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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赤眼蜂和白僵菌防治黏虫初步研究

孙 嵬，鲁 新，田志来，李丽娟，朱晓敏，张国红，高 悦，高月波*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部东北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对赤眼蜂（Trichogramma）和白僵菌（Beauvenia bassiana）防治黏虫的效果做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

显示，螟黄赤眼蜂（T. chilonis）的卵块寄生率在 55.56%～77.78%之间，卵粒寄生率在 14.24%～27.69%之间。松

毛虫赤眼蜂（T. dendrolimi）的卵块寄生率在 66.67%～88.89%之间，卵粒寄生率在 14.63～30.54之间。白僵菌的

校正防效在 20.75%～54.7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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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ntrolling of Mythimna separate (Walker) with Tricho⁃
gramma and Beauvenia bass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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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iveness of Trichogramma and Beauvenia bassiana on controlling of M. separate was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e of egg mass parasitism of T. chilonis ranged from 55.56% to 77.78%, and the rate of
egg parasitism ranged from 14.24% to 27.69%. The rate of egg mass parasitism of T. dendrolimi ranged from 66.67%
to 88.89%, and the rate of egg parasitism ranged from 14.63% to 30.54%. The revised effective of B. bassiana
ranged from 20.75% to 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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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虫（Mythimna separata Walker）是一种多食

性害虫，属于鳞翅目（Lepidoptera），夜蛾科（Noctu⁃
idae）[1]。黏虫在吉林省主要危害的农作物为玉

米、水稻、高粱以及谷子等，对粮食生产构成严重

的威胁，也是害虫预测预报工作的重要针对对

象。黏虫在我省具有发生频率高、范围广、面积

大的特点 [2]。2012年 8月上旬，我国华北及东北部

分地区暴发了三代黏虫，危害以及发生情况均为

近年罕见 [3]。我省的二代黏虫在长春、松原等地

区暴发性发生，据统计，吉林省本年度二代黏虫

见虫面积为 37.5万 hm2，达标面积 34.1万 hm2，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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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面积为 11.0万 hm2，叶片被吃光面积为 600万
hm2，见虫区域数量来看，市级单位 7个，县级单位

33个 [4]。针对黏虫的危害，相关的防治工作主要

以化学防治为主，但化学药剂的施用，不仅污染

环境、造成植物药害、杀伤天敌，还会引发施药人

员的安全问题。

生物防治因其自身具备的优点，以及克服了

化学防治的弊端等优势，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应用

到害虫防治中去 [5-7]。目前应用赤眼蜂和白僵菌

是吉林省害虫生物防治的主要措施，赤眼蜂

（Trichogramma）的人工繁殖与田间释放、昆虫病

原微生物白僵菌（Beauvenia bassiana）的应用均是

被证实有效的技术。赤眼蜂属于卵寄生蜂，对于

玉米螟（Ostrinia nubilalis）、二化螟（Ostrinia nubila⁃
lis）、梨小食心虫（Grapholitha molesta）等多种农林

类害虫均有着较好的防治效果 [8-13]。白僵菌作为

世界范围内应用较多的昆虫病原真菌，已报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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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多达 15目 149科 700多种昆虫 [14]，其作为我国

研究时间最长、应用面积最大的真菌杀虫剂，已

作为常规方法防治玉米螟及松毛虫，还被应用于

大豆食心虫、金龟子、叶蝉、蚜虫等害虫 [15-17]。本

研究以黏虫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上述两种生物防

治技术在黏虫防治上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研究，以

期为黏虫的有效治理及综合防治提供一定的科学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赤眼蜂防治黏虫卵

本研究供试验的黏虫卵为本研究室室内饲养

繁殖，黏虫卵块的卵粒数不等，选用卵块所含卵

粒范围为 25～60粒，以 30～40粒为主，为保证实

际数量近似，部分卵块为拼接。将黏虫卵块放入

直径为 1.4 cm，长 5.4 cm的指形管中，标计数量

（由于部分卵粒重叠，难以准确估数，记录数量时

为数字范围，实际计算时，选择均数，如 30～40
粒，记为 35粒），用湿润的脱脂棉塞住管口。

每管中引入 1头赤眼蜂雌蜂，赤眼蜂蜂种由

本单位生物防治研究室提供，蜂种为螟黄赤眼蜂

（T. chilonis）与松毛虫赤眼蜂（T. dendrolimi），其中

螟黄赤眼蜂为 5个品系（M-SD、M-YS、M-TC、M-
TL、M-MH），松毛虫赤眼蜂为 3个品系（S-SN、S-
HL、S-JT）。每个品系为 1个处理，每个处理 9次
重复。处理后放入 25℃、湿度 80%的人工气候箱

中，全黑暗处理。3 d后挑出孵化的黏虫，7 d后查

看寄生卵的情况，待赤眼蜂羽化并完全死亡后，

统计出蜂数。相关数据按以下公式计算：

卵块寄生率=寄生的卵块管数/总管数

卵粒寄生率=寄生的卵粒总数/总卵粒数

1.2 白僵菌防治黏虫幼虫

本研究的供试药品为白僵菌可湿性粉剂，供

试黏虫虫源为本课题组室内饲养的 3龄幼虫。试

验处理分 3个浓度，以 0.1%吐温 80 无菌水配制，

分别为 0.5亿 ∕g、1亿 ∕g及 2亿 ∕g，每处理 3次重复，

每重复 20头黏虫，以喷施清水为 CK对照。将配

好的可湿性粉剂各个浓度处理摇匀后分别装入小

喷雾器内，均匀喷洒于供试黏虫，后置于离心管

中，放入培养箱中，环境条件设置为温度 26℃、RH
=90%，次日起逐日调查统计试虫的死亡数与僵虫

数率 ( 虫尸上长出肉眼可见的菌丝及孢子)，按以

下公式计算虫口减退率与校正防效。

虫口减退率 = 施药前活虫数 - 处理后活虫数
施药前活虫数

× 100

校正防效（%）= 处理区虫口减退率 -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1 - 对照区虫口减退率

× 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赤眼蜂防治黏虫卵

研究结果显示（见表 1），螟黄赤眼蜂的卵块

寄生率在 55.56%～77.78%之间，平均卵块寄生率

为 64.45%，卵块寄生率最高的为 M-YS品系。螟

黄赤眼蜂卵粒寄生率在 14.24%～27.69%之间，平

均卵粒寄生率为 19.89%，卵块寄生率最高的为M-
SD品系。总的卵粒寄生率为 20.18%。松毛虫赤眼

蜂的卵块寄生率在 66.67%～88.89%之间，平均卵

块寄生率为 74.08%，卵块寄生率最高的为 S-HL品
系。螟黄赤眼蜂卵粒寄生率在 14.63%～30.54%之

间，平均卵粒寄生率为 21.47%，卵块寄生率最高的

为 S-HL品系。总的卵粒寄生率为 21.73%。
表 1 赤眼蜂寄生黏虫卵研究结果

品系

M-SD
M-YS
M-TC
M-TL
M-MH
S-SN
S-HL
S-JT

供试管数

9
9
9
9
9
9
9
9

寄生管数

6
7
6
5
5
6
8
6

卵块寄生率 (%)
66.67
77.78
66.67
55.56
55.56
66.67
88.89
66.67

总卵粒数

372
357
351
316
314
343
334
294

寄生卵粒数

103
88
55
45
54
66
102
43

卵粒寄生率 (%)
27.69
24.65
15.67
14.24
17.20
19.24
30.54
14.63

2.2 白僵菌防治黏虫幼虫

表 2为生测调查实验记录结果，共计 4 d的药

后调查，从研究结果来看，4 d后，各处理与 CK的
试虫全部死亡。处理后 1 d，白僵菌可湿性粉剂各

浓度死虫数较多，最高死亡率达到了 70%，CK处

理的死亡率均值为 11.67%。表 3为施药 1 d后的

药剂试验统计结果，药剂处理的虫口减退率在

30%～60%之间，校正防效在 20.75%～54.72%之

间。15 d后的观察，未见黏虫的僵虫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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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黏虫的防治方法主要依靠于药剂的防治 [1]。

近年来，可见应用性诱剂、病毒、生物药剂等生物

防治方法对于黏虫的防治研究 [18-21]。从我省早期

的调查中来看，黏虫的天敌种类很多，寄生性天

敌有 11种，捕食性天敌更为丰富，对于压低黏虫

虫源可起到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尽管天敌资源丰

富，却并未进行系统研究及充分利用 [2]。

本研究选取两种赤眼蜂共 8个品系，在实验

室条件下测试了其对于黏虫卵的寄生潜能，研究

结果显示，供试的品系均对于黏虫卵有一定的寄

生能力，其中螟黄赤眼蜂 M-YS品系对于黏虫卵

块的寄生率达到了 77.78%，螟黄赤眼蜂 M-SD对
于黏虫卵粒的寄生率达到了 27.69%，松毛虫赤眼

蜂 S-HL品系对于卵块的寄生率达到了 88.89%、
卵粒的寄生率达到了 30.54%，表现出了一定的寄

生潜能。通过不同浓度的白僵菌悬浮液对于黏虫

幼虫的室内毒力测定，在施药后 1 d的调查结果

显示，白僵菌对于黏虫的幼虫有杀伤作用，校正

防效在处理中最高达到了 54.72%。本研究的结

果为黏虫生物防治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理论依

据，但本研究仅是针对上述问题的初步探讨，在

之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筛选适宜的赤眼蜂的

蜂种、品系，并对于白僵菌的杀伤效果进行更为

广泛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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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施药后 1 d的药剂试验结果

药剂

0.5亿 /g
1亿 /g
2亿 /g
CK

虫口减退率（%）
60
30
50
11.67

校正防效（%）
54.72
20.75
43.39
-

表 2 黏虫可湿性粉剂生测调查实验记录

药剂

0.5亿 /g

1亿 /g

2亿 /g

CK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施药后 1 d
死虫数

11
13
12
9
7
2
14
11
5
3
0
4

累积死亡率（%）
55
65
57
45
35
10
70
55
25
15
0
20

施药后 2 d
死虫数

5
5
3
3
1
6
3
2
2
6
3
8

累积死亡率（%）
80
90
71
60
40
40
85
65
35
45
15
60

施药后 3 d
死虫数

4
2
6
7
12
11
1
7
9
4
14
3

累积死亡率（%）
100
100
100
95
100
95
90
100
80
65
85
75

施药后 4 d
死虫数

0
0
0
1
0
1
2
0
4
7
3
5

累积死亡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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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 2.74 kg/cm2，甜度最大为 6.92%，果实贮藏期

最长为 35 d。
圣尼斯植株最矮为 147.3 cm，茎最细为 10.63

mm，始花位置最高为 6.50节，花序间叶数最多为

3.33 片；叶、枝开散角度最小分别为 82.87°、
47.60°；坐果率最低为 65%，单果最重为 86.29g；果
实纵横比最小为 0.860。

金种子花序间叶数最少为 2.67，单株叶数最

多为 33.83，发病率最高 91.13%；单穗果数最少为

4.39个，小区产量最高为 34 298.01 g；果皮最薄为

0.296 mm，果肉最厚为 5.355 mm，硬度最小为 1.74
kg/cm2，甜度最低为 4.60%，果实无绿肩。

巡洋舰发病率最低 49.40%；坐果率最高为

82.00%；果实颜色最浅。

达翟丽植株最高为 228.0 cm，茎最粗为 14.43
mm，每棵节数最多为 31.67，叶开散度最大为

100.47°，果实贮藏期最短为 17 d。
巴顿植株始花节位最低为 4.00；果形最圆，果

实纵横比为 0.960，在番茄大果品种中甜度最高为

5.28%，果实无绿肩。

综上，越冬茬番茄盛果期在长期夜间亚低温

的环境中，金种子品种单株叶数最多，小区产量

最高，硬度、甜度最小，贮存时间较短，但在低温、

短日照条件下易发病，应加强结果盛期的管理和

病害防治工作 [5]。圣尼斯植株最矮、茎最细、始花

节位最高、叶枝开散度最小（可适当密植以提高

产量）、产量较高、贮存时间较长，其他指标均位

于中等。巡洋舰坐果率最高、发病率最低、产量

较高、贮藏时间较长，其他指标均中等。以上 3个
品种比较适宜越冬茬番茄在 1～2月份进入盛果

期，以供给元旦、春节及早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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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气象条件下，豆杰对大豆的安全性试验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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