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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虫单头饲养对蝽寿命和繁殖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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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分别对有效交配后，单头饲养和配对饲养的蝽雌虫寿命和繁殖力参数进行统计分析。试验结果表

明：有效交配后，单头饲养的蝽雌虫平均产卵量为３４３．８０粒、平均产卵次数１４．８３次、平均寿命为５３．１３ｄ，分别

显著高于对照组（配对饲养）的平均产卵量（２５８．２０粒）、平均产卵次数（１０．６３次）和平均寿命（４５．３０ｄ）；蝽的单

次产卵量、卵孵化率、卵直径均随产卵次数增加而减小，其中单头饲养组的减小趋势显著；单头饲养组蝽的卵孵化

率为５９．５８％，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６８．８９％，而单头饲养组蝽单雌所产卵的孵化数１９２．９５头较对照组的１７７．８７

头更高。蝽雌虫有效交配后进行单头饲养有利于延长蝽寿命、提高其繁殖力。

关键词　蝽；　雌虫；　单头饲养；　繁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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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蝽犃狉犿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属半翅目蝽科，是一种重

要的本地捕食性天敌昆虫。蝽对常见蔬菜害虫斜

纹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犾犻狋狌狉犪、甜菜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

犻犵狌犪、小菜蛾犘犾狌狋犲犾犾犪狓狔犾狅狊狋犲犾犾犪，重要经济作物害虫烟

青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狊狊狌犾狋犪、棉铃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

犲狉犪、二化螟犆犺犻犾狅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犾犻狊，重要入侵性害虫美国

白蛾犎狔狆犺犪狀狋狉犻犪犮狌狀犲犪、马铃薯甲虫犔犲狆狋犻狀狅狋犪狉狊犪犱犲

犮犲犿犾犻狀犲犪狋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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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

有一定的捕食和控害能力［１８］。迄今，学者对蝽的

控害能力、饲养的环境条件、营养机制等方面做了大

量研究［３，７１３］；而蝽的繁殖问题一直是其人工养殖

所关注的焦点，其繁殖能力决定了其应用于农林生产

的能力。

自然界中，一些昆虫雌虫多次交配终生产受精

卵，也有少数昆虫的雌虫可一次交配后终生产卵，如

浅黄恩蚜小蜂犈狀犮犪狉狊犻犪犛狅狆犺犻犪、矢尖蚧犝狀犪狊狆犻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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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ｏｎｅｎｓｉｓ、梨小食心虫犌狉犪狆犺狅犾犻狋犪犿狅犾犲狊狋犪、瓜实蝇

犅犪犮狋狉狅犮犲狉犪犮狌犮狌狉犫犻狋犪犲等昆虫
［１４１６］。蝽雌虫可多

次交配终生产卵［１７］，在饲养蝽的过程中，我们观察

到蝽雌虫亦能在未交配前提下产出无效卵（图１），

且其产卵次数和产卵量远大于正常配对饲养的蝽

雌虫；配对的雌雄虫在产有效卵（图１）之后，若雄虫死

亡、单头雌虫仍能继续产有效卵，且单头饲养的雌、雄

虫寿命较配对成虫更长；作为捕食性天敌昆虫，蝽

在食物欠缺、种群密度过大等劣势环境下存在不同程

度的自残行为。雌雄虫交配授精时，雄虫会将精液注

入雌虫的受精囊内，雌虫排卵经过受精囊口受精成受

精卵［１７１９］；异色瓢虫犎犪狉犿狅狀犻犪犪狓狔狉犻犱犻狊、七星瓢虫

犆狅犮犮犻狀犲犾犾犪狊犲狆狋犲犿狆狌狀犮狋犪狋犪、龟纹瓢虫犘狉狅狆狔犾犪犲犪犼犪

狆狅狀犻犮犪、不纯伊绥螨犐狆犺犻狊犲犻狌狊犱犲犵犲狀犲狉犪狀狊、阿里波小盲

走螨犜狔狆犺犾狅犱狉狅犿犪犾狌狊犪狉犻狆狅、草蛉犆犺狉狔狊狅狆犪狆犲狉犾犪、橘

小实蝇犅犪犮狋狉狅犮犲狉犪犱狅狉狊犪犾犻狊、番石榴实蝇犅犪犮狋狉狅犮犲狉犪

犮狅狉狉犲犮狋犪等昆虫都具有明显的种内自残现象
［２０２４］，这

种现象也导致室内小群体饲养时种群死亡率上升、寿

命缩短等问题。在天敌昆虫扩繁过程中，了解天敌昆

虫交配过程，掌握其繁殖习性和生殖能力是做好天敌

昆虫扩繁工作的基础，可为蝽的室内扩繁和野外保

护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和数据支持。

图１　蝽有效卵（红色）和无效卵（蓝色）

犉犻犵．１　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狉犲犱）犪狀犱犻狀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犫犾狌犲）

犲犵犵狊狅犳犃狉犿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对有效交配且产有效卵

后单头饲养的蝽雌虫进行研究，以期掌握其繁殖

机制和生殖能力，为优化蝽规模化扩繁技术提供

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

蝽：实验室内在温度（２６±１）℃，ＲＨ（６５±

５）％，光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用柞蚕犃狀狋犺犲狉犪犲犪

狆犲狉狀狔犻蛹连续饲养多代，每年春秋两季采集野外种群

对其种群及进行复壮；供试蝽为复壮种群第一代，

即室内种群和野外种群杂交的子代。

柞蚕蛹：购于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农丰生防专

业合作社，４℃储存。

蝽饲养方法参考李娇娇等［１０］，用３６０ｍＬ硬

质航空塑料杯饲养蝽若虫及成虫，杯口用橡皮筋

固定纱网防止蝽逃逸，纱网上放置柞蚕蛹和湿脱

脂棉为蝽提供食物和水，其中若虫采用每杯１０～

２０头进行小群体饲养。

１．２　试验方法

设置江南ＲＸＺ型人工气候箱条件为：温度（２６±

１）℃，ＲＨ（６５±５）％，光周期Ｌ∥Ｄ＝１６ｈ∥８ｈ。取羽

化后１ｄ的蝽成虫１雌１雄配对于３６０ｍＬ硬质塑

料航空杯中，杯中放置折叠瓦楞纸条为蝽提供栖息

场所和产卵介质，用纱网罩住杯口、并用橡皮筋固定

纱网防止蝽逃逸；在纱网上放置柞蚕蛹和脱脂棉块

为蝽提供食物和水，每３ｄ更换１次柞蚕蛹，每天添

加１次蒸馏水。每天观察记录蝽交配产卵情况，雌

虫第１次产卵、撤去配对雄虫，卵产出后第４天将卵

块置于显微镜下观察，卵上有两个红点的为有效卵

（图１），随机选取３０头有效卵对应的雌虫按照１～

３０编号，设为单头饲养组。设正常交配雌雄蝽为

对照组，雄虫死亡则补充同日龄蝽雄虫，卵产出后

第４天将卵块置于显微镜下观察，随机选取３０对有

效卵对应的蝽按照１～３０编号，卵孵化环境条件

与若虫、成虫饲养条件相同。记录两个组蝽的产

卵量、卵孵化率、产卵次数、雌虫寿命（雌虫死亡便停

止记录）等数据。分别随机取羽化后１～１５ｄ、１６～

３０ｄ、３１～４５ｄ、４６～６０ｄ４个时间段内蝽所产卵

块置于超景深显微成像仪（ＯＬＹＭＰＵＳＳＥＸ１０）中

测量卵直径，每个卵块随机测量１０粒卵的直径算平

均值作为该卵块卵的直径（狀＝３０）。

１．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用Ｅｘｃｅｌ对试验数据进行初步整理，用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７进行统计分析与作图。用狋测验或单因素方差

分析对蝽产卵量、产卵次数、雌虫寿命、孵化率等数据

进行分析，分析前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使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检验，方差不

齐时进行Ｗｅｌｃｈ校正；用Ｓｕｒｖｉｖａｌ绘制生存曲线图，采

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检验进行数据分析。

蝽有效产卵后雌虫单头饲养对繁育能力影响

的计算公式：单雌蝽卵孵化数＝单雌产卵量×卵

孵化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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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蝽有效产卵后雌虫单头饲养对寿命的影响

如图２、３所示，单头饲养组雌虫寿命为５３．１３ｄ，

显著长于对照组的４５．３０ｄ（狋＝３．７９，犱犳＝５８．００，

犘＝０．０００４）；单头饲养组雌虫寿命均在４５ｄ以上，

而对照组雌虫在羽化后３０ｄ时开始出现死亡，单头

饲养组雌虫的寿命普遍长于对照组（ＬｏｇＲａｎｋ犘＝

０．００２；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犘＜０．０００１）。

图２　不同饲养方式下蝽雌虫寿命（狀＝３０）

犉犻犵．２　犔狅狀犵犲狏犻狋狔狅犳犳犲犿犪犾犲犃狉犿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狌狀犱犲狉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犲犱犻狀犵犿狅犱犲狊（狀＝３０）

　

图３　不同饲养方式下蝽雌虫生命曲线图（狀＝３０）

犉犻犵．３　犛狌狉狏犻狏犪犾犮狌狉狏犲狊狅犳犳犲犿犪犾犲犃狉犿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

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犲犱犻狀犵犿狅犱犲狊（狀＝３０）

　２．２　有效产卵后雌虫单头饲养对蝽繁育能力的影响

如表１所示，单头饲养组蝽单雌产卵量为

３４３．８０粒，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２５８．２０粒（狋＝３．１６，

犱犳＝５８．００，犘＝０．００２５）；平均产卵１４．８３次，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１０．６３次（狋＝３．７９，犱犳＝５８．００，犘＝

０．０００４）；单次产卵量２３．５１粒，低于对照组的２５．２２

粒，但无显著差异（狋＝１．７２，犱犳＝５０．５８，犘＝０．０９２４）；

卵孵化前期也无显著差异（狋＝１．２６，犱犳＝１９８．００，

犘＝０．２０９８）。

表１　蝽有效产卵后雌虫单头饲养对繁育能力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犾狔狉犲犪狉犲犱犳犲犿犪犾犲狊狅狀狋犺犲犻狉狉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犳狋犲狉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狊狆犪狑狀犻狀犵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单雌产卵量／粒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产卵次数／次

Ｔｉｍｅｓｏｆｅｇｇｌａｙｉｎｇ

单次产卵量／粒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ｐｅｒｔｉｍｅｓ

卵孵化前期／ｄ

Ｐｒｏｐｈａｓｅｏｆｅｇｇ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５８．２０±１８．８２ １０．６３±０．７２ ２５．２２±０．５６ ８．２７±０．１２

单头饲养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ｒｅａｒｉｎｇ ３４３．８０±１９．４６ １４．８３±０．８４ ２３．５１±０．８３ ８．４９±０．１３

狋 ３．１６ ３．７９ １．７２ １．２６

犱犳 ５８．００ ５８．００ ５０．５８ １９８．００

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９２４ ０．２０９８

　１）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表示经狋测验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狋ｔｅｓｔ）．

图４　不同饲养方式下蝽单次产卵量（狀＝３０）

犉犻犵．４　犉犲犮狌狀犱犻狋狔狅犳犃狉犿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狆犲狉狋犻犿犲狌狀犱犲狉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犲犱犻狀犵犿狅犱犲狊（狀＝３０）

　

　　由图４可知，蝽的单次产卵量随着产卵次数

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单头饲养组蝽各次产

卵量呈现出整体低于对照组的趋势，但与对照之间

均无显著差异。

蝽的卵孵化率随着产卵次数增加呈现下降趋

势，从第５次产卵开始，单头饲养组蝽卵孵化率呈

逐渐下降的趋势，且各次的卵孵化率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表２）。

对不同产卵阶段蝽所产卵直径进行测量，经

统计学分析发现，随着产卵次数增加（产卵阶段延

后），卵直径呈现减小的趋势，单头饲养组蝽卵直

径减小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表３，犉３，１１６＝６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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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犘＜０．０００１）；从产卵第二阶段（１６～３０ｄ）开始，

单头饲养组蝽卵的直径显著小于同时期对照

组蝽卵的直径（图５）（１６～３０ｄ：狋＝４．４４，犱犳＝

５８．００，犘＜０．０００１；３１～４５ｄ：狋＝７．３２，犱犳＝５８．００，

犘＜０．０００１；４６～６０ｄ：狋＝１２．２１，犱犳＝５８．００，犘＜

０．０００１）。

表２　不同饲养方式下蝽卵孵化率（狀＝３０）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犵犵犺犪狋犮犺犪犫犻犾犻狋狔狌狀犱犲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犳犲犲犱犻狀犵犿狅犱犲狊（狀＝３０）

卵孵化率／％Ｅｇｇｈａｔ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

次数

Ｔｉｍｅ

对照

Ｃｏｎｔｒｏｌ

单头饲养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ｒｅａｒｉｎｇ

狋 犱犳 犘

１ ７２．６３±１．５９ ７２．８３±１．４４ ０．０９ ５８．００ ０．９２８０

２ ７１．６７±１．９１ ７２．０７±１．８６ ０．１５ ５８．００ ０．８８００

３ ７０．６４±２．０２ ６５．３６±２．８５ １．５１ ５８．００ ０．１３６１

４ ６８．８７±２．３５ ６５．７８±１．８５ １．０４ ５８．００ ０．３０２９

５ ６８．７１±１．８６ ６０．３０±２．７５ ２．５４ ５０．６１ ０．０１４３

６ ６９．１６±１．７４ ５７．７１±２．４４ ３．８２ ５０．８０ ０．０００４

７ ６８．８４±２．４３ ５６．９７±２．４５ ３．３９ ５２．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８ ６９．５０±２．４０ ５７．１５±２．２４ ３．７２ 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９ ６９．８７±３．０９ ５６．１０±２．３１ ３．６４ ４８．００ ０．０００７

１０ ７０．２０±１．７８ ５４．８０±２．４９ ５．０３ ４６．４２＜０．０００１

１１ ６７．４７±２．７４ ５３．００±１．８７ ４．４８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１

１２ ６９．７９±２．５３ ５１．５２±２．７１ ４．６６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１

１３ ６９．３１±３．５８ ５２．０５±２．６４ ３．９６ ２６．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１４ ７０．７４±３．９６ ５０．１６±３．７３ ３．４９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５ ６８．７８±２．０１ ５１．５８±３．４５ ２．９７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１

　１）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行数据后表示经狋测验在０．０５水

平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狋ｔｅｓｔ）．

表３　蝽不同产卵阶段卵粒直径的变化（狀＝３０）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犺犪狀犵犲犻狀狋犺犲犲犵犵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犲犵犵犾犪狔犻狀犵狊狋犪犵犲狊（狀＝３０）

产卵阶段

Ｅｇｇｌａｙ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卵直径／ｎｍ

Ｅｇ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单头饲养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ｒｅａｒｉｎｇ

１～１５ｄ （９１９．４０±４．８４）ａ （９１７．４０±４．９４）ａ

１６～３０ｄ （９１３．１０±６．２１）ａ （８７５．９０±５．６２）ｂ

３１～４５ｄ （９０８．３６±６．７２）ａ （８３６．３０±７．２３）ｃ

４６～６０ｄ （９０８．８０±５．１０）ａ （８０８．３０±６．４６）ｄ

统计结果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犉３，１１６＝０．７６，

犘＝０．５１７１

犉３，１１６＝６０．１８，

犘＜０．０００１

　１）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单因素方

差分析在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以单雌产卵量和蝽卵整体孵化率为基础计算

单雌蝽卵孵化数，其中对照组为１７７．８７头、单头

饲养组为１９２．９５头（表４）。

图５　不同饲养方式下单头饲养与对照蝽卵直径的比较（狀＝３０）

犉犻犵．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犃狉犿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犲犵犵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狊

犫犲狋狑犲犲狀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犾狔狉犲犪狉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狀＝３０）

　表４　蝽有效产卵后雌虫单头饲养对繁育能力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犾狔狉犲犪狉犲犱犳犲犿犪犾犲狊狅狀狋犺犲犻狉

狉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犳狋犲狉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狅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单雌

产卵量／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

ｌａｉｄ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卵孵化率／％

Ｅｇｇ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ｒａｔｅ

单雌蝽卵

孵化数／头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ｈａｔｃｈｅｄｅｇｇｓ

ｐｅｒｆｅｍａｌｅ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５８．２０±１８．８２ ６８．８９±０．６０ １７７．８７

单头饲养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ｙｒｅａｒｉｎｇ
３４３．８０±１９．４６ ５９．５８±０．７１ １９２．９５

狋 ３．１６ １１．０９

犱犳 ５８．００ ６９７．５０

犘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１

　１）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表示经狋测验在０．０５水

平上差异显著。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狋ｔｅｓｔ）．

３　讨论

野外采集时发现，采集到的雌虫数量远多于雄

虫数量，在此情况下，若环境条件适宜，蝽依旧能

维持种群；而室内饲养的蝽雌雄比接近为１，且配

对饲养蝽的雄虫寿命较雌虫更长［２５２６］。蝽室内

饲养过程中雌雄比改变，配对成虫自残，雌虫寿命显

著短于雄虫等问题值得探讨，因为雌雄比和雌虫寿

命都影响着种群扩繁的能力。

试验结果显示，蝽产有效卵后对雌虫进行单

头饲养会显著影响其寿命、产卵量、卵孵化率及卵粒

大小。单头饲养蝽雌虫逐次产卵量、卵孵化率、卵

直径随着产卵次数增加而减小，这与焦晓国等对二

化螟犆犺犻犾狅狊狌狆狆狉犲狊狊犪犾犻狊交配行为的研究结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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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２７］。昆虫雄虫生殖腺分泌物可以通过交配转移

到雌虫生殖道，为雌虫生殖提供营养、影响雌虫的生

殖发育［１７］，单头饲养蝽雌虫仅在第一次产卵之前

有少数几次交配受精行为，随着产卵次数增加，雌虫

储精囊内雄虫精液量减少、雌虫生殖道内的雄虫生

殖腺分泌物浓度降低，这些可能是导致单头饲养

蝽雌虫逐次产卵量、卵孵化率、卵直径随着产卵次数

增加而减小的主要原因。卵直径减小属于卵畸

形［２８２９］的一种，卵畸形也可能影响卵孵化，从而造成

单头饲养蝽所产卵的孵化率较低。综合计算得出

单雌蝽卵孵化数高于对照组，说明雌虫单头饲养

条件下蝽的繁殖能力不受交配次数影响，甚至优

于正常配对饲养蝽成虫的繁殖力。

肖红对雌性异色瓢虫多次交配及其适合度研究

中，发现交配次数越多雌性异色瓢虫的寿命越

短［３０］，其结果与本试验结果类似；本研究中，对蝽

雌虫单头饲养，减少其种内自残情况和交配次数，这

可能是单头雌虫饲养的蝽寿命延长的潜在原因。

浅黄恩蚜小蜂、矢尖蚧、梨小食心虫、瓜实蝇等昆虫

的雌虫可以一次交配终生产受精卵，西方蜜蜂输卵

管里精液大大多于１头雄蜂的精液
［３１］，说明雌虫的

受精囊在许多两性生殖昆虫的生殖繁育过程中扮演

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它可以保证雌虫在有效交配之

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不交配也能生产可育后代，从

而维持种群的动态平衡。单头饲养蝽雌虫后期所

产卵仍能孵化，但孵化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其卵孵

化率随产卵次数增加呈下降趋势，说明蝽雌虫不

仅可多次交配终生产卵，也可以一次交配终生产有

效卵，蝽成虫有效交配之后，雌虫贮精囊内可能储

存有大量精液使后期产生的卵受精，随着产卵次数

增加、储存精液量减小，卵受精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导致单头饲养蝽雌虫所产卵的孵化率随着产卵次

数增加而减小，相关原理和机制还需要通过生理生

化试验和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减少蝽雌虫的交配次数对其产卵和

寿命都是有利的，当配对蝽中雄虫死亡时、不用立

即增补雄虫，可一定程度减小饲养蝽成虫的时间成

本投入，在蝽室内扩繁中，可通过适当控制蝽的

交配次数来延长雌虫寿命、增加雌虫产卵量。蝽飞

行能力较弱，释放后会迅速消灭释放地的目标害虫，

为了避免高密度释放蝽后其食物源紧缺引起蝽

自残而导致天敌昆虫资源浪费，也为减少雌雄虫交配

次数、增加雌虫产卵量以提高蝽的定殖能力，延长

蝽寿命以延长其控害时间，在蝽室外释放过程

中，应控制蝽的单位空间释放量，以减少防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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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数影响显著，从而对后期棉花结铃数有显著影响。

扁秆荆三棱种群密度对棉花产量也有很大影响，主

要体现在棉花结铃数和单铃重的减少，且扁秆荆三

棱种群密度对棉花第６节果枝以上结铃数和单铃重

的影响最大，对棉花第１～３节果枝结铃数和单铃重

的影响最小。可见扁秆荆三棱对棉花株高的影响是

影响棉花结铃数的重要因素之一。扁秆荆三棱种群

密度为２０株／ｍ２时对棉花产量影响不显著，因此应

使扁秆荆三棱种群密度控制在２０株／ｍ２ 以下。扁

秆荆三棱对棉花纤维品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对棉花纤

维马克隆值和纤维成熟度的影响。对棉花的纤维整

齐度、短纤维指数和纤维强度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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