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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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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入侵我国的重大害虫，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

的威胁。为挖掘、评估及利用广西地区草地贪夜蛾的寄生蜂天敌资源，于２０１９年８月至１０月、２０２０年８月在南宁

市玉米产区进行了草地贪夜蛾寄生蜂的调查。共发现夜蛾黑卵蜂犜犲犾犲狀狅犿狌狊狉犲犿狌狊（Ｎｉｘｏｎ）和螟黄赤眼蜂

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犮犺犻犾狅狀犻狊Ｉｓｈｉｉ两种卵寄生蜂。两种寄生蜂存在竞争关系，但对草地贪夜蛾卵具有良好的自然寄生效

果，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卵块总寄生率分别为８０．４３％和９１．４９％，卵粒总寄生率分别为６３．８０％和７１．３５％。两种寄生

蜂对卵块的共同寄生的效率高于各自单独寄生的效率。夜蛾黑卵蜂的寄生效率高于螟黄赤眼蜂的寄生效率。两种

寄生蜂具有防控草地贪夜蛾的潜力和价值。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　夜蛾黑卵蜂；　螟黄赤眼蜂；　生物防治；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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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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秋黏虫（ｆａｌｌａｒｍｙｗｏｒｍ），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灰翅夜蛾属犛狆狅

犱狅狆狋犲狉犪，是一种世界性、迁飞性的重大农业害虫，具

有很强的繁殖、迁飞、扩散和适应能力，寄主范围广，

突发为害重［１３］。草地贪夜蛾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４］，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入侵我国云南省，随后迅

速在我国大范围扩散，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



２０２２

的威胁［３，５９］。

目前，我国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治主要依赖于化

学杀虫剂。但化学杀虫剂的长期大量使用，将会带

来“３Ｒ”等负面影响，因此，以生物防治为关键环节

的绿色可持续防控是未来草地贪夜蛾防控的方向。

寄生蜂是生物防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外在草地

贪夜蛾寄生蜂的研究和利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３，１０］。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

围内草地贪夜蛾的天敌寄生蜂有１０科１２０多

种［３，１１］。夜蛾黑卵蜂犜犲犾犲狀狅犿狌狊狉犲犿狌狊（Ｎｉｘｏｎ）、短

管赤眼蜂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狆狉犲狋犻狅狊狌犿 Ｒｉｌｅｙ、岛甲腹

茧蜂犆犺犲犾狅狀狌狊犻狀狊狌犾犪狉犻狊Ｃｒｅｓｓｏｎ、黄带齿唇姬蜂

犆犪犿狆狅犾犲狋犻狊犳犾犪狏犻犮犻狀犮狋犪（Ａｓｈｍｅａｄ）等为主要的优

势寄生蜂［３］，尤其是夜蛾黑卵蜂，已在多个国家被应

用于草地贪夜蛾的防治，并取得了成功［１０，１２１９］。我

国已记录的天敌寄生蜂有１６种
［３，１１］。在我国，广

东、香港、贵州、福建、海南等地先后发现了寄生于草

地贪夜蛾卵的夜蛾黑卵蜂［２０２３］。螟黄赤眼蜂犜狉犻

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犮犺犻犾狅狀犻狊Ｉｓｈｉｉ是被广泛应用于鳞翅目害

虫防治的重要寄生蜂，也被发现可寄生于草地贪夜

蛾卵［２０，２２２３］。

广西是我国草地贪夜蛾为害严重的地区之一。

２０１９年７月，我们在广西南宁市玉米产区发现两种

可寄生草地贪夜蛾卵的寄生蜂———夜蛾黑卵蜂和螟

黄赤眼蜂。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草地贪夜蛾寄

生蜂资源的进一步调查，以期丰富我国草地贪夜蛾

的天敌资源，为广西以及我国草地贪夜蛾的生物防

治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与地点

分别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８月２９日、１０月４

日、１０月１３日和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共进行５次调查。

调查地点位于广西南宁市吴圩镇的玉米田，田块分

散，每块玉米田６６７～２００１ｍ２，田块之间相隔数米，

总面积约４ｈｍ２。

１．２　调查方法

当玉米植株生长至７～１１片叶时，随机选取玉

米田块，２０１９年选取９块，２０２０年选取５块，采用五

点取样法进行调查，每点连续调查２０株玉米的所有

叶片及茎秆，将植株上的草地贪夜蛾卵块连同叶片

全部摘取带回实验室，温度２６℃±１℃，光周期Ｌ∥

Ｄ＝１４ｈ∥１０ｈ下观察其发育情况，如果３～５ｄ后

卵粒颜色变黑（银灰）且未孵出草地贪夜蛾，或羽化

出蜂，则为被寄生；直至寄生蜂全部羽化或卵全部孵

化，或卵全部死亡。记录卵块数量、卵粒数量、被寄

生的卵块数量、被寄生的卵粒数量，计算卵块寄生率

和卵粒寄生率。

１．３　寄生蜂物种鉴定

分别随机选取羽化的形态特征相似的寄生蜂各

１００头，送至中山大学进行物种鉴定。首先利用体

视显微镜观察寄生蜂样品的外部形态特征，对照已

知种寄生蜂的形态描述进行形态学鉴定；然后对形

态学鉴定为夜蛾黑卵蜂的寄生蜂，进行犆犗Ⅰ基因片

段扩增、测序，对形态学鉴定为螟黄赤眼蜂的寄生

蜂，进行犆犗Ⅰ和ＩＴＳ２基因片段扩增、测序，均在

ＮＣＢＩＧｅｎＢａｎｋ上ＢＬＡＳＴ比对，进行分子鉴定。所

用ＰＣＲ引物信息见表１。

表１　草地贪夜蛾卵寄生蜂犆犗Ⅰ基因和犐犜犛２

基因扩增引物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狅犳犆犗Ⅰ犪狀犱犐犜犛２犵犲狀犲犳狉犪犵犿犲狀狋狊狅犳犲犵犵

狆犪狉犪狊犻狋狅犻犱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引物名称

Ｐｒｉｍｅｒ

引物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扩增区域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ＩＦ ＣＡＡＣＡＴＴＴＡＴＴＴＴＧＡＴＴＴＴＴＴＧＧ 犆犗Ⅰ
［２４］

ＣＯＩＲ ＴＣＣＡＡＴＧＣＡＣＴＡＡＴＣＴＧＣＣＡＴＡＴＴＡ

ＩＴＳ２Ｆ ＴＧＴＧＡＡＣＴＧＣＡＧＧＡＣＡＣＡＴＧ ＩＴＳ２［２５］

ＩＴＳ２Ｒ ＧＴＣＴＴＧＣＣＴＧＣＴＣＴＧＡＧ

１．４　数据处理

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软件对数据进行整

理；使用ＳＰＳＳ２２软件，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Ｄｕｎ

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对两种寄生蜂的单独和共同的

卵块寄生率、卵粒寄生率进行差异分析；利用独立样

本狋测验对两种寄生蜂共同寄生卵块中各自的寄生

率进行差异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寄生蜂种类及其寄生特征

羽化的寄生蜂成虫分为黑色和黄（黄褐）色体色

两大类，经形态学鉴定和分子鉴定，为夜蛾黑卵蜂和

螟黄赤眼蜂（图１）。

体黑色寄生蜂（雌蜂）（图１ａ），体长０．５～

０．６ｍｍ。头宽大于胸宽，头顶近复眼处散生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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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褐色，具短毛，１１节；棒节４节，膨大；索节５节，

念珠状，小。翅透明，具浅烟灰色。前翅狭长；亚缘

脉长，具８根刚毛；缘脉短，具２～３根刚毛。后翅细

长，前后缘近平行，缘脉长。足黄褐色，跗节５５５。

形态特征与夜蛾黑卵蜂相符。

体黄（黄褐）色寄生蜂（雌蜂）（图１ｂ），体长不足

０．５ｍｍ。复眼、单眼红色。触角黄褐色，７节；梗节

长于２节索节之和；环节２节，小；索节２节，第２索

节稍长于第１索节；棒节１节，粗长，长于梗节、环节

和索节之和。翅透明，具浅烟灰色。前翅阔圆。后

翅狭长。足黄（黄褐）色，跗节３３３。形态特征与螟

黄赤眼蜂相符。

图１　夜蛾黑卵蜂（犪）和螟黄赤眼蜂（犫）

犉犻犵．１　犜犲犾犲狀狅犿狌狊狉犲犿狌狊（犪）犪狀犱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犮犺犻犾狅狀犻狊（犫）

　
在ＮＣＢＩＧｅｎＢａｎｋ上进行ＢＬＡＳＴ比对，黑色

寄生蜂样品的犆犗Ⅰ基因序列与３５条夜蛾黑卵蜂

犜犲犾犲狀狅犿狌狊狉犲犿狌狊犆犗Ⅰ（犆犗犡１）基因序列的相似性

超过９９％，其中１０条相似性达到１００％，鉴定黑色

寄生蜂样品为夜蛾黑卵蜂。黄（黄褐）色寄生蜂样品

的犆犗Ⅰ基因序列与６条螟黄赤眼蜂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

犿犪犮犺犻犾狅狀犻狊犆犗Ⅰ基因序列的相似性超过９９％；黄

（黄褐）色寄生蜂样品的ＩＴＳ２序列与１２条螟黄赤

眼蜂ＩＴＳ２序列的相似性超过９９％，其中２条相似

性达到１００％，鉴定黄（黄褐）色寄生蜂为螟黄赤

眼蜂。

观察发现，被寄生蜂寄生的草地贪夜蛾卵，颜色

逐渐变深，被夜蛾黑卵蜂寄生的卵约３ｄ后变为银

灰色（图２ａ），被螟黄赤眼蜂寄生的卵约５ｄ后变为

黑色（图２ｂ）；最后羽化的寄生蜂成虫咬破草地贪夜

蛾卵壳爬出。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可以分别单

独寄生草地贪夜蛾卵块（图２ａ、ｂ），也可以共同寄生

同一草地贪夜蛾卵块（图２ｃ、ｄ）。

图２　被寄生的草地贪夜蛾卵块

犉犻犵．２　犘犪狉犪狊犻狋犻狕犲犱犲犵犵犿犪狊狊犲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

　
２．２　两种寄生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寄生

２０１９年调查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对草地

贪夜蛾卵块的自然寄生情况见表２。调查的９块

（次）玉米地中，共获得草地贪夜蛾卵块２８３块，卵粒

１２９５０粒。被寄生的卵块较多，所占比例最高的达

１００％，最低为４７．７３％，平均８０．４３％。被夜蛾黑卵

蜂和螟黄赤眼蜂共同寄生的卵块数量也较多，比例

最高的为８２．３５％，最低为１５．９１％，平均４７．９８％。

两种寄生蜂共同寄生的卵块的卵粒寄生率最高达

１００％，此类卵块占共同寄生卵块的比例最高为

６３．６４％，最低为０，平均２９．８１％。２种寄生蜂单独

寄生的卵块比例相对较低，夜蛾黑卵蜂单独寄生的

卵块比例范围为４．５５％～４７．０６％，平均２４．３４％。

螟黄赤眼蜂单独寄生的卵块比例范围则为０～

１３．６４％，平均７．９９％。２种寄生蜂共同寄生的卵块

的比例显著高于各自单独寄生的卵块的比例，夜蛾

黑卵蜂单独寄生的卵块的比例显著高于螟黄赤眼蜂

单独寄生的卵块的比例。

２０１９年调查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对草地

贪夜蛾卵粒的自然寄生情况见表３。在调查的田块

中，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卵粒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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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总寄生率，最高达 ９１．３０％，最低为

３０．１８％，平均６３．８０％。两种寄生蜂单独寄生草地

贪夜蛾卵块时，夜蛾黑卵蜂的卵粒寄生率最高达

９２．６５％，最低为３８．６８％，平均６６．６５％；螟黄赤眼

蜂的卵粒寄生率最高为７４．１３％，最低为２１．４０％，

平均５２．２８％。两种寄生蜂共同寄生的卵块的卵粒

寄生率较高，最高的达９６．９１％，最低为６９．２８％，平

均８４．３５％；其中，夜蛾黑卵蜂贡献的卵粒寄生率为

５４．３７％，极显著高于螟黄赤眼蜂贡献的卵粒寄生率

２９．９８％。两种寄生蜂共同寄生的卵块的卵粒寄生

率最高，其次为夜蛾黑卵蜂单独寄生的卵块，最低的

为螟黄赤眼蜂单独寄生的卵块，但前两者之间、后两

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２０２０年调查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对草地

贪夜蛾卵块的自然寄生情况见表２。调查的５块玉

米地中，共获得草地贪夜蛾卵块６６块，卵粒３４６０

粒。被寄生的卵块较多，所占比例最高的达１００％，

最低的达８０％，平均９１．４９％。被两种寄生蜂共同

寄生的卵块较少，占比最高的仅为２０．００％，最低的

为１４．２９％，平均１６．６５％。被两种寄生蜂共同寄生

的卵块的卵粒寄生率最高的达１００％，此类卵块占

共同寄生卵块的比例最高为１００％，最低为０，平均

３０％。夜蛾黑卵蜂单独寄生卵块的比例最高为

７８．５７％，最低为２３．０８％，平均４８．６０％。螟黄赤眼

蜂单独寄生卵块的比例最高为５３．８５％，最低为０，

平均２６．２５％。夜蛾黑卵蜂单独寄生卵块的平均比

例最高，其次为螟黄赤眼蜂单独寄生，最低的为两种

蜂共同寄生，但前两者之间、后两者之间差异不

显著。

２０２０年调查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对草地

贪夜蛾卵粒的自然寄生情况见表３。调查的５块玉

米地中，两种寄生蜂对草地贪夜蛾卵粒具有较高的

总寄生率，最高的达８３．７１％，最低的为５２．６４％，平

均７１．３５％。两种寄生蜂单独寄生草地贪夜蛾卵块

时，夜蛾黑卵蜂的卵粒寄生率最高达８３．１９％，最低

为６０．４７％，平均７７．４４％；螟黄赤眼蜂的卵粒寄生

率最高为９２．８６％，最低为４０．６４％，平均７３．６４％。

两种寄生蜂共同寄生的卵块的卵粒寄生率较高，最

高达１００％，最低为８１．４０％，平均８９．５４％；其中，螟

黄赤眼蜂贡献的卵粒寄生率为５５．９６％，显著高于

夜蛾黑卵蜂贡献的卵粒寄生率３３．５７％。两种寄生

蜂共同寄生的卵块的卵粒寄生率最高，其次为夜蛾

黑卵蜂单独寄生的卵块，最低的为螟黄赤眼蜂单独

寄生的卵块，但相互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２　两种寄生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块的寄生统计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犘犪狉犪狊犻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犵犵犿犪狊狊犲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犫狔犜犲犾犲狀狅犿狌狊狉犲犿狌狊犪狀犱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犮犺犻犾狅狀犻狊

调查时间

Ｙｅａｒ

调查田块／

块次

Ｆｉｅｌｄ

卵块总量／块

Ｅｇｇｍａｓｓ

卵粒总量／粒

Ｅｇｇ

卵块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ｇｇｍａｓｓｅｓ

夜蛾黑卵蜂单独寄生

卵块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ｇｇｍａｓｓｅ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ｂｙ犜．狉犲犿狌狊ｏｎｌｙ

２０１９ ９
２８３

（１５～５５）
１２９５０

（７９３～２４２４）
８０．４３±５．５４　
（４７．７３～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４±５．９１）ｂ
（４．５５～４７．０６）

２０２０ ５
６６

（１１～１５）
３４６０

（５６７～８９１）
９１．４９±３．２２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４８．６０±１１．１０）ａ
（２３．０８～７８．５７）

调查时间

Ｙｅａｒ

螟黄赤眼蜂单独寄生卵块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ｇｇｍａｓｓｅ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ｂｙ犜．犮犺犻犾狅狀犻狊ｏｎｌｙ

２种蜂共同寄生卵块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ｇｇｍａｓｓｅ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

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２种蜂共同寄生卵块中卵粒寄生率１００％卵块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１００％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ｅｇｇｍａｓｓｅｓｉｎ

ｔｈａｔ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２０１９
（７．９９±１．７０）ｃ
（０．００～１３．６４）

（４７．９８±７．７２）ａ
（１５．９１～８２．３５）

２９．８１±８．２７　
（０．００～６３．６４）

２０２０
（２６．２５±９．８７）ａｂ
（０．００～５３．８５）

（１６．６５±１．０６）ｂ
（１４．２９～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表中数据，每年数据的上行数据为所有田块数据的总和或平均值±标准误，下行括号中数据为所有单一田块数据的数值范围；同一行数值

后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ｏｆ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ｗｅｒｅＳＵＭｏｒｍｅａｎ±ＳＥ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ｎｅｏｆ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ｗｅｒ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ａｌｌ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ｆｉｅｌｄ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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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种寄生蜂对草地贪夜蛾卵粒的寄生统计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犘犪狉犪狊犻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犵犵狊狅犳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犫狔犜犲犾犲狀狅犿狌狊狉犲犿狌狊犪狀犱犜狉犻犮犺狅犵狉犪犿犿犪犮犺犻犾狅狀犻狊

调查时间

Ｙｅａｒ

调查田块／

块次

Ｆｉｅｌｄ

卵块总量／块

Ｅｇｇｍａｓｓ

卵粒总量／粒

Ｅｇｇ

卵粒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ｓ

夜蛾黑卵蜂单独寄生卵块

的卵粒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ｓ

ｂｙ犜．狉犲犿狌狊狅狀犾狔

２０１９ ９
２８３

（１５～５５）
１２９５０

（７９３～２４２４）
６３．８０±６．７１　
（３０．１８～９１．３０）

　（６６．６５±７．４１）ａｂ
（３８．６８～９２．６５）

２０２０ ５
６６

（１１～１５）
３４６０

（５６７～８９１）
７１．３５±６．４２　
（５２．６４～８３．７１）

（７７．４４±４．３３）ａ
（６０．４７～８３．１９）

调查时间

Ｙｅａｒ

螟黄赤眼蜂单独寄生卵

块的卵粒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ｓ

ｂｙ犜．犮犺犻犾狅狀犻狊ｏｎｌｙ

２种蜂共同寄生卵块

的卵粒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ｓ

ｉｎｍａｓｓｅ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

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２种蜂共同寄生卵块中夜蛾

黑卵蜂的卵粒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犜．狉犲犿狌狊

ｉｎｍａｓｓｅ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

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２种蜂共同寄生卵块中螟黄

赤眼蜂的卵粒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犜．犮犺犻犾狅狀犻狊

ｉｎｍａｓｓｅ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

ｂｙｔｈｅｔｗｏ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２０１９
（５２．２８±７．７０）ｂ
（２１．４０～７４．１３）

（８４．３５±３．７２）ａ
（６９．２８～９６．９１）

　５４．３７±２．６４

（４２．６６～６５．３９）
２９．９８±３．４３　
（１８．３４～５０．６０）

２０２０
（７３．６４±１１．３８）ａ
（４０．６４～９２．８６）

（８９．５４±３．０２）ａ
（８１．４０～１００．００）

３３．５７±１０．４７

（４．６７～６６．６７）
５５．９６±９．２３

（２３．６１～８２．６７）

　１）表中数据，每年数据的上行数据为所有田块数据的总和或平均值±标准误，下行括号中数据为所有单一田块数据的数值范围；同一行数值

后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和分别表示同一行相邻数据在０．０５和０．００１水平上差异

显著（狋测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ｏｆ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ｗｅｒｅＳＵＭｏｒｍｅａｎ±ＳＥ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ｉｎｅｏｆｅａｃｈｙｅａｒｗｅｒ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ａｌｌ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ｆｉｅｌｄ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ｂｙ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ｉｎｅａｔ０．０５ａｎｄ０．００１ｌｅｖｅｌｂｙ狋ｔ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　讨论

寄生蜂是害虫重要的寄生性天敌类群，在害虫

的有效防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草地贪夜蛾的寄

生蜂包括１０科１２０多种，其中卵寄生蜂夜蛾黑卵蜂

和一些赤眼蜂，以及部分茧蜂科、姬蜂科的卵 幼虫、

幼虫寄生蜂为主要的优势种类［２２］。

本项调查在广西玉米产区发现２种草地贪夜蛾

卵寄生蜂，分别为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夜蛾

黑卵蜂在国外，尤其在美洲国家广泛分布，是草地贪

夜蛾的优势寄生蜂，并且被成功应用于草地贪夜蛾

的防控［１０，１２１９］。螟黄赤眼蜂寄生草地贪夜蛾的研究

在国外也有报道，但寄生效果较差［２６２８］。赤眼蜂类

的优势寄生蜂主要为短管赤眼蜂［３，２９３０］。草地贪夜

蛾入侵我国时间不长，但已有学者发现此２种寄生

蜂寄生于草地贪夜蛾。我国最早于２０１９年４－７月

在广东和香港采集到寄生于草地贪夜蛾卵的夜蛾黑

卵蜂和螟黄赤眼蜂［２０］。之后霍梁霄等［２１］在贵州发

现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具有寄生现象。王竹红

等［２２］在福建采集到寄生于草地贪夜蛾卵的夜蛾黑

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唐继洪等［２３］在海南发现夜蛾

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寄生于草地贪夜蛾。本项调查

还发现，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可以共同寄生于

同一草地贪夜蛾卵块。李志刚等［２０］在广州的田间

调查也发现相同现象。相信随着调查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和完善，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眼蜂寄生于草地

贪夜蛾的现象将会在我国更多地区被发现。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夜蛾黑卵蜂和螟黄赤

眼蜂各自单独的卵粒寄生率，２种寄生蜂寄生于同

一草地贪夜蛾卵块时具有较高的卵粒寄生率；同时，

夜蛾黑卵蜂的寄生效率高于螟黄赤眼蜂的寄生效

率。２种寄生蜂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此现象在２０１９

年更为明显。王竹红等［２２］和唐继洪等［２３］的调查研

究也发现夜蛾黑卵蜂比螟黄赤眼蜂具有更好的寄生

效果。另有研究报道，夜蛾黑卵蜂相比于草地贪夜

蛾的另一优势寄生蜂———赤眼蜂属的短管赤眼蜂，

同样处于优势［２７］。导致此现象可能的原因，一是夜

蛾黑卵蜂在草地贪夜蛾原产地就是优势寄生蜂，寄

主范围较窄，具有高度的寄主选择性［２３，３１］，在我国

原本主要寄生于与草地贪夜蛾亲缘关系接近的斜纹

夜蛾犛．犾犻狋狌狉犪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甜菜夜蛾犛．犲狓犻犵狌犪

（Ｈüｂｎｅｒ）等，这使得其相对于螟黄赤眼蜂具有更高

的寄生效率；二是夜蛾黑卵蜂可寄生整个卵块，而赤

眼蜂难以寄生内层卵粒［２２，３３］；因此，夜蛾黑卵蜂较

螟黄赤眼蜂具有更好的寄生效果。螟黄赤眼蜂是多

种鳞翅目害虫的寄生蜂，随着草地贪夜蛾的入侵扩

·９６２·



２０２２

散，将对草地贪夜蛾的适应性逐渐增强，提高其寄生

效率，但这２种寄生蜂之间的竞争关系有待进一步

研究。

本调查研究发现，２种寄生蜂对草地贪夜蛾卵

具有较高的总寄生率，卵块寄生率平均达８０．４３％

（２０１９年）、９１．４９％（２０２０年），甚至有田块的卵块寄

生率达到１００％；卵粒寄生率平均达６３．８０％（２０１９

年）、７１．３５％（２０２０年），最高寄生率达９１．３０％。夜

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具有较好的寄生效果。国

外许多研究表明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具有较

高的自然寄生率［１２１３，１６１９］。在我国，有研究报道，海

南地区２０１９年４－７月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

粒的平均自然寄生率为２８．９％
［２３］；贵州凯里市

２０１９年５－７月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块的自

然寄生率为１２．５０％
［２５，３４］，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夜蛾黑卵

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块和卵粒的平均自然寄生率约为

２３．０８％和５．１４％
［３５］。霍梁霄等［２１］进行室内试验

发现，５头夜蛾黑卵蜂对草地贪夜蛾卵的平均卵粒

寄生率达９５％以上。夜蛾黑卵蜂已在多个国家被

成功应用于草地贪夜蛾的防治［１３１７，１９，３６］。赵旭

等［３５］在贵州地区释放夜蛾黑卵蜂后，其对草地贪夜

蛾的卵块寄生率高达１００％，卵粒寄生率也达８０％

以上。本调查研究发现螟黄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卵

也有良好的寄生效果。据国外早期报道，螟黄赤眼

蜂对草地贪夜蛾卵粒的寄生率不到５％
［２６２７］；而最

近报道显示，在肯尼亚螟黄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卵

粒的寄生率为２０．９％
［２８］。在我国，调查结果显示，

海南地区２０１９年４－７月螟黄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

卵粒的平均自然寄生率为５．０％
［２３］，山东滕州地区

２０１９年８－９月螟黄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卵块和卵

粒的平均自然寄生率为３５．９％和３５．０％
［３７］。在我

国，也进行了一些释放螟黄赤眼蜂防治草地贪夜蛾

的试验。杨建国等［３７］在山东释放螟黄赤眼蜂后，其

对草地贪夜蛾卵块和卵粒的寄生率达到７２．７％和

８３．７％；我们在广西南宁玉米产区释放螟黄赤眼蜂

防治草地贪夜蛾，也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效果（数据未

发表）。２种寄生蜂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对草地贪

夜蛾卵的寄生效果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寄生蜂种

群数量和益害比、寄生蜂的适应性以及其他的环境

因素的差异导致。自然寄生、室内试验、田间放蜂的

不同研究方式，也导致了上述研究的不同寄生效果。

鉴于不同地区调查螟黄赤眼蜂田间防效明显不同，

关于螟黄赤眼蜂对草地贪夜蛾的寄生效能评价尚需

更严密的试验进行进一步评估。

寄生蜂是害虫绿色可持续防控的重要因子。本

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表明，夜蛾黑卵蜂和螟黄

赤眼蜂均具有防治草地贪夜蛾的巨大潜力和利用价

值。我们应在使用化学农药应急的同时，注重保护

和利用这两种寄生蜂，并开发和完善其人工繁殖和

释放技术，从而对草地贪夜蛾进行长效、环保、安全

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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