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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然条件下几种赤眼蜂及品系对亚洲

玉米螟卵寄生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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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 明` ,

孟昭君 2 ,

李德刚3

( 1
.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环保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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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0 00 8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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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农业大学生物防治研究所
,

长春 13 01 18 ;

3
.

内蒙古自治区植物保护站
,

呼和浩特 01 00 10)

摘要 在半自然条件 (田间网翠 )下
,

将人工饲养的玉 米螟卵按 4
、

8
、

16 块 株 3 个处理分别固定在 网翠 内的玉米

植株中上部叶片上
,

然后每网翠分别引入供试赤眼蜂 20 头
,

24 h 后更换玉米螟卵块
,

连续 3 d
。

7 d 后调查供寄生

的玉米螟卵被寄生率及羽化率
。

结果表明 : 在半 自然条件下广赤眼蜂伊朗 1
一

1 品系虽寄生能力高于其他供试品

系
,

但到第 2
、

3 天 明显降低 ; 玉米螟赤眼蜂北京 6
一

2
一

2 品系每天均维持一个较平稳的寄生能力
,

产卵 t 在时间上

的分配比较分散
,

并在第 2
、

3 天显示出比其他品系较高的寄生潜能
。

广赤眼蜂伊朗 1
一

1 品系的卵块寄生数 t 可随

卵块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

而其他品系则在各处理 密度下
,

寄生数量墓本没有变化 ; 从卵粒寄生率看
,

广赤眼蜂伊朗

1
一

1 和吉林 1
一

2 两个品系的寄生数 t 随卵块密度的增加而大幅度提高
,

其他品系增加幅度较小
。

关钮词 有害生物生物防治 ; 赤眼蜂 ; 种及品系 ; 玉米螟 ; 寄生能力

中圈分类号 5 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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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是目前生产上应用面积

最大
、

效果最好的生防技术之一川
。

松毛虫赤眼蜂

( rT ihc Qg ar m ma de nd olr im i )
、

玉米螟赤眼蜂 ( T
.

os tr in ia 。
)

、

广赤眼蜂 ( T
.

。
二

n

~
n :

)
、

螟黄赤眼蜂

( T
.

hic fo in :
)等都曾用于防治亚洲玉米螟 2[, 3〕

。

但

很多试验表明
,

赤眼蜂种或品系的差异是影响防治

效果的因素之一 4[, 5]
。

作者在田间半自然条件下进

行了 4种 6个品系赤眼蜂参加的寄生能力 比较试

验
,

评价供试赤眼蜂种及品系对不同密度的玉米螟

卵的寄生差异
,

为各地选择最适宜的赤眼蜂种或品

收稿 日期
: 2 0 0 4 一 0 2 一 19 ; 修订日期

: 2 00 4 一 0 6 一 10

若金项目
:
北京市科技项目 ( 0H 2 2 02 00 10 2 3 0 )

系防治玉米螟提供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供试赤眼蜂

在室内赤眼蜂对亚洲玉米螟卵寄生潜能试验的

基础上
,

选择寄生能力较好的 4 种 6 个品系的赤眼

蜂参加本试验 (表 1 )
。

1
.

2 试验方法

试验在吉林农业大学农业职业学院教学生产实

习基地的玉米田中进行
。

品种为当地主推玉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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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常规释放赤眼蜂 (7月上旬 )的前 7

d
,

用防蜂网罩将供试玉米单株罩牢
,

扣网前仔细

检查玉米叶片
,

确保无包括玉米螟在内的任何昆虫

及其卵
。

7 d 后
,

将产在蜡纸上的亚洲玉米螟卵块

(约 30 粒 /块 )
,

粘贴到玉米植株中部叶片背面
,

然

后引人 20 头赤眼蜂雌蜂
,

24 h 后更换寄主卵块
,

连续 3 d
。

各赤眼蜂品系设每笼玉米螟卵块 4
、

8
、

16 块 3 个处理
,

重复 5 次
。

7 d 后调查供寄生的玉

米螟卵被寄生率及羽化率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产卵寄生能力

各供试赤眼蜂种及品系在半自然条件下
,

对不

同密度的亚洲玉米螟卵的寄生能力均具有程度不一

的差异
,

而且品系间差异超过种间差异
。

( 1 )引人赤眼蜂后第 1 天寄生能力最差的是松

毛虫赤眼蜂 4
一

3 品系
,

在各处理中几乎均未寄生
。

广赤眼蜂 1
一

1 品系
,

在所有试验卵块密度下
,

其卵

块寄生率和卵粒寄生率均高于其它参试品系 ; 同种

的 1
一

2 品系卵块寄生率却不及除松毛虫赤眼蜂 4
一

3

品系外的 3 个品系
。

松毛虫赤眼蜂 4
一

1
一

1 和 4
一

2 品

系及玉米螟赤眼蜂 6
一

2
一

2 品系
,

在各试验处理中的

卵块寄生率基本相似
。

试验结果还显示
,

各品系均

为卵块寄生率高于卵粒寄生率 ; 广赤眼蜂两个品系

的卵块和卵粒寄生率差异不大
,

但其它参试种和品

系
,

其卵块寄生率极其明显的高于其卵粒寄生率
。

另外各品系间的寄生率随寄主卵的密度不同而变

化
,

基本趋势为与寄主卵密度成反比
,

见表 1
。

裹 1 供试赤眼蜂饲养群

种名

广赤眼蜂 (丁汽动 q乡刀 m ma ~
~

松毛虫赤眼蜂 ( T
.

苗州以阳之i m i

玉米螟赤眼蜂 ( T
.

ost ir n

, )

品系编号

伊朗 l
一

1

吉林 1
一

2

黑龙江 4
一

1
一

1

吉林 4
一

2

广东 4
一

3

北京 6
一

2
一

2

原寄主

二化螟

菜粉蛛

亚洲玉米螟

亚洲玉米螟

松毛虫

亚洲玉米螟

保存单位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提供者

李丽英

王鸥丽

王鸥丽

王鸥丽

李丽英

吴矩文

( 2) 放蜂后第 2天调查玉米螟卵被寄生率
,

除玉

米螟赤眼蜂 6
一

2
一

2 品系外
,

各参试品系对亚洲玉米螟

卵寄生率与第 1 天相比明显下降
。

广赤眼蜂 1
一

1 品

系寄生率在玉米螟 8块卵时为最高
,

达 52
.

1% ; 玉米

螟赤眼蜂 6
一

2
一

2 品系与其之间的差异已经缩小
,

与第

1天情形基本相似 ; 松毛虫赤眼蜂 4
一

1
一

1
、

4
一

3 和广赤

眼蜂 1
一

2 品系寄生率明显低于前两个品系 ; 松毛虫赤

眼蜂 4
一

2 品系的表现同第 1天
,

见表 o2

衰 2 放妹后第 1 天赤眼绮各品系半自然条件下寄生能力比较

种名 品系
卵块寄生率 (% ) 卵粒寄生率 (% )

4块卵 8块卵 16 块卵 4 块卵

56
.

3

8块卵 16 块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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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1
一

1

吉林 l
一

2

黑龙江 4
一

1
一

1

吉林 4
一

2

广东 4
一

3

北京 6
一

2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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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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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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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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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

2

9
.

8

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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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
.

7

2 5
.

2

19
.

9

0
_

8 7

0

4
.

9

0
.

1

5
.

0

( 3 )放蜂后第 3 天
,

广赤眼蜂 1
一

1 品系的寄生率

迅速下降
。

玉米螟赤眼蜂 6
一

2
一

2 品系在供试品系中

表现最好
,

4 块卵时明显高于其它品系
,

寄生率为

2 0%
。

松毛虫赤眼蜂 4
一

1
一

1 和广赤眼蜂 1
一

1 品系次

之
。

广赤眼蜂 1
一

1 和 1
一

2 品系的卵块与卵粒寄生率

基本吻合
,

其它种 (品系 )则表现为在低密度时二者

差别不大
,

但随着卵块密度增加
,

卵粒寄生率明显

下降
,

见表 3
。

2
.

2 卯块与卯粒寄生能力比较

在寄生数量调查的基础上
,

分别计算各处理 3

d 平均卵粒与卵块寄生率及其比值
,

见表 4
、

5
。

衰 3 放蜂后第 2 天赤眼螃各品系半自然条件下寄生能力比较

品系编号
卵块寄生率 (% ) 卵粒寄生率 (% )

4 块卵 8块卵 16 块卵 4块卵 8块卵 16 块卵

伊朗 1
一

1 16
.

7 5 2
.

1 2 0
.

0 3
.

8 7
.

5 6
.

2

吉林 l
一

2 0 5
.

0 6
.

3 0 0
.

6 1
.

4

黑龙江今 1
一

1 5
.

0 1 0
.

0 2
.

5 0
.

8 1
.

5 0
.

8

吉林 4
一

2 8
.

3 4
.

2 4
.

2 0
.

6 1
.

5 2
.

6

广东 4
一

3 0 0 1
.

3 0 0 0
.

7

北京 6
一

2
一

2 2 0
.

0 1 5
.

0 1 3
.

8 3
.

5 2
,

5 3
.

0

各处理的卵粒寄生率均低于卵块寄生率
。

所有

供试品系的赤眼蜂都不能将其寄生的亚洲玉米螟卵

块上的卵粒全部寄生
。

卵粒与卵块寄生率比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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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放蜂后第 3天赤目良峰各品系半自然条件下寄生能力比较

品系编号
卵块寄生率 (% ) 卵粒寄生率 (% )

4块卵 8块卵 16 块卵 4块卵 8块卵 16 块卵

伊朗 1
一

1 8
.

3 2
.

1 6
.

3 1
.

7 0
.

4 2
.

6

吉林 l
一

2 0 5
.

0 5
.

0 0 0
.

8 0
.

6

黑龙江 斗 l
一

1 10
.

0 5
.

0 2
.

5 0
.

7 0
.

4 0
.

2

吉林 4
一

2 0 2
.

5 0 0 0
.

2 0

广东 4
一

3 0 0 0 0 0 0

北京 6
一

2
一

2 20
.

0 7
.

5 5
.

0 5
.

3 0
.

4 1
.

1

二者的相关性
,

即其比值越大
,

表示赤眼蜂在寄生

的玉米螟卵块上
,

卵粒被寄生的个数越多
。

在本试

验中
,

各品系在玉米螟不同卵块密度下
,

卵粒与卵

块寄生率的比值存在较大差异
。

在 4 块卵时
,

广赤

眼蜂 1
一

1 品系比值最高 ; 而在 8 块卵和 16 块卵时
,

广赤眼蜂 1
一

2 品系最高
。

除在 4 块卵时松毛虫赤眼

蜂 4
一

2 品系较低外
,

松毛虫赤眼蜂 4
一

1
一

1
、

玉米螟赤

眼蜂 6
一

2
一

2 与松毛虫赤眼蜂 4
一

2 品系的比值基本相

同
。

广赤眼蜂 1
一

1 品系在 4 块卵密度的比值明显

高于 8块和 1 6块卵
,

后两者之间相差不大
。

其余品

衰 5 赤眼蜂各品系对玉米螟卯粒与卵块寄生率及比值

种名 品系编号 卵粒寄

生率 ( % )

4块卵

卵块寄

生率 ( % )
比值

卵粒寄

生率 ( % )

8块卵

卵块寄

生率 ( % )
比值

卵粒寄

生率 ( % )

16 块卵

卵块寄

生率 ( % )
比值

5504343476244476262631244360or578550气én,,了气ùné,乙2
` .1

0050839083
诵兮,犷né今JO
尸、à飞à ,11人,11737230060

八J月峥件乙飞ù0,1
,人一、以,ù

..7330.88.12
·

.335050007030 0052016058 2540”8783nZ飞曰,
盆nōfà2广赤眼蜂

松毛虫赤眼蜂

玉米螟赤眼蜂

伊朗 1
一

1

吉林 1
一

2

黑龙江 4
一

1
一

1

吉林 4
一

2

广东 4
一

3

北京 6
一

2
一

2

3 8
.

7 4 1 1
.

3 3

5 8
.

2 7 7
.

30

2 0
.

5 9 1
.

8 7

2 1
.

5 8 1
.

7 3

一 0
.

2 7

1 6
.

4 2 3
.

0 3

系的比值在不同寄主密度下变化较小
。

2
.

3 放蜂后不同时间的产卵分配

在所有玉米螟供试卵块密度下
,

赤眼蜂各品系

产卵基本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

即第 1 天的寄生率明

显高于后 2 天 ; 多数品系第 2 天高于第 3 天 ; 广赤

眼蜂 1
一

1 品系在 8 块卵时
,

第 2 天寄生率还略高于

第 1 天
。

3 讨论

( l) 在半自然条件下
,

不同参试赤眼蜂种对亚洲

玉米螟卵的寄生能力存在差异
,

证明选择适宜蜂种

是玉米螟防治成功的关键
,

这与已报道的相关研究

结果一致 4[, 5〕
。

本试验中
,

广赤眼蜂伊朗 1
一

1 品系寄

生能力明显高于其他供试品系
,

说明其对亚洲玉米

螟卵具有较高的选择寄生能力
。

曾有报道广赤眼蜂

也是欧洲玉米螟卵的优势寄生蜂4[]
,

但同为广赤眼

蜂的吉林 1
一

2 品系
,

却低于松毛虫赤眼蜂黑龙江 4
一

1
-

1
、

吉林 4
一

2 和玉米螟赤眼蜂北京 6
一

2
一

2 品系
。

赤眼蜂

品系间的寄生能力有明显差异
,

包括有人认为品系

间无显著差异的松毛虫赤眼蜂6[]
,

可能与所选择的

参试赤眼蜂或玉米螟品系及试验方法不同有关
。

(2) 以前松毛虫赤眼蜂曾被认为不适用亚洲玉米

螟的防治
,

但也有人调查了不同生境玉米田赤眼蜂

种类
,

表明
,

各生境中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是玉米螟

赤眼蜂和松毛虫赤眼蜂 v[]
。

本试验中松毛虫赤眼蜂

淤荞间表现的差异
,

至少可以说明品系选择是赤眼

蜂利用中非常值得重视的因素
。

由于松毛虫赤眼蜂

容易大批量工厂化生产
,

因此优势松毛虫赤眼蜂品

系的筛选对利用其防治多种农林害虫具有重要意义
。

( 3) 赤眼蜂子代数量的逐日分配
,

是其本身的生

物学特性
。

曾有试验认为
,

在寄主卵充足时
,

在第 1

天的产卵量占总卵量的 90 %
,

第 3 天几乎不产卵
,

蜂体间和群体间无差异图
。

本试验中
,

各品系在第 1

天产卵量基本占绝对多数
,

但品系间的表现存在差

异
。

广赤眼蜂伊朗 1
一

1 品系第 2
、

3 天产卵量明显降

低
,

但在 8 块卵时
,

第 2 天数量超过第 1天 ; 玉米螟

赤眼蜂北京 6
一

2
一

2 品系每天均维持一个较平稳的寄生

能力
,

产卵量在时间上的分配比较分散
,

并在第 2
、

3

天显示出比其他品系较高的寄生潜能
。

这可能与赤

眼蜂各个种之间产卵历期及习性不同有关
。

(4) 寄主卵的密度是影响赤眼蜂寄生率的因子之

一
。

有报道认为赤眼蜂具有密度干扰效应
,

赤眼蜂

自身密度大
,

即寄主卵密度小
,

寄生作用下降8[]
。

本

试验与上述研究结果趋势相同
。

广赤眼蜂伊朗 1
一

1

品系的卵块寄生数量可随卵块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

而其他品系则在各处理密度下
,

寄生数量基本没有

变化
。

从卵粒寄生率看
,

广赤眼蜂伊朗 l
一

1 和吉林 1
-

2 品系的寄生数量随卵块密度增加而大幅度提高
,

其

它品系增加幅度较小
。

因此在田间应用时
,

可根据

各品系的特点科学设计释放技术方案
。

( 5) 一般情况下
,

田间赤眼蜂对亚洲玉米螟卵

卵块寄生率高出其卵粒寄生率91[
。

有人认为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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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粒虽然未被寄生
,

但由于赤眼蜂的产卵活动
,

致

使其丧失孵化能力〔’ “ 〕
。

但作者在试验中发现
,

未

被寄生的卵粒 中幼虫大部分都能正常孵化
。

而且
,

不同赤眼蜂品系间
,

卵粒寄生率存在差异
。

卵块和

卵粒寄生率之间相关性较强的是广赤眼蜂的两个品

系
,

达 43 % 一 7 6%
,

大大高出其它参试品系
。

除了

松毛虫赤眼蜂广东 4 一 3 品系外
,

玉米螟赤眼蜂和

松毛虫赤眼蜂的其它品系基本相似
,

为 20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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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假单胞杆菌 P : 一 5
菌株对小麦

全蚀病的抑制作用

王 刚` ,

杨之为“

( 1
.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开封 4 75 00 卜 2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

杨凌 7 121 00 )

摘要 室内测定了荧光假单胞杆菌几
一 5菌株对小麦全蚀病菌 9 826 菌株的拮抗作用

。

结果表明
,

几
一 5菌株对小麦

全蚀病菌具有较强抑制作用
,

抑制效果和防治效果分别为 6 7 %和 5 9 %
,

高于化学杀菌剂烯哇醉 (特普哇 )处理的效

果
。

研究表明几
一 5菌株可以致使病菌菌丝畸变

。

应用双抗标记法测定了几
一 5菌株在小麦根系中的定殖情况

,

结果

表明
,

该菌可以在小麦根系定殖
。

关健词 有害生物生物防治 ; 荧光假单胞杆菌 ; 拮抗作用 ; 小麦全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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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全蚀病菌 ( G助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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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o m笋已 g ar m in i:

var tr iit ic )侵染小麦根部引起的小麦全蚀病是一种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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