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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管赤眼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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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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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夜蛾黑卵蜂
<("($'6/4&(6/4

均为草地贪夜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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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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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期的重要寄生性天敌%为检验两种卵寄生蜂混合释放条件下的竞争能力!本试验于田间同时释放短管赤

眼蜂和夜蛾黑卵蜂!统计分析了两种卵寄生蜂对草地贪夜蛾的寄生效能及种间竞争情况%结果显示!短管赤眼蜂对

释放的草地贪夜蛾卵块的卵块寄生率为
&!8$.R

!卵粒寄生率为
+8!%R

'对田间自然卵块的卵块寄生率为
&+8++R

!

卵粒寄生率为
&8%"R

%夜蛾黑卵蜂对释放的草地贪夜蛾卵块的卵块寄生率为
%%8!+R

!卵粒寄生率为
$8$7R

'对田

间自然卵块的卵块寄生率为
#""8""R

!卵粒寄生率为
&"8++R

%在未进行放蜂处理的对照田中!未出现短管赤眼

蜂!夜蛾黑卵蜂的卵块寄生率为
!+8&:R

!卵粒寄生率为
:87:R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夜蛾黑卵蜂

在田间竞争中处于优势%本研究结果将为利用卵寄生蜂防控草地贪夜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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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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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鳞翅目

=I

K

3A9

K

JIL2

夜蛾科
>95JU3A2I

灰翅夜蛾属'原产于

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

#

'具有杂食性)暴食性)迁

飞性和繁殖能力强等特点"

!.

#

*早在
!"#:

年'国际

农业和生物科学中心!

,IGJLI(

X

L35U4JULI<39H530

IG5I]GJILG2J39G24

'

,(<]

$就在0

!"#:

年世界植物现

状1中把草地贪夜蛾列为世界十大植物害虫之一*

该虫于
!"#$

年
#

月入侵我国云南省江城县"

&

#

*短

短
$

个月便迅速扩散到
!&

个省份'为害玉米)甘蔗

等作物面积超过
$"

万
F1

!

'已成为威胁我国秋粮生

产的头号害虫"

7%

#

*草地贪夜蛾在我国的定殖及周

年为害几成定局'因此需要研究针对该虫的长期防

控措施"

$

#

*

天敌逃逸假说认为'入侵地专食性天敌的缺乏

是导致入侵生物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之一"

#"

#

*因

此'筛选和引入原产地天敌是防控入侵害虫的+模式

方法,*筛选草地贪夜蛾的专食性天敌是其防治的

关键环节*短管赤眼蜂
<&*)3'

0

&#66#

,

&(%*'4/6

是草地贪夜蛾原产地的一种天敌昆虫'在
!"#&

年巴

西就利用短管赤眼蜂防治草地贪夜蛾'使当地玉米

产量提高
#$8.R

'每公顷玉米地增加
$78&

美元的

收益"

##

#

*夜蛾黑卵蜂是拉美地区规模化繁育用于

防治草地贪夜蛾的卵寄生天敌'且已取得一些成功

经验"

#!

#

*可见'短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均为草地

贪夜蛾潜在的高效生防作用物*然而'两种寄生蜂

的田间竞争尚未见研究*

本研究通过在田间同时释放夜蛾黑卵蜂和短管

赤眼蜂'比较和评价了两者对草地贪夜蛾卵块寄生

能力和田间竞争能力*研究结果将为草地贪夜蛾的

天敌筛选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昆虫

草地贪夜蛾采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丹寨县

附近的玉米田'在室内通过人工饲料饲喂*饲料配

方参考
#$7:

年
<9D43G

X

提出的人工饲料"

#+

#

'加入

微量复合维生素和甲醛等加以改进*草地贪夜蛾成

虫羽化后置于铁丝网制成的圆柱形养虫笼!直径

!"51

'高
+&51

$中'笼内放入牛皮纸)笼壁覆盖纱

布作为草地贪夜蛾的产卵介质*以
#"R

蜂蜜水作

为草地贪夜蛾成虫的营养来源'每
#!F

更换
#

次*

每日将产卵介质上的卵块剪下作为供试寄主卵块*

草地贪夜蛾幼虫于!

+"Z"8&

$

e

下饲养'成虫繁育温

度为!

!&Z#

$

e

*相对湿度均为
7"R

#

%"R

'光周

期
=

%

TS#7F

%

%F

*

短管赤眼蜂以米蛾
2'&)

8

&#)(

,

3#"'$*)#

卵为

中间寄主连续繁育约
7""

代以上'饲养条件为!

!7Z

#

$

e

'

NQ7"R

#

%"R

'光周期
=

%

TS#7F

%

%F

*

米蛾幼虫以麦麸饲养'成虫羽化后'以纱窗网作为其

产卵介质*将新鲜米蛾卵用阿拉伯胶粘附于白色纸

卡上制成寄主卵卡'每卡约
+""

粒'用于繁育短管赤

眼蜂*

夜蛾黑卵蜂采集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丹寨

县附近玉米田中草地贪夜蛾卵块*羽化后的夜蛾黑

卵蜂成蜂每日饲喂
#"R

蜂蜜水并以斜纹夜蛾卵作

为中间寄主连代饲养*培养条件均为!

!7Z#

$

e

'

NQ7"R

#

%"R

'光周期
=

%

TS#7F

%

%F

*

%&'

!

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地点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丹寨县附近的晚播青储玉米田*放蜂时间为

!"#$

年
%

月
!7

日*当地高湿多雨'试验期间全程

均伴随有阴雨天气!表
#

$*

表
%

!

试验期间天气情况

<.=54%

!

B4.7?4802-6*7*2-16:8*-

+

7?44;

9

48*/4-7.5

9

48*26

日期/

月 日

T2JI

天气

dI2JFIL

最高气温/
e

Y2M31U1

JI1

K

IL2JULI

最低气温/
e

Y3G31U1

JI1

K

IL2JULI

"% !7

阵雨转中雨
+# !+

"% !:

阵雨转阴
!$ !!

"% !%

多云转阵雨
+! !!

"% !$

阵雨
!& #$

"% +"

阵雨转多云
!% #$

为防止雨水沾湿蜂卡影响寄生蜂羽化'预先将

同一批寄生有夜蛾黑卵蜂的
+7

枚草地贪夜蛾卵块

和
!"

枚寄生有短管赤眼蜂的米蛾卵卡分装于球形

塑料放蜂器内!直径
.51

$'放蜂器顶部有
.

个宽

#11

'长
&11

的孔洞使成蜂羽化后可以顺利钻

出*每一个放蜂器分装
+

枚卵卡*

+7

枚卵块和
!"

张卵卡共计可羽化约
+"""

头夜蛾黑卵蜂和
+""""

头短管赤眼蜂*

天敌释放的时间为
%

月
!7

日上午
$

&

""[##

&

""

'

释放地点设在试验田的中心位置'将球形放蜂器集

中放在中心点附近的玉米+喇叭口,位置*放蜂器内

的夜蛾黑卵蜂已发育
#!A

'短管赤眼蜂已发育
$A

'

两种成蜂将在
!.

#

.%F

内陆续羽化*为检验两种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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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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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朱凯辉等&短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防治草地贪夜蛾田间竞争的初步评价

卵寄生蜂的竞争能力'取同批次草地贪夜蛾卵块在

显微镜下统计卵粒数'然后将卵粒数标记在卵块所

附着的牛皮纸上*以放蜂点为圆心'半径为
&1

的

圆形区域内'每间隔约
.1

将
7

枚草地贪夜蛾卵块

固定于玉米中部叶片的背面'共放置
.%

枚寄主卵

块*除此之外'将放蜂点
!""1

外的一块玉米田设为

对照区'对照区内'以直线排列的方式'每间隔
.1

放

置
7

枚卵块'共放置
!.

枚草地贪夜蛾卵块*

回收草地贪夜蛾卵块的时间为
%

月
+"

日!卵寄

生蜂羽化后第
.

天$的上午
$

&

""[##

&

""

'在回收的

过程中我们同时采集试验区域的自然卵块*回收的

卵块在室内培养'直至卵粒变黑*待试验区与对照

区采集的卵块孵化出幼虫或卵粒变黑后'统计寄主

卵块的卵块被寄生率和卵粒被寄生率*若卵块丢失

则视为无效重复*试验区回收释放卵块
#:

枚'采集

自然卵块
#&

枚%对照区采集
+

枚卵块*将同时有短

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羽化的卵块定义为存在竞争

的卵块*待变黑卵粒中寄生蜂羽化后'统计存在竞争

的卵块数以及每个卵块中两种卵寄生蜂的出蜂数*

%&(

!

数据处理

本试验所得数据均使用
N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

#.

#

*放蜂区和对照区寄主卵的卵粒被寄生率差

异采用
%

检验分析'不同处理组合下各试验指标的

差异采用
)UcI

6

(

HQ*T

法进行检测"

#&

#

*为满足统

计检验的数据分布正态性假定'比例数据结果均进

行了反正弦转换*

'

!

结果与分析

'&%

!

卵块寄生率与卵粒寄生率统计

如图
#

所示'放蜂田草地贪夜蛾自然卵块和释

放卵块的卵块被寄生率均达到了
#""R

'二者无统

计学变异'但均显著高于对照田卵块被寄生率

!

!+f"%RZ#!8#7R

$*放蜂田自然卵块的卵粒被寄

生率!

:+8+.RZ!+8&!R

$显著高于对照田卵粒被寄

生率!

:8!+RZ:8!+R

$!

%S!8&"

'

!S"8".

$%放蜂

田释放卵块的卵粒寄生率!

++87&RZ!&8#:R

$也显

著高于对照田卵粒被寄生率!

%S#8"$

'

!S"8"+!

$

!图
#

$*

图
%

!

对照田及放蜂田草地贪夜蛾卵块被寄生率和卵粒被寄生率

)*

+

&%

!

C.8.1*7*D468.74234

++

/.1141.-64

++

123!

"

#$#

"

%&'(

)

'*

+

,

"

&'$(*-02-78253*456.-6>.1

9

A8454.1463*456

'&'

!

两种卵寄生蜂的竞争比较

放蜂田自然卵块中存在两种卵寄生蜂竞争的卵

块率为
&+8++RZ+#87.R

'释放卵块中存在两种卵

寄生蜂竞争的卵块率为
.#8#%RZ&"8:+R

!图
!

$*

在释放的草地贪夜蛾卵块中'夜蛾黑卵蜂的卵

块寄生率!

%%8!+RZ##8..R

$显著高于短管赤眼蜂

的卵块寄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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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卵块中'夜蛾黑卵蜂的卵块寄生率

!

#""R

$显著高于短管赤眼蜂的卵块寄生率

!

&+f++RZ!#87.R

$!

%S+8&

'

!S"8"""&

$*由于

短管赤眼蜂在我国没有分布'对照田中未发现被短

管赤眼蜂寄生的草地贪夜蛾卵'因此寄生率记为
"

%

对照田中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块的寄生率为

!+8&:RZ!+8%%R

!图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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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对照田及放蜂田中同时被两种寄生蜂寄生的卵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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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释放的草地贪夜蛾卵块中'夜蛾黑卵蜂的卵

粒寄生率!

$8$7RZ&8"+R

$显著高于短管赤眼蜂的

卵粒寄生率!

+8!%RZ78$7R

$!

%S[!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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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在自然卵块中'夜蛾黑卵蜂的卵粒寄生率

!

&"8++RZ+"8$%R

$显著高于短管赤眼蜂的卵粒寄

生率!

&8%"RZ:8#:R

$!

%S[&8.!

'

!

#

"8"#

$*对

照田中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的卵粒寄生率为

:87:RZ&8"+R

*因短管赤眼蜂在中国没有分布'

故在未进行放蜂处理的对照田中也未出现短管赤眼

蜂寄生草地贪夜蛾卵的现象!图
.

$*

(

!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夜蛾黑卵蜂与短管赤眼蜂在田

间存在竞争关系'而在竞争的过程中'夜蛾黑卵蜂寄

生草地贪夜蛾卵的卵块寄生率达到了
%"R

以上'卵

粒寄生率为
&"R

左右'相较于短管赤眼蜂
&"R

左右

的卵块寄生率和
7R

左右的卵粒寄生率'夜蛾黑卵

蜂在此竞争试验中占有优势*

图
(

!

对照田和放蜂田中短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对卵块的寄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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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放蜂田和对照田短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寄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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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朱凯辉等&短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防治草地贪夜蛾田间竞争的初步评价

!!

本试验的地点为贵州省黔东南地区'阴雨天气

是此地区夏秋季节典型的气候特征'这种气候特征

也是本试验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高温高湿天气不

仅有利于入侵害虫草地贪夜蛾的生长繁殖'而且会

对多种化学农药防治产生负面影响*我们观察发

现'雨水天气对大部分膜翅目卵寄生蜂的羽化)移动

和寄生寄主等行为存在不利影响*然而'通过本试

验的研究结果和查阅文献发现'夜蛾黑卵蜂可耐受

高温多雨天气*有研究表明'在相对湿度
%"R

的条

件下繁育的雌性夜蛾黑卵蜂个体适合度和寄生能力

均达到最高水平"

$

#

*我们判断'在高温高湿的贵州

地区'夜蛾黑卵蜂为防治草地贪夜蛾的优势天敌*

但在其他气候地区短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的竞争

优劣仍有待于继续考证*

天敌生物防治害虫的关键取决于天敌扩散)定

位并寄生寄主的能力"

#7

#

*草地贪夜蛾的卵块常具

有一层较厚的绒毛'对卵寄生蜂起一定的防御作

用*据观察'该绒毛可屏蔽短管赤眼蜂对卵粒的寄

生'对短管赤眼蜂寄生草地贪夜蛾卵的卵粒寄生率

有较大影响"

#%

#

*而夜蛾黑卵蜂发现寄主后'在寄

生时具有清理绒毛的行为特征'且对卵块最内层

卵粒的寄生率也可达到
$"R

以上"

#%

#

*夜蛾黑卵

蜂的行为特征是其高效寄生草地贪夜蛾卵的重

要原因*该蜂可能是目前已知的草地贪夜蛾最

佳候选天敌*

在目前草地贪夜蛾入侵的危机形势之下'我们

既要引入天敌实现定殖并长期防控'还要通过大量

释放自然天敌来达到立竿见影的防治效果*我们对

短管赤眼蜂和夜蛾黑卵蜂田间防治草地贪夜蛾的防

效进行比较'其结果将为大规模释放卵寄生蜂防治

草地贪夜蛾体系的建立提供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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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GgIVL91JFI

dIHJILGQI13H

K

FILI

"

'

#

8(GG24H9VJFI/GJ91949

X

3524*953IJ

6

9V(1IL352

'

#$%"

'

:+

!

7

$&

:!! :+%8

"

!

#

!

郭井菲'赵建周'何康来'等
8

警惕危险性害虫草地贪夜蛾入

侵中国"

'

#

8

植物保护'

!"#%

'

..

!

7

$&

& #.8

"

+

#

!

葛世帅'何莉梅'和伟'等
8

草地贪夜蛾的飞行能力测定"

'

#

8

植物保护'

!"#$

'

.&

!

.

$&

!% ++8

"

.

#

!

'bQ>*b>*'8Y3

X

L2J39G2GAJFI43VIF3HJ9L

6

HJL2JI

X6

9VJFI

V2442L1

6

D9L1

'

+

,

'-'

,

%(&#

.

&/

0

*

,

(&-#3GJFIdIHJILGQI130

H

K

FILI

"

'

#

8]GJILG2J39G24'9ULG249V)L9

K

3524]GHI5J*53IG5I

'

#$%:

'

%

!

.

/

&

/

7

$&

&.+ &.$8

"

&

#

!

杨学礼'刘永昌'罗茗钟'等
8

云南省江城县首次发现迁入我

国西南地区的草地贪夜蛾"

'

#

8

云南农业'

!"#$

!

#

$&

:!8

"

7

#

!

吴秋琳'姜玉英'吴孔明
8

草地贪夜蛾缅甸虫源迁入中国的路

径分析"

'

#

8

植物保护'

!"#$

'

.&

!

!

$&

# 78

"

:

#

!

姜玉英'刘杰'朱晓明
8

草地贪夜蛾侵入我国的发生动态和未

来趋势分析"

'

#

8

中国植保导刊'

!"#$

'

+$

!

!

$&

++ +&8

"

%

#

!

王磊'陈科伟'陆永跃
8

我国草地贪夜蛾入侵扩张动态与发生

趋势预测"

'

#

8

环境昆虫学报'

!"#$

'

.#

!

.

$&

7%+ 7$.8

"

$

#

!

唐璞'王知知'吴琼'等
8

草地贪夜蛾的天敌资源及其生物防

治中的应用"

'

#

8

应用昆虫学报'

!"#$

'

&7

!

+

$&

+:" +%#8

"

#"

#万方浩'侯有明'蒋明星
8

入侵生物学"

Y

#

8

北京&科学出版

社'

!"#&8

"

##

#

T/=b̀ NT/*,bNNh(_]̂ /̀]N/Tb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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