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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飞虱 (褐飞虱和白背飞虱)是为害水稻的最主要害虫。缨小蜂 ( A nagrus spp1)是稻飞虱

卵期的主要寄生性天敌 ,常年的寄生率为 10 %～70 %。由于稻田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 (收割、

喷施农药等)和寄生性天敌的滞后现象 ,稻田缨小蜂对稻飞虱的控制作用不稳定。有研究表明

稻田边杂草及其有关非稻田飞虱对稻田卵寄生蜂起重要的保护和恢复作用[1～3 ] 。我们在田

间节肢动物的系统调查中发现 ,茭白上长绿飞虱 [ S accharosydne procerus (Matsumura) ]的卵

寄生蜂中有大量的蔗虱缨小蜂 [ A nagrus optabilis ( Perkins) ] ,对茭白田周围的稻飞虱卵常常

有较高的寄生率。为此 ,我们就蔗虱缨小蜂对褐飞虱卵的寄生选择性和功能反应进行了研究 ,

以期提出有效的生境调节技术来提高蔗虱缨小蜂的自然控害功能。

1 　材料与方法

111 　供试苗和虫的准备 　水稻品种为 TN1 ,每 15d 播种一次 ,以 40～50d 苗龄的植株供试。

褐飞虱 [ N ilaparvata l ugens (St…l) ]由中国水稻研究所 (浙江富阳) 提供越冬虫源 ,室内繁殖 1

代后供试。茭白品种为双季茭 ,剪取心叶、倒一叶和倒二叶供试 ,长绿飞虱成虫采自试验田。

112 　蔗虱缨小蜂的来源和饲养 　采集含寄生卵的茭白叶片 ,置于外罩黑布的聚乙烯锥形笼

中 ,以倒置的玻瓶收集羽化的缨小蜂 ,鉴定并分离获得蔗虱缨小蜂蜂源。将稻苗剥去老叶 ,罩

入聚乙烯笼中 ,接入褐飞虱雌成虫产卵 2d ,再接入蔗虱缨小蜂 ,获得以褐飞虱卵为寄主的第一

代蜂 ,部分用于试验 ,部分按同样方法饲养获第二代蜂。

113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和长绿飞虱卵的寄生繁殖能力 　在茭白叶和稻株上分别接

长绿飞虱、褐飞虱雌成虫产卵 ,卵量控制在 50～100 粒 ,将茭白叶片 1 片 (水稻植株 1 株) 置于

聚乙烯笼中。每笼接入一对蔗虱缨小蜂进行寄生和繁殖 ,直接来源于长绿飞虱的蜂源、在褐飞

虱卵上繁殖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蜂源各 30 次重复 ,收集并统计其后代数。

114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和长绿飞虱卵的寄生选择性 　分别在茭白叶片和水稻苗上

接入长绿飞虱、褐飞虱雌成虫产卵 ,以获得不同的卵密度。聚乙烯笼中同时置含卵水稻植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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茭白叶各 1 株 (片) ,每笼接入 1 对蔗虱缨小蜂 ,来源于长绿飞虱的缨小蜂和在褐飞虱卵上繁殖

的第二代蜂源各 100 次重复。24h 后去蜂 ,稻株 (茭白叶片) 保湿放置 4d 后 ,解剖并统计飞虱

卵的寄生率。

115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和长绿飞虱卵的功能反应 　在茭白叶片和稻苗上分别接入

褐飞虱和长绿飞虱雌成虫产卵以形成不同的卵密度。每笼接入一头交配后的蔗虱缨小蜂雌

蜂 ,来源于长绿飞虱的蜂源和褐飞虱卵上繁殖第二代的蜂源各 100 次重复。24h 后去蜂 ,4d 后

解剖并统计其寄生情况。

以上试验均在养虫室中进行 ,光照 12D∶12L ,温度为 27 ±2 ℃。

116 　数据分析 　选择性试验参照 Manly[4 ]方法计算。功能反应试验首先剔除飞虱卵一粒都

没有寄生的重复 ,结果用 Holling Ⅱ方法拟合 ,拟合效果用 F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S1P1 为来源于长绿飞虱卵 ;BPH21 为褐飞虱卵上繁殖的

第一代 ;BPH22 为褐飞虱卵上繁殖的第二代

图 1 　不同蜂源缨小蜂在不同寄主上产生的后代数量

211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和长绿飞虱

卵的寄生繁殖能力 　不同蜂源的缨小蜂对两种

寄主卵的寄生能力有着明显的差异 (图 1) 。在

褐飞虱卵上 ,长绿飞虱蜂源、褐飞虱卵上繁殖的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缨小蜂每对蜂产生后代数分

别为 815、1016 和 1318 头 ;对于长绿飞虱卵 ,褐

飞虱蜂源的缨小蜂寄生能力显著弱于长绿飞虱

卵蜂源。在两种寄主卵之间 ,直接来源于长绿

飞虱卵的每对缨小蜂在长绿飞虱卵上寄生数为 514 头 ,而对新寄主褐飞虱则达 815 头 ;在褐飞

虱卵上繁殖的一代、二代后 ,对两种寄主卵寄生能力的差距则更大。

212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和长绿飞虱卵的寄生选择性 　选择性指数表明 ,不同蜂源的

缨小蜂对寄主卵有着不同的选择性 (图 2) 。来源于长绿飞虱卵的缨小蜂明显选择长绿飞虱卵

(ab = 0140 3 3 ,χ2 = 10156 >χ2
0101) ,且这种选择性趋势与褐飞虱卵密度无关 ;在褐飞虱卵上饲养

的第二代缨小蜂则明显选择寄生褐飞虱卵 (ab = 0164 3 3 ,χ2 = 18115 >χ2
0101) ,且这种选择性趋

势随褐飞虱卵密度增加而有所上升。两种蜂源个体之间对不同寄主卵选择性差异均较大 ,长

绿飞虱蜂源只选择长绿飞虱卵寄生的占总数的 38130 % ,只选择褐飞虱卵寄生的占 27166 % ;

而在褐飞虱卵上繁殖的第二代蜂 ,则有 53149 %只选择寄生褐飞虱卵 ,同时有 32156 %只选择

寄生长绿飞虱卵。

a1 直接来源于长绿飞虱卵的蔗虱缨小蜂的寄生选择性 ;b :在褐飞虱卵上繁殖的第二代蔗虱缨小蜂的寄生选择性

图 2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和长绿飞虱卵的寄生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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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和长绿飞虱卵的功能反应 　随着寄主密度的增高 ,蔗虱缨小

蜂对寄主的寄生数量逐步增加 ,各蜂源缨小蜂对褐飞虱卵的寄生数明显高于长绿飞虱卵 ;在褐

飞虱卵上繁殖的第二代蜂对两种寄主卵寄生能力的差距则更大 (表) 。不同蜂源缨小蜂对不同

寄主的功能反应均能用 Holling Ⅱ圆盘方程很好地拟合。对于褐飞虱卵 ,褐飞虱卵上繁殖的第

二代缨小蜂较直接来源于长绿飞虱卵的缨小蜂瞬时攻击率明显提高 ,由 013387 提高至

015534 ;同时处理时间明显缩短 ,前者较后者少用 29152min。而在长绿飞虱卵上 ,褐飞虱卵上

繁殖的第二代缨小蜂的瞬时攻击率明显低于直接来源于长绿飞虱卵的缨小蜂 ,处理时间则基

本无变化。两种蜂源对长绿飞虱卵的处理时间均要多于褐飞虱卵。
表　蔗虱缨小蜂对长绿飞虱卵与褐飞虱卵不同密度下的寄生头数及寄主卵的功能反应

蔗虱缨小蜂

的寄主源
寄主

寄主密度 (头)

0 - 10 11 - 20 21 - 30 31 - 40 41 - 50

瞬时攻

击率 a

处理时

间 Th
F

长绿飞虱卵 长绿飞虱卵 2140 ±1163 3118 ±1147 4141 ±2141 5110 ±2133 5181 ±2187 014294 011294 　2917366 3 3

褐飞虱卵 2108 ±1167 4100 ±3109 5133 ±1190 6184 ±3178 7144 ±2155 013387 010685 11513781 3 3

褐飞虱卵 长绿飞虱卵 1150 ±1123 2175 ±1125 3183 ±2115 4125 ±4170 4180 ±2123 012861 011300 15515101 3 3

(第二代) 褐飞虱卵 3146 ±1185 5153 ±2105 7154 ±2115 9172 ±3147 16150 ±3180 015534 010408 911753 3

　　注 : 3 表示 P < 0105 , 3 3 表示 P < 0101

3 　讨论

研究表明 ,来源于茭白害虫长绿飞虱卵的蔗虱缨小蜂能寄生褐飞虱卵 ,但有一个适应的过

程。茭白田中的蔗虱缨小蜂在褐飞虱卵上繁殖二代后 ,则明显选择寄生褐飞虱卵 ,对褐飞虱卵

寄生能力有显著的提高 ,同时对长绿飞虱卵的寄生能力明显下降 ,表明在褐飞虱卵上繁殖的第

二代蜂对褐飞虱卵已基本适应。茭白田能有效地保护和提高邻近稻田的缨小蜂种群密度 ,茭

白田和邻近稻田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影响。俞晓平等[3 ]认为寄生蜂在飞虱科不同寄主内转

换需 1～2 代的适应期 ,本文结果与其相符。蔗虱缨小蜂转换寄主并对新寄主适应后 ,对不同

寄主卵的寄生能力有很大差别。俞晓平等[3 ]也证实来自于不同生境和寄主卵的寄生蜂对寄

主的寄生能力有较大的差异。Taylor [5 ]指出 ,产卵有时是一种经验 ,寄生蜂通常选择曾寄生过

的寄主。可见 ,稻飞虱卵寄生蜂的生物学特性受到不同的生境中寄主和植被的影响。来自于

稻田周围的非稻田生境是稻田寄生性天敌的避难所 ,同时也是稻田的天敌库。茭白和水稻同

属禾本科 ,其生长期跨越两季水稻 ,在太湖稻区品种资源丰富 ,种植面积大 ,通常与水稻插花种

植 ,是稻田周围重要的非稻田生境。除了寄生蜂 ,茭白田同时还是稻田捕食性天敌重要的栖息

地和避难所[6 ] 。由于稻田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 ,对水稻和茭白按适当的比例进行合理的布

局 ,将有效地保护和提高邻近稻田的缨小蜂数量 ,从而提高对水稻害虫的生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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