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螟黄赤眼蜂 (Trichogramma chilonis Ishii)因
其寄主种类较多，应用范围较广，具有较强的应用

前景，国内学者做过很多应用研究，主要用于防治

玉米螟、棉铃虫、大豆食心虫、甘蔗螟、水稻二化螟

等取得显著效果[1- 5]。螟黄赤眼蜂在柞蚕卵上可以

繁殖，但寄生率偏低。为了更好的利用寄主资源，

以期实现螟黄赤眼蜂工厂化生产，研究人员对螟

黄赤眼蜂的生物学和繁殖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

认为螟黄赤眼蜂存在品系间的差异，接蜂温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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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蜂倍数对螟黄赤眼蜂具有明显的影响, 并选育

出螟黄赤眼蜂 TC 品系比较适宜柞蚕卵繁殖 [6- 7]。
本实验正是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由于接蜂时间对

该蜂的影响还不明确而进一步做的实验，旨在通

过本实验可以明确最佳接蜂时间，为更好的利用

柞蚕卵大量繁殖螟黄赤眼蜂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螟黄赤眼蜂 TC 品系：采集于公主岭市郊区

甜菜上的甘蓝夜蛾卵，用米蛾卵保种，在试验前转

到柞蚕卵上，连续繁殖 5 代以后作为供试蜂种。
寄主卵：采用在 1℃左右的冰箱内贮存 1～2

d 的新鲜柞蚕蛾剖腹卵。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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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柞蚕卵为中间繁殖寄主，研究螟黄赤眼蜂在不同接蜂时间处理下对其繁殖特性产生的影响。结

果表明：接蜂时间对螟黄赤眼蜂繁殖有明显的影响，大量生产时应掌握在 36～48 h 之间，以 48h 为最好，表现

为羽化率最高、单卵有效蜂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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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置接蜂时间为：12 h、24 h、36 h、48 h、
60 h，共 5 个处理。首先在 (26±1)℃，相对湿度

80%±5%的恒温箱内，用 26 cm×19 cm×5.5 cm
的昆虫标本盒加温经过筛选并用甲醛、高锰酸钾

消毒过的 TC 螟黄赤眼蜂蜂种 (蜂种单卵头数 80
头左右，羽化率 95%以上)，待见到有 15%左右的

蜂种羽化时，将新鲜的柞蚕蛾剖腹卵洗净，用新洁

尔灭消毒、晾干，平铺到小纱盘上，卵的厚度为

1～1.5 个卵的厚度，然后将盛有寄主卵的纱盘放

到标本盒中，供试卵与蜂种之间的体积比为 14∶
1，接蜂后每隔 12 h 取出一个接蜂盒将蜂种筛掉，

取寄生后的卵 15 mL 倒入新标本盒中，放入另一

个同样温湿度的恒温箱中发育，待发育至预蛹虫

态时，随机抽取 4 mL 左右的寄生卵粒，调查寄生

率 ， 另 外 随 机 取 20 粒 寄 生 卵 粒 ， 单 粒 分 装 入

1cm×5cm 的指形玻璃管中，管口用棉球塞好，贴

好接蜂时间的标签，继续放到恒温箱中加温，等全

部羽化出蜂后，用解剖镜调查该处理下单卵的羽

化雌蜂数、羽化雄蜂数、羽化蜂总数、遗留雌蜂数、
遗留雄蜂数、遗留蜂总数、单卵头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接蜂时间对单卵头数、羽化蜂总数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单卵头数在 0～36 h 随接

蜂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并在接蜂 36 h 单卵头数最

大，以后略有下降，但下降数量很小，48 h 和 60
h 基本相同，都接近 80 头左右；羽化蜂总数在 0～
48 h 随接蜂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接蜂 48h 羽化蜂

数最多,以后逐渐下降。
2.2 接蜂时间对寄生率、羽化率、羽化出蜂率及

雄蜂率的影响

从图 2 看出，寄生率 0～36 h 随接蜂时间的

增加逐渐增加，36 h 寄生率最高，以后略有下降 ,
但 48 h 后基本保持不变;羽化率和羽化出蜂率在

接蜂 0～48 h 之间都是上升的趋势，接蜂 48h 寄

生卵的羽化率和羽化出蜂率最高，接蜂 48 h 后开

始下降。接蜂时间在 24h 后对雄蜂率基本没有影

响都在 8%～9%。

2.3 接蜂时间对单卵有效蜂数的影响

在生产中既要考虑生产效率，又要考虑应用

效果，故我们分析了单卵有效蜂数。单卵有效蜂数

指用于生产的单粒寄主卵可能羽化出来能够在田

间起到防治作用的蜂数。计算的公式如下：单卵有

效蜂数(头)=1 粒×寄生率(%)×单卵头数(头 / 粒)
×羽化率(％)×羽化出蜂率(％)。

从图 3 可以看出，单卵有效蜂数在接蜂时间

12～48 h 的范围内逐渐增加，48 h 单卵有效蜂数

最大，36 h 与 60 h 基本相等。

3 小结与讨论

接蜂时间长短对 TC 螟黄赤眼蜂有明显的影

响，36 h 寄生率和单卵头数最大，48 h 羽化率和

羽化出蜂率最高，24 h 后雄蜂率没有变化，单卵

有效出蜂数 48 h 最多，综合以上分析认为：TC 螟

黄赤眼蜂在常规的繁殖中，接蜂时间应掌握在

36～48 h 之间为好。以 48 h 为最好，有效蜂最多，

这样可以利用最少的生产成本，发挥最大的应用

效果。
在试验中发现 TC 螟黄赤眼蜂 (下 转 第 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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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接蜂时间与单卵头数、羽化蜂总数的关系

图 2 接蜂时间与寄生率、羽化率、羽化出蜂率
及雄蜂率的关系

图 3 接蜂时间与单卵有效蜂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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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9 页) 成为肥料行业生产和农资消费的热点，

从而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产业化创造良好条件。通过

有益微生物的处理将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等有机废

弃物转变成生物有机肥，使之无害化、资源化，解决了

种植、养殖业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增加了畜禽产品的附

加值，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同时，秸秆通过非病原微生

物作用还田具有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物理

性状，增加土壤微生物，使土壤变得松疏易于耕种，减

少病虫草害的发生。正确使用生物有机肥，可以提高农

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因此，生物有机肥工厂化生产对畜禽养殖业、肥料加工

和种植业都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农

业生产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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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3 页 ) 在接蜂 36 h 后取到的寄生卵样本

中，没有未寄生的空瘪卵现象，但在预蛹后期调查

寄生率时，发现此时卵的内容物较多都化成水状，

最后调查寄生率时随接蜂时间增加略有下降，是

因为蜂种长时间产卵带入空气中的病菌，还是因

为单卵头数过多出现生存竞争，最终不能发育成

赤眼蜂,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由于本实验只是在(26±1)℃、相对湿度 80%

±5%, 寄主卵与蜂种比为 14∶1 的条件下繁殖的，

并且只是 TC 螟黄赤眼蜂品系得出的结论，故在

实际生产和应用中还应考虑不同的品系、接蜂温

度、湿度、接蜂倍数等综合因素，以最小的投入换

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实验初步明确接蜂时间对赤眼蜂的繁殖会

产生影响，找出繁殖该蜂比较适宜的接蜂时间，但

还没从根本上解决螟黄赤眼蜂在柞蚕卵上寄生率

低的问题，今后还应在种下遗传分化和蜂种选育

方面做进一步研究，选育出更适宜柞蚕卵繁殖的

螟黄赤眼蜂品系，以实现工厂化大量生产。
参考文献：

[1] 许建军，郭文超，何 疆，等 . 新疆利用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田

间技术研究初报[J] . 新疆农业科学，2001，38(6)：315- 317 .
[2] 刘万学，万方浩，郭建英，等 . 人工释放赤眼蜂对棉铃虫的防

治作用及相关生态效应[J] . 昆虫学报，2003，46(3)：311- 317 .
[3] 王克勤，黄元巨，王亚洲，等 . 应用人工卵繁殖螟黄赤眼蜂防治大

豆食心虫的初步研究[J] . 黑龙江农业科学，1996(3)：21- 23 .
[4] 郭良珍，冯荣杨，梁恩义，等 . 螟黄赤眼蜂对甘蔗螟虫的控制

效果[J] .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1，23(5)：398- 400 .
[5] 董本春，王常湘，高德语，等 . 螟黄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的

研究[J] . 植物保护，2001，27(4)：45- 46 .
[6] 鲁 新，李丽娟，张国红 . 接蜂倍数对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

的影响[J] . 吉林农业科学，2004，29(1)：32- 34 .
[7] 鲁 新，李丽娟，张国红 . 温度对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的影

响[J] . 吉林农业科学，2003，28(5)：18- 21 .

(上接第 60 页) 而且该方法可更好地保持蛋白质的

活性，可作为提取功能蛋白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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