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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在３种麦类作物上的适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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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Ｊ．Ｅ．Ｓｍｉｔｈ）为一种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其寄主范围广，

可为害多种农作物。不同寄主植物对草地贪夜蛾的种群增长以及扩散为害有着不同影响。本研究基于年龄 龄期

两性生命表理论，以小麦、大麦和燕麦３种麦类作物作为寄主植物，在室内 （２４±１）℃，ＲＨ（７０±５）％和Ｌ∥Ｄ＝

１４ｈ∥１０ｈ光周期条件下，比较了３种麦类作物对草地贪夜蛾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在这

３种麦类作物上均可顺利完成生活史。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发育历期和蛹期差异不显著。其中取

食燕麦的草地贪夜蛾的成虫前期存活率最高，为０．８２，显著高于取食小麦的０．６７和大麦的０．６７。此外取食燕麦的

雌虫比例和雌虫产卵天数显著高于取食小麦和大麦的，取食燕麦的雌成虫个体繁殖力为（１０３２．６±２２．１）粒，显著

高于取食小麦的（９１２．２±２７．６）粒和取食大麦的（８１４．０±２２．９）粒。种群生命表参数显示，取食燕麦的草地贪夜蛾

种群内禀增长率（狉＝０．１５４１ｄ－１）、净增殖率（犚０＝４５３．９８）与周限增长率（λ＝１．１６６６ｄ－１）均显著高于取食大麦者，

但与取食小麦者差异不显著；取食大麦与取食小麦者亦无显著差异。综上所述，草地贪夜蛾在这３种麦类作物上都

有相当高的适生性，其中燕麦是草地贪夜蛾最适宜的寄主植物，其次是小麦，再次为大麦。本研究为明确草地贪夜

蛾对不同麦类作物的适应性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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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Ｊ．Ｅ．

Ｓｍｉｔｈ），又称秋黏虫，隶属于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夜

蛾科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灰翅夜蛾属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是一种源

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

虫［１］。该虫具有寄主种类多、适生区域广、迁飞能力

强、防控难度大等特点，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

的入侵害虫之一［２４］。２０１９年１月首次发现草地贪

夜蛾入侵我国云南省［５］，此后该虫迅速蔓延到西南、

华南、华北等多个地区的２６省（区、市）
［６］，对我国农

业生产造成巨大威胁。

根据寄主偏好，草地贪夜蛾逐渐分化形成了玉

米型和水稻型，前者主要为害玉米和高粱，后者主要

为害水稻和禾本科牧草［７］。入侵我国云南的草地贪

夜蛾经分子鉴定最初确认为玉米型［８］。而唐运林

等［９］利用两个分子标记基因犆犗Ⅰ和犜狆犻对重庆地

区采集的样本进行遗传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犆犗Ⅰ基

因的亚型全为水稻型，而犜狆犻基因的亚型既有水稻

型又有玉米型。这些结果表明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

蛾群体很可能来自杂交群体的后代，是一种“特殊的

玉米型”［１０］，有可能导致其寄主植物范围发生变化。

由于不同寄主植物的营养成分不同，可能会对草地贪

夜蛾的生长发育和种群数量造成影响［１１］。例如，与取

食玉米相比，取食烟草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发育历

期显著延长，幼虫死亡率显著提高，幼虫体重和蛹重

显著降低，综合表现为适合度显著降低［１２］。然而，目

前对小麦等３种麦类作物的为害风险尚不明确。

小麦、大麦和燕麦均属禾本科植物，在我国粮食

生产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美洲，三者均为草

地贪夜蛾的寄主植物［１３］。目前国内已相继报道草

地贪夜蛾可为害小麦［１４］、大麦［１５］和燕麦［１６］，但有关

草地贪夜蛾对这３种麦类作物的适应性的研究尚

少。本研究基于年龄 龄期两性生命表理论，以小

麦、大麦和燕麦为寄主植物，比较取食３种麦类作物

的草地贪夜蛾的生长、发育与繁殖，并计算生命表参

数，为揭示草地贪夜蛾的寄主适应机制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和寄主植物

草地贪夜蛾幼虫采自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风平镇

（２４°２３′４０″Ｎ，９８°３０′２１″Ｅ）玉米田，在室内继代饲养

繁殖，建立种群。供试小麦品种为‘乐土济麦２２’，

大麦品种为‘福大麦１号’，燕麦品种为‘裸燕３号’，

取苗期的新鲜叶片作为食料。

１．２　试验方法

参照郭井菲等［１７］的方法，每处理１２０粒卵，每

２４ｈ观察并记录卵的孵化情况，将初孵幼虫接入指形

管（高９ｃｍ，直径２ｃｍ）内单头饲养，到３龄时分别转

入２５ｍＬ蘸料杯中继续饲养，并逐一编号，每天同一

时间更换新鲜叶片并清理虫粪，分别记录用３种麦类

作物叶片饲喂的草地贪夜蛾的发育与存活情况。幼

虫化蛹后第２天辨别雌、雄并分别称量蛹重。将单头蛹

放入指形管中并放入湿润的棉球保湿，待其羽化后，将

羽化后的成虫雌雄配对放入一次性塑料杯（高８ｃｍ，

直径７．５ｃｍ）中交配，杯中放入蘸有１０％蜂蜜水的棉

球供成虫取食，四周挂有产卵纸供其产卵，用无菌脱

脂纱布和皮筋封口，每天更换产卵纸，记录产卵量、成

虫寿命等。试验环境条件：温度（２４±１）℃，相对湿度

（７０±５）％，光周期Ｌ∥Ｄ＝１４ｈ∥１０ｈ。

１．３　数据分析

参照Ｃｈｉ等
［１８］和Ｃｈｉ

［１９］的方法组建草地贪夜蛾

的两性生命表，利用生命表分析软件 ＴＷＯＳＥＸ

ＭＳＣｈａｒｔ
［２０］对生命表各参数进行计算和分析。其

中，特定年龄 龄期存活率（狊狓犼），即草地贪夜蛾从初

产卵发育到狓年龄犼龄期的几率；种群特定年龄存

活率（犾狓），犾狓是特定年龄 龄期存活率（狊狓犼）曲线在不

考虑龄期分化的情况下的简化形式；特定年龄 龄期

繁殖力（犳狓犼），表示单头草地贪夜蛾雌成虫在年龄狓

龄期犼时的平均产卵量，因为草地贪夜蛾的雌成虫

（第９阶段）才具有生殖能力，故本论文图中给出犳狓９

曲线。如果把年龄为狓的个体都包括在内，表示的

就是整个种群特定年龄繁殖力（犿狓）；种群特定年龄

龄期特征净繁殖力（犾狓犿狓）为种群特定年龄存活率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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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狓）与种群特定年龄繁殖力（犿狓）的乘积；特定年龄

龄期期望寿命（犲狓犼）表示年龄狓龄期犼的个体预期仍

能存活的时间，依照Ｃｈｉ等
［２１］的方法计算。种群参

数内禀增长率（狉）、周限增长率（λ）、净增殖率（犚０）和

世代平均周期（犜）分别按下面公式计算：

∑
∞

狓＝０

ｅ－狉
（狓＋１）犾狓犿狓 ＝１，　λ＝ｅｒ，

犚０＝∑
∞

狓＝０

犾狓犿狓，　犜＝
ｌｎ犚０
狉
。

　　试验数据的均值及标准误等数据通过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方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次数为１０００００次）计算，利用

ｐａｉｒ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ｔｅｓｔ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各参数

制图使用Ｏｒｉｇｉｎ８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对草地贪夜蛾各虫态发育

历期和繁殖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２４±１）℃条件下，取食３种

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均可顺利完成生活史。由表

１可知，３种麦类作物对草地贪夜蛾的幼虫各发育历

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整个成虫前期与蛹期在

３种麦类作物间差异不显著。而取食燕麦的草地贪

夜蛾成虫期最长，为１３．８１ｄ±０．１６ｄ，显著长于取

食小麦的１３．０５ｄ±０．１７ｄ和大麦的１１．８３ｄ±

０．１５ｄ。取食３种麦类作物对草地贪夜蛾的种群参

数也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取食燕麦的草地贪夜蛾

的雌虫比例、总的寿命和成虫前期存活率均为最高，

分别为０．４３９７，４２．９３ｄ和０．８２，其次是取食小麦

和大麦的，但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表２）。产卵前

期，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的总产卵前期

（ＴＰＯＰ）差异不显著。取食燕麦的繁殖力和雌虫产

卵天数显著高于取食小麦和大麦组（犘＜０．０５，表

２），而取食小麦的显著高于取食大麦的。上述结果

表明，草地贪夜蛾对燕麦具有较高的适合度，其次是

小麦，对大麦适合度相对较差。

表１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草地贪夜蛾不同发育阶段的发育历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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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狉犲犲狋狉犻狋犻犮犲犪犲犮狉狅狆狊

发育阶段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

发育历期／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小麦 Ｗｈｅａｔ 大麦Ｂａｒｌｅｙ 燕麦Ｏａｔ

卵Ｅｇｇ （２．６６±０．０５）ａ （２．６２±０．０５）ａ （２．６６±０．０５）ａ

１龄１ｓｔｉｎｓｔａｒ （４．２９±０．０８）ａ （４．２９±０．０６）ａ （３．６４±０．０５）ｂ

２龄２ｎｄｉｎｓｔａｒ （２．２７±０．０７）ａ （１．９８±０．０６）ｂ （１．９８±０．０６）ｂ

３龄３ｒｄｉｎｓｔａｒ （１．８５±０．０８）ａ （１．５７±０．０８）ａｂ （１．７２±０．０７）ａ

４龄４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２．１０±０．０８）ａ （１．８６±０．０６）ａｂ （１．９２±０．０６）ａ

５龄５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２．６７±０．０８）ａ （２．６０±０．０７）ａ （２．５０±０．０７）ａ

６龄６ｔｈｉｎｓｔａｒ （３．６７±０．１１）ｃ （４．３３±０．１２）ｂ （４．６５±０．１０）ａ

蛹期Ｐｕｐａ （１４．２８±０．２３）ａ （１４．４１±０．２３）ａ （１４．１５±０．２８）ａ

成虫前期Ｐｒｅａｄｕｌｔ （３３．８４±０．３７）ａ （３３．８６±０．３９）ａ （３３．１７±０．３８）ａ

成虫期Ａｄｕｌｔ （１３．０５±０．１７）ｂ （１１．８３±０．１５）ｃ （１３．８１±０．１６）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行不同字母表示经ｐａｉｒ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ｔｅｓｔ比较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Ｍ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ｙｐａｉｒ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ｔｅｓｔ（犘＜０．０５）．

表２　３种麦类作物对草地贪夜蛾的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狉犲犲狋狉犻狋犻犮犲犪犲犮狉狅狆狊狅狀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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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主

Ｈｏｓｔ

雌虫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ｓ

总寿命／ｄ

Ｔｏｔａｌ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成虫前期存活率

Ｐｒｅａｄｕｌ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

成虫产卵

前期／ｄ

Ａｄｕｌｔ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ＡＰＯＰ）

总产卵

前期／ｄ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ＴＰＯＰ）

繁殖力／粒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产卵天数／ｄ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ａｙｓ

小麦Ｗｈｅａｔ（０．３８７４±０．０４６４）ｂ （３８．６６±１．２４）ｂ （０．６７±０．０４）ｂ （４．１９±０．１３）ａ （３８．１６±０．５９）ａ （９１２．２±２７．６）ｂ （７．７２±０．２４）ｂ

大麦Ｂａｒｌｅｙ（０．３６７５±０．０４４６）ｂ （３９．０３±０．９７）ｂ （０．６７±０．０４）ｂ （３．７７±０．１０）ｂ （３７．６７±０．４８）ａ （８１４．０±２２．９）ｃ （７．０５±０．２１）ｃ

燕麦Ｏａｔ （０．４３９７±０．０４５９）ａ （４２．９３±０．８９）ａ （０．８２±０．０３）ａ （４．１４±０．１３）ａ （３７．０２±０．０４）ａ （１０３２．６±２２．１）ａ （８．５１±０．２０）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经ｐａｉｒ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ｔｅｓｔ比较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下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Ｍ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ｙｐａｉｒｅ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ｔｅｓｔ

（犘＜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ｐｐｌｉｅｓ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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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对草地贪夜蛾存活率和繁

殖力的影响

　　特定年龄 龄期存活率（狊狓犼）表示草地贪夜蛾从

初产卵存活并发育到狓年龄犼龄期的几率。由图１

可知，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年龄 龄期特

征存活率存在明显差异。草地贪夜蛾在不同龄期的

存活曲线发生重叠，说明草地贪夜蛾因为个体间的

发育速率差异而在同一时间内会出现不同的虫态（虫

龄）。若使用雌性年龄生命表，则无法看到龄期重叠

的现象。取食３种麦类作物幼虫存活率不同，其中取

食大麦和燕麦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存活率均高于取食

小麦的幼虫。取食燕麦的草地贪夜蛾从卵存活发育

到成虫的概率为０．８２，显著高于取食小麦（０．６７）和大

麦的（０．６７）。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雌雄

成虫阶段的（狊狓犼）曲线显示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

贪夜蛾种群中雌成虫的比率均高于雄成虫。

图１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特定年龄 龄期存活率（狊狓犼）

犉犻犵．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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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狉犲犲狋狉犻狋犻犮犲犪犲犮狉狅狆狊

　
　　种群特定年龄存活率（犾狓）的结果显示（图２），取

食３种麦类作物的犾狓 曲线趋势呈现前期曲折下降

趋于平稳，后期斜坡下降，其中取食小麦和大麦的犾狓

曲线前期变化趋势接近，结合发育历期参数和（狊狓犼）

曲线，表明草地贪夜蛾取食大麦与取食小麦的幼虫

期和蛹期具有较高的死亡风险。取食燕麦和小麦的

草地贪夜蛾雌虫犿狓、犾狓犿狓和犳狓９均高于取食大麦的，

表明与取食大麦相比，小麦和燕麦更利于草地贪夜

蛾生长发育和繁殖。

特定年龄 龄期期望寿命（犲狓犼）表示年龄狓龄期

犼的个体预期仍能存活的时间。因为生活史中无特

别高的死亡率，因此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

蛾的期望寿命曲线均呈缓慢下降（图３），最高期望

寿命都是犲０１。初产卵的期望寿命（犲０１）就是平均寿

命。而取食燕麦的最高期望寿命（４２．９３ｄ）明显高

于取食小麦（３８．６６ｄ）和大麦的（３９．０３ｄ）。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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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种群特定年龄存活率（犾狓）、雌虫年龄 龄期繁殖力（犳狓９）、

种群特定年龄繁殖力（犿狓）和种群年龄 龄期特征净繁殖力（犾狓犿狓）

犉犻犵．２　犘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犾狓），犳犲犿犪犾犲犪犵犲狊狋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犳犲犮狌狀犱犻狋狔（犳狓９），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犵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

犳犲犮狌狀犱犻狋狔（犿狓），犪狀犱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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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犪狋犲狉狀犻狋狔（犾狓犿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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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狉犲犲狋狉犻狋犻犮犲犪犲犮狉狅狆狊

　

图３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的特定年龄 龄期的期望寿命（犲狓犼）

犉犻犵．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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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狉犲犲狋狉犻狋犻犮犲犪犲犮狉狅狆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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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对草地贪夜蛾种群生命表

参数的影响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内禀增

长率均大于０，周限增长率均大于１，表明草地贪夜

蛾种群能够在这３种作物上存活。其中，取食燕麦

的草地贪夜蛾种群的内禀增长率、周限增长率和净

增殖率为最高，分别为０．１５４１ｄ－１、１．１６６６ｄ－１和

４５３．９８，显著高于取食大麦的（犘＜０．０５），而与取

食小麦差异不显著（表３）。取食燕麦的草地贪夜

蛾平均世代周期最短，为３９．７１ｄ，与取食小麦

（４０．５６ｄ）和大麦（４０．２６ｄ）没有显著差异。

表３　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的种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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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犺狉犲犲狋狉犻狋犻犮犲犪犲犮狉狅狆狊

寄主

Ｈｏｓｔ

内禀增长率（狉）／ｄ－１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净增殖率（犚０）

Ｎｅ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周限增长率（λ）／ｄ－１

Ｆｉｎｉｔ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平均世代周期（犜）／ｄ

Ｍｅ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０．１４４７±０．００３９）ａｂ （３５３．３９±４３．６２）ａｂ （１．１５５７±０．００４５）ａｂ （４０．５６±０．５９）ａ

大麦Ｂａｒｌｅｙ （０．１４１６±０．００３７）ｂ （２９９．１７±３７．２７）ｂ （１．１５２１±０．００４３）ｂ （４０．２６±０．５０）ａ

燕麦Ｏａｔ （０．１５４１±０．００３３）ａ （４５３．９８±４８．４２）ａ （１．１６６６±０．００３９）ａ （３９．７１±０．４９）ａ

３　讨论

草地贪夜蛾为一种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据报

道，在美洲其幼虫可取食禾本科（１０６种）、菊科（３１

种）、豆科（３１种）等７６科３５３种植物
［２２］。草地贪夜

蛾自入侵我国以来，已陆续有其为害玉米［２３］、高

粱［２４］、马铃薯［２５］等多种粮食作物的报道。我国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具备丰富的草地贪夜蛾适宜寄主和适

宜的气候条件，今后草地贪夜蛾的发生有可能常态

化，将会成为又一个北迁南回、周年循环发生的重大

害虫［２６］，这将使得多种作物生产面临挑战。

了解害虫的寄主适应性有利于更好地掌握田间

害虫发生动态，适时采取和调整防控措施［２７］。本研

究以小麦、大麦和燕麦３种麦类作物作为寄主植物，

发现草地贪夜蛾在这３种麦类作物上均可顺利完成

生活史，取食３种麦类作物的草地贪夜蛾发育历期、

存活率、繁殖力等种群参数存在显著差异。巴吐西

等［２８］前期研究了取食玉米和小麦对草地贪夜蛾生

命参数的影响，证实了草地贪夜蛾可在小麦上完成

生活史，且与玉米相比，小麦对草地贪夜蛾也有较高

的适合度。本研究结果显示在２４℃下取食小麦的

草地贪夜蛾的成虫期和繁殖力分别为１３．０５ｄ和

９１２．２粒，明显低于巴吐西报道的２５℃条件下同样

取食小麦的１４．４２ｄ和（９７６．３１±５７．２１）粒，这可能

与试验方法和试验的温度不同有关。植食性昆虫幼

虫期较高的存活率和较短的发育历期是评价其寄主

适合度的重要指标［２９］。与取食小麦的个体相比，取

食燕麦的幼虫发育历期短，幼虫死亡率低，表现为适

合度显著增高，这与ＤａＳｉｌｖａ等
［３０］的研究结果一

致。而取食大麦与取食小麦差异不显著，表明大麦

也是草地贪夜蛾适宜的寄主植物。同时取食燕麦的

草地贪夜蛾雌虫比例和繁殖力显著高于取食小麦和

大麦的，综合来看燕麦是供试的３种麦类作物中草

地贪夜蛾最适宜的寄主。

依据本研究获得的草地贪夜蛾种群生命表，这

３种麦类作物均为草地贪夜蛾适合寄主，其中又以

取食燕麦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内禀增长率和周限增长

率为最高。由于小麦、大麦和燕麦都是草地贪夜蛾

偏好的寄主植物，为了有效防治草地贪夜蛾，必须在

大面积栽培小麦、大麦和燕麦的地区监测草地贪夜

蛾种群动态，才能做好整体区域的防治工作。

本研究在室内条件下研究生命表，能了解草地

贪夜蛾的生态潜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生命表资料，可

以为预测草地贪夜蛾种群动态规律提供科学依

据［３１］。然而，要做好实际害虫治理工作，仍需要研

究田间生命表，田间生命表研究虽然因影响因子众

多，无法重复比较，但却是实际害虫治理的重要参考

资料。

我们建议：１）全面研究我国境内大面积栽培的

主要作物中适合草地贪夜蛾生长的寄主植物上的生

命表；２）加强草地贪夜蛾在主要作物上发生为害的

监测；３）避免已知草地贪夜蛾主要寄主作物的间作，

减少草地贪夜蛾在不同寄主间转移为害的几率；４）

配合生命表理论，研究草地贪夜蛾各龄期的取食量，

以便结合生命表与取食量建立经济阈值；５）将生命

表与取食量结合电脑模拟预测害虫防治适期与施药

次数。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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