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 ０１２７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７ ０４ １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３１６６０５１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经费（ＫＹＧＹ２０１６０８０６）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ｍｄｙｘｎｄ＠１６３．ｃｏｍ，ｙａｎｇｓｅｎｘｊ＠１２６．ｃｏｍ

不同寄主对脐腹小蠹取食和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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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脐腹小蠹是新疆果树林木的重要害虫，研究不同寄主对脐腹小蠹取食和繁殖的影响可为脐腹小蠹的综合治理

提供参考。田间诱集试验表明，脐腹小蠹为害‘赛买提’杏、扁桃和新疆桃，不为害垂柳和沙枣，在春榆上也诱集到少量

成虫，但其数量显著低于‘赛买提’杏、扁桃和新疆桃。室内饲养研究表明，‘赛买提’杏、扁桃和春榆上均有脐腹小蠹取

食为害，其中‘赛买提’杏上脐腹小蠹子代数量最多，成虫蛀道长度最长，侵入孔数最多，与扁桃和春榆差异显著。综上

所述，脐腹小蠹在‘赛买提’杏、扁桃、新疆桃、春榆上均可完成发育，但在４种寄主上的子代数量以及对４种寄主的为

害程度不同，‘赛买提’杏是脐腹小蠹生长发育及繁殖的最适寄主，其次是扁桃、新疆桃，脐腹小蠹也可为害春榆。

关键词　脐腹小蠹；　寄主植物；　为害；　发育；　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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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未将脐腹小蠹犛．狊犮犺犲狏狔狉犲狑犻和多毛小蠹犛．

狊犲狌犾犲狀狊犻狊归并为一个种
［２］。脐腹小蠹主要分布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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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２８个州和加拿大的４个省区都有发生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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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ｃｅ．、美国榆犝．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犪Ｌ．、欧洲白榆犝．

犾犪犲狏犻狊Ｐａｌｌ．、木栓榆犝．狋犺狅犿犪狊犻犻等
［２３，６］。Ｌｅｅ等

在室内分别用美国榆犝．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犪、榔榆犝．狆犪狉狏

犻犳狅犾犻犪Ｊａｃｑ．、树 锦 鸡 儿 犆．犪狉犫狅狉犲狊犮犲狀狊 Ｌａｍ．、

犘狉狌狀狌狊犳狅狀狋犪狀犲狊犻犪狀犪（Ｓｐａｃｈ）Ｃ．Ｋ．Ｓｃｈｎｅｉｄ．和沙

枣犈．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饲养脐腹小蠹，发现脐腹小蠹为

害美国榆而不为害榔榆、树锦鸡儿、樱桃和沙枣［７］；在

中国，脐腹小蠹在宁夏盐池和河南安阳为害白榆［８９］；

在新疆北疆的克拉玛依地区为害春榆、黑榆和黄

榆［１０］，在南疆的轮台、库车、阿克苏、巴州、喀什等地脐

腹小蠹为害杏、扁桃、李、樱桃、等多种果树［１４，１６，２２］。

研究害虫与寄主植物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害虫

发生为害规律，制定综合治理措施。国内外学者主

要研究了脐腹小蠹生物学特性、天敌资源、触角结

构、寄主挥发物、空间分布型等方面［８，１４２１］。脐腹小

蠹有多种寄主，我们在田间调查发现脐腹小蠹对不

同寄主植物的为害程度不同，而有关脐腹小蠹对寄

主植物的选择及在不同寄主上的发育繁殖情况报道

较少。随着新疆特色林果产业结构的调整，脐腹小

蠹的生态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对该虫的防治工作

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针对新疆特色果树和林业

的种植情况，本文选择‘赛买提’杏、扁桃、春榆、新疆

桃犃犿狔犵犱犪犾狌狊犳犲狉犵犪狀犲狀狊犻狊（Ｋｏｓｔ．犲狋Ｒｊａｂ．）Ｋｏｖ．

犲狋Ｋｏｓｔ．、垂柳、沙枣６种新疆南疆常栽果树林木，研

究该虫在不同寄主上的为害、发育及产后代数情况，

为了解其发生为害规律和制定综合的治理措施提供

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室内试验

供试虫源：采集被脐腹小蠹为害的‘赛买提’杏

犘狉狌狀狌狊犪狉犿犲狀犻犪犮犪‘Ｓａｉｍａｉｔｙ’树木段，带回实验室，

置于饲养箱内，待成虫羽化后饲养２４ｈ待用。

供试寄主：‘赛买提’杏、扁桃、春榆、新疆桃、垂柳、

沙枣６种已报道且是新疆南疆主要种植的果树林木。

试验方法：将砍伐的健康寄主枝干（直径５ｃｍ

以上）截成长３０ｃｍ，在室内放置２４ｈ后，挑取体型

一致、健康活泼的成虫４０头（雌∶雄＝１∶１）放在木段

上，再用细纱网罩住木段，接虫２４ｈ后，去掉纱网，

将木段基部朝下栽入装有湿润沙子的培养箱中，再

用纱网罩住培养箱。每处理重复２０次。饲养条件：

室温（２５±３）℃，相对湿度４５％±５％。

每５ｄ解剖１根寄主木段，记录子代发育情况，

直至子代成虫羽化。子代羽化结束后，解剖剩余供

试枝干，统计侵入孔数、羽化孔数、蛀道长度。

１．２　田间试验

试验地概况：试验地设在新疆喀什英吉沙县林业

局果树资源圃（７６°５′５７″Ｅ，３８°５６′２５″Ｎ），面积１２ｈｍ２，

主要种植品种为‘赛买提’杏，树龄１５年，株行距为

３ｍ×４ｍ，脐腹小蠹为害株率在１０％～３０％之间，

无间作果树。

试验方法：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０日，砍伐健康‘赛买

提’杏、扁桃、春榆、新疆桃、垂柳、沙枣６种寄主枝干

（直径５ｃｍ以上），分别截成１ｍ长的木段，３根为

一组，随机放在试验地内，每组枝干间隔３０ｍ以上，

重复３次。每４ｄ调查１次，记录入侵孔数及成虫数

量，３５ｄ后将木段带回室内解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寄主对脐腹小蠹发育的影响

在室温（２５±３）℃，相对湿度４５％±５％的条件

下，脐腹小蠹在‘赛买提’杏、扁桃、春榆上的发育基

本一致（表１）。接种脐腹小蠹１～２ｄ后雌虫开始钻

蛀隧道并产卵，雄虫有钻蛀现象。接虫后５ｄ部分

卵开始孵化，１０ｄ卵大量孵化，接入的成虫在蛀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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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钻蛀；１５ｄ蛀道卵孵化结束，主要以幼虫的状态

存在，虫态较为一致；２０ｄ可见接入的成虫死亡，幼

虫继续蛀道；２５ｄ少数老熟幼虫停止蛀道开始化蛹，

大部分成虫死亡；３０～３５ｄ可见羽化的成虫和少量

蛹，老熟幼虫所占比例最大。４０ｄ成虫大量羽化，仍

有幼虫存活；４５ｄ成虫羽化基本结束；将成虫接入新

疆桃、垂柳和沙枣枝干１ｄ后发现成虫全部死亡，枝

干未被为害。

表１　脐腹小蠹在‘赛买提’杏上的发育概况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犮狅犾狔狋狌狊狊犮犺犲狏狔狉犲狑犻狅狀犘狉狌狀狌狊犪狉犿犲狀犻犪犮犪‘犛犪犻犿犪犻狋狔’

虫态

Ｉｎｓｅｃｔｓｔａｔｅ

为害天数／ｄ　Ｄａｙｓｏｆｄａｍａｇｅ

１～２ｄ ５ｄ １０ｄ １５ｄ ２０ｄ ２５ｄ ３０ｄ ３５ｄ ４０ｄ ４５ｄ

卵Ｅｇｇ · · ·

幼虫Ｌａｒｖａ － － － － － － － －

蛹Ｐｕｐａ ＋ ＋ ＋ ＋

成虫Ａｄｕｌｔ Δ Δ Δ Δ

　１）· 卵；－ 幼虫；＋ 蛹；Δ成虫。

·Ｅｇｇ；－Ｌａｒｖａ；＋Ｐｕｐａ；ΔＡｄｕｌｔ．

２．２　不同寄主对脐腹小蠹取食和繁殖的影响

室内单寄主饲养和田间诱集试验表明，脐腹小

蠹对不同寄主的偏好性不同，寄主对脐腹小蠹的繁

殖有明显影响。在供试的６种果树林木中，脐腹小

蠹能在‘赛买提’杏、扁桃、春榆、新疆桃上完成整个

生活周期，而不为害垂柳和沙枣。田间诱集试验表

明，‘赛买提’杏枝干诱集的脐腹小蠹成虫数量最多，

与春榆和和新疆桃有显著差异，说明脐腹小蠹成虫

对‘赛买提’杏有较强的偏好性；但脐腹小蠹在‘赛买

提’杏枝干上的子代数量、成虫蛀道长度和侵入孔数

与其在扁桃和新疆桃上没有显著差异。室内接种试

验表明，脐腹小蠹在‘赛买提’杏枝干上的子代数量、

蛀道长度、侵入孔数与扁桃、春榆有显著差异，但３个

寄主上的脐腹小蠹子代成虫体重无显著差异（表２）。

表２　不同寄主对脐腹小蠹取食和繁殖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狅狊狋狊狅狀狋犺犲犳犲犲犱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犛犮狅犾狔狋狌狊狊犮犺犲狏狔狉犲狑犻

寄主植物

Ｈｏｓｔｐｌａｎｔ

诱集成虫数／

头·ｍ－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田间

Ｆｉｅｌｄ

子代

成虫体重／

ｇ·（２０头）－１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ａｄｕｌｔ

室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子代数量／头·（３０ｃｍ）－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室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田间

Ｆｉｅｌｄ

成虫蛀道长度／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ａｄｕｌｔｔｕｎｎｅｌ

室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田间

Ｆｉｅｌｄ

侵入孔数／个·（３０ｃｍ）－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ｈｏｌｅｓ

室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田间

Ｆｉｅｌｄ

‘赛买提’杏

犘．犪狉犿犲狀犻犪犮犪‘Ｓａｉｍａｉｔｙ’
（７．３３±３．０６）ａ （０．０９６±０．０１５）ａ （１７３．８９±８６．９１）ａ（７２．６３±３５．８８）ａ （４．５１±１．６１）ａ （３．９５±１．０５）ａ （１９．８８±３．３１）ａ （１４．００±８．８９）ａ

扁桃犃．犮狅犿犿狌狀犻狊 （６．００±４．３６）ａｂ （０．０８８±０．００８）ａ （９２．５６±４９．６３）ｂ（７５．２５±２６．４４）ａ （３．５９±１．２１）ｂ （３．６５±０．９６）ａ （１４．４４±３．１０）ｂ （９．３３±７．２３）ａｂ

春榆犝．狆狉狅狆犻狀狇狌犪 （１．００±１．００）ｂ （０．０８６±０．００２）ａ （４０．８９±２８．２７）ｂ － （２．７９±１．４１）ｃ － （６．８１±２．１９）ｃ （１．３３±１．１５）ｂ

新疆桃犃．犳犲狉犵犪狀犲狀狊犻狊 （２．００±１．００）ｂ － － （５６．８８±３１．３４）ａ － （３．２５±１．３５）ａ － （６．３３±３．０６）ａｂ

垂柳犛．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 － － － － － － － －

沙枣犈．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 － － － － － － － －

　１）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同列标有相同字母表示无显著性差异（ＬＳＤ，犘＞０．０５）；“－”表示未被脐腹小蠹为害或定殖。

Ｍｅａｎｓ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ｙＡＮＯＶ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ＳＤｔｅｓｔ（ＳＰＳＳ１９．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ｄａｍａｇｅｏｒ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室内单寄主饲养、田间诱集成虫发现：在室

温（２５±３）℃，相对湿度４５％±５％的条件下，脐腹

小蠹３０～３５ｄ可完成一个世代；在供试６种果树林

木中，‘赛买提’杏是脐腹小蠹生长发育及繁殖的最

适寄主，其次是扁桃、新疆桃，脐腹小蠹可在春榆上

繁殖，但不为害垂柳、沙枣。脐腹小蠹对‘赛买提’

杏、扁桃、新疆桃、春榆存在明显的取食偏好性，虽然

４种寄主对子代脐腹小蠹成虫体重无明显影响，但

对其子代数量有一定影响。

本研究中室内饲养时脐腹小蠹不取食新疆桃，

但在田间为害新疆桃并在其上定殖。可能是由于室

内使用的新砍伐的健康新疆桃树木段分泌大量的树

脂造成的。为了保持试验的统一性，在室内试验采

用的木段均为田间砍伐的健康木段，在室内放置２４

ｈ后进行接虫处理。由于新疆桃枝干树脂分泌量

（流胶量）较大，造成脐腹小蠹不易侵入为害，从而在

室内未定殖成功。在田间，脐腹小蠹是在新疆桃树

木段放置１０ｄ后，随着树脂分泌量逐渐减少才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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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取食的。有关寄主树脂分泌与脐腹小蠹虫为害

的相关性，朱晓锋等发现，杏树的树脂分泌量与脐腹

小蠹的为害有一定的相关性［２１］，束庆龙的研究结果

表明，泌脂速度可作为松树对松材线虫病的抗性指

标之一［２６］。此外，在室内饲养时脐腹小蠹取食春

榆，但在田间脐腹小蠹虽为害春榆，却未定殖，可能

是因为田间试验是在杏园内进行的，供试枝干随机

放置，脐腹小蠹可自由选择最适寄主，而室内采用的

是单寄主饲养，在胁迫条件下强迫其为害春榆。

本研究中脐腹小蠹能在‘赛买提’杏、扁桃、春榆

和新疆桃上完成整个生活周期，但是供试寄主对脐

腹小蠹取食和繁殖均有一定影响，这是广食性昆虫应

对不理想食物条件身体内部进行生理生化调节的结

果［２３２５］；室内和田间试验结果均表明，脐腹小蠹在‘赛

买提’杏枝干上的蛀道长度最长、侵入孔数最多，诱集

到的成虫最多，说明该虫在供试的６种寄主中对‘赛

买提’杏有明显的偏好性；室内饲养发现脐腹小蠹在

‘赛买提’杏上的子代数量达（１７３．８９±８６．９１）／头·

（３０ｃｍ）－１，比在扁桃和春榆上的都要高，说明脐腹

小蠹在‘赛买提’杏上的种群增长速度最快，繁殖力

强。总体来说在供试的６种寄主中，‘赛买提’杏最

适合脐腹小蠹的生长发育及繁殖。可能是由于‘赛

买提’杏中含有适合脐腹小蠹生长发育的营养物质。

室内饲养结果是在实验室恒温条件下获得，与田间

条件有一定差异，但是对了解其发生为害规律、虫情

测报及综合防治等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大量研究

表明：脐腹小蠹趋向于入侵树势衰弱的寄主树木，定

位过程可能是依据衰弱寄主树的挥发性物

质［４，７，２０２１］。所以健康枝干与衰弱枝干的挥发物变

化对脐腹小蠹定位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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