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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蜂和苜蓿切叶蜂在网室内对大豆
不育系授粉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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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 道 了 熊 蜂 和 苜 蓿 切 叶 蜂 在 网 室 内 对 大 豆 不 育 系 授 粉 效 果 。结 果 表 明 ，两 种 昆 虫 都 是 大 豆 不 育

系 的 有 效 传 粉 昆 虫 ，用 它 们 授 粉 后 可 使 网 室 内 大 豆 不 育 系 的 单 株 结 荚 数 和 单 株 粒 数 明 显 提 高 。 释 放 熊 蜂 的

不 育 系 大 豆 平 均 单 株 结 荚 数 和 粒 数 分 别 为 ’"(# 个 和 )#(" 粒 ， 释 放 苜 蓿 切 叶 蜂 的 不 育 系 大 豆 平 均 单 株 结 荚

数 和 粒 数 分 别 为 *$(+ 个 和 "’+(’ 粒 ，苜 蓿 切 叶 蜂 的 授 粉 效 果 显 著 高 于 熊 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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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大豆不育系的结实率，降低杂交种的制种成本，特别是如何提高昆虫传粉效率和增加传

粉昆虫种类，寻找替代苜蓿切叶蜂的传粉昆虫，降低授粉成本，对大豆杂 种 优 势 在 生 产 上 的 应 用 非 常

重要。

苜蓿切叶蜂和熊蜂均可人工繁殖。苜蓿切叶蜂是专门用于苜蓿等豆科牧草制种田授粉的昆虫，授

粉后可使制种产量增加数倍；熊蜂则主要用于果树和保护地蔬菜的授粉，授 粉 后 可 显 著 改 善 果 型 ，提

高产量和品质。李建平等!’%%’&研究报道了苜蓿切叶蜂是杂交大豆 制 种 田 以 及 不 育 系 的 选 育 和 繁 殖

过 程 中 最 有 效 的 传 粉 昆 虫 ，在 网 室 内 授 粉 后 可 使 大 豆 不 育 株 的 结 实 率 达 到 .%/以 上 ，部 分 不 育 株 的

结实率达到了 "%%/，未放蜂的对照不育株的结实率仅达 */。作者 ’%%# 年在人工 控 制 的 条 件 下 ，进

行了熊蜂和苜蓿切叶蜂在网室内对大豆不育系的授粉研究，现将相关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和方法

!+! 供试昆虫和大豆不育系材料

红光熊蜂!!"#$%& ’()’*+& ,#’*-&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苜蓿切叶蜂!.+(/0-’1+
2"*%)3/*/ 0(&由吉林省农科院植保所自繁。

12-、123、124、125 和 126 来自吉林省农科院杂交大豆育种课题选育的不育系 ， 是 用 作 配 制 杂

交组合亲本。种植比例为 "7"!!7"&，行距为 .% 81，株距为 "%9"’ 81。网室规格：长:宽:高为 "+ 1 :
$ 1 : ’(* 1。

!+( 熊蜂的释放

在 大 豆 不 育 系 开 花 的 初 期 ，将 部 分 羽 化 的 熊 蜂 " 箱 !约 ’*% 头 蜂 &，一 次 性 放 到 网 室 内 ，蜂 箱 内 的

蜂逐步羽化。蜂箱放在防护棚内，距地面 %(* 1，前面放一定浓度的糖 水 ，每 隔 #9* ; 换 " 次 ，作 为 补

充蜜源。

!+# 苜蓿切叶蜂的释放

在网室内的大豆不育系开花的初、盛和末期，按一定比例将羽化 "9’ ; 的约 "’% 头雌蜂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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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网室内，网室内种植一些蜜源植物，用以补充蜜源和防止雌蜂外逃。

!"# 调查方法

花期全部结束后掀掉棚上的纱网，在收获前对不同放蜂棚内不育系进行单株调查，分别记录单株

荚数和粒数。

!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表 "#，两种传粉昆虫对同一品系的传粉效果不同。从整体看，苜蓿切叶蜂的传粉效

果 明 显 好 于 熊 蜂 。 释 放 苜 蓿 切 叶 蜂 棚 内 的 大 豆 不 育 系 平 均 单 株 结 荚 数 为 $%&’ 个 ， 平 均 单 株 粒 数 为

"(’&( 粒，单株最多结荚数为 )( 个，单株最多粒数为 ("* 粒，不同品系间的差别不大；释放熊蜂棚内的

大豆不育系平均单株结荚数为 ("&* 个，平均单株粒数为 +*&" 粒，单株最多结 荚 数 为 ,+ 个 ，单 株 最 多

粒数为 "$( 粒。

" 讨 论

苜蓿切叶蜂和熊蜂均为大豆不育系有效传粉昆虫。释放熊蜂棚内的大豆不育系不同品系间、同一

品系不同植株间结荚!粒#数间差异很大。授粉不匀的原因很可能与植株密度、花的形态和大小、花期、

花粉量及蜜腺等有关。在试验中发现，有很大数量的熊蜂死在大棚内，其 原 因 还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研 究 。

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到，熊蜂每天的活动时间较早，天刚一亮，就在植株的上方及株、行间 飞 行 ，同 时 也

访 花 ，但 此 时 的 大 豆 花 还 没 散 粉 ，故 此 时 活 动 是 无 效 的 ；而 苜 蓿 切 叶 蜂 活 动 需 要 一 定 的 温 度 ，并 且 需

要 一 定 的 光 照 ，这 与 大 豆 开 花 散 粉 时 间 相 吻 合 ，虽 然 苜 蓿 切 叶 蜂 活 动 时 间 短 ，但 授 粉 效 率 高 ，同 时 释

放苜蓿切叶蜂棚内的大豆不育系的不同品系间、同一品系不同植株间结荚!粒#数差异相对较小，授粉

比较均匀，这和昆虫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有关。从体型特点、采集花粉的方 式 及 大 豆 花 的 特 征 来 看 ，苜

蓿切叶蜂更适合为大豆授粉。目前，苜蓿切叶蜂是豆科植物、特别是大棚网室内大豆杂交制种及不育

系亲本等繁殖过程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粉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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