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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年
*

月入侵贵州黔东南地区#严重威胁当地农业

生态$黔东南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是挖掘草地贪夜蛾自然天敌的重要基础$为明确黔东南地区草地贪夜蛾天敌的

发生情况#

!"#$

年
*

月至
'

月#采用五点取样法对选取的
7

个地点开展调查$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在黔东南地区

的主要寄生性天敌有
*

类#分别为白僵菌属%绿僵菌属%茧蜂科%姬蜂科和黑卵蜂属昆虫#寄生率最高分别为

)*8*"@

%

*'8""@

%

78""@

%

!"8""@

和
#!8*"@

#寄生草地贪夜蛾幼虫期
)

种天敌综合控制力最高达
$&8*"@

$本研

究可为草地贪夜蛾天敌资源挖掘与利用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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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

,

'-'

,

%(&#

.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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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跨境迁飞

的国际性重大害虫'具有寄主范围广'繁殖能力强'

迁飞扩散快'为害程度重和防控难度大等特点(在

非洲'草地贪夜蛾为害可使当地玉米减产
!*@

"

&'@

"

#

#

(

!"#$

年
#

月'草地贪夜蛾被报道首次入侵

我国云南省'并在西南地区迅速定殖)蔓延"

!

#

(

!"#$

年
*

月草地贪夜蛾入侵贵州黔东南地区(到目前为



!"#$

止草地贪夜蛾至少已经在我国
!"

个省市自治区发

生'已严重影响我国玉米等粮食安全和农民的收入'

及时研发应急防控技术及其可持续控制技术已迫在

眉睫"

7)

#

(

有文献根据草地贪夜蛾在美洲原产地的生物学

特性及非洲地区对其的控制实践'总结了草地贪夜

蛾的天敌昆虫!寄生性和捕食性昆虫$和昆虫病原微

生物!病毒)细菌)真菌和线虫$种类)主要天敌类群

的生物学)天敌昆虫的大量繁殖技术)昆虫病原微生

物的规模化生产)淹没释放应用)生态调控及生物防

治的情况'认为我国应当高度重视对草地贪夜蛾天

敌的研究和利用'必须对我国草地贪夜蛾的天敌资

源进行本底调查)评价和保护'筛选和利用最有效的

天敌种类'为草地贪夜蛾天敌的人工大规模饲养)繁

殖与释放提供科学依据'使天敌资源在我国对草地

贪夜蛾的控制中发挥持续的重要作用"

)

#

(但草地贪

夜蛾作为新入侵我国的害虫'目前国内关于其天敌

的报道较少'关于黔东南地区草地贪夜蛾天敌资源

的研究未见报道(

黔东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农业种植环境和生态

资源可能对草地贪夜蛾的进一步入侵以及生物防治

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黔东南地区农作物种植结

构复杂'不同生育期玉米和其他作物周年生长'为草

地贪夜蛾提供了丰富的生存资源(同时冬季温度

高'利于草地贪夜蛾越冬(这些预示着黔东南地区

可能成为草地贪夜蛾的繁衍)越冬地及入侵其他地

区虫源地(另一方面'黔东南地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87'@

'生态环境好'生物资源丰富'极有可能发现

草地贪夜蛾天敌资源'为草地贪夜蛾的生物防治提

供重要支撑(

本研究选取黔东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
7

个地点

开展草地贪夜蛾发生为害情况与天敌资源调查'为

黔东南地区草地贪夜蛾的生物防治提供基础资料(

$

!

材料与方法

$%$

!

调查时间和地点

于
!"#$

年
*

月
E'

月'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三棵树镇)丹寨县兴仁镇和剑河县南明镇选择

连片玉米地对草地贪夜蛾寄生性天敌资源进行调查(

每
#"

"

#*F

调查
#

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

贵州省东南部'地跨
#"'G#'H!"I+E#"$G7*H!)I+

&

!*G

#$H!"IJE!'G7#H)"IJ

(境内东西宽
!!"K-

'南北长

!)"K-

'总面积
7"77'K-

!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区'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的特点(

$%&

!

调查方法

参考冼继东的方法"

*

#

'在连片玉米地进行草地

贪夜蛾卵和幼虫被寄生情况调查'每个地区根据不

同玉米生育期选取
!

"

7

个未防治过草地贪夜蛾的

地块(在田间虫量较低的情况下'全田调查'采集幼

虫
#""

头以上'以总虫量被寄生情况计算寄生率&田

间虫量较大的情况下'以五点取样法每点取
7"

头'

共计
#*"

头计算天敌寄生率'并评价寄生性天敌的

综合控制率'综合控制率为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调查

的各种寄生性天敌寄生率的和(

$%'

!

培养方法

将采集的带有草地贪夜蛾卵)幼虫和寄生蜂蛹

的玉米叶片带回实验室'在人工气候箱!

!*LM#L

&

NO'"@

&

P

#

QR#&?

#

%?

$内饲养'每个卵块或虫

体放入一个培养皿'棉球保湿'对虫生真菌进行分离

和鉴定'对活体幼虫加新鲜玉米叶片饲养'直至死亡

或化蛹(观察天敌寄生情况'发现天敌后继续饲养

至天敌羽化'然后进行鉴定(

&

!

结果与分析

&%$

!

草地贪夜蛾天敌种类和致死虫态

截至
'

月中旬'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共发现草地

贪夜蛾天敌
*

类!表
#

$'均为寄生性天敌'其中虫生

真菌
!

类!图
#1

和图
#3

$'分别为白僵菌属和绿僵菌

属昆虫&寄生性昆虫
7

类'分别为姬蜂科!图
#F

$)茧

蜂科!图
#S

$和黑卵蜂属!图
#T

$昆虫(

*

类天敌中除

黑卵蜂属属于卵期寄生性天敌外'其他
)

类均为草

地贪夜蛾幼虫期天敌(白僵菌和绿僵菌侵染的草地

贪夜蛾幼虫龄期从
!

龄到
&

龄不等'一代草地贪夜

蛾发生期'被感染的寄主龄期偏大'多为
*

"

&

龄幼

虫&二代草地贪夜蛾发生期'低龄幼虫被感染的比例

上升(根据被姬蜂寄生后死亡的草地贪夜蛾幼虫特

征判断'被姬蜂寄生后幼虫死亡龄期多为
7

"

)

龄'

每头被寄生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只发现一个姬蜂茧'

旁边均可发现死亡的草地贪夜蛾幼虫(茧蜂为田间

发现'每头被寄生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出现茧蜂数量

%

"

#!

头不等'根据茧蜂数量和大小判断'被寄生幼

虫死亡龄期应为高龄'茧蜂周围未发现死亡的草地

贪夜蛾幼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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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柱亭等%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草地贪夜蛾寄生性天敌资源调查初报

表
$

!

贵州黔东南部分地区草地贪夜蛾寄生性天敌发生情况

()*+,$

!

"--.//,0-,12

3

)/)4565-0)6./)+,0,75,412!

"

#$#

"

%&'(

)

'*

+

,

"

&'$(5041.68,)46129.5:81.

3

/1;50-,

天敌种类

J.5=6.0S4S-

<

9

U

S3/S9

调查地点

V4WS95/

:

.5S9/5S

调查时间+月 日

>=6WS

<

5/-S

寄生率+
@

X.6.9/5/36.5S

致死虫态

PS5?.0FSWS02

U

-S4595.

:

S

致死虫体所处世代

Y?S

:

S4S6.5/242TFS.F/49S35

白僵菌

1(#/2(&*#

剑河县南明镇
"& !" #"8$* !

"

&

龄幼虫 一代

凯里市三棵树镇
"' "& #!8"" 7

"

&

龄幼虫 一代)二代

凯里市三棵树镇
"' #) )*8*" !

"

&

龄幼虫 二代

丹寨县兴仁镇
"' #) 7!8"" !

"

&

龄幼虫 二代

绿僵菌

3(%#&4*5*/6

剑河县南明镇
"& !" *8!) )

"

&

龄幼虫 一代

凯里市三棵树镇
"' #) !%8"" 7

"

&

龄幼虫 二代

丹寨县兴仁镇
"' #) *'8"" 7

"

&

龄幼虫 二代

茧蜂科

Z6.324/F.S

凯里市三棵树镇
"' #) 78""

二代

丹寨县兴仁镇
"' #) #8""

二代

姬蜂科

V3?4S=-24/F.S

凯里市三棵树镇
"' "& 78%# 7

"

)

龄幼虫 二代

凯里市三棵树镇
"' #) !"8"" &

龄幼虫 二代

丹寨县兴仁镇
"' #) !8"" 7

"

)

龄幼虫 二代

黑卵蜂属
7("($'6/8

凯里市三棵树镇
"' "& #!8*"

卵 二代

图
$

!

草地贪夜蛾的寄生性天敌

<5

=

%$

!

>)/)4565-0)6./)+,0,75,421.0?50

!

"

#$#

"

%&'(

)

'*

+

,

"

&'$(

&%&

!

草地贪夜蛾天敌控制率

由表
#

可知'

)

种幼虫期天敌白僵菌)绿僵菌)

茧蜂和姬蜂对草地贪夜蛾的田间自然控制率在

#[""@

"

*'8""@

之间'其中白僵菌和绿僵菌发生最

普遍且寄生率较高(白僵菌和绿僵菌在草地贪夜蛾

一代发生期开始发挥控制作用'二者在剑河县南明镇

对草地贪夜蛾的控制率分别为
#"8$*@

和
*8!)@

'综

合控制率为
#&8#$@

(白僵菌和绿僵菌对二代草地

贪夜蛾的最高控制率分别为
)*8*"@

!凯里市三棵

树镇$和
*'8""@

!丹寨县兴仁镇$(其中'在丹寨县

兴仁镇'

'

月
#)

日调查发现白僵菌和绿僵菌的综合

控制率最高达
%$8""@

(调查发现草地贪夜蛾卵期

寄生蜂
#

种'属于黑卵蜂属'其卵块寄生率为

#![*"@

(在草地贪夜蛾二代为害严重的地块'

)

种

幼虫期天敌的综合控制率较高且寄生率上升速度较

快'如在凯里市三棵树镇'

'

月
&

日'

)

种幼虫期天敌

综合控制率不到
!"8""@

'而
'

月
#)

日其综合控制率

高达
$&8*@

(

'

月
#)

日丹寨县兴仁镇的
)

种幼虫期

天敌的综合控制率也达到了
$!8""@

'表明幼虫期天

敌的田间控制能力极高(

'

!

结论与讨论

我国已启用应急防控措施应对草地贪夜蛾入

侵'目前采取化学防治措施控制成虫和幼虫是主要

防治策略'但是草地贪夜蛾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容易

对化学药剂产生抗性'故草地贪夜蛾的长期防控策

略应侧重依靠绿色防控)生态调控等措施"

7

'

&

#

(生物

防治是绿色防控的主要方法'草地贪夜蛾天敌种类

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范围内'草地贪夜蛾的

天敌有
#"

科
#!#

种寄生蜂)

)

科
&&

种寄生蝇和丰富

的捕食性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等"

)

#

(

草地贪夜蛾在黔东南发生近
)

个月'田间调查发

现
*

类天敌'分别为白僵菌)绿僵菌)姬蜂)茧蜂和卵寄

生蜂!黑卵蜂属$(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为
&'87'@

'

一般距离玉米田
*""-

范围内便会有山林存在'其

气候和丰富的自然和生物资源为害虫天敌的生存

和发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发现
*

类天敌的田

块'草地贪夜蛾为害率高达
$*8""@

'百株虫量为

7%&

头'推测草地贪夜蛾被寄生较多的原因为当其

发生量达到一定程度'幼虫种内竞争增加'为了找到

合适取食的植株需要更长的转移距离和转移时间'

导致暴露时间增加'被寄生的几率增大(在草地贪

夜蛾一代发生期'天敌对其控制力在
!"8""@

以下'

*

'&

*



!"#$

二代发生期达到
$&8*"@

(天敌对一代草地贪夜蛾

控制率较低可能是由于其在黔东南首次出现且一代

期发生量较低(同一调查地点'

'

月
&

日到
'

月
#)

日'

)

种幼虫期天敌的控制率从
#*8%#@

上升到

$&[*"@

'说明随着草地贪夜蛾发生时间的延长和发

生量的增加'天敌的控制力逐渐增加'这也是天敌对

害虫控制过程中典型的跟随效应'同时在此期间连

续的阴雨天气也为白僵菌和绿僵菌的侵染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条件(国外关于草地贪夜蛾的研究和实践

已表明'草地贪夜蛾的天敌资源相当丰富'且展示出

了良好的控制效果"

7

#

(在黔东南地区丹寨县兴仁镇

和凯里市三棵树镇'

)

种幼虫期天敌对草地贪夜蛾

二代期幼虫的自然控制率分别达到
$!8""@

和

$&[*"@

'说明利用天敌控制草地贪夜蛾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

白僵菌已被广泛应用于夜蛾属昆虫的防治(与

其他鳞翅目害虫相比'草地贪夜蛾幼虫似乎不易被

白僵菌侵染"

'

#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筛选的
7

个不

同属!绿僵菌属
3(%#&4*5*/6

)白僵菌属
1(#/2(&*#

和棒束孢属
98#&*#

$的几种真菌菌株中'只有
#

株球

孢白僵菌菌株在感染草地贪夜蛾
!

龄幼虫试验中造

成高达
7"@

的死亡率(目前研究者正在筛选分离

对草地贪夜蛾其他生长发育阶段有效的菌株"

)

#

(但

在我们的调查中'白僵菌和绿僵菌的控制率分别高

达
)*8*"@

和
*'8""@

'两种真菌的综合控制率达到

%$8""@

'且对低龄期草地贪夜蛾便可致死'我们所

发现的菌株可能对草地贪夜蛾有更好的控制效果'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潜力(

目前在我国已记载且有分布的草地贪夜蛾寄生

蜂中姬蜂科有
)

种%棉铃虫齿唇姬蜂
:#6

,

'"(%*8

)4"'&*-(#(\3?/F.

)细颚姬蜂
;$*)'8

,

*"/86(&-#&*<

/8

!

]6.WS4?2695

$)盘背菱室姬蜂
3(8')4'&/8-*8<

)*%(&

0

/8

!

>.

<

$和红足黑瘤姬蜂
!*6

,

"#&/

.

*

,

(8

!

/̂00S6

$&姬小蜂科
!

种%长距姬小蜂
;/

,

"()%&/8

,

"#%

=

4

=,

($#(O2D.6F

和突额姬小蜂
7&*)4'8

,

*"/8

-*#%&#(#(_?S6/.4` .̂6

:

.1.4F?=

"

)

#

(国外报道研

究较多的寄生草地贪夜蛾的为黄带齿唇姬蜂
:#6<

,

'"(%*8

.

"#2*)*$)%#

!

A9?-S.F

$'其内寄生于鳞翅目

幼虫'通常将卵产于
7

日龄草地贪夜蛾幼虫体内'明

显降低寄主取食活动"

%$

#

(在玉米田释放黄带齿唇

姬蜂可明显降低草地贪夜蛾对玉米为害且玉米田产

量增加约
##@

'其寄生率随着寄生蜂释放数量增多

而升高'最高可达
*"@

"

#"

#

(本文调查发现'姬蜂对

草地贪夜蛾致死龄期较低'一般在
7

"

)

龄'控制率

最高为
!"8""@

(

草地贪夜蛾卵期寄生蜂主要有赤眼蜂
##

种'我

国已知分布的有微小赤眼蜂
7&*)4'

0

&#66#6*$/<

%/6 N/0S

<

)短管赤眼蜂
7&*)4'

0

&#66#

,

&(%*'8/6

!

N/0S

<

$和夜蛾黑卵蜂"

7

#

(在玉米田大规模释放短

管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寄生率可达
'$8!@

'玉米

平均每公顷增产约
#$8)@

"

##

#

&夜蛾黑卵蜂在田间每

公顷释放
*"""

"

%"""

头时对草地贪夜蛾的寄生率

可达
%"@

"

#""@

"

#!

#

'其已被引入印度)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勒比海地区)哥伦比亚)委内瑞

拉等多个国家防治夜蛾科害虫"

#7

#

(岛甲腹茧蜂

:4("'$/8*$8/"#&*8_6S9924

是一种鳞翅目卵 幼虫

内寄生蜂'其将卵产于寄主草地贪夜蛾卵内'被寄生

幼虫取食量是健康幼虫的
#

+

#*

(岛甲腹茧蜂在寄

主
)

龄时从寄主体内孵化并导致寄主死亡"

$

'

#)

#

'其

自然条件下寄生率为
&8&7@

"

!#8$&@

"

#*#&

#

'由于

岛甲腹茧蜂比赤眼蜂或夜蛾黑卵蜂的体型要大得

多'所以岛甲腹茧蜂在今后生物防治应用中更具竞

争力"

7

#

(由此可见'如果充分发挥卵期寄生蜂的作

用'将会对草地贪夜蛾有很好的控制效果(调查发

现的卵期寄生蜂初步判断为夜蛾黑卵蜂'但鉴定结

果尚需进一步确定(调查所发现茧蜂是否为卵期寄

生'尚不可知'有待进一步研究(

草地贪夜蛾寄生蜂目前在我国记载有分布的茧

蜂有
'

种%台湾甲腹茧蜂
:4("'$/8

.

'&6'8#$/8>2,

4.4

)菜粉蝶盘绒茧蜂
:'%(8*#

0

"'6(&#%#

!

P/44.S=9

$)

螟蛉盘绒茧蜂
:'%(8*#&/

.

*)&/8

!

O.0/F.

<

$)马尼拉

侧沟茧蜂
3*)&'

,

"*%*86#$*"#(A9?-S.F

)红腹侧沟

茧蜂
3*)&'

,

"*%*8&/

.

*2($%&*8a2K=

B

SW

)灰灯蛾原绒

茧蜂
!&'%#

,

#$%("(8)&(#%'$'%*

!

b/S6S3K

$和截距滑

茧蜂
>'6'"'?/8%&/$)#%'&

!

>.

<

$

"

7

#

(调查所得茧蜂

种类尚未鉴定'但其主要寄生草地贪夜蛾高龄幼虫'

不能及时减轻草地贪夜蛾的为害'故不是生物防治

首选天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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