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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蛾卵饲养东亚小花蝽的关键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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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实验室条件下，评价了以米蛾 Corcyra cephalonica 卵作为东亚小花蝽 Orius sauteri 替代饲料的饲养

效率及其对米蛾卵的取食量等，探讨了成虫最佳饲养密度和最佳产卵基质等繁殖关键技术点。结果发现，东亚

小花蝽取食米蛾卵可以满足全世代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单雌均产卵量为 70. 5 ± 4. 2 粒，种群指数为 22. 18; 东

亚小花蝽雌成虫一生需要取食米蛾卵 183. 8 ± 5. 4 粒; 以每对成虫 50 cm3的空间密度饲养东亚小花蝽成虫时，其

单雌产卵量最多 ( 70. 2 ± 3. 2 粒) ，与雌成虫单头饲养时的产卵量 ( 70. 5 ± 4. 2 粒) 相近; 在供试的四种产卵基

质中，东亚小花蝽偏好选择白芸豆 Phaseolus Bulgaris 嫩茎和具叶柄叶片作为产卵基质，其卵的孵化率可达

91. 76%，显著高于发芽的蚕豆 Vicia faba 种子和夏至草 Lagopsis supina 嫩茎。以上研究结果可为东亚小花蝽的规

模化饲养提供有价值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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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ur researches，we evaluated the feeding efficiency of Orius sauteri fed on C. cephalonica
eggs，and the consumption of C. cephalonica eggs，identified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optimum rearing
density and oviposition substrates. These studies founded that O. sauteri fed on C. cephalonica eggs could
compe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 The average amount of spawning per female was 70. 47 ±
4. 21，and the population index was 22. 18; About 183. 76 ± 5. 43 eggs of C. cephalonica were consumed
in O. sauteri's lifetime; the optimum rearing density of O. sauteri adult was 50 cm3 per couple，and the
average amount of spawning per female was about 70. 17 ± 3. 17 at this rearing density，which was no
significate difference with that female reared alone. O. sauteri prefered laying eggs in immature stem and
leaves ( petiole included ) of white kidney bean ( Phaseolus bulgaris )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substrates ( germinated Vicia faba seeds and Lagopsis supina stems ) ． The hatching rate was upto
91. 76%，which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ve mentioned could be
valuetechnical base in mass rearing of O. sauteri.
Key words: Orius sauteri; Corcyra cephalonica eggs; population index; rearing density;

oviposition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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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小花蝽 Orius sauteri ( Poppius) 属半翅目

Hemiptera 花蝽科 Anthocoridae，是农、林小型害虫

的优势天敌，其成虫和若虫均可捕食叶螨、蚜虫、
粉虱、蓟马等小型节肢动物及多种鳞翅目害虫的

卵及初其孵幼虫 ( Ｒiudavets，1995 ) 。东亚小花蝽

主要 分 布 在 东 亚 及 俄 罗 斯 的 远 东 地 区 ( Wang
et al. ，2002) ，在该地区的蔬菜、果树、花卉以及

农 田 生 态 系 统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 ( Yano，

1996) 。在日本，东亚小花蝽已经成功用于农田生

态系统，如温室中茄子上的南黄蓟马 Thrips palmi
Karny 等的控制 ( Kawai，1995; Hemerik and Yano，

2010) 。目前欧美一些天敌公司已经实现了对美洲

小花蝽 O. insidiosus ( Say) ，O. laevigatus ( Fieber) ，

O. majusculus ( Ｒeuter ) 等小花蝽的商品化生产，

并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尤其对温室蓟马起到了

很好的控制效果 ( Van et al. ，1997 ) 。另外，2013
年夏季作者在北京温室茄子大棚释放东亚小花蝽，

其对二斑叶螨、朱砂叶螨、西花蓟马和粉虱也均

表现出良好的控害效果 ( 数据未发表) 。因此，东

亚小花蝽是一种极具应用价值的杂食性天敌昆虫。
为了满足东亚小花蝽的生物防治需求，多年

来国内外相继开展了众多东亚小花蝽的人工饲养

应用基础研究，如东亚小花蝽的生物学特性、生

长发育、生活规律等。为了实现东亚小花蝽的规

模化饲养，科研工作者针对小花蝽的替代饲料进

行了大量研究: 前人曾利用害螨、蚜虫、蓟马等

昆虫和螨类等动物源饲料，以及植物花粉、嫩玉米

粒、啤酒酵母液等植物源饲料和微胶囊等人工饲

料饲养东亚小花蝽 ( 周伟儒和王韧，1989; Kohno
and Kashio，1998) ，但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消极

影响，未能达到规模化饲养的目的。鳞翅目昆虫

的卵是东亚小花蝽喜欢取食的饲料之一 ( Yano，

2002) 。在欧洲、印度等地科学工作者以鳞翅目昆

虫地中海粉斑螟 Ephestia kuehniella 卵和印度谷斑

螟 Plodia interpunctella 卵作为替代饲料成功实现了

小花蝽 的 规 模 化 饲 养 ( 周 伟 儒 和 王 韧，1989;

Cocuzza，1997; Yano et al. ，2002; Oliveira et al. ，

2004; Bonte and De Clercq，2010) 。但这两种鳞翅

目昆虫非我国原产，并且在我国引种定殖扩繁受

环境条件和寄主植物的局限性，很难形成规模。
目前国内尚没有成熟的规模化饲养东亚小花蝽的

技术手段，尚不能提供批量产品用于田间害虫的

控制，无法满足我国设施农业和绿色农业的发展

需要。

米蛾 Corcyra cephalonica 是我国常见的鳞翅目

蜡螟科仓储性害虫，具有饲养方便，成本低等特

点，并已经能够大规模繁殖。前期研究表明，米

蛾卵可以满足东亚小花蝽完成世代发育对营养的

需求 ( 周伟儒和王韧，1989 ) ，但是相关研究没有

明确以米蛾卵饲养东亚小花蝽的适宜产卵基质及

其对米蛾卵的取食量以及适宜的饲养密度等相关

问题。因此，本研究以米蛾卵作为东亚小花蝽的

替代饲料，针对米蛾卵饲养东亚小花蝽的相关参

数、对米蛾卵的取食量、适宜的饲养密度以及东

亚小花蝽适宜产卵基质的筛选等进行了相关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虫源

东亚小花蝽: 成虫采集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玉米试验田内，后在室内养虫笼 ( 50 cm × 50 cm
×50 cm) 内建立种群。每天供以足量的新鲜米蛾

卵为饲料，白芸豆叶片 ( 带完整叶柄，叶柄处包

裹湿润的脱脂棉保鲜) 为产卵基质。东亚小花蝽

发育至成虫期后于叶片上添加 10% 蜂蜜水作为补

充饲料。定期移出已产卵的芸豆叶片，放入上述

相同的养虫笼内孵化并按上述方法饲养。饲养三

代以上供试。
米蛾: 在 室 内 ( 温 度: 25℃ － 28℃，湿 度:

60% －80% ) ，利用玉米粉: 豆粉: 麦麸按重量为

7∶2∶1 的比例配置饲料进行人工饲养，幼虫饲养

在 455 mm ×325 mm ×40 mm 的养虫盒内，待幼虫

羽化后，收集成虫于 100 mm × 50 mm 的纱网小袋

内待 其 产 卵，每 天 收 集 新 鲜 米 蛾 卵，并 制 作 成

10 mm ×10 mm 大小的卵卡 ( 每张卡 10 粒卵) ，后

紫外灯灭活供试。
1. 2 供试器具及试验条件

养虫笼: 吉林新天地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人工气候培养箱: SANYO，MLＲ －351H;

东亚小花蝽的饲养条件: T = 25 ± 1℃ ; L∶D
=16∶8; ＲH =75 ± 5 %。除个别说明，该试验均

在上述条件下进行。
1. 3 试验方法

1. 3. 1 米蛾卵饲喂东亚小花蝽的相关参数研究

取同 一 时 间 段 ( 5 h 内) 东 亚 小 花 蝽 卵 共

108 粒，于上述相同设置的培养箱内持续饲养，记

录其孵化时间和孵化数量，孵化出的一龄若虫在

培养皿 ( 直径 9 cm) 内单头饲养，培养皿内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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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湿的脱脂棉提供水分，80 目纱网封口，每天提

供足 量 新 鲜 米 蛾 卵， 每 天 观 察 3 次 ( 6 ∶ 00，

14∶ 00，22∶ 00 ) 记录其若虫各龄期的蜕皮时间、
羽化时间及存活数量。试验成虫的寿命研究对象

为交配过的雌成虫 ( 雌成虫是种群的繁殖的关键

因子，且雄虫寿命相对较短) 。试验至东亚小花蝽

全部死亡。
1. 3. 2 东亚小花蝽对米蛾卵的取食量试验

取同一时间段 ( 5 h 内) 孵化的东亚小花蝽若

虫 23 头，分别置于直径 2. 2 cm 高 1. 0 cm 的培养

皿内单头饲养，并置于同上设置的人工培养箱内，

每天每头提供足量 ( 20 粒，约 0. 75 g) 的新鲜米

蛾卵卡 ( 10 粒 /卡) 和润湿的脱脂棉球提供水分，

每天定时记录其蜕皮及取食量 ( 显微镜观察: 米

蛾卵卵壳塌陷干瘪视为被取食) 。若虫羽化后雌成

虫和雄成虫配对 24 h 后分离单头饲养雌成虫，并

提供白芸豆具叶柄叶片作为其产卵基质，每天更

换产卵基质，每天为雌成虫提供足量米蛾卵20 粒，

每天定时记录雌成虫对米蛾卵的取食量。该试验

中以雌成虫个体为研究对象 ( 雌成虫是种群的繁

殖的关键因子，其取食量直接关系到卵的营养供

给是否充足) 。
1. 3. 3 东亚小花蝽最佳饲养密度的研究

取同一时间段 ( 12 h) 羽化的东亚小花蝽进

行雌雄配对，在直径 10 cm 高 10 cm 的塑料养虫盒

内 进 行。设 置 四 个 饲 养 密 度 梯 度 5 对 /盒，

10 对 /盒，20 对 /盒，30 对 /盒。在雌虫产卵期每

天定时更换新鲜产卵基质，计数已经产卵的产卵

基质上卵的数量，每个处理重复 5 次。
1. 3. 4 产卵基质的筛选

取同一时间段 ( 12 h) 羽化未交配的东亚小

花蝽雌雄各个体 15 头，随机进行雌雄配对，分别

在 15 个直径 10 cm，高 10 cm 的饲养盒内成对饲

养，80 目纱网封口，置于培养箱内。我们以下列

预处理的植物组织作为产卵基质的选择试验对象:

白芸豆嫩茎 1 个 ( 发芽的芸豆种子主茎长至 6 cm
左右，截取 5 cm 用做产卵基质) 、白芸豆叶片 1 个

( 选择真叶，叶柄约 5 cm) 、发芽的蚕豆种子 2 粒

( 根部约 2. 5 cm) 、夏至草嫩茎 1 个 ( 约 5 cm) ，

以上供试产卵基质均用湿润的脱脂棉包裹基部保

湿，于东亚小花蝽产卵期放入饲养容器内。每天

提供足量的新鲜米蛾卵 ( 30 粒 /盒) ，并更换产卵

基质; 在显微镜下记数已取出产卵基质上的着卵

量，然后将其置于相同设置的培养箱内饲养，定

期给保湿脱脂棉加水以保证产卵基质的新鲜，记

录其孵化率及各产卵基质的保湿特点。试验至成

虫停止产卵结束。重复 5 次。
1. 4 数据统计与分析

东亚小花蝽的产卵量、发育历期、其对米蛾

卵的取食量等的平均数均为 Mean ± SE; 不同产卵

基质上产卵量的比较及最佳饲养密度筛选试验中

不同密度下单雌平均产卵量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 析 ( P = 0. 05 ) ， 上 述 数 据 处 理 均 采 用

SPSS 18. 0进行分析 ( Allen and Bennett，2010)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米蛾卵饲喂对东亚小花蝽发育的影响

表 1 的参数可以看出，米蛾卵饲养的东亚小

花蝽 的 平 均 发 育 历 期 为 28. 9 天; 种 群 指 数 为

22. 18; 幼期累计存活率为 64. 81%，其中，低龄

若虫的存活率低于高龄若虫，存活率从低到高依

次 为: 1 龄 若 虫 ( 82. 83% ) 、 2 龄 若 虫

( 91. 46% ) 、 3 龄 若 虫 ( 96% ) 、 4 龄 若 虫

( 98. 61% ) 、5 龄若虫 ( 98. 59% ) 。其中 1 龄和 2
龄若虫的存活率较低可能是因为 1、2 龄若虫体型

微小，行动力弱，容易在培养皿内形成的水膜中

溺亡。因此要特别注意低龄若虫饲养的湿度控制，

提高若虫成活率。

表 1 米蛾卵饲喂东亚小花蝽的相关参数

Table1 The parameters of Orius sauteri fed on eggs of Corcyra cephalonica

起始数量 ( n)

Initial population
死亡虫数

Mortality
历期 ( d)

Development duration
孵化率 /存活率 ( % ) *

Hatch ability /Survival rate

卵 Eggs ( N1 ) 108 9 2. 4 ± 0. 2 91. 67

L1 99 17 3. 0 ± 0. 6 82. 83

L2 82 7 2. 0 ± 0. 9 9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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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起始数量 ( n)

Initial population
死亡虫数

Mortality
历期 ( d)

Development duration
孵化率 /存活率 ( % ) *

Hatch ability /Survival rate

L3 75 3 2. 1 ± 1. 0 96. 00

L4 72 1 1. 3 ± 0. 3 98. 61

L5 71 1 1. 9 ± 0. 3 98. 59

雌成虫 ( ♀) Female 34 0 16. 0 ± 1. 6 100

雌雄比 ( ♀: ♂)

Female ratio
1∶1. 12

寿命 ( ♀，d)

Longevity ( mated)
28. 9 ± 1. 3

成虫获得率 ( % )

Adults rate
64. 81

单雌平均产卵量

Average spawning per female
70. 5 ± 4. 2

累计产卵量 ( N2 )

Fecundity
2396

种群增长指数＊＊

Population index
22. 18

注: 存活率 ( % ) = n ( Ln +1 ) /n ( Ln ) * 100% ; ＊＊种群增长指数 = 下一代卵粒数 ( N2 ) /上一代卵粒数 ( N1 ) ( 不考虑

种群衰退现象且假定两代的孵化率相同; 吴坤君等，1978) 。Note: * Survival rate ( % ) = n ( Ln +1 ) /n ( Ln ) * 100% ; ＊＊

Population index = eggs of F2 ( N2 ) /eggs of F1 ( N1 ) ( Ignoring th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assuming the hatchabilities of F1 and F2
are the same. )

2. 2 东亚小花蝽对米蛾卵的取食量

研究发现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雌性东亚小

花蝽一生可取食米蛾卵 136. 9 粒。东亚小花蝽对米

蛾卵的取食量随着龄期的增加而增加 ( 表 2 ) ，其

中 1 龄和 2 龄东亚小花蝽日均取食量相近，分别为

2. 5 粒 /d 和 2. 7 粒 /d; 3 龄和 4 龄若虫日均取食量

分别是 5. 0 粒 /d 和 5. 9 粒 /d; 在若虫期，5 龄若虫

的日均取食量最多为 8. 0 粒 /d; 雌成虫的日均取

食量为 8. 4 粒 /d。

表 2 东亚小花蝽对米蛾卵的取食量

Table 2 The Orius sauteri consumption of Corcyra cephalonica eggs

龄期

Instar

指标 Items

重复数

Ｒeplications
日均取食量

Food consumption per day
龄期内取食总量

Total consumption every instar

一龄若虫 1stnymph 23 2. 5 ± 0. 2 7. 5 ± 0. 2

二龄若虫 2ndnymph 20 2. 7 ± 0. 2 5. 6 ± 0. 2

三龄若虫 3rdnymph 18 5. 0 ± 0. 2 10. 0 ± 0. 3

四龄若虫 4thnymph 18 5. 9 ± 0. 3 7. 9 ± 0. 4

五龄若虫 5thnymph 18 8. 0 ± 0. 2 15. 2 ± 0. 6

♀ 8 8. 4 ± 0. 4 136. 9 ± 1. 3

世代取食总量

Consumption in lifetime
183. 7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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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东亚小花蝽的饲养密度

表 3 结 果 说 明， 饲 养 密 度 为 5 头 /盒、
10 头 /盒、15 对 /盒三个处理中，东亚小花蝽的单

雌平均产卵量分别为: 68. 8 粒、69. 7 粒和 70. 2
粒、，三者间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均显著高于 20
头 /盒 ( 52. 3 粒) 和 25 头 /盒 ( 38. 4 粒) 处 理

( P ＜ 0. 05) 。

表 3 不同饲养密度下东亚小花蝽的单雌平均产卵量

Table 3 The average fecundity of Orius sauteri per
female in differente rearing density

饲养密度 ( 对 /盒)

Ｒearing density( Couple /box)

单雌平均产卵量

Oviposition quantity per female

5 68. 8 ± 7. 2 a

10 69. 7 ± 7. 0 a

15 70. 2 ± 3. 2 a

20 52. 3 ± 9. 9 b

25 38. 4 ± 20. 4 c

2. 4 产卵基质的筛选

定量和定性的试验观察结果 ( 表 4) 可见，在

供试的四种产卵基质中，白芸豆叶片 ( 具叶柄)

因其着卵量显著高于其他三种产卵基质，说明四

种产卵基质共存时，东亚小花蝽更喜欢在白芸豆

叶片上产卵，且卵的孵化率达 98. 1%，同时其具

有易于保鲜、室内培育方便、可周年供应等优点，

因此较其他三种产卵基质，白芸豆具叶柄叶片更

适合作为东亚小花蝽规模化饲养的产卵基质。白

芸豆嫩茎虽然着卵量不多，但是保湿效果好，卵

的孵化率很高，可以和白芸豆叶片混合使用，这

样也提高了白芸豆的利用率。试验发现发芽的蚕

豆种子其着卵量显著低于白芸豆叶片的着卵量 ( P
＜ 0. 05) ，且由于其保鲜效果不易掌握，造成其孵

化率仅为 67. 3% ; 同样夏至草叶片保鲜效果不佳，

易萎蔫，且仅春夏季可在野外采集到，实验室培

育困难，因此后二者不适宜作为规模化饲养东亚

小花蝽的产卵基质。

表 4 东亚小花蝽产卵基质的筛选

Table 4 Optimization of oviposition substrates for Orius sauteri

白芸豆嫩茎

Sprout of WKB*

白芸豆叶片

Leaves of WKB
发芽的蚕豆种子

Germinated broad bean seeds
夏至草嫩茎

Sprout of L. supina

产卵量＊＊

Total fecundity
159. 2 ± 19. 8 c 534. 6 ± 26. 3 a 136. 6 ± 15. 8 c 248. 6 ± 21. 0 b

孵化率 ( % )

Hatch ability
90. 6 ± 12. 3 91. 7 ± 8. 4 67. 3 ± 18. 3 75. 8 ± 16. 9

着卵部位

Ovipsition
多产卵于茎部

突起部位附近
叶柄、叶脉

多位于幼根基部，

部分产于根毛上
多位于叶腋处

保湿效果

Moisture
好 好 差 差

注: * WKB = 白芸豆; ＊＊15 对东亚小花蝽产卵总量的平均数。Note: * WKB = white kidney bean; ＊＊The average of the eggs of 15
O. sauteri couples.

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实验研究天敌昆虫规模化饲养的关键技

术有助于指导天敌昆虫的规模化饲养。成虫获得

率、发育历期、单雌产卵量和雌成虫寿命等均是

评价饲养效果的重要指标，它们可以有效的确定

天敌的饲养周期和饲养成本。
成虫获得率是评定天敌饲养效率的重要指标

之一。周伟儒和王韧 ( 1989 ) 曾利用米蛾卵和水

在 27℃ 和 ＲH 70% 的条件下饲养东亚小花蝽，其

成虫获得率为 64. 6%，本研究的结果 ( 64. 81% )

与其相似。成虫获得率的高低取决于其若虫各龄

期的存活率的高低，作者在试验中观察发现主要

是 1 龄和 2 龄若虫的死亡率较高，分析原因有二:

一是低龄若虫个体微小，容易溺亡在饲养器皿内

壁形成的水膜上; 二是在饲养过程中由于若虫生

长发育的不均一性，也会出现较大个体攻击较小

个体致死的现象。因此，增加东亚小花蝽低龄幼

虫的成活率对于提高人工饲养繁殖效率具有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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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为了增加东亚小花蝽各龄期的存活

率，保证其生长的适宜环境是必要的。温度和湿

度又是影响昆虫生长发育速率的重要环境因素。
于毅等 ( 1998 ) 的研究发现东亚小花蝽在 20 －
28℃的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其发育速率加快，

发育历期缩短。本 研 究 中 设 置 温 度 为 25 ± 1℃，

ＲH 75 ± 5%，东亚小花蝽若虫发育历期为 12. 9 d，

略长于周伟儒和王韧 ( 1989) 在 27℃，ＲH70% 的

条件下同样以米蛾卵饲喂的结果 ( 10. 08 d) ，与

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同样，不同饲料处理对于小

花蝽的生长发育也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同

Jeffrey 等 ( 1998 ) 利 用 地 中 海 粉 斑 螟 Ephestia
kuehniella 卵饲养的东亚小花蝽的结果 ( 12. 0 d)

相近，却短于 Yano 等 ( 2002 ) 14. 0 d 的发育历

期; Jeffrey 等 ( 1998 ) 供试的产卵基质与本研究

相同均为采用白芸豆叶片，而 Yano 等 ( 2002) 则

利用发芽的蚕豆种子作为产卵基质。本研究中的

雌成虫 寿 命 ( 16. 0 d ) 略 长 于 Yano 等 ( 2002 )

( 13. 7 d) 和 Jeffrey 等 ( 1998 ) ( 13. 9 d) 的研究

结果。基于以上结果分析，东亚小花蝽的生长发

育速率和发育历期可能受温度、湿度、饲料、产

卵基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因此在东亚

小花蝽的规模化饲养研究中，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的影响有助于筛选出适合繁殖东亚小花蝽的最佳

条件。
东亚小花蝽的产卵量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Yano ( 2002) 等的研究报道，东亚小花蝽的单雌

平均 产 卵 量 为 103. 9 粒，远 高 于 本 研 究 结 果 的

70. 47 粒与 Jeffrey 等 ( 1998 ) 的 68. 4 粒; 东亚小

花蝽的产卵量在本研究中利用米蛾卵和 Jeffrey 等

( 1998) 利用地中海粉斑螟卵两种不同替代寄主间

差异不大，但均明显低于 Yano 等 ( 2002) 研究结

果。是供试的昆虫种群不同、产卵基质影响、抑

或是试 验 条 件 差 异 而 致? 仍 需 要 进 一 步 研 究 和

分析。
在天敌人工大量饲养中，精准掌握其不同龄

期的日取食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利用米蛾卵作

为替代寄主的东亚小花蝽的取食量研究尚未见报

道。本研究的各龄期取食量及其历期等结果可用

于指导制定东亚小花蝽及其寄主的繁殖计划，精

准控制米蛾卵的日供给量，可有效避免饲料的浪

费，降低饲养成本。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昆虫为了获得适宜的

生长发育及繁殖条件，存在种内竞争，昆虫种内

斗争是其对外界压力的一种适应性表现 ( Klomp
1964) 。在天敌昆虫 ( 特别是捕食性天敌) 大量人

工繁殖中，饲养的空间密度是影响繁殖效率的重

要因素之一，也是控制产量和质量的关键环节。
研究发现动物间的自相残杀多由于食物不足、个

体种 群 的 密 度 变 化 及 龄 期 变 化 等 因 素 ( Fox，

1975) ; 宋丽文等 ( 2010) 的研究发现不同饲养密

度对蠋蝽 Arma chinensis 若虫各龄期发育历期的影

响无规律，不同饲养密度对蠋蝽生殖力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密度过高或过低都显著降低其生殖力。
但是，关于东亚小花蝽的饲养密度的研究尚未见

相关报道。作者在研究中观察到东亚小花蝽个体

间存在自残现象。本研究结果表明每对 50 cm3 的

密度饲养东亚小花蝽成虫时，其种间个体对空间

和食物的竞争最小，其单雌产卵量也最高。这对

于确定规模化饲养密度，提高空间和食物的利用

率，降低饲养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确定东

亚小花蝽的最佳饲养密度也是解决规模化饲养东

亚小花蝽的关键点之一。
小花蝽具有将卵产于植物组织中的习性，因

此产卵基质的筛选也是规模化饲养东亚小花蝽的

关键点之一。对此国内外工作者已经做了很多相

关研究，例如 Ｒichards 和 Schmidt ( 1996 ) 利用四

季豆 Phaseolus vulgaris L. 茎、四季豆荚、土豆嫩

芽作为美洲小花蝽的产卵基质，研究发现美洲小

花蝽更 偏 好 在 四 季 豆 茎 上 产 卵; 在 相 对 湿 度 为

100%的条件下，美洲小花蝽卵 Oriush insidiosus 在

四季豆荚上卵的孵化率最高为 59%，其显著高于

相 同 条 件 下 土 豆 嫩 芽 ( 39% ) 和 四 季 豆 茎

( 29% ) 。研究发现四季豆荚在高湿状态下容易腐

烂变质，降低了小花蝽卵的孵化率 ( Ｒichards and
Schmidt，1996) 。周伟儒等 ( 2001 ) 利用黄豆芽、
寿星花嫩茎及燕子掌叶片作为东亚小花蝽的产卵

基质的研究时发现黄豆芽易萎蔫干枯，不能保证

小花蝽卵和低龄幼虫对植物源饲料的需求，且干

枯黄豆芽不便于清理; 燕子掌叶片和寿星花上小

花蝽卵的孵化率分别为 70% 和 75%，本研究中利

用白芸豆具叶柄叶片上东亚小花蝽卵的孵化率可

高达 91. 67%，而具叶柄的白芸豆叶片的保湿时间

可持续一周以上，完全可以保证东亚小花蝽卵的

孵化和幼虫对水分及植物源食物的需求，可作为

东亚小花蝽规模化生产的适宜产卵基质。
一直以来，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备受关注，

对害虫生物防治技术和产品的需求也日趋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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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小花蝽作为一种优质的捕食性天敌昆虫，其

产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其规模化繁殖技术

仍需进一步研发和完善，以期在我国害虫的生物

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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