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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草地贪夜蛾对小麦的产卵选择性及其是否对小麦安全生产构成威胁，本研究以玉米和小麦作为测

试寄主，比较分析了草地贪夜蛾对两种作物不同部位的产卵选择性，并利用两性生命表方法研究了取食小麦、

玉米对其生命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更喜欢在玉米上产卵，其在玉米、小麦叶片、玉米和小麦茎

秆上的产卵量存在显著差异（犱犳＝１０２，犉＝１５．５９３，犘＜０．０５），以玉米叶片背面卵块数量（７．１１±１．５５）块／

笼最高；草地贪夜蛾取食小麦可以完成生活史，但幼虫存活率、化蛹率、羽化率和世代存活率低于取食玉米。

取食玉米的幼虫发育历期为（１６．３１±０．１５）ｄ，显著高于取食小麦的（１４．６６±０．１２）ｄ，蛹期、蛹重、产卵前期、成虫

寿命和世代周期无显著差异。取食小麦羽化出的雌虫寿命、平均单雌产卵量显著高于取食玉米，分别为（１６．３９±

０．４０）ｄ、（９７６．３１±５７．２１）粒和（１４．６４±０．３２）ｄ、（８３１．５７±３０．５５）粒。生命表参数显示取食玉米的净增殖率为３６３．１４，

显著高于小麦的２５８．６３，但内禀增长率、周限增长率和平均世代周期无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草地贪夜蛾在小麦

上的预测预报和有效防控提供了基础数据。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　生命表；　玉米；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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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ｉｔｈ）又称秋黏虫，广泛分布于美洲大陆，是一种世

界性重大农业迁飞害虫［１３］。幼虫可为害３５３种植

物，嗜好禾本科，喜食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

及禾本科杂草；也为害棉花、花生、苜蓿、甜菜、大

豆、马铃薯等经济作物，甚至对苹果、橙子等果树

也能造成危害［４５］。自２０１９年１月入侵我国云南

以来，截至８月１７日，草地贪夜蛾在我国２４个省

份的１３６６个县（市、区）发生，全国发生面积已达

９５．４万ｈｍ２，并呈现继续北扩态势
［６］。基因分析

显示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群体属于一种特殊的

玉米型，祖先很可能是一个水稻型母本和玉米型父

本杂交群体的后代，在长期的演化扩散过程中，玉

米型的核基因组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成为一种特

殊的玉米型［７８］。

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草地贪夜蛾主要集中在

玉米田为害，４月１７日在云南德宏州陇川县首次发

现其为害甘蔗苗［９］，此后在云南景谷、陇川等甘蔗产

区也出现草地贪夜蛾集中暴发为害的现象，发生面

积１２３２．８１ｈｍ２，成灾面积４１５．６７ｈｍ２，最高百株

虫口数３２．３头
［１０１１］。６月２０日四川合江县首次发

现草地贪夜蛾为害高粱，随后在重庆等高粱产区也

相继发现其造成的为害［１２］。王振营研究员团队的

田间调查结果显示，草地贪夜蛾可以取食自生麦苗，

而且自生麦苗受害比周边杂草更严重。小麦作为草

地贪夜蛾的一种喜食寄主，在玉米等其他寄主短缺

的情况下，草地贪夜蛾取食小麦是否可以完成世代

发育目前仍缺少相应的证据。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

食作物，从南到北都有种植，而且生育期跨度很大。

如果草地贪夜取食小麦可以完成世代发育，会增加

草地贪夜蛾在我国为害的复杂程度。明确草地贪夜

蛾在小麦上的为害风险，为小麦秋苗防控提供技术

支持，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从

草地贪夜蛾的产卵选择性出发，通过基于两性生命

表的方法用小麦和玉米饲养草地贪夜蛾幼虫，研究

小麦和玉米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能力的影响，以期

为草地贪夜蛾在小麦上的为害风险和预测预报提供

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草地贪夜蛾初始虫源为采自云南省普洱市江

城县（１０９°３９′３″Ｅ，２２°４０′５３″Ｎ）冬玉米田的高龄

幼虫，在室内用新鲜玉米叶继代饲养繁殖，成虫

用５％的蜂蜜水饲喂，收集所产卵块，作为供试

虫源。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产卵选择性

设置大小为５０ｃｍ×４０ｃｍ×４０ｃｍ的１２０目纱

网养虫笼４个，笼内放置２０ｃｍ×３０ｃｍ的白色塑料

种植盒，每个养虫笼放置小麦和玉米苗各１盒，小麦

和玉米种植密度一致，在幼苗３叶期，植株高度约

２０ｃｍ时，每个养虫笼中分别放入３对羽化１ｄ的草

地贪夜蛾雌雄成虫，每天记录草地贪夜蛾在小麦、玉

米不同部位产卵数量，连续记录５ｄ。

１．２．２　取食选择性

将初孵幼虫接入直径９ｃｍ培养皿内单头饲养，

分别用小麦和玉米作为食料，每处理２５０头。每２４ｈ

调查１次，记录不同处理幼虫的发育历期。幼虫化

蛹后放入直径６ｃｍ，高１０ｃｍ的玻璃养虫管内，用

棉塞封口，上面覆盖潮湿纱布保湿、避光，化蛹第

２天测蛹重。成虫羽化后，雌雄配对放入上口直径

１２ｃｍ，高７ｃｍ，底部直径８ｃｍ的１次性环保圆形餐

盒内，上面覆盖纱布，每日饲喂５％的蜂蜜水，成虫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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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产卵后，每日更换纱布，记录每日单雌产卵量，

直到成虫（雌／雄）死亡。

养虫室温度（２５±１）℃，光照周期Ｌ∥Ｄ＝１４ｈ∥

１０ｈ，相对湿度７０％±５％，光照强度１８０００ｌｘ。

１．３　数据处理

１．３．１　生命表处理

根据年龄 阶段两性生命表理论［１３］，原始数

据利用软件 ＴＷＯＳＥＸＭＳＣｈａｒｔ
［１４］分析年龄 阶

段特征存活率 （狊狓犼）、种群年龄 阶段特征存活率

（犾狓）、种群年龄 阶段特征繁殖力（犿狓）、种群年龄

阶段特征繁殖值（犾狓犿狓）和特定年龄 阶段寿命期

望（犲狓犼）。

种群生命参数净增殖率（犚０）、内禀增长率（狉ｍ）、

周限增长率（λ）和平均世代周期（犜）分别按下面公

式计算，其中内禀增长率用迭代二分法和Ｅｕｌｅｒ

Ｌｏｔｋａ方程计算。

犚０＝∑
∞

狓＝０

犾狓犿狓，∑
∞

狓＝０

ｅ－狉犿
（狓＋１）犾狓犿狓 ＝１

λ＝ｅ
狉犿，犜＝

ｌｎ犚０
狉犿

１．３．２　其他数据处理

利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

软件对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小麦不同部位产卵选择

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多重

比较。发育历期、蛹重、产卵前期、平均单雌产卵量、

成虫寿命采用双尾配对狋测验比较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小麦上的产卵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产在玉米植株上的卵块数量占全部

卵块数量的９０．２５％。产在玉米、小麦叶片、茎秆的

不同部位卵块数量也存在显著性差异（犱犳＝１０２，

犉＝１５．５９３，犘＜０．０５），每日所产卵块数以玉米叶

片背面最高，为（７．１１±１．５５）块／笼，显著高于玉米叶

片正面（２．００±０．４４）块／笼和小麦叶片正面（１．０６±

０．３７）块／笼，玉米茎秆、小麦叶片背面、小麦茎秆上

的卵块数量依次降低，相互之间无显著差异。产卵

选择性表明，草地贪夜蛾倾向于在玉米植株上产卵，

产卵部位以玉米叶片背面最高，占全部卵块数量的

６５．４６％。

图１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小麦不同部位的产卵量

犉犻犵．１　犉犲犮狌狀犱犻狋狔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犺犲犪狋

２．２　取食玉米、小麦对草地贪夜蛾生长发育和繁殖

的影响

　　取食玉米和小麦的草地贪夜蛾卵和１～７龄幼

虫发育历期不存在显著差异，１龄、４～７龄幼虫的发

育历期，取食玉米的比取食小麦的偏长，整个幼虫发

育历期取食玉米的（１６．３１ｄ±０．１５ｄ）显著高于取食

小麦的（１４．６６ｄ±０．１２ｄ）。成虫寿命取食小麦

（１４．４２ｄ±０．３１ｄ）高于取食玉米的（１３．０６ｄ±０．２７ｄ），

但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蛹期和世代周期，取食玉

米的高于取食小麦的，但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１）。生殖力方面，蛹重、产卵前期、雄虫寿命取

食玉米和取食小麦均没有显著差异。雌虫寿命、平

均单雌产卵量取食小麦的显著高于取食玉米的，分

别为（１６．３９±０．４０）ｄ、（９７６．３１±５７．２１）粒和（１４．６４

±０．３２）ｄ、（８３１．５７±３０．５５）粒（表２）。上述结果表

明，取食小麦对草地贪夜蛾的生长发育、繁殖能力未

产生不利影响。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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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取食玉米、小麦草地贪夜蛾不同发育阶段的历期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犇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犳犲犱狅狀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犺犲犪狋

发育阶段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

发育历期／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玉米Ｍａｉｚｅ 小麦Ｗｈｅａｔ

卵Ｅｇｇ ２．５１±０．０３０（２３２） ２．４６±０．０２０（２５７）

１龄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２．８９±０．０１９（２３１） ２．７９±０．０６７（２３７）

２龄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２．０１±０．１０２（２２８） ２．２２±０．０４９（２２３）

３龄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１．７１±０．０３５（２２７） １．７６±０．０４２（２２２）

４龄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１．８９±０．０３７（２２６） １．８７±０．０５１（２２２）

５龄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２．３３±０．０４６（２２６） １．９８±０．０５７（２１８）

６龄６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４．３９±０．０９０（２２０） ３．５２±０．１０９（２１１）

７龄７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１．２９±０．０３６（２１３） １．２３±０．０３７（２０３）

幼虫期Ｌａｒｖａｓｔａｇｅ １６．３１±０．１５０（２１３） １４．６６±０．１２０（２０３）

蛹期Ｐｕｐａｓｔａｇｅ １０．９５±０．５６０（２０３） １０．７４±０．０８０（１８０）

成虫期Ａｄｕｌｔｓｔａｇｅ １３．０６±０．２７０（１８０） １４．４２±０．３１０（１５５）

世代周期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４０．３１±０．５９０（１８０） ３９．８３±０．２８０（１５５）

　１）括号中数字表示参与统计的虫口数量。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行数据后表示经ｐａｉｒｅｄ狋ｔｅｓｔ检验差异显著（犪＝０．０５）。

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

ｒｏｗ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ｐａｉｒｅｄ狋ｔｅｓｔ．

表２　取食玉米、小麦草地贪夜蛾成虫的寿命和繁殖能力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犃犱狌犾狋犾狅狀犵犲狏犻狋狔犪狀犱犳犲犿犪犾犲犳犲犮狌狀犱犻狋狔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犳犲犱狅狀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犺犲犪狋

食料

Ｆｏｏｄ

蛹重／ｍｇ

Ｐｕｐ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产卵前期／ｄ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雌虫寿命／ｄ

Ｆｅｍａｌｅ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雄虫寿命／ｄ

Ｍａｌｅ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平均单雌产卵量／粒

Ｍｅａｎｅｇｇｓ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ｌａｉｄ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１８０．２６±１．７９（２０３） ４．６８±０．２４（９２） １４．６４±０．３２（９２） １１．３９±０．３６（８８） ８３１．５７±３０．５５（９２）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１８４．１３±２．０４（１８０） ４．６０±０．２７（７５） １６．３９±０．４０（７５） １２．５８±０．３１（７９） ９７６．３１±５７．２１（７５）

　１）括号中数字表示参与统计的虫口数量。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表示经ｐａｉｒｅｄ狋ｔｅｓｔ检验差异显著（α＝０．０５）。

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ｐａｉｒｅｄ狋ｔｅｓｔ．

２．３　取食玉米、小麦对草地贪夜蛾存活率和繁殖力

的影响

　　通过构建草地贪夜蛾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年龄

阶段特征存活率曲线（图２）可知，取食玉米的草地

贪夜蛾其在幼虫存活率、化蛹率、羽化率和世代存活

率方面都高于取食小麦的草地贪夜蛾，特别在低龄阶

段，１龄和２龄幼虫的存活率取食玉米和小麦分别为

９９．５７％、９８．２８％和９２．２２％、８６．７７％。幼虫期存活

率取食玉米为９１．８１％，取食小麦为７８．９９％。化蛹

率和羽化率取食玉米为９５．６４％和９３．５４％，取食小

麦为９１．０５％和９０．６７％。世代存活率取食玉米为

８１．０３％，取食小麦为６０．７％。

图２　取食玉米、小麦的草地贪夜蛾年龄－阶段特征存活率（狊狓犼）

犉犻犵．２　犃犵犲狊狋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狊狓犼）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犳犲犱狅狀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犺犲犪狋

　　种群年龄 阶段特征存活率（犾狓）曲线（图３）显

示，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其存活率在０～１５ｄ下

降较为平稳，表明低龄幼虫存活率较高，１５～２０ｄ幼

虫进入高龄期以后存活率有所下降，３３ｄ以后缓慢

下降，４８ｄ左右全部死亡。取食小麦的草地贪夜蛾

存活率在３～６ｄ低龄幼虫期下降较快，１５ｄ后进入

高龄阶段幼虫存活率又出现快速下降，３３ｄ以后存

活率变化和取食玉米相似，４８ｄ左右全部死亡。取

食玉米和小麦的草地贪夜蛾其种群年龄 阶段特征

繁殖力（犿狓）和种群年龄 阶段特征繁殖值（犾狓犿狓）变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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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类似，在第２５～３５天出现繁殖高峰期，峰值

日期出现在第３０～３３天。繁殖力、繁殖值取食玉米

的低于取食小麦的，繁殖力最高值分别为４６．０９和

６７．７１，繁殖值最高值分别为３９．７和４３．０９。

图３　取食玉米、小麦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年龄－阶段特征存活率和繁殖力

犉犻犵．３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狊狋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狊犪狀犱犳犲犮狌狀犱犻狋犻犲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犳犲犱狅狀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犺犲犪狋

　　特定年龄 阶段寿命期望（犲狓犼）曲线（图４）表示

年龄狓阶段犼的个体预期存活的总时间，随着年龄

的增长，寿命期望减少。取食玉米的最高寿命期望

（３７．１６ｄ）高于取食小麦的（３０．９７ｄ），取食小麦的最

高寿命期望值出现在２龄幼虫。取食玉米的特定年

龄 阶段寿命期望曲线呈缓慢下降趋势，取食小麦在

１５～２０ｄ寿命期望有增高现象。

图４　取食玉米、小麦的草地贪夜蛾种群特定年龄－阶段寿命期望（犲狓犼）

犉犻犵．４　犃犵犲狊狋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犾犻犳犲犲狓狆犲犮狋犪狀犮狔（犲狓犼）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犳犲犱狅狀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犺犲犪狋

２．４　取食玉米、小麦对草地贪夜蛾生命参数的影响

从内禀增长率、周限增长率、平均世代周期来

看，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高于取食小麦，但未达到

显著水平。取食玉米的净增殖率为３６３．１４，显著高于

取食小麦的２５８．６３。生命参数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

幼虫期取食玉米其种群增长能力高于取食小麦。

表３　取食玉米、小麦草地贪夜蛾的生命表参数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犳犲犱狅狀犿犪犻狕犲犪狀犱狑犺犲犪狋

食料

Ｆｏｏｄ

平均世代周期（犜）／ｄ

Ｍｅ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净增殖率（犚０）

Ｎｅ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内禀增长率（狉）／ｄ－１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周限增长率（λ）／ｄ－１

Ｆｉｎｉｔ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３３．５０±０．２４ ３６３．１４±４．２３ ０．１６７８±０．００２７ １．１８２７±０．００４２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３２．８３±０．３１ ２５８．６３±３．１６ ０．１５２６±０．００３８ １．１６４９±０．００４６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表示经ｐａｉｒｅｄ狋ｔｅｓｔ检验差异显著（犪＝０．０５）。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ｉｒｅｄ狋ｔｅｓｔ，犪＝０．０５）．

３　讨论

草地贪夜蛾作为一种重大迁飞性害虫，成功入

侵后，其发生和为害将常态化，形成类似黏虫北迁南

回、周年循环发生的重大害虫［１５］。适生性分析结果

显示，草地贪夜蛾在我国适生区较宽，包括华南、华

中、华东全部和西南、华北部分区域［１６］。在我国多种

农作物的生育期随季节和纬度变化，由南至北递次推

移，这种寄主资源在时间空间上的互补性，为草地贪

夜蛾种群区域性迁移为害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尤

其是其在南方形成虫源基地后，将随着气流逐步迁飞

至黄淮海甚至华北或东北地区。吴秋琳等［１７］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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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中国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草地贪夜蛾春夏两季迁飞

轨迹，结果表明，３－５月份，长江以南是其北进的必经

之地和主要的降落地区，如果连续迁飞２个夜晚，便

可迁飞至长江以北至黄河以南地区。３－６月份正值

我国长江中下游麦区和黄淮海麦区小麦的关键生育

期，如果这段时期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小麦上定殖为

害，将会对小麦的安全生产带来很大威胁。

通常认为昆虫偏好把卵产在营养丰富的寄主植

物上，以利于后代的生长发育［１８］，另外，选择压力、

寄主植物的营养物质和植物挥发物都可能影响昆虫

对寄主植物的选择［１９］。本文产卵选择性结果表明：

在玉米和小麦两种作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草地贪

夜蛾更喜欢在玉米上产卵，在玉米上的卵块数量占

总卵块数量的９０．２５％，产卵部位以玉米叶片背面

最多，其次为玉米叶片正面和小麦叶片正面，小麦叶

片背面和玉米、小麦茎秆都有卵块分布，这与国外草

地贪夜蛾田间卵块分布结果一致［２０２１］。自草地贪夜

蛾传入我国以来，国内基层农技人员通过田间调查

认为草地贪夜蛾卵块分布以玉米叶片正面为主，这

可能和调查取样范围、样本量和玉米叶片正面的卵

块更容易调查有关。大量的田间调查也发现草地贪

夜蛾具有很强的趋嫩性［２２］。明确草地贪夜蛾产卵

和取食偏好性可以为其田间调查［２３］、设置田间诱集

植物和指导有效防控奠定基础。

研究表明，植食性昆虫幼虫期较高的存活率和

较短的发育历期是衡量其寄主适合度的重要指标［２４］。

本研究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可以在小麦上完成生活

史，尽管在幼虫存活率、化蛹率、羽化率和世代存活率

方面低于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但整个幼虫期存活

率也高达７８．９９％（取食玉米的为９１．８１％）。世代存

活率取食小麦的为６０．７％，取食玉米的为８１．０３％。

徐蓬军等［２５］在比较草地贪夜蛾对烟草和玉米的取

食选择性时发现，取食烟草的幼虫仅有接近７％的

个体存活。吴京伟等［２６］比较了玉米、水稻、甘蔗３种

寄主植物对草地贪夜蛾种群参数的影响，结果显示，

取食玉米、水稻、甘蔗的幼虫３龄之前存活率分别为

６８．２％、３４．１％、３０．３％。本研究结果表明，取食小

麦的草地贪夜蛾比取食烟草、水稻和甘蔗的幼虫存

活率明显偏高，这可能与饲养条件和饲养方法有关。

李定银等［２７］研究了草地贪夜蛾对玉米、荞麦、薏米

和菜豆植株的选择性和偏好性，由于只统计了初孵

幼虫的存活率，在此不做对比。取食小麦的幼虫发

育历期显著低于取食玉米的，而其蛹期、蛹重、产卵

前期、成虫寿命、世代周期在取食玉米和取食小麦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平均单雌产卵量取食小麦的显

著高于取食玉米的。上述结果表明小麦对草地贪夜

蛾也有较高的适合度。

昆虫的寄主转移与进化适应是种群分化和物种

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草地贪夜蛾在取食不同寄主

过程中形成了玉米型和水稻型两个典型的种群［２８］。

基因检测显示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基因具有杂合

性，这意味着未来草地贪夜蛾可能会发生遗传分

离［７］。草地贪夜蛾作为典型的多食性昆虫，喜食禾

本科作物，除玉米外，小麦、水稻作为我国重要的口

粮作物也面临着受害的风险。生命表参数显示，取

食玉米和取食小麦的草地贪夜蛾其内禀增长率、周

限增长率和平均世代周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由于

取食小麦的草地贪夜蛾存活率低于取食玉米的，使得

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净增殖率高于小麦。截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底草地贪夜蛾已经全面覆盖我国黄淮海

麦区，田间调查已经发现草地贪夜蛾在自生麦苗上为

害。室内种群抗寒性显示草地贪夜蛾不同发育阶段

都具有很强的抗寒性［２９］。进入１０月份，玉米大量收

割是否会对秋播麦苗造成危害值得关注。尤其是每

年的３－６月份小麦返青至收获期，我国长江中下游

麦区、黄淮海麦区春玉米种植面积较小，主要以种植

小麦为主，根据草地贪夜蛾产卵选择性，在食物充足

时，首先取食玉米，当食物匮乏、种群密度过高时，草

地贪夜蛾存在转移为害小麦的风险。因此，今后应密

切关注草地贪夜蛾发生动态，并加强对其在麦田发生

情况的监测，为其早期预警和有效防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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