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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对三种杂草的产卵和取食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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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植物病虫害生物学与绿色防控安徽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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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探索杂草是否可作为草地贪夜蛾产卵和取食的选择对象$本试验以婆婆纳'鹅肠菜和泽漆作为测试植物$比

较分析草地贪夜蛾对
.

种杂草的产卵及取食选择性%结果表明$以
.

种杂草为选择对象时$婆婆纳上卵块数!

%!8&&

块

h&8*$

块#和卵粒数!

%.&*8&&

粒
h)$8%"

粒#显著高于其他两种杂草&以玉米和婆婆纳为选择对象时$嗜食寄主玉米

上的卵块数!

%"8..

块
h&8$$

块#和卵粒数!

%...8&&

粒
h)$8&!

粒#显著高于婆婆纳!分别为
%)8&&

块
h&;*$

块和

##%;&&

粒
h)!8&#

粒#%草地贪夜蛾
%

!

!

龄幼虫取食偏好性总体表现为玉米
"

婆婆纳
"

鹅肠菜
"

泽漆$

*

龄和
"

龄幼

虫对每种植物的取食选择性无明显差异%上述结果说明$在有嗜食寄主玉米时$草地贪夜蛾成虫和低龄幼虫优先选择

在玉米上产卵和取食$杂草中对婆婆纳的产卵和取食偏好性显著高于其他杂草$高龄幼虫取食偏好性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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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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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食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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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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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
B

3

(7(

3

&)'$

:

'/

6

+

3

)'7$

又名,秋黏

虫-'英文名
QLKKLN+

S

bFN+

("属鳞翅目
>D

J

,OF

J

IDNL

夜

蛾科
HF/I?,OLD

灰翅夜蛾属
B

3

(7(

3

&)'$

"是起源于美

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重大迁飞性害虫$草地贪夜

蛾近年来先后入侵非洲和亚洲国家"给当地农作物生

产造成巨大威胁*

%.

+

$据
VF-ID̀L-F

等报道"草地贪

夜蛾在巴西有
<"

科
.*.

种寄主植物*

!

+

$调查发现"

草地贪夜蛾在我国为害玉米&小麦&甘蔗&高粱&马铃

薯&甘蓝和花生等作物及稗
E%5+,(%5.($%'/14

6

$..+

&苏

丹草
B('

6

5/*1/7$,),1)

和苜蓿属
9)7+%$

6

(

植物

等非作物*

*$

+

$

杂草作为农田生境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作物



)&)&

生长"也是许多作物病虫害重要的中间寄主及病虫害

传播媒介"会加重病虫害的发生和扩散*

#%&

+

$在玉米

或小麦等其他作物寄主短缺的情况下"田间杂草是否

可以作为草地贪夜蛾的中间寄主或临时产卵和取食

的对象目前仍缺少相关研究$旱田中常见的杂草有看

麦娘
>.(

3

)%/'/1$)

@

/$.+1

&鹅肠菜
9

0

(1(&(,$

@

/$&+%/*

&

猪殃殃
O$.+/*1

3

/'+/*

&婆婆纳
L)'(,+%$

3

(.+&$

&

泽漆
E/

3

5('?+$5).+(1%(

3

+$

等$笔者结合旱田生境

的植物种类"选取常见杂草婆婆纳&鹅肠菜&泽漆为

测试对象"玉米作为嗜食寄主"探究草地贪夜蛾对田

间杂草的产卵及取食选择性"以期为田间草地贪夜

蛾的预测预报和有效防治奠定基础$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虫源与植物

草地贪夜蛾于
)&%#

年
"

月至
%&

月采自安徽省

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孙集村玉米田"采集后均于室

内人工气候箱饲养$饲养条件和测试环境!温度'

)<

h)

(

i

"湿度'

<&h*

(

1

"光照
>

&

@3%"'

&

$'

$

玉米&婆婆纳&鹅肠菜&泽漆均于实验室花盆中

栽培备用$

!"$

!

成虫的产卵选择性

用不同植物测定草地贪夜蛾成虫的产卵趋性$

选用室内盆栽的玉米'喇叭口期(&婆婆纳&鹅肠菜&

泽漆为供试植物$选取的每种植物株高接近且去除

部分叶片使每种植物的叶面积相近$将供试植物放

进规格为
<&/+4<&/+4<&/+

的养虫笼中$杂草

选择试验"于养虫笼内放置
.

种杂草各
%

盆"每盆与

养虫笼中心等距%嗜食植物选择试验"选取杂草选择

试验中着卵率最高的杂草与玉米进行比较"杂草与

玉米各放两盆"交叉摆放在养虫笼四角$每个养虫

笼内接入羽化
.O

的成虫
%&

对"雌雄比为
%:%

%养虫

笼中心放置蘸有
*1

蜂蜜水的脱脂棉供成虫补充营

养$养虫笼内部四周固定蜡纸"笼外用黑布笼罩$

每组试验重复
.

次$每天记录每个养虫笼中每株植

物上的卵块数和着卵量并计算着卵率和卵块比"共

记录
<O

$

着卵率
3

'该植物上的着卵量#所有植物上的着

卵量(

4%&&1

%

卵块比
3

'该植物上的卵块数#所有植物上的卵

块数(

4%&&1

$

!"%

!

幼虫的取食选择率

采用不同植物叶片测定草地贪夜蛾不同龄期幼

虫的取食选择率$参考叶碟法*

%%

+

$剪取面积足够

幼虫取食的杂草叶片"保证每种叶片面积总和基本

一致"随机摆放在直径
%*/+

的培养皿边缘"每片叶

片等距且到培养皿中心的距离相等$培养皿底部放

置湿滤纸保湿$在培养皿中心接入不同龄期的幼虫

'

)

龄及以上幼虫均以人工饲料饲喂"试验前均做
)'

的饥饿处理($初孵幼虫和
)

龄幼虫每皿接入
%&

头"

.

龄幼虫每皿接入
*

头"

!

龄及以上幼虫为避免

互相攻击影响试验结果每皿放置
%

头$每个龄期测

定
.&

头"各龄期重复
"

次$每组培养皿设置完成后

用黑布笼罩"

"'

后观察记录每个培养皿中幼虫对不

同植物叶片的取食选择情况$

取食选择率
3

'取食该植物叶片的幼虫数#幼虫

总数(

4%&&1

$

!"9

!

数据分析

试验使用
TM/DK

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使用
@76

进行单因素试验统计分析"采用
@?-/L-

氏新复极差

法进行多重比较"检验处理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

!

结果与分析

$"!

!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不同植物的产卵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不同植物具有明显的产卵选

择差异$

.

种杂草的选择试验表明"累计
<O

的卵块

数和卵粒数最高的是婆婆纳"分别为'

%!8&&h&8*$

(

块和'

%.&*8&&h)$8%"

(粒"着卵率
!"8&.1

"显著高于

另外两种杂草%鹅肠菜上的卵块数略高于泽漆"但两

种杂草上的卵粒数无显著差异'表
%

($以玉米和婆婆

纳为选择对象时"成虫在玉米上所产的卵块数'

%"8..

h&8$$

(块和着卵率'

*<8."1

(均高于婆婆纳$

表
!

!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
%

种杂草的产卵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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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h

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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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姚领等!草地贪夜蛾对三种杂草的产卵和取食选择性

表
$

!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玉米和婆婆纳的产卵选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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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块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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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粒数#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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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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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取食偏好性

试验中各龄期幼虫的取食选择总体表现为玉米

"

婆婆纳
"

鹅肠菜
"

泽漆"其中初孵幼虫的取食偏好

性最为显著"结果见表
.

$初孵幼虫选择取食玉米的

个体总数显著高于选择取食其他植物的个体数"而杂

草中选择取食婆婆纳的个体总数显著高于取食其他

杂草"未发现初孵幼虫取食泽漆%

)

!

.

龄幼虫对玉米

的选择率仍显著高于其他植物"杂草中对婆婆纳的选

择率仍显著高于另外两种杂草"并且出现幼虫取食泽

漆的现象"但选择率显著低于其他植物%随着龄期的

增长"

!

龄开始幼虫取食偏好性逐渐减弱%

*

龄及以上

幼虫对
!

种植物的取食偏好性无显著差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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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取食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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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试验结果显示"草地贪夜蛾成虫在
.

种杂草

中优先选择在婆婆纳上产卵"其上卵块数和着卵率

显著高于其他杂草"而在有嗜食作物玉米的情况下"

成虫优先在玉米上产卵$,最优产卵率-理论认为"

昆虫为利于后代的生长发育"将卵产于对幼虫适合

度较高的植物上*

%)

+

$研究发现"昆虫的取食和产卵

选择是根据植物的挥发物&次生物质含量&营养成分

和形态特征等因素决定的*

%.%*

+

$但当存在寄主作物

缺乏或其他环境因素的选择压力下"成虫可能在某

个适合度不高的寄主上产卵"卵孵化后"子代幼虫再

转移到适合度高的寄主植物上"幼虫到了高龄也可

能由于种群密度过大或者寄主条件恶化转移到适合

度相对较低的寄主植物上继续取食$俞晓平等*

%"

+

和吕仲贤等*

%<

+的研究发现"白背飞虱
B(

6

$&)..$

:

/'%+

:

)'$

可在常见的禾本科杂草上生存"非稻田生

境可能是褐飞虱
A+.$

3

$'8$&$./

6

),1

&白背飞虱&二

点黑尾叶蝉
A)

3

5(&)&&+-%+,%&+%)

3

1

的临时栖息地%

小地老虎
>

6

'(&+1+

3

1+.(,

&黏虫
9

0

&5+*,$1)

3

$'$&$

等从外地迁飞到麦田时"先在麦田附近的田旋花

2(,8(.8/./1$'8),1+1

等杂草上产卵&孵化"待幼虫

取食到
)

至
.

龄后转而为害小麦*

%&

+

$昆虫对寄主

作物的转移取食也是为害作物的关键$

本研究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幼虫在低龄时取食

选择表现出显著趋性"初孵幼虫到
.

龄幼虫在有玉米

时表现出对玉米明显的取食趋性"在
.

种杂草中对婆

婆纳的取食选择率最高"对泽漆的选择率最低%但随

着幼虫龄期的增加"其取食选择性逐渐减弱"选择率

趋于稳定"对每种植物的取食率无明显差异$此试验

结果与前人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取食选择性研究结

果一致$李定银等*

%$

+和黄芊等*

%#

+发现"草地贪夜蛾

幼虫在有选择的条件下"随着龄期的增长"其对玉米

的取食偏好性逐渐减弱"

*

龄及以上幼虫对不同寄主

植物的选择率无明显差异"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草地贪夜蛾的多食性导致高龄幼虫对多种寄主

植物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在其他一些昆虫上也有类

似的结论"例如"亚洲玉米螟
<1&'+,+$

:

/',$%$.+1

高龄

幼虫无明显取食偏好性"而低龄幼虫则偏好取食酸模

叶蓼
!(.

06

(,/*.$

3

$&5+

:

(.+/*

和菜豆
!5$1)(./18/.4

6

$'+1

叶片*

)&

+

%甜菜夜蛾
BD)-+

6

/$

的
*

龄幼虫对寄主

植物的选择性没有低龄幼虫明显*

)%))

+

%淡脉黏虫

M)/%$,+$'(1)+.+,)$

的低龄幼虫嗜食玉米和水稻"但高

龄幼虫的取食选择性没有低龄幼虫显著*

).

+

$

安徽省部分地区具有玉米和小麦轮作的特点"

研究发现玉米收获后草地贪夜蛾大量转移至小麦并

严重为害小麦*

)!)*

+

$

%&

月至
%%

月田间处于玉米收

割期和小麦出苗期的间隔期"由于草地贪夜蛾的活

)

.$%

)



)&)&

动性极强"可在同一寄主不同部位取食*

)"

+

"在嗜食

作物不充足的情况下"草地贪夜蛾可能会转移到非

嗜食植物上继续取食"此时田间非作物生境可能成

为草地贪夜蛾的临时避难场所"其中的杂草等非作

物植物也可成为草地贪夜蛾临时产卵和取食的对

象$目前"关于草地贪夜蛾对于杂草的取食和产卵

偏好性的差异机制还未见详细报道"对此进行进一

步探索有利于未来对其进行有效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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