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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入侵我国的一种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田间

监测时$其覆毛卵块易与绒茧蜂茧块混淆#本文利用数码显微系统!

ABC/("""

$

D1)1E+1

"对草地贪夜蛾覆毛卵

块和绒茧蜂茧块的识别特征进行了观察与描述$发现两者在颜色%质地%形状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掌握这些区别

特征$有利于提升田间草地贪夜蛾卵的调查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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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分布于美洲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并在美洲大陆广泛分布'是联合国粮

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目前'全

球
#""

多个国家发现了草地贪夜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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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

一些国家该虫已经发生蔓延与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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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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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国植保专家首次确定草地贪夜蛾入侵云南省

普洱市江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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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该虫快速向北扩散'其发展速

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非常罕见(截至
'

月
!(

日'

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发生区域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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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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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县'发生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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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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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效防控后为害损

失不大'且北扩有持续减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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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卵呈圆顶型'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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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卵堆积成块状'有时

会覆盖有鳞毛'卵块初产时为浅绿或白色'孵化前渐

变为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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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间#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易与绒茧蜂类的

茧块混淆"绒茧蜂是鳞翅目害虫的重要天敌"在玉

米田#寄生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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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茧

蜂在形成棉絮状的茧块后#会被误认为是草地贪夜

蛾覆毛卵块"本文对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和绒茧蜂

茧块的识别特征进行了观察与描述#以期提升技术

人员的识别能力#奠定田间调查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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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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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虫

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被绒茧蜂寄生的黏虫幼虫(

绒茧蜂茧块等#其中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为室内饲养

所得#其余试虫均采自北京昌平(顺义(密云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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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方法

利用数码显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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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绒茧蜂茧块的形态特征及寄

生蜂幼虫钻出寄主的过程进行了观察与记录"

#

!

结果与分析

#"!

!

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特征

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整体为灰粉色或浅灰色"

毛状物似霉层#或疏或密#毛状物源自雌性腹部的鳞

毛"拨开毛状物以后#可见卵粒#通常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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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堆

积成单层或多层#单粒卵直径
3'!55

#高
3'655

#初

产时浅黄色#孵化前逐渐变为棕色)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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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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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智等!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与绒茧蜂茧块的识别特征

#"#

!

绒茧蜂结茧过程及茧块特点

绒茧蜂幼虫在寄主体内发育#老熟后一起从腹

部钻出#钻出的多头幼虫在寄主周围一起吐丝形成

棉絮状物"吐丝过程一般为几十分钟#吐丝完成后#

幼虫在棉絮状物内做茧化蛹#形成茧块"田间观察

到的茧块呈棉絮状#多为白色或浅灰色#不同种类之

间略有差异"拨开棉絮状物之后#可看到白色的茧

和黑瘪的寄主尸体)图
2

*"

图
#

!

棉絮状绒茧蜂茧块及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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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草地贪夜蛾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

迁飞性农业害虫#已经在多个国家发生与为害$

(

%

"

监测预警是开展综合防控的重要基础#因此#做好草

地贪夜蛾监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卵是草地

贪夜蛾测报调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1

%

"在田间#绒茧

蜂是玉米田鳞翅目害虫的一类重要天敌$

"

#

#

%

"从外

观上看#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易与绒茧蜂棉絮状的

茧块混淆#因此在调查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时#一定

要掌握其与类似物的区别特征"通过比较#草地贪

夜蛾覆毛卵块与绒茧蜂茧块存在几方面的区别"首

先#颜色存在差异"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多呈灰粉

色和浅灰色#绒茧蜂茧块为白色或者浅灰色#二者有

时区别明显#有时较为类似"其次是质地不同#绒茧

蜂茧块呈棉絮状#丝状物比较长#而草地贪夜蛾覆毛

卵块呈发霉状#毛状物较短"如果上述特征还不能

区分#可以拨开覆盖物进行观察#绒茧蜂茧块下面会

看到白色的茧#有时还可以看到干瘪的幼虫尸体#而

草地贪夜蛾覆毛卵块只能看到圆顶型的卵粒$

!

%

"在

田间开展调查时#掌握这些特征#就可以对二者进行

准确区分#提升田间调查草地贪夜蛾卵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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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农业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是由农业农村部主管(中国农业科学院与中国农学会共同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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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期刊(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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