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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侵贵州省黔东南

地区!深入研究害虫的天敌发生情况有利于发掘和利用天敌资源开展生物防治工作!本文将贵州省黔东南地区采

集的被寄生卵块和幼虫置于实验室条件下饲育%利用
)H?

条形码技术鉴定羽化出的天敌昆虫!共鉴定出
>

种寄

生性天敌昆虫%其中卵寄生蜂为夜蛾黑卵蜂
L("($'9/5&(9/5

%幼虫寄生蜂为菜粉蝶盘绒茧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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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闭弯尾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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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寄生蝇为厉寄蝇属寄生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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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发现了两种寄生于菜粉蝶盘绒茧蜂的重寄生蜂%分别为弯沟啮小蜂属寄生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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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发现为筛选防治草地贪夜蛾的优势天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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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鳞翅目夜蛾科%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跨国

迁飞性农业重大入侵害虫(该虫起源于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的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

#

'

%具有很强的迁

徙能力(草地贪夜蛾虽不能在零度以下的环境越冬%

但可于每年气温转暖时迁徙至美国东部与加拿大南

部各地%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数起草地贪夜蛾虫灾(

草地贪夜蛾是一种多食性害虫%其幼虫可为害多种禾

本科作物%如高粱)水稻)甘蔗和玉米等%造成严重的

经济损失&

!8

'

(该虫的繁殖能力强%一年可繁衍数代%

一头雌蛾一生可产卵
#>""

粒(

!"#$

年
#

月草地贪

夜蛾被发现入侵我国云南省&

%

'

%随后迅速蔓延&

>

'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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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
!"

多个省!自治区"发现其踪迹%受害面积超过
#9@

万
3.

!

%自南向北快速扩散&

%

%

+

'

%并有继续扩散至北方玉

米主产区的可能%对我国农业经济造成重大威胁&

&

'

(

由于草地贪夜蛾发生快)为害重%亟需研究对其

有效的控害方法(我国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采用化

学防治和生物防治有机结合的策略(目前化学防治

是主要防治策略%但从可持续发展的害虫综合治理

!

NYS

"角度出发%生物防治不仅能有效控制害虫的发

生及为害%还具有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护农田生态

环境)提升农产品质量的优点&

@

'

(同时%根据全球范围

内草地贪夜蛾的治理经验%生物防治是对草地夜蛾有

效的控制手段之一%因此我国草地贪夜蛾生物防治策

略的研究尤为紧迫&

!

'

(国外关于草地贪夜蛾的生物防

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寄生性天敌方面%且国内外均较为

关注天敌的保护利用和释放&

$

'

(鉴于草地贪夜蛾入侵

对我国农业生产的严重威胁%应加速对我国草地贪夜

蛾寄生性天敌种类的发掘与防治潜能的评估%为今后

开展草地贪夜蛾+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提供基础资源(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所采集的草地贪夜蛾

寄生性天敌资源样品作为供试材料%利用
)H?

条

形码技术鉴定天敌昆虫种类%为进一步明确天敌昆

虫信息及更好地利用寄生性天敌开展草地贪夜蛾生

物防治提供基础资源%同时也为筛选草地贪夜蛾优

势天敌及其大规模繁育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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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

!

野外调查与试虫采集

于
!"#$

年
>m&

月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丹

寨县附近的玉米田开展草地贪夜蛾调查%将田间采

集的草地贪夜蛾卵)幼虫带回实验室%在人工气候箱

!

!+pq#p

)

U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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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周期
D

#

)r#+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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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饲养%收集草地贪夜蛾卵及幼虫体内寄生

的天敌昆虫%共发现天敌昆虫
%>

头%其中成虫
8"

头%幼虫
!

头%蛹
#8

头%以
$>K

乙醇浸泡保存备用(

/<;

!

分子鉴定

将单头虫体置于
#9>.D

离心管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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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L361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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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加入
%

*

D

蛋白酶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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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于
>>p

水浴
#3

后
$$p

水浴
#".04

%

#>"""G

*

.04

离心
#".04

%取上清于
%p

储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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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
HNN

和

NP<!

基因片段进行扩增&

@

'

%引物序列见表
#

(

YLU

反应体系$模板
)H?#9"

*

D

%上)下游引物!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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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各
#9"

*

D

%

!X<5L#

O

S/7=6GS0i#!9>

*

D

%无菌超

纯水补足至
!>9"

*

D

(反应程序$

$%p>.04

#

$%p

8"7

%

%>p#.04

%

+>p8.04

%共
8>

个循环#

&!p

延伸
>.04

(

YLU

产物经
#K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后%由上海英潍捷基贸易有限公司纯化进行双向测

序(用
)H?<=/G&9"

对测序序列进行拼接%于
HL-

MNb64M/4J

中对测序获取的序列进行
MD?<P

比

对%检测其与数据库中已有物种对应序列的同源性%

得到与所测基因具有同源性的多个片段的相应序

列%根据序列一致性确定对应物种种名或属名(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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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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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片段扩增引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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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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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名称

YG0.6G

引物序列!

>v-8v

"

<6

f

I64:6

扩增区域

P/G

5

6=

HNN-( bbPL??L???PL?P???b?P?PPbb

HNN

HNN-U P???LPPL?bbbPb?LL??????PL?

NP<!-( PbPb??LPbL?bb?L?L?Pb

NP<!

NP<!-U bPLPPbLLPbLPLP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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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用
HNN

序列共鉴定出
8

种寄生性天敌昆虫%分

别为夜蛾黑卵蜂
L("($'9/5&(9/5

%菜粉蝶盘绒茧蜂

H'%(5*#

0

"'9(&#%#

和日本追寄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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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NP<!

序列鉴定出
!

种寄生性天敌昆虫!半闭

弯尾姬蜂
E*#-(

0

9#5(9*)"#/5/9

和厉寄蝇属寄生

蝇
J

;

-(""#7

E

9

"%以及
!

种寄生于菜粉蝶盘绒茧蜂

蛹的重寄生蜂弯沟啮小蜂属寄生蜂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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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吉氏金小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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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卵寄生蜂

#

种%幼虫寄生蜂
!

种和蛹寄生蝇
!

种%结果如下(

;</

!

卵寄生性天敌

;9/9/

!

夜蛾黑卵蜂
L("($'9/5&(9/5

夜蛾黑卵蜂属膜翅目%缘腹细蜂科%是鳞翅目夜

蛾科害虫卵期重要寄生性天敌(体黑色%体长
"9>

"

"9+..

%触角念珠状!图
#:

"(本实验室已发现夜

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和斜纹夜蛾卵的卵粒寄生

率均可达到
$>K

以上&

##

'

%夜蛾黑卵蜂是草地贪夜蛾

潜在的高效生防作用物!图
#/

"%斜纹夜蛾卵可以作

为替代寄主用于繁育夜蛾黑卵蜂!图
#C

"(

;<;

!

幼虫寄生性天敌

;9;9/

!

菜粉蝶盘绒茧蜂
H'%(5*#

0

"'9(&#%#

菜粉蝶盘绒茧蜂属膜翅目%茧蜂科%体长一般
!

"

8..

%触角线状%翅脉简单!图
!

"(草地贪夜蛾高

龄幼虫是其主要的致死虫态%雌蜂将卵产在草地贪

夜蛾幼虫体内%幼虫成熟后在寄主体外或附近结茧

化蛹(菜粉蝶盘绒茧蜂是优良的内寄生蜂%在生物

防治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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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宁素芳等$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发现草地贪夜蛾的
>

种寄生性天敌及其两种重寄生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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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蛾黑卵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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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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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粉蝶盘绒茧蜂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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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闭弯尾姬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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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5/9

半闭弯尾姬蜂和菜蛾盘绒茧蜂同属膜翅目
R

Q

-

.64;

E

=6G/

%姬蜂总科
N:346I.;40F6/

%均是十字花科蔬

菜主要害虫小菜蛾
!"/%(""#B

;

"'5%(""#

幼虫的寄生性

优势种天敌(本文发现其对草地贪夜蛾的致死虫态

主要为
8

"

%

龄幼虫%半闭弯尾姬蜂外部形态如图
8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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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闭弯尾姬蜂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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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蝇

两种寄蝇分别为厉寄蝇属寄生蝇
J

;

-(""#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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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追寄蝇
<B'&*5%#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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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追寄蝇属双

翅目
)0

E

=6G/

寄蝇科
P/:3040F/6

%是大卵型寄生蝇%

雌蝇将尚未完成胚胎发育的卵产于寄主体表%幼虫

孵化后便钻入寄主幼虫体内%最后在寄主蛹期阶段

钻出寄主%在已死亡的寄主蛹体旁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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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粉蝶盘绒茧蜂蛹的重寄生蜂

;9=9/

!

弯沟啮小蜂属寄生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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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菜粉蝶盘绒茧蜂蛹中羽化出的重寄生蜂属于

弯沟啮小蜂属%该属寄生蜂只有
#

"

!..

长%金绿色

!图
%

"(弯沟啮小蜂属隶属于膜翅目
R

Q

.64;

E

=6G/

姬

小蜂科
,I1;

E

30F/6

(姬小蜂科现存分类学问题比较

多%新属也在不断被发现(

图
>

!

弯沟啮小蜂属寄生蜂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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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氏金小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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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菜粉蝶盘绒茧蜂蛹中羽化出的另一种重寄生

蜂为吉氏金小蜂(吉氏金小蜂属膜翅目
R

Q

.64;

E

-

=6G/

金小蜂科
Y=6G;./10F/6

%其外部形态如图
>

(

图
?

!

吉氏金小蜂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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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通过形态学结合
)H?

条形码技术%在贵

州省黔东南地区共发现草地贪夜蛾的
>

种寄生性天

敌昆虫%其中卵寄生蜂
#

种!夜蛾黑卵蜂
LD&(9/5

"%

幼虫寄生蜂
!

种!菜粉蝶盘绒茧蜂
HD

0

"'9(&#%#

和

半闭弯尾姬蜂
ED5(9*)"#/5/9

"和卵寄生蝇
!

种!厉

寄蝇属寄生蝇
J

;

-(""#7

E

9

和日本追寄蝇
<D

K

#

,

'$F

*)#

"(另外%还发现了两种寄生于菜粉蝶盘绒茧蜂

蛹的重寄生蜂%分别为弯沟啮小蜂属寄生蜂
1#&

;

F

5)#

,

/57

E

9

和吉氏金小蜂
@D

0

*&#/"%*

(

自发现草地贪夜蛾入侵以来%我国科学家在天

敌昆虫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发现益蝽和蝽均可捕食草地贪夜蛾幼

虫%益蝽和蝽的成虫会利用口针吮吸草地贪夜蛾

体液%最终草地贪夜蛾因体液丧失或者体内器官损

坏而死亡&

#!

'

(徐庆宣等发现大草蛉
H6&

;

5'

,

#

,

#"F

"($5

能够有效控制草地贪夜蛾卵和低龄幼虫&

#8

'

(赵

英杰等发现异色瓢虫
4#&9'$*##B

;

&*-*5

成虫对草

地贪夜蛾幼虫具有捕食作用&

#%

'

(除以上捕食性天

敌外%国内利用寄生性天敌开展草地贪夜蛾生物防

治的事例也日益增多(在粤港两地田间发现夜蛾黑

卵蜂和螟黄赤眼蜂
L&*)6'

0

&#99#)6*"'$*5

均可寄

生草地贪夜蛾的卵%两种卵寄生蜂有可能存在共寄

生现象&

@

'

(陈壮美等发现斯氏侧沟茧蜂可有效寄生

草地贪夜蛾幼虫%并抑制草地贪夜蛾幼虫的生长%从

而达到生物防治的目的&

#+

'

(

生物防治是害虫绿色防控手段中重要的措施之

一%而天敌昆虫对害虫的种群发生具有重要的调节

和自然控制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草地贪夜蛾的天

敌昆虫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寄生于草地贪夜

蛾的寄生蜂至少有
#"

科
#!#

种%由于草地贪夜蛾原

产于美洲%绝大多数的天敌种类都仅分布于美洲地

区%目前在我国已记载有分布的草地贪夜蛾寄生蜂

种类有
#+

种#草地贪夜蛾寄生蝇的种类也十分丰

富%全世界大概有
%

科
++

种#草地贪夜蛾的捕食性

昆虫主要集中在鞘翅目)革翅目和半翅目&

#+

'

(发掘

入侵中国的草地贪夜蛾的天敌昆虫%可为今后草地

贪夜蛾天敌应用提供基础资源%同时也为筛选草地

贪夜蛾优势天敌及其大规模繁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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