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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概述了烟粉虱捕食性天敌 、寄生性天敌和昆虫病原真菌的研究应用概况 ,并探讨了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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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虱 [ Bem isia tabaci(Gennadius)] ,又称甘薯粉虱 、棉粉虱 ,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重

要害虫之一。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新生物型(B型)
[ 1]
的出现和广泛传布 ,以及抗药

性的迅速发展[ 2～ 4] ,已成为许多国家棉花 、蔬菜和园林花卉等植物的主要害虫[ 5] ,平均每年在

世界各地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3亿美元 ,在美国 10年内所造成的损失超过 10亿美元
[ 6]
。近

年来 ,我国粉虱种群发生动态出现了明显变化 ,B 型烟粉虱有逐年加重危害与蔓延的趋势[ 7] 。

在烟粉虱的治理中 ,生物防治是十分重要的控制手段 ,且烟粉虱的天敌资源丰富 ,各国学者对

其天敌的研究和应用做了较多工作并已在生产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 。本文根据已报道的相关

文献 ,阐述烟粉虱生物防治的研究概况 ,并讨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　捕食性天敌的研究和应用

目前已报道的烟粉虱捕食性天敌约有 114种(隶属 9目 31科),其中瓢虫 24种 、捕食蝽25

种 、草蛉 14种 、捕食螨 17种[ 8] 。虽然天敌种类较多 ,但实际应用的只有少数几种 ,且大部分属

多食性捕食者。Dean等
[ 9]
指出多食性捕食者具有行为可塑性 ,可通过取食多种猎物提高其捕

食作用 ,使种群得以繁衍 。

1.1　瓢虫类

小黑瓢虫(Delphastus catal inae)原产于美国 ,为粉虱的专食性捕食者
[ 10]

,在加州和弗罗

里达等地已成功地应用于控制棉花和圣诞红上的烟粉虱[ 11 , 12] ,并已被引入欧洲和我国福

建
[ 13]

。在室内 ,小黑瓢虫以取食粉虱卵的生殖力最强 ,而在田间取食粉虱若虫时生殖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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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粉虱密度较低时还可取食红蜘蛛等其它猎物[ 12] ,但不能维持种群繁衍[ 14] 。小黑瓢虫能够

捕食已被寄生的粉虱若虫 ,但随着蚜小蜂的发育能被逐渐辨别而嗜食未被寄生的若虫[ 11 , 15] 。

小黑瓢虫已由多家公司生产销售 ,其温室作物推荐释放量为 1头成虫/1.39 ～ 9.29m2[ 16] 。Liu

等
[ 17]
报道小毛瓢虫(Nephaspis oculatus)捕食烟粉虱的潜能虽低 ,但其搜索力明显强于小黑

瓢虫 ,因此当粉虱密度较低时 ,该种瓢虫的种群密度较高。

1.2　捕食蝽类

盲蝽 Macrolophus caliginosus为多食性捕食者 ,取食烟粉虱的卵 、若虫和成虫 ,且更嗜食粉

虱卵[ 18] ;当粉虱密度较低时 , 还可取食某些花卉植物以维持其种群的延续 。在欧洲 , M .

caliginosus已被广泛用于防治烟粉虱和温室白粉虱(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由于该盲蝽

历时 1个多月方能建立种群 ,与丽蚜小蜂(Encarsia formosa)同时释放是保持温室粉虱种群密

度较低的关键措施[ 19] 。目前已在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得到应用。Rabou[ 20]报道在茄子地以 2

头/株的释放量连续释放 3次盲蝽 ,1个月后粉虱种群便可得到有效控制;以 0.5 ～ 1 头/m2 的

释放量每 2周 1 次 ,结合每周释放 1次丽蚜小蜂 ,亦能有效地控制温室番茄粉虱的危害 。此

外 ,斯氏盲走螨(Typhlodromus swirski i)和 Euseius scutalis取食烟粉虱后 ,其内禀增长力比烟

粉虱增大 ,且能在温室单一种植的作物上抑制烟粉虱种群的增长 ,有进一步利用的价值[ 16] 。

2　寄生性天敌的研究与应用

烟粉虱的寄生性天敌资源丰富 , 包括恩蚜小蜂属 (Encarsia)、 桨角蚜小蜂属

(Eretmocerus)、Amitus属和阔柄跳小蜂属(Metaphycus)的许多种类[ 8] ,我国初步调查记录有

19种(主要隶属恩蚜小蜂属和桨角蚜小蜂属)
[ 21]

。

2.1　恩蚜小蜂属

该属种类多为单寄生 ,少数为重寄生或多寄生 。成虫均将卵产在寄主体内[ 22] 。由于丽蚜

小蜂能成功地防治温室白粉虱
[ 23]

,因此 ,国内外学者已做了不少研究与报道 。有关成蜂和幼

虫的生物学特性 、该蜂与粉虱相互作用的种群动态及温室中商业应用的情况等已有综合论

述[ 24] 。不同温度下丽蚜小蜂对烟粉虱的控制潜能研究表明 ,在 16 ～ 28℃范围内利用寄生蜂

是可行的
[ 24 ,25]

。Barro 等
[ 26]
报道了丽蚜小蜂等 5种寄生蜂对烟粉虱的控制作用 ,并探讨了寄

主植物对寄生蜂行为的影响。Rabou[ 27]评价了丽蚜小蜂对烟粉虱的控制效果 ,其寄生率可达

83%左右。此外 ,对比试验显示 ,丽蚜小蜂的 Beltsvilla种群寄生烟粉虱的能力优于 Koppert种

群
[ 28 , 29]

。当温室粉虱和烟粉虱混合发生时 ,Beltsvilla 种群的控制潜能则更佳
[ 23]

。恩蚜小蜂

Encarsia pergandiella 也是报道较多的寄生蜂 。Schuster等[ 30]和 Liu等[ 31]研究了烟粉虱若虫

龄期和寄主植物对其发育和寄生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该蜂可寄生各个龄期的粉虱 ,但对 3 、4

龄若虫的寄生率最高;而作物种类对其发育历期影响不大。Hunter[ 32]研究发现 ,当未被寄生

的粉虱数量和已被寄生的数量相当时 ,该蜂成虫所产的卵以雄性为主;如果未被寄生的粉虱数

量占优势 ,则其后代多为雌性 。此现象有利于寄主-天敌系统的稳定
[ 37]

。

2.2　桨角蚜小蜂属

该属种类均为单寄生
[ 33]

,且多数为产雌孤雌生殖 ,少数也可产雄孤雌生殖
[ 22]

。成蜂在烟

粉虱 1龄若虫腹部下产卵 ,待幼虫孵化后钻入寄主体内并以寄主体液为营养[ 34] 。桨角蚜小蜂

Er .mundus和Er.eremicus是研究应用较多的2个种 , Er.mundus对烟粉虱 2龄若虫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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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及其存活率和羽化率最高 ,寄生 1 龄若虫时发育时间最长[ 35] 。Headrick 等[ 36] 研究了

Er .erem icus的生殖系统及繁殖参数 ,并运用生命表法对其在两种寄主植物上的控制潜能进

行了评价。Er.erem icus既可寄生烟粉虱又可寄生温室粉虱 ,而 Er .mundus不能寄生温室粉

虱。Hoddle等
[ 37]
对 Er.eremicus控制温室圣诞红上烟粉虱的研究表明 ,两种释放技术(高-低

和低-高释放策略)对粉虱的净生殖力 、寄生率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另据报道 ,在西班牙东

南部等地利用该蜂防治番茄和辣椒上烟粉虱的面积已分别达 500hm2 和 1000hm2 。

3　昆虫病原真菌的研究和应用

目前研究报道较多的烟粉虱病原真菌多为丝孢菌纲种类 ,主要有轮枝菌(Vert icil lium)、

拟青霉菌(Paecilomyces)和座壳孢属(Aschersonia)的一些种类 。玫烟色拟青霉菌(P .

fumosaroseus)分布比较广泛 ,能使多种昆虫染病[ 38] 。该菌对烟粉虱卵侵染率很低[ 39] ,对若

虫尤其是低龄若虫侵染率很高 ,对成虫侵染率较低[ 40] ,但在适宜条件下能在成虫中传播流

行[ 41] 。该菌在美国 、印度次大陆等国家的温室和田间的烟粉虱种群中可引起流行病的发

生
[ 42]

。在美国已作为微生物杀虫剂用于扶桑 、一品红等烟粉虱的防治 ,推荐使用量为 3kg/

hm2 ,每隔 5 ～ 7d施用 1次 ,连续使用 2 ～ 4次[ 43] 。蜡蚧轮枝菌(Vert icil lium lecani i)是寄生

蚜虫 、蚧虫和粉虱等的一种虫生真菌[ 44] ,对烟粉虱卵的侵染率极低 ,但对各龄若虫的侵染率很

高[ 45] ,在温室多次使用该菌(4次 / 周)可明显降低甜瓜上烟粉虱的种群数量[ 46] 。在西班牙南

部温室白粉虱和烟粉虱混合发生的地区 , 当地居民在释放 Er.erem icus 和小花蝽 Orius

laev igatus的同时 ,结合使用蜡蚧轮枝菌 ,取得了较好的控制效果。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

可寄生多种昆虫 ,对粉虱主要寄生若虫尤其低龄若虫[ 40 ,47] ,并已在温室和大田试验中显现出

较大的控制潜能 。另据报道粉虱座壳孢菌(Aschersonia aleyrodis)和扁座壳孢菌(A .placenta)

对烟粉虱的侵染率较高 ,并且极易侵染粉虱若虫 ,同时还可引起粉虱成虫和卵的流行病发

生
[ 48]

。

4　结语

烟粉虱的生物防治迄今已有 30年的历史 ,而在我国有关烟粉虱天敌资源的调查 、收集和

研究工作却刚刚起步 。尽管目前世界对烟粉虱的生物防治研究已卓有成效 ,丽蚜小蜂 、小黑瓢

虫 、草蛉及盲蝽等已实现工厂化生产 ,但是就烟粉虱天敌资源及其防治需求而言 ,仍有许多工

作需要加强。例如 ,烟粉虱天敌资源保护技术的研究;天敌 、寄主及寄主植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

不同种天敌之间以及同种天敌不同个体之间的作用机制 ,以及天敌种群复合体的应用技术;烟

粉虱生物防治技术与其传播病毒病之间关系的评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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