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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带犀猎蝽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可捕食多种害虫，是农林业害虫生物防治的重要天敌昆虫。为评价黄粉

虫犜犲狀犲犫狉犻狅犿狅犾犻狋狅狉、果蝇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ｓｐ．、斜纹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和棉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４种猎物作为规模化

饲养黄带犀猎蝽的食物来源的效果，在室内温度（２５±１）℃，相对湿度（６０±５）％，光周期Ｌ∥Ｄ＝１４ｈ∥１０ｈ条件

下，测定了分别取食上述４种猎物的黄带犀猎蝽生长发育和繁殖的相关生物学参数。结果表明，黄带犀猎蝽以这４

种猎物为食均可完成１个世代，且可以继续繁殖，但猎物种类对其相关生物学参数有显著影响。取食斜纹夜蛾的黄

带犀猎蝽成虫获得率（６９．９±７．６）％，若虫总历期（７０．３±０．６）ｄ，产卵前期（２１．５±０．５）ｄ，卵期（２０．０±０．１）ｄ，单雌

产卵量（２１３．４±２２．７）粒，卵孵化率（７６．５±３．６）％。其若虫死亡率较低，成虫获得率较高，若虫发育历期最短，各发

育阶段的黄带犀猎蝽体重最重。与黄粉虫组相比，其成虫产卵前期显著缩短，卵孵化率显著提高，但成虫寿命较短。

说明斜纹夜蛾幼虫可作为室内扩繁黄带犀猎蝽的猎物。

关键词　黄带犀猎蝽；　生物防治；　规模化饲养；　猎物来源；　生物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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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天敌昆虫资源十分丰富，其中猎蝽科Ｒｅｄｕ

ｖｉｉｄａｅ是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昆虫中最大的捕食性类

群。在已知的７５００余种猎蝽中，肉食性种类占８７％

以上，是重要的天敌昆虫资源［１］。目前环斑猛猎蝽

犛狆犺犲犱犪狀狅犾犲狊狋犲狊犻犿狆狉犲狊狊犻犮狅犾犾犻狊、角轮刺猎蝽犛犮犻狆犻狀犻犪狊狌犫

狌犾犪、红彩瑞猎蝽犚犺狔狀狅犮狅狉犻狊犳狌狊犮犻狆犲狊
［２］、黄带犀猎蝽

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和大红犀猎蝽犛．犳犪犾犾犲狀犻等多种

猎蝽正逐渐被开发和利用［３７］。食物是天敌昆虫规模

化饲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子，亦是限制天敌捕食效

果的因素之一，同时还决定天敌的饲养成本。因此，对

可选猎物种类的评价对于衡量食物质量至关重要［８９］。

黄带犀猎蝽，又名中黄猎蝽，属猎蝽科真猎蝽亚

科Ｈａｒｐａｃｔｏｒｉｎａｅ犀猎蝽属犛狔犮犪狀狌狊，广泛分布于我

国广西、云南、贵州、香港等南方省区，以及马来西

亚、缅甸和印度等国家［１０］。据文献记载，黄带犀猎

蝽可作为农林害虫天敌，防治桉树、芒果树和降香黄

檀树等林木上的鳞翅目、鞘翅目、膜翅目及直翅目等

害虫［１１１３］。近年有报道，在云南省江城县的玉米田

中发现其捕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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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此外，本研究团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

玉米田也发现黄带犀猎蝽，且在云南省师宗县和巧

家县玉米田进行人工释放后可见其捕食草地贪夜蛾

和斜纹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幼虫。黄带犀猎蝽

具有较广的取食范围和较强的存活能力，对农林业

害虫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可成为农林害虫综合防治

中的一种优势天敌。

猎物质量直接影响捕食者的生长发育［９］。研究

可替代猎物种类是了解未来捕食者在室内规模化饲

养潜力的重要一步，对今后天敌的应用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本研究以黄粉虫犜犲狀犲犫狉犻狅犿狅犾犻狋狅狉幼虫，果

蝇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ｓｐ．成虫、斜纹夜蛾幼虫和棉蚜犃狆犺犻狊

犵狅狊狊狔狆犻犻若虫作为猎物，单头饲养黄带犀猎蝽初孵若

虫至成虫（图１）。比较取食不同猎物的黄带犀猎蝽若

虫生长发育历期、体重、成虫寿命和繁殖情况，评价不

同猎物作为黄带犀猎蝽食物的适宜性，为推进其在生

产中的应用奠定基础。

图１　黄带犀猎蝽若虫取食４种不同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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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黄带犀猎蝽起始种群为采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那坡县百省乡百省村玉米田的成虫，在昆明云

南恒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工气候室内配对后置

于３００ｍＬ透明太空杯（上底直径７．５ｃｍ，下底直径

５．５ｃｍ，高９．６ｃｍ，厦门市永诚鑫塑胶有限公司）

中，放入剪裁后的单格蛋托盘（纸浆模塑，约５ｃｍ×

５ｃｍ×５ｃｍ）供其产卵。

黄粉虫幼虫和残翅果蝇成虫从网上购得，分别

用麦麸和卖家提供的饲料培养基饲养于人工气候室

内；棉蚜若虫、斜纹夜蛾幼虫和斜纹夜蛾人工饲料均

由云南恒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其中斜纹夜蛾

已在人工气候室内饲养１５代以上。

除棉蚜外所有供试昆虫均饲养于人工气候室

内，温度（２５±１）℃，相对湿度为（６０±５）％，光周期

为Ｌ∥Ｄ＝１４ｈ∥１０ｈ（下同）；棉蚜饲养于云南昆明

室外大棚内，寄主植物为南瓜犆狌犮狌狉犫犻狋犪犿狅狊犮犺犪狋犪

苗，温度（２２．５±５．５）℃，相对湿度（６５±１０）％，光照

为自然光，中午高温时需使用遮阳网。

１．２　黄带犀猎蝽饲养方法

１．２．１　卵的孵育

将２４ｈ内产于蛋托盘上的卵置于塑料盒（长

２２．３ｃｍ，宽１５．３ｃｍ，高９．０ｃｍ，盒盖中央切割一块

１２．０ｃｍ×６．０ｃｍ长方形孔，罩上１２０目尼龙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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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中，放置一块浸湿脱脂棉增加湿度，待其孵化，记录

卵的孵化时间。

１．２．２　若虫饲养

从３块卵期相同的卵孵化的健康初孵若虫中各

取８０头，用毛笔挑单头置于太空杯中，用纱网和橡

皮筋封口，纱网上放置一块浸湿的脱脂棉提供水分。

若虫按饲喂的猎物平均分为４组处理，即黄粉虫组、

果蝇组、斜纹夜蛾组和棉蚜组。饲喂１～２龄若虫时

需选取黄粉虫幼虫２ｃｍ左右个体、果蝇成虫健康个

体、斜纹夜蛾１～２龄幼虫和带棉蚜饱满个体的南瓜

苗叶片，捕食者和猎物比例分别约为１∶２、１∶１０、１∶５

和１∶５０；饲喂３～５龄若虫时选取黄粉虫幼虫３ｃｍ

左右个体、果蝇成虫健康个体、斜纹夜蛾３～４龄幼

虫和带棉蚜饱满个体的南瓜苗叶片，捕食者和猎物

比例分别约为１∶３、１∶２０、１∶５和１∶２００。每４８ｈ更换

１次猎物，保证各组猎物充足。每组处理２０头黄带犀

猎蝽若虫，重复３次。每２４ｈ观察记录黄带犀猎蝽若

虫的发育进度，若蜕皮前死亡计入该发育阶段死亡

数，在蜕皮２４ｈ内用恒平ＦＡ２１０４电子分析天平称量

（感量为０．１ｇ，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新

蜕皮黄带犀猎蝽的体重，直到羽化为成虫。羽化失败

或羽化２４ｈ内死亡均记为羽化期死亡。

１．２．３　成虫饲养

新羽化的成虫称重、记录性别后进行组内配对，

单对转移至太空杯中，饲喂同种猎物（捕食者和猎物

比例同上述高龄若虫），放入剪裁后的蛋托盘供其产

卵，产卵后２４ｈ内收集新产的卵，并放入新蛋托盘

供其继续产卵，将卵转移至新的太空杯中，用纱网和

橡皮筋封口，纱网上放置一块浸湿的脱脂棉增加湿

度，待其孵化。在试验阶段，配对成虫中若雄虫在雌

虫开始产卵前死亡，则从同一组种群内选择羽化日

期相近的雄性个体补充配对。每２４ｈ观察记录各

项生物学指标，包括雌虫产卵前期、产卵日期、孵化

日期、产卵量等，直至所有黄带犀猎蝽成虫死亡，记

录成虫寿命。

１．３　试验设计与数据统计分析

不同猎物喂养试验同时进行。所有试验均在

１．１所述人工气候室内进行，将每组处理的３次重

复共６０头个体放置在同一片区域，方便更换饲料和

系统观察，４组处理平行排列于人工气候室内架子

上。各生物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各发育阶段死亡率＝各发育阶段死亡数／２０

×１００％；

成虫获得率＝１００％－∑各发育阶段死亡率；

单雌产卵量＝∑单次产卵量；

卵孵化率＝初孵若虫数／单次产卵量×１００％；

各发育阶段死亡率服从二项分布，需将小于

３０％或大于７０％范围内数据进行反正弦转换，以矫

正其正态性和方差的均匀性。死亡率、发育历期和

体重等种群生命参数在取食不同猎物组处理间的差

异显著性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犉检验），平均数比

较采用Ｔｕｋｅｙ’ｓ检验法（犘＜０．０５）。下文２．４中成

虫繁殖率等参数使用狋测验比较成虫获得率高的两

组处理。统计计算过程由Ｅｘｃｅｌ和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

６．０１软件实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猎物对黄带犀猎蝽各发育阶段死亡率的

影响

　　单独取食黄粉虫、果蝇、斜纹夜蛾和棉蚜，黄带

犀猎蝽均能完成世代发育（表１）。取食不同猎物的

黄带犀猎蝽１龄若虫的死亡率没有显著差异（犱犳＝

３，８；犉＝０．８０８６；犘＝０．５２３８），２龄、３龄、４龄和

５龄若虫不同处理间死亡率存在显著差异（２龄：犱犳

＝３，８；犉＝６．６６５；犘＝０．０１４４；３龄：犱犳＝３，８；犉＝

４９．６６；犘＜０．０００１；４龄：犱犳＝３，８；犉＝７．１９９；犘＝

０．０１１６；５龄：犱犳＝３，８；犉＝３１．５６；犘＜０．０００１），其

中２～４龄以棉蚜组死亡率最高，分别为（３０．１±

７．６）％、（３０．０±０．０）％和（２６．８±４．４）％；５龄若虫

则为果蝇组死亡率显著高于取食其他猎物组，达到

（５８．３±９．３）％；羽化期死亡率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犱犳＝３，８；犉＝１．６９７；犘＝０．２４４３）。取食不同猎

物组的成虫获得率存在显著差异（犱犳＝３，８；犉＝

３２．００；犘＜０．０００１），其中斜纹夜蛾组和黄粉虫组

显著高于棉蚜组和果蝇组，其成虫获得率分别为

（６９．９±７．６）％、（５０．０±７．６）％、（８．３±１．７）％和

（５．０±２．９）％；取食黄粉虫组黄带犀猎蝽各龄期若

虫死亡率、羽化期成虫死亡率和成虫获得率与取食

斜纹夜蛾组无显著差异。

２．２　不同猎物对黄带犀猎蝽若虫发育历期的影响

取食不同猎物组的黄带犀猎蝽各龄若虫的发育

历期存在显著差异（１龄：犱犳＝３，２１７；犉＝２９．８８；

犘＜０．０００１；２龄：犱犳＝３，１７８；犉＝６０．９６；犘＜

０．０００１；３龄：犱犳＝３，１５３；犉＝６０．１５；犘＜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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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龄：犱犳＝３，１２３；犉＝６３．４９；犘＜０．０００１；５龄：犱犳

＝３，８１；犉＝２４．８２；犘＜０．０００１）。若虫发育历期：

１龄期取食果蝇组和斜纹夜蛾组显著长于黄粉虫组

和棉蚜组（表２）；２龄和３龄期取食棉蚜组显著长于

其他３组，取食斜纹夜蛾组最短，取食黄粉虫组与果

蝇组间差异不显著；４龄期以取食棉蚜组最长，取食

黄粉虫组和斜纹夜蛾组最短；５龄期取食果蝇组和

棉蚜组显著长于取食黄粉虫组和斜纹夜蛾组；若虫

总历期在取食各猎物之间均差异显著（犱犳＝３，８１；

犉＝１５９．３；犘＜０．０００１），由长到短分别为棉蚜组

（１３８．２±３．４）ｄ、果蝇组（１０２．９±６．９）ｄ、黄粉虫组

（８１．９±１．２）ｄ和斜纹夜蛾组（７０．３±０．６）ｄ。

表１　不同猎物饲养条件下黄带犀猎蝽的各发育阶段死亡率和成虫获得率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犕狅狉狋犪犾犻狋狔狉犪狋犲狊犻狀犲犪犮犺狊狋犪犵犲狅犳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犳犲犲犱犻狀犵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犲狔狊犪狀犱犪犱狌犾狋犪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狉犪狋犲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ｓｐｅｃｉｅｓ

若虫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ｎｙｍｐｈ

１龄

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２龄

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龄

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４龄

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５龄

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羽化期成虫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成虫获

得率／％

Ａｄｕｌｔ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黄粉虫犜犲狀犲犫狉犻狅犿狅犾犻狋狅狉 （１３．４±６．１）ａ （２１．８±１．７）ａｂ （６．７±３．３）ｂ （１．７±１．７）ｂ （６．７±１．７）ｂ （０．０±０．０）ａ （５０．０±７．６）ａ

果蝇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ｓｐ． （８．４±４．４）ａ （６．７±４．４）ｂ （０．０±０．０）ｂ （１５．１±５．９）ａｂ（５８．３±９．３）ａ （６．７±４．４）ａ （５．０±２．９）ｂ

斜纹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 （６．７±４．４）ａ （５．０±２．９）ｂ （６．７±１．７）ｂ （６．７±３．３）ｂ （３．３±１．７）ｂ （５．０±２．９）ａ （６９．９±７．６）ａ

棉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３．３±３．３）ａ （３０．１±７．６）ａ （３０．０±０．０）ａ （２６．８±４．４）ａ （１．７±１．７）ｂ （０．０±０．０）ａ （８．３±１．７）ｂ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Ｔｕｋｅｙ检验在犘＜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Ｔｕｋｅｙ

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表２　不同猎物饲养条件下黄带犀猎蝽若虫发育历期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犖狔犿狆犺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犳犲犲犱犻狀犵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犲狔狊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ｓｐｅｃｉｅｓ

若虫发育历期／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ｙｍｐｈ

１龄

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２龄

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３龄

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４龄

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５龄

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若虫总历期／ｄ

Ｎｙｍｐｈａｌ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黄粉虫　犜犲狀犲犫狉犻狅犿狅犾犻狋狅狉 （１２．８±０．１）ｂ （１６．７±０．８）ｂ （１４．７±０．６）ｂ （１５．６±１．０）ｃ （２４．４±０．６）ｂ （８１．９±１．２）ｃ

果蝇　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ｓｐ． （１３．５±０．１）ａ （１７．７±０．４）ｂ （１３．５±０．４）ｂ （２１．３±０．４）ｂ （３８．６±５．７）ａ （１０２．９±６．９）ｂ

斜纹夜蛾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 （１３．３±０．１）ａ （１１．５±０．１）ｃ （１０．４±０．３）ｃ （１３．５±０．３）ｃ （２１．９±０．４）ｂ （７０．３±０．６）ｄ

棉蚜　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１２．６±０．１）ｂ （２７．９±１．７）ａ （２３．３±１．６）ａ （３９．０±５．９）ａ （３３．４±３．８）ａ （１３８．２±３．４）ａ

２．３　不同猎物对各发育阶段黄带犀猎蝽体重的影响

取食不同猎物的黄带犀猎蝽２～５龄若虫和

雌、雄成虫体重存在显著差异（２龄：犱犳＝３，１６８；

犉＝１０１．７；犘＜０．０００１；３龄：犱犳＝３，１５８；犉＝

２１１．０；犘＜０．０００１；４龄：犱犳＝３，１４５；犉＝

５７．１８；犘＜０．０００１；５龄：犱犳＝３，１１７；犉＝

２９．８２；犘＜０．０００１；雌成虫：犱犳＝３，３３；犉＝

２８．７５；犘＜０．０００１；雄成虫：犱犳＝３，３５；犉＝

７．１９４；犘＝０．０００７），均以斜纹夜蛾组体重最高，

分别为（３．１±０．１）、（１１．２±０．２）、（１８．２±０．５）、

（５４．４±１．３）、（１９５．４±５．８）ｍｇ和（１４１．８±３．９）ｍｇ；

除２龄若虫以果蝇组体重最低外，其他虫态均为棉

蚜组最低（表３）。除此之外，取食同种猎物的黄带

犀猎蝽雌成虫体重均高于雄成虫，其中果蝇组和棉

蚜组体重差异较小，而黄粉虫组和斜纹夜蛾组差异

较大。

表３　不同猎物饲养条件下黄带犀猎蝽各发育阶段的体重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犅狅犱狔狑犲犻犵犺狋犻狀犲犪犮犺狊狋犪犵犲狅犳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犳犲犲犱犻狀犵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犲狔狊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ｓｐｅｃｉｅｓ

体重／ｍｇ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１龄若虫

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２龄若虫

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３龄若虫

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４龄若虫

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５龄若虫

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雌成虫

Ｆｅ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

雄成虫

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

黄粉虫　犜犲狀犲犫狉犻狅犿狅犾犻狋狅狉 （０．５±０．０）ａ （１．４±０．１）ｂ （５．５±０．３）ｃ （１４．１±０．６）ｂ （４８．９±２．０）ｂ（１９３．８±６．５）ａ （１３７．７±５．５）ａｂ

果蝇　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ｓｐ． （０．５±０．０）ａ （１．３±０．０）ｂ （７．３±０．２）ｂ （１３．７±０．３）ｂ （４２．４±１．０）ｃ（１０３．２±８．２）ｂ（１０１．０±０．０）ｂｃ

斜纹夜蛾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 （０．５±０．０）ａ （３．１±０．１）ａ（１１．２±０．２）ａ （１８．２±０．５）ａ （５４．４±１．３）ａ（１９５．４±５．８）ａ （１４１．８±３．９）ａ

棉蚜　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０．５±０．０）ａ （１．４±０．１）ｂ （３．９±０．２）ｄ （８．８±０．４）ｃ （２２．７±２．０）ｄ （９５．２±７．７）ｂ （９０．０±０．０）ｃ

·１７·



２０２２

２．４　不同猎物对黄带犀猎蝽成虫寿命、繁殖力和卵

的影响

　　由于取食果蝇组和棉蚜组成虫获得率低于

１０％，样本量小，此部分仅比较样本量相对较多的黄

粉虫组和斜纹夜蛾组。以黄粉虫和斜纹夜蛾喂养

的黄带犀猎蝽，其成虫繁殖相关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雌成虫寿命：犱犳＝１４，１６；犉＝２．４６３；狋＝４．７０９；

犘＜０．０００１；雄成虫寿命：犱犳＝１１，２２；犉＝

１．３２９；狋＝１．５９０；犘＝０．１２１３；产卵前期：犱犳＝

１５，１４；犉＝５．２１７；狋＝２．４０２；犘＝０．０２３０；单雌

产卵量：犱犳＝１５，１４；犉＝５．６６４；狋＝１．０５０；犘＝０．３０２

４；卵期：犱犳＝２９，２８；犉＝６．８２１；狋＝１．３３２；犘＝

０．１８８０；卵孵化率：犱犳＝９，１４；犉＝３．７１８；狋＝

３．８７９；犘＝０．０００８）。取食斜纹夜蛾组雌、雄成虫

寿命和产卵前期均短于取食黄粉虫组，分别为（３１．６

±３．０）、（３９．２±２．７）ｄ和（２１．５±０．５）ｄ，卵期较取

食黄粉虫组长，为（２０．０±０．１）ｄ；取食黄粉虫组单雌

产卵量为（２７４．８±５２．４）粒，高于斜纹夜蛾组，但其

卵孵化率仅（４５．１±８．４）％，显著低于斜纹夜蛾组

（７６．５±３．６）％（表４）。相关记录图片见图２。

表４　不同猎物饲养条件下黄带犀猎蝽实验种群生命表参数比较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犾犻犳犲狋犪犫犾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犳犲犲犱犻狀犵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犲狔狊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ｓｐｅｃｉｅｓ

雌成虫寿命／ｄ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

雄成虫寿命／ｄ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ｏｆ

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

产卵前期／ｄ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单雌产卵量／粒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卵期／ｄ

Ｅｇ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卵孵化率／％

Ｅｇｇ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

黄粉虫犜犲狀犲犫狉犻狅犿狅犾犻狋狅狉 （５８．３±５．０） （４６．９±４．３） （２４．２±１．０） （２７４．８±５２．４） （１９．５±０．３） （４５．１±８．４）

斜纹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 （３１．６±３．０） （３９．２±２．７） （２１．５±０．５） （２１３．４±２２．７） （２０．０±０．１） （７６．５±３．６）

果蝇犇狉狅狊狅狆犺犻犾犪ｓｐ． （６２．０±３．０） （７８．０±０．０） （３７．５±４．５） （１０４．５±５８．５） （２１．５±０．５） （３０．１±３０．１）

棉蚜犃狆犺犻狊犵狅狊狊狔狆犻犻 （４０．８±１０．７） （５６．０±０．０） （２６．５±２．５） （１１３．０±３５．０） （２４．５±２．５） （４９．０±４９．０）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表示经黄粉虫和斜纹夜蛾饲养的黄带犀猎蝽各参数经狋测验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ｆｅｅｄｉｎｇｏｎ犜犲狀犲犫狉犻狅犿狅犾犻狋狅狉

ａｎｄ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狋ｔｅｓｔ．

图２　黄带犀猎蝽成虫繁殖过程

犉犻犵．２　犚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狋犺犲犪狊狊犪狊狊犻狀犫狌犵犛狔犮犪狀狌狊犮狉狅犮犲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犪犱狌犾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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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卷第５期 陈苏怡等：取食不同猎物对黄带犀猎蝽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３　结论与讨论

猎物类型不同其营养价值可能不同，不同发育

阶段的捕食者对不同类型食物的适生性也是不同

的，ＭｏｒａｌｅｓＲａｍｏｓ等认为不同种类的节肢动物含

有的营养成分不同，特别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

质的比例不同，这会影响捕食者的发育［１４］。本研究

结果表明，黄带犀猎蝽取食黄粉虫、果蝇、斜纹夜蛾

和棉蚜均可完成世代发育，且可以继续繁殖，但猎物

种类对其生存、生长发育和繁殖能力等有显著影响。

取食果蝇和棉蚜的黄带犀猎蝽成虫获得率不到

１０％，显著低于取食黄粉虫和斜纹夜蛾。棉蚜仅适

合黄带犀猎蝽１龄若虫取食。取食棉蚜的１龄若虫

死亡率低且发育历期短，自２龄若虫开始死亡率显

著上升。取食果蝇的黄带犀猎蝽１龄若虫死亡率较

高且发育历期长，自２龄若虫开始死亡率降低，发育

历期变短，但体重依旧偏小，至４龄若虫开始死亡率

显著增加，发育历期延长，体重也比黄粉虫组和斜纹

夜蛾组低。昆虫在遇到逆境时，例如猎物营养不足

时会发生拒食现象，而取食量的减少会导致发育历

期延长、不能正常产卵或产卵量降低等现象［１５］。作

者每次更换饲料时棉蚜和果蝇均有剩余活虫，不存

在猎物不足问题，推测可能是由于随着黄带犀猎蝽

龄期的增长，棉蚜和果蝇无法满足其生长发育对营

养质量的需求。此外，作者还发现残翅果蝇爬行能

力较黄带犀猎蝽１龄若虫强，这可能导致１龄若虫

消耗过多能量用于追赶猎物。

与其他猎物相比，使用黄粉虫喂养黄带犀猎蝽

时其低龄若虫死亡率较高，这可能是由于低龄若虫

口器较小，而黄粉虫若虫体型较大且体壁较厚，低

龄若虫捕食较为困难所致。用黄粉虫喂养二叉犀

猎蝽犛狔犮犪狀狌狊犱犻犮犺狅狋狅犿狌狊，其１龄和２龄若虫发育

历期显著长于用米蛾犆狅狉犮狔狉犪犮犲狆犺犪犾狅狀犻犮犪喂养，用

黄粉虫和米蛾混合喂养时，１龄和２龄若虫更倾向

于食用米蛾幼虫［９］。在本研究中，使用黄粉虫喂养

的黄带犀猎蝽高龄若虫和成虫具有死亡率低、若虫

历期和卵期较短、体重以及单雌产卵量较大等特

点，这与取食黄粉虫的二叉犀猎蝽高龄若虫体重和

腿节长度大于取食米蛾的结果类似［９］。取食黄粉

虫组黄带犀猎蝽单雌产卵量高达（２７４．８±５２．４）

粒，较同样室内饲养的环角犀猎蝽犛狔犮犪狀狌狊犪狀狀狌犾犻

犮狅狉狀犻狊和大红犀猎蝽单雌产卵量更多
［１５１６］，规模化

扩繁潜力更强。

取食斜纹夜蛾的黄带犀猎蝽若虫死亡率较低，

发育历期较短，体重最重，成虫获得率最高。且成虫

产卵前期较短，卵孵化率较高。以菜青虫、斜纹夜

蛾、小菜蛾和米蛾喂养的大红犀猎蝽的若虫期存活

率分别为７６．７％、６９．３％、６７．８％和５７．３％
［１７］，与

取食斜纹夜蛾的黄带犀猎蝽的成虫获得率相近。以

斜纹夜蛾幼虫为猎物较以桃蚜犕狔狕狌狊狆犲狉狊犻犮犪犲为猎

物的红彩瑞猎蝽的种群生命表各项参数占优［１８］，且在

桃蚜若蚜、斜纹夜蛾和烟青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狊狊狌犾狋犪幼

虫３种猎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红彩瑞猎蝽成虫更

喜欢捕食斜纹夜蛾３龄幼虫
［１９］。除此之外，使用甘

蓝薄翅螟犆狉狅犮犻犱狅犾狅犿犻犪狆犪狏狅狀犪狀犪喂养环角犀猎蝽

较使用黄粉虫喂养若虫发育历期更短，高龄若虫和

成虫体重更大［１６］，表明鳞翅目幼虫可作为促进犀猎

蝽属昆虫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良好饲料。Ａｂｄｕｌ等认

为成虫寿命长可以促进雌成虫与雄成虫进行多次交

配提高繁殖力［１６］，但本研究中使用斜纹夜蛾喂养的

黄带犀猎蝽成虫寿命短于其他３组。Ａｈｍａｄ等研

究发现同时使用黄粉虫和米蛾幼虫喂养二叉犀猎蝽

时，其成虫的寿命更长，个体也更健康［９］，今后可以

考虑进一步研究不同猎物混合饲养，以弥补单独喂

养斜纹夜蛾的不足。

通过单独喂养黄粉虫、果蝇、斜纹夜蛾和棉蚜４

种不同的猎物得出黄带犀猎蝽生长发育和成虫繁殖

力相关生物学参数表明，黄带犀猎蝽取食斜纹夜蛾

时生长发育最快、繁殖力最强，优于其他猎物，可用

于室内大规模喂养。此外，我们对野外种群的卵期

记录发现３块卵的卵期均为１６ｄ，而在这４组试验

中黄粉虫组卵期最短，为（１９．５±０．３）ｄ，显然比野外

种群卵期要长，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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