕｓｉｎｇｌｅａｆｓｐｏｔｓｏｆｔｅａ（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４，９８（５）：６９７．

［６］　方中达．植病研究方法［Ｍ］．第３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８：１２２ １４５．

［７］　ＳＣＨＡＡＤＮＷ，ＪＯＮＥＳＪＢ，ＣＨＵＮＷ．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ｌ［Ｍ］．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ＡＰ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８］　ＷＥＩＢＵＲＧＷＧ，ＢＡＲＮＳＳＭ，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ＤＡ，ｅｔａｌ．１６Ｓ

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ＤＮＡ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１，１７３（２）：６９７ ７０３．

［９］　ＳＣＨＡＡＤＮＷ，ＰＯＳＴＮＩＫＯＶＡＥ，ＳＥＣＨＬＥＲＡ，ｅｔａｌ．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ａｓ犃．犪狏犲狀犪犲

（Ｍａｎｎｓ１９０５）ｅｍｅｎｄ，犃．犮犪狋狋犾犲狔犪犲（Ｐａｖａｒｉｎｏ，１９１１）ｃｏｍｂ．

ｎｏｖ．，犃．犮犻狋狉狌犾犾犻（Ｓｃｈａａｄｅｔａｌ．，１９７８）ｃｏｍｂ．ｎｏｖ．，ａｎｄ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ｏｆ犃．狅狉狔狕犪犲ｓｐ．ｎｏｖ［Ｊ］．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３１：４３４ ４４６．

［１０］ＺＩＡＵＬＨＵＳＳＮＡＩＮＳ，ＨＡＱＵＥＭＩ，ＭＵＧＨＡＬＳＭ，ｅｔ

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ｓｕｂｓｐ．犪狏犲狀犪犲）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ｄｓｔｒｉｐ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Ｊ］．Ａｆ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１０（３７）：７１９１ ７１９７．

［１１］ＭＹＵＮＧＩＳ，ＣＨＯＩＪＫ，ＷＵＪＭ，ｅｔ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ｒｉｐｅｏｆ

ｈｏｇｍｉｌｌｅ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ｓｕｂｓｐ．犪狏犲狀犪犲，ａｎｅｗ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Ｋｏｒｅａ［Ｊ］．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２，９６：１２２２ １２２３．

［１２］ＬＩＸＹ，ＳＵＮＨＤ，ＲＯＴＴＰＣＪ，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ｓｕｂｓｐ．犪狏犲狀犪犲ｃａｕ

ｓｉｎｇｒｅｄｓｔｒｉｐｅｏｆ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６７（４）：９２９ ９３７．

［１３］ＺＥＮＧＱｕ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ｅ，ＢＥＲＴＥＬＳＦ，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ｉｎ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狊ｔｒａｉｎｓｔｈａｔ

ｉｎｆｅｃｔａｃｏｍｍｏｎｈｏｓｔ［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ｅ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３０（１０）：８１３ ８２８．

［１４］ＦＯＮＴＡＮＡＰＤ，ＲＡＧＯＡＭ，ＦＯＮＴＡＮＡＣＡ．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ｆｒｏｍｒｅｄｓｔｒｉｐｅ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３７：５２５ ５３４．

［１５］ＧＥＮＧＧｕｏｍｉｎ，ＺＨＡＯＹｕｑｉａｎｇ，ＺＨＵＣａｎｃａｎ，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ｌｅａｆｂ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ｅａ（犆犪犿犲犾犾犻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２０１７，１０１

（１０）：１８１９．

（责任编辑：田　?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

（上接１２２页）

［３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ｉｎ

ｐｈｙｔｏｐｈａｇｏｕｓｉｎｓｅｃｔｓ［Ｊ］．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ｔ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ａ，１９８８，４７：３ １４．

［３５］张娜，郭建英，万方浩，等．甜菜夜蛾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

和取食选择［Ｊ］．昆虫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１１）：１２２９ １２３５．

［３６］袁志华，郭井菲，王振营，等．亚洲玉米螟幼虫对不同寄主植

物的取食选择性［Ｊ］．植物保护学报，２０１３，４０（３）：２０５ ２１０．

［３７］韩慧，李静雯，门兴元，等．二点委夜蛾对不同植物的产卵和

取食选择［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６，４２（３）：１２３ １２６．

［３８］ＪＵ?ＲＥＺＭＬ，ＳＣＨ?ＦＬＧ，ＶＥＲＡＭＴ，ｅｔ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ｍａｉｚｅａｎｄｒｉｃｅｈｏｓ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ｒｅｔｈｅｙｈｏｓｔｓｔｒａｉｎｓ？［Ｊ］．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ａ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ｅ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ａ，２０１４，１５２（３）：１８２ １９９．

［３９］ＫＩＴＣＨＩＮＧＲＬ，ＺＡＬＵＣＫＩＭＰ．Ａ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

ｕｓｅｏｆ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ｓ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ｒｅｃｏｒｄｓ［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９８３，１０（５）：６４ ６６．

（责任编辑：田　?）

·７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