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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切叶蜂(Megachile rotundata F.)
雄蜂对大豆不育系结实率的影响

杨桂华, 李建平 *, 李茂海, 刘金文, 侯云龙 曲文利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 报道了苜蓿切叶蜂雄蜂在网室内对大豆不育系授粉的效果。结果表明 , 尽管雄蜂的传粉效率显著低于

雌蜂 , 但雄蜂在网室内的传粉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释放雄蜂网室内大豆不育系 JLCMS8A 和 JLCMS17A 的平均单

株结荚数和粒数分别为 10.3 个、16.6 粒和 37.8 个、84.3 粒 , 分别是释放雌蜂后结荚率和结实率的 35.0%、34.9%和

77.5%、70.2%。过去数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 所有不育系在网室内没有传粉昆虫时 , 结荚率和结实率均低于 3% , 表明

苜蓿切叶蜂雄蜂在网室内是大豆不育系有效的传粉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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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 tra ct: Effect of using male alfalfa leaf- cutting bee on pollination of soybean CMS lines in cages was

report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le is an effective pollinator for soybean CMS, although

the seed sets were much less than that pollinated by female. The average pod set and seed set in JLCMS8A and

JLCMS17A were 35.0%, 34.9% and 77.5%, 70.2% of in CMS plants pollinated by female respectively. The

pods and seeds per plant in JLCMS8A and JLCMS17A pollinated by male were 10.3, 16.6 and 37.8, 84.3

respectively. Pod set and seed set of soybean CMS plants in cages without pollinators were bell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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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切叶蜂(M. rotundata F.)属蜜 蜂 总 科 , 切

叶蜂科 , 切叶蜂属。是切叶蜂科惟一可以人工繁殖、

管 理 的 传 粉 昆 虫 , 对 豆 科 植 物 , 特 别 是 苜 蓿 、草 木

樨、百脉根等牧草的花有特殊的偏好 , 是许多豆科

植 物 的 高 效 传 粉 昆 虫 。 近 30 年 来 , 美 国 、加 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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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广泛用于苜蓿制种田授粉 , 授粉 后苜蓿种子

产量可提高数倍 , 早已成为苜蓿制 种的必要技 术

措施。苜蓿切叶蜂除用于苜蓿等 豆科牧草制 种田

授粉外 , 也被广泛应用于品种资 源保存过 程中的

隔离授粉。近年来又被大量应 用于油菜和 大豆杂

交育种及田间制种授粉。

随着大豆杂交种优势利 用研究的“三 系”配套

和杂交种通过品种审定 , 大 豆杂种优势 在生产中

的利用成为可能 , 但大豆杂 交制种及 育种中不育

系的授粉问题成为关键 , 大豆为自花授粉作物 ,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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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棚内释放苜蓿切叶蜂雄蜂、雌蜂的大豆不育系植株结荚(粒)数调查

放蜂种类 品系名称(组合) 调查株数 / 行 最多荚 / 株 最少荚 / 株 平均荚 / 株 最多粒 / 株 最少粒 / 株 平均粒 / 株

苜 JLCMS8A 7 18 1 11.3 24 1 17.5
蓿 × 3 17 9 13.3 21 10 17.0
切 JLCMS8B 13 15 3 9.1 27 5 16.5
叶 9 18 1 9.7 36 2 17.7
蜂 5 14 3 8.2 23 6 14.4
♂

平均 7.4 16.4 3.4 10.3 26.2 4.8 16.6
♂/♀ 传粉效果(%) 35.0 34.9

苜 JLCMS8A 5 31 10 20.6 57 19 37.4
蓿 × 7 36 14 24.3 75 30 49.6
切 JLCMS8B 8 31 18 25.9 66 30 49.6
叶 6 50 18 35.0 81 27 54.5
蜂 1 41 41 41.0 47 47 47.0
♀

平均 5.4 37.8 19.4 29.4 63 30.6 47.6
苜 JLCMS17A 2 69 62 65.5 117 114 115.5
蓿 × 1 33 33 33.0 78 78 78.0
切 JLCMS17B 3 27 21 24.7 78 41 60.7
叶 3 30 25 27.7 88 56 71.3
蜂 2 41 35 38.0 106 86 96.0
♂

平均 2.2 40.0 35.2 37.8 93.4 75.0 84.3
♂/♀ 传粉效果(%) 77.5 70.2

苜 JLCMS17A 3 72 23 48.0 171 61 121.7
蓿 × 4 58 14 49.0 129 30 119.0
切 JLCMS17B 5 86 21 45.6 210 78 112.0
叶 7 81 17 36.4 204 44 91.7
蜂 1 65 65 65.0 157 157 157.0
♀

平均 4.0 72.4 28.0 48.8 174.2 74.4 120.1

注: 表中的平均单株荚数、粒数是实际调查不育系总株数的平均数。

交必须通过昆虫授粉来进行 , 近年来 的一系列研

究和应用结果表明 , 无论是在田间 还是在隔离 条

件下 , 苜蓿切叶蜂是大豆杂交最有效的传粉昆虫。

苜蓿切叶蜂种群中的雄蜂约占 2/3, 雌蜂 仅占

1/3, 由 于 雌 、雄 蜂 在 生 物 学 特 性 及 体 表 结 构 方 面

的差异(雌 蜂腹部有花 粉篮 , 负 责 采 集 花 粉 和 花 蜜

繁 殖 后 代 ), 在 过 去 所 有 研 究 和 应 用 中 , 一 直 忽 视

雄蜂的传粉能力 , 均以释放雌蜂 的数量或总 蜂量

作为标准 ,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 估苜蓿切叶 蜂雄蜂

在大豆杂交授粉中的授粉能力 , 为未来 降低放蜂

数量和授粉成本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供试昆虫及大豆不育系材料

苜蓿切叶蜂由吉林省农科院植保所繁殖。

试验地设在 公主岭。供试 品种为两组 同型不

育 系 和 保 持 系 , 分 别 是 JLCMS8A 和 JLCMS8B、

JLCMS17A 和 JLCMS17B, 品 种 由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杂交大豆育种课题提供。试验在规格为 6 m×4 m

×2.5 m(长×宽×高)的网室内 进行。不育系 和保

持 系 隔 行 1: 1 种 植 , 垄 距 70 cm, 株 距 10～12

cm, 4 月 26 日 播 种 , 每 个 网 室 内 种 植 9 行 , 5 行 母

本 , 4 行父本。在大豆开花前扣大棚和沙网。

1.2 试验方法

1.2.1 苜蓿切叶蜂的释放

在大豆不育系开花的初 、盛和末期 , 在 上午按

一定比例将羽化 1～2 d 的苜蓿切叶蜂雄蜂、雌蜂

分别释放到不同的网室内。从大豆不 育系开花初

期至开花末期 , 每隔 3 d 放 1 次 , 放雄蜂的网室只

放 雄 蜂 , 不 放 雌 蜂 ; 放 雌 蜂 的 网 室 只 放 雌 蜂 , 不 放

雄蜂 , 雄蜂网室放雄蜂数 量是放雌蜂 网室的 2 倍

(依 据 苜 蓿 切 叶 蜂 羽 化 成 蜂 的 性 比 而 定 )。 以 释 放

雌蜂棚为对照。

1.2.2 调查方法

不育系授完粉后,掀掉网室上的沙网。在收获

前 对 不 同 网 室 内 全 部 的 不 育 系 植 株 进 行 单 株 调

查,分别记录单株荚数、粒数。

2 结果与分析

试 验 结 果 见 表 1, 苜 蓿 切 叶 蜂 雄 蜂 在 大 棚 网

室内有一定传粉效果 , 不同品系间传粉效率不同 ,

释放雄蜂网 室内的 不 育 系 大 豆 JLCMS8A, 平 均 单

株 结 荚 数 和 粒 数 分 别 为 10.3 个 荚 和 16.6 粒 , 传

粉 效 果 分 别 是 放 雌 蜂 棚 的 35.0% 和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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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4 页)POD 和 CAT 普遍存在 于植物的所 有组

织中 , 其活性与植物的代谢强度及抗寒、抗 病能力

有一定关系 , 故通常以这两种 酶的变化来 衡量植

物 的抗性变化 [14]。在这一方面 太空 微 重 力 研 究 已

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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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CMS17A 平 均 单 株 结 荚 数 和 粒 数 分 别 为 37.8

个 荚 和 84.3 粒 , 传 粉 效 果 分 别 是 放 雌 蜂 棚 的

77.5%和 70.3%。 从 单 株 最 多 结 荚(粒)数 一 项 看 ,

JLCMS8A 单株 最多结荚数 和 粒 数 分 别 为 18 个 和

36 粒 , 和 相 同 品 系 释 放 雌 蜂 棚 相 差 32 个 荚 和 45

粒 , 有 明 显 的 差 别 ; 而 JLCMS17A 单 株 最 多 结 荚

数和粒数分别为 69 个和 117 粒 , 和相同品系释放

雌蜂棚相差不大(86- 69, 210- 117)。

3 讨 论

苜 蓿 切 叶 蜂 雄 蜂 是 大 豆 不 育 系 有 效 传 粉 昆

虫。雄蜂棚内的大豆不育系 的同一品系 不同个体

植 株 间 结 荚 (粒 )数 间 差 异 大 、授 粉 不 匀 的 原 因 很

可能与植株密度等有关 ; 不同品系间结荚 (粒)数

差异与不育系大豆花的形态、花器大小、开花位隐

蔽度、花瓣大小、龙骨瓣开张度、散粉性、单花花粉

量、花的密腺、颜色等物理、化学因素有关。

苜蓿切叶蜂雌、雄成蜂在 形态特征、传 粉机理

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 雌蜂 的腹部长有 特殊的携粉

器官 - 腹毛刷 , 而雄蜂不具备 , 只是在 为补充营

养 、取 食 花 粉 和 花 蜜 的 同 时 , 也 间 接 携 带 花 粉 , 因

此苜蓿切叶蜂雄蜂授粉效 率显著低于 雌蜂 , 这是

正 常的 , 但传粉 能力还是非 常显 著 的 (与 没 有 传 粉

昆虫的 3% 以下结实率相比)。这仅是一年的试验

结果 , 雄蜂的精确授粉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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