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章 编 号 ：!""#$%&"!’(""#)"*$""!%$"+

温度对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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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室 内 不 同 发 育 温 度 下 ，对 螟 黄 赤 眼 蜂 " 个 品 系 在 柞 蚕 卵 上 的 发 育 历 期 、有 效

积 温 、寄 生 率 、羽 化 出 蜂 率 、单 卵 蜂 数 和 雄 蜂 率 进 行 了 初 步 试 验 研 究 。 分 析 比 较 得 出 ，" 个 品

系 之 间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 品 系 在 不 同 温 度 下 均 优 于 其 它 两 个 品 系 ， 在 工 厂 化 大 量 繁 殖 上 具

有 应 用 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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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眼蜂分布广、种类多是能够控制多种农林害虫的一类卵寄生蜂，其中螟黄赤眼蜂

+!"#$%&’"())( $%#*&+#, , 以它对多种农业害虫控制效果好和能够在柞蚕卵上繁殖而受 到

人们的重视，被用于棉铃虫、大豆食心虫、稻纵卷叶螟、小菜蛾和甘蔗螟等害虫的防

治 -!./0。目前采用松毛虫赤眼蜂的工厂化大量繁殖技术进行生产，其效率较低，成本偏高，

急需解决螟黄赤眼蜂工厂化大量繁殖的问题。因此，明确螟黄赤眼蜂与大量繁殖有关的

生 物 学 、生 态 学 特 性 ，为 工 厂 化 大 量 繁 殖 提 供 技 术 参 考 ；掌 握 螟 黄 赤 眼 蜂 不 同 品 系 的 特

点，为优良蜂种选育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在不同温度下，对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的发育

历期、寄生柞蚕卵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蜂种

螟黄赤眼蜂 %& 品系，采集于公主岭市郊附近甜菜上的甘蓝夜蛾卵；螟黄赤眼蜂 12
品 系 ，采 集 于 公 主 岭 市 郊 附 近 甘 蓝 上 的 甘 蓝 夜 蛾 卵 ；螟 黄 赤 眼 蜂 34 品 系 ，采 集 于 梅 河

口市郊附近玉米上的玉米螟卵。以上蜂种均在柞蚕卵上繁殖 5 代后用于试验。

!,( 试验方法

!"#"! 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的有效积温

利用人工气候箱（6789/$）设置恒温 9$:、9":、9#:、9):和 "9: 5 个温度处理，箱

内相对湿度保持 ;5<.($<。在 9# =>?!) =>?5@5 => 的昆虫标本盒内放入筛盘，筛盘上

平铺经消毒的新鲜柞蚕剖腹卵，铺盘厚度约一卵半，把即将羽化的种蜂寄生卵按筛盘内

柞蚕剖腹卵量 的 !A!( 均 匀 撒 在 筛 盘 底 部 ，在 9#:、;5<.($<BC 下 待 其 羽 化 出 蜂 ，种 蜂

出 蜂 后 放 入 设 置 不 同 温 度 的 人 工 气 候 箱 内 寄 生 发 育 。 待 寄 生 卵 发 育 变 成 灰 色 后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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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生 率 ，同 时 从 每 个 温 度 处 理 中 选 取 !" 粒 卵 ，单 粒 分 装 于 ! #$%&" #$ 的 指 形 管 中 ，待

其羽化出蜂。出蜂后每 &’ ( 调查一次出蜂卵数，根据种蜂羽化寄生至寄生卵羽化出蜂

时的天数，计算有效积温。

!"#"# 温度对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的影响

利用人工气候箱（)*+’,"）设置恒温 ’"-、’.-、’/-、’0-和 .’-! 个 温 度 处 理 ，箱

内湿度保持 1!234"256，接蜂倍数控制在 &" 倍，接蜂过程同上。当寄生卵发育变成灰

色 后 ，调 查 寄 生 率 ，同 时 从 每 个 温 度 处 理 中 选 取 !" 粒 卵 ，单 粒 分 装 于 ! #$%&" #$ 的 指

形管中，待其羽化出蜂完成后，调查羽化出蜂数、单卵蜂数和雄蜂数。

# 结果与分析

!"# 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的发育历期和有效积温

在不同温度下的螟黄赤眼蜂 78 品系、9: 品系和 ;< 品系的发育历期如表 &。

从 表 & 得 知 ，在 ’"3.’-范 围 内 ，供 试 的 . 个 螟 黄 赤 眼 蜂 品 系 的 发 育 历 期 随 着 温 度

的升高而缩短，发育速率加快。根据有效积温法则，利用表 & 数据计算出 . 个品系的有

效积温和发育起点温度为：78 品系有效积温为 &1!=,,. 1>&=",, & 日度，发育起点温度

为 &"=01, 0-；9: 品系有效积温为 ’""="0’ &>"=.!, ! 日度，发育起点温度为 &"="&’ !-；

;< 品系有效积温为 ’.’=’0" !>"=/&, . 日度，发育起点温度为 /=4,0 0-。. 个螟黄赤眼

蜂品系的有效积温存在明显差异，;< 品系的发育起点温度明显低于 78 和 9: 品系。

!"! 发育温度对螟黄赤眼蜂寄生率的影响

在 不 同 发 育 温 度 下 的 螟 黄 赤 眼 蜂 78 品 系 、9: 品 系 和 ;< 品 系 在 柞 蚕 卵 上 的 寄 生

率如表 ’。

从表 ’ 得知，在 ’"3.’-范 围 内 ，78 品 系 对 柞 蚕 卵 的 平 均 寄 生 率 为 14=1’2，9: 品

系对柞 蚕 卵 的 平 均 寄 生 率 为 /!=".2，;< 品 系 对 柞 蚕 卵 的 平 均 寄 生 率 为 !,=&"2，78 品

系对柞蚕卵的平均寄生率高于其它两个品系。温度变化对寄生率有影响，但对不同品系

的影响程度不同，78 品系在不同温度下均表现了较高的寄生率，’/-下寄生率最高，9:
品系在 ’.3’0-范围内寄生率较高，’"-寄生率最低 ，;< 品 系 在 ’"3’0-寄 生 率 均 比 较

高，.’-寄生率最低。方差分析表明，78 品系对柞蚕卵的平均寄生率与其它两个品系比

较，差异达极显著（+?0=//. "）。

表 # 不同温度 $ 个螟黄赤眼蜂品系的发育历期%&’ 公主岭，’""" 年

温度@-A 78 品系 9: 品系 ;< 品系

’" &1=/,& . > "=4," ’ ’"=’/1 . > &=,". 1 &1=0,4 , > &="!4 .
’. &,=’"! ! > "=0,0 . &!=4!’ , > &=0&/ ’ &,=!/, , > &="’& /
’/ &&=&1" . > "=1,1 4 &’=’"! 0 > &="!! . &&=/01 0 > "=0!4 .
’0 0=/41 4 > "=11’ , &"=’01 / > "=14& . &"=&04 ! > "=0!0 "
.’ 0=’’, , > "=/11 . 0=’!" " > &="/" 1 0=/"" " > "=/&1 0

表 ! 不同温度 $ 个螟黄赤眼蜂品系的寄生率%(’ 公主岭，’""" 年

温度@-A 78 品系 9: 品系 ;< 品系

’" 1.=&1 ,0=/1 /!=..
’. 1&=/. 1.=.. !/=/1
’/ 40=&’ 1’=&1 !/=4.
’0 10=4. /0=!" !’=!"
.’ 10=4,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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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温度对螟黄赤眼蜂羽化出蜂率的影响

在不同发育温度下的螟黄赤眼蜂 !" 品系、#$ 品系和 %&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如图 ’
所示。

从图 ’ 得知，在 ()*+(,发育温度范围内，!"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平均为 -./)(0，#$
品系的 羽 化 出 蜂 率 平 均 为 +1/-20，%& 品 系 的 羽 化 出 蜂 率 平 均 为 3-/220，!" 品 系 羽 化

出蜂率最高，%& 品系次之，#$ 品系最低，品系间的平均羽化出蜂率差异明显。发育温度

变化对 + 个品系的羽化出蜂率有很大影响，高温条件下羽化出蜂率均明 显 降 低 ，#$ 品

系在发育温度高于 (+,时羽化出蜂率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其它两个品系。从羽化出蜂率

比较看出，发育温度为 (1,时 !"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相对较高，发育温度为 (),时 #$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相对较高，发育温度为 (+,时 %&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相对较高。

!"$ 发育温度对螟黄赤眼蜂单卵蜂数的影响

在 不 同 发 育 温 度 下 的 螟 黄 赤 眼 蜂 !" 品 系 、#$ 品 系 和 %& 品 系 的 单 卵 蜂 数 如 图 (
所示。

从图 ( 得知，在 ()*+(,发育温度范围内，!" 品系的单卵蜂数平均为 ../’- 头 ，#$
品 系 的 单 卵 蜂 数 平 均 为 4)/)3 头 ，%& 品 系 的 单 卵 蜂 数 平 均 为 1-/31 头 ，!" 品 系 的 平 均

单卵蜂数最高，#$ 品系次之，%& 品系最低，品系间的单卵蜂数差异明显。温度变化对 +
个品系的单卵蜂数有一定影响，发育温度在 ()*(1,之间，单卵蜂数无明显变化，高温条

件下单卵蜂数有所降低。

!"% 发育温度对螟黄赤眼蜂雄蜂率的影响

在 不 同 发 育 温 度 下 的 螟 黄 赤 眼 蜂 !" 品 系 、#$ 品 系 和 %& 品 系 的 雄 蜂 率 如 图 + 所

示。

从图 + 得知，在 ()*+(,发 育 温 度 范 围 内 ，!" 品 系 的 雄 蜂 率 平 均 为 ’)/4)0，#$ 品

系 的 雄 蜂 率 平 均 为 ./1(0，%& 品 系 的 雄 蜂 率 平 均 为 ’’/2.0，+ 个 品 系 之 间 的 雄 蜂 率 没

有明显差异，发育温度的变化对 + 个品系雄蜂率的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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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发育温度下螟黄赤眼蜂品系间的羽化出蜂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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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发育温度下螟黄赤眼蜂品系间的单卵蜂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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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与讨论

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不同，对柞蚕卵的 寄 生 率 也 有 明

显差异。由此说明，螟黄赤眼蜂存在不同品系，所以在生产和应用螟黄赤眼蜂时应考虑

不同品系的差异，选择优良的品系作为种蜂。

温度对螟黄赤眼蜂的寄生发育和羽化出蜂影响较大，对单卵蜂数有一定影响，对雄

蜂比例的影响不明显。发育温度对螟黄赤眼蜂寄生率和羽化出蜂率的影响因品系而异，

!" 品 系 #$%对 柞 蚕 卵 的 寄 生 率 较 高 ，&’ 品 系 在 #()#*%范 围 内 寄 生 率 较 高 ，+, 品 系

在 #-)#*%寄生率均比较高，#()#$%范围内螟黄赤眼蜂对柞蚕卵的寄生率较高。发育温

度为 #$%时 !"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相对较高，发育温度为 #-%时 &’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

相对较高，发育温度为 #(%时 +, 品系的羽化出蜂率相对较高。发育温度在 #-)#$%范

围内，不同品系的单卵蜂数无明显变化，高温条件下单卵蜂数有所降低。

综合分析得出，在供试的 ( 个螟黄赤眼 蜂 品 系 中 ，!" 品 系 在 不 同 温 度 下 的 对 柞 蚕

卵的寄生率、羽化出蜂率和单卵蜂数均优于其它两个品系，在工厂化大量繁殖上具有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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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发育温度下螟黄赤眼蜂品系间的雄蜂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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