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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室内利用 4种赤眼蜂共 28个品系对二化螟卵做了寄生率和产卵量试验，选出松毛虫赤眼蜂 S-AC品系、螟黄赤

眼蜂M-TC品系和稻螟赤眼蜂 D-JN品系寄生效果较好。通过田间释放单品系和混合品系得出：稻螟赤眼蜂效果优于螟

黄赤眼蜂，螟黄赤眼蜂效果优于松毛虫赤眼蜂，释放混合品系控制二化螟的效果均优于单独释放松毛虫赤眼蜂和单独释

放螟黄赤眼蜂，混合品系释放的平均防治效果 75%左右，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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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total of 28 strains of four Trichogramma species were used to test the parasitic rate and eggs laying with
the eggs of Chilo suppressalis in the laborat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asitic effect of S-AC strain of T. den⁃
drolimi, M-TC strain of T. chilonis and D-JN strain of T. japonicum were better. The control efficacy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release of single and mixed strains in the field. The effect of T. japonicum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 chi⁃
lonis, and T. chilonis was superior to T. dendrolimi. The effect of releasing mixed strains to control Chilo suppressa⁃
li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 dendrolimi and T. chilonis alone. The average control effect of the release of the mixed
strain was about 75%, which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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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Walker）]是为

害水稻的重要害虫，近年在吉林省为害逐年加

重，每年水稻产量损失 5%～30%[1-3]。目前水稻二

化螟的防治仍主要以化学防治为主，对稻米质量

安全、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及人们健康构成了严重

威胁和损害。释放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是构建

绿色防控技术体系的重要措施之一，多年来国内

应用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也取得很多成功的经

验 [4-8]。但是应用的赤眼蜂大多没有针对二化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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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的室内和田间筛选，分析不同赤眼蜂品

系和种类在寄生二化螟卵上的差异，比较田间控

制效果上的不同。而筛选高效寄生二化螟卵的赤

眼蜂种型和品系是开展大面积防治二化螟的基

础。本文通过室内和田间对赤眼蜂不同品系寄生

二化螟卵及田间防治效果进行研究，以便选出高

效寄生二化螟卵的种型和品系，并探索了混合蜂

防效，为大面积应用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提供

技术支撑。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供试蜂种

5个松毛虫赤眼蜂品系 S-AC、S-BC、S-MH、
S-MDJ、S-TL；12 个螟黄赤眼蜂品系 M-YJ、M-
LH、M-MH、M-DF、M-XJ、M-TC、M-YT、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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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M-SD、M-CH、M-TL；11个小卵型赤眼蜂

品系 D-JN、M-FC、M-F152、M-F48、M-GD、M-YJ、
M-GZL、Y-FC、Y-MH2、Y-MH1、Y-YT，共 28个品

系。

1.1.2 供试寄主卵

二化螟卵：将采集于水田稻茬内的二化螟老

熟幼虫在温度 25℃，RH（80%±5%）的气候箱中加

温至化蛹，将蛹放入装盆栽稻苗的培养箱内羽化

和产卵，待产卵后连稻叶一起剪下二化螟卵块用

于试验，每块 50粒左右。

米蛾卵：利用玉米面、豆粉、麦麸人工饲养米

蛾获得，米蛾卵粘卡后利用紫外灯杀胚 30 min用
于试验。

柞蚕卵：利用新鲜柞蚕蛾剖腹卵，经洗净，去

绿卵，消毒后，用于大量生产赤眼蜂。

1.2 试验方法

1.2.1 赤眼蜂对二化螟卵的寄生效果

各品系蜂种在米蛾卵上连续繁殖不低于 5
代，用于试验。将各品系蜂种在 25℃、RH（80%±
5%）、全黑暗的气候箱中加温至羽化，分别取各品

系羽化 24 h内的雌蜂，单管引单蜂，接入 30～50
粒二化螟卵块，继续在气候箱中产卵发育 7 d后
查单雌寄生卵粒数量，每个品系 20管，小卵型蜂

重复 3次。

1.2.2 单一品系田间防治效果

依据性诱剂及田间调查数据确定放蜂时间，

蜂种为 1.2.1选出的 3种寄生效果较好的品系，松

毛虫赤眼蜂和螟黄赤眼蜂以柞蚕卵为寄主，稻螟

赤眼蜂以米蛾卵为寄主大量扩繁。放蜂量采用稻

螟赤眼蜂 2万头/666.67 m2、螟黄赤眼蜂采用 3万
头/666.67 m2、松毛虫赤眼蜂 4万头/666.67 m2，平

均分成 3次释放，每次每 666.67 m2设 3个放蜂点，

每次间隔 5～7 d，在 500 m外设不放蜂、不施药的

对照田，每个品系放蜂面积 6 666.7 m2。

9月中下旬调查秋季效果，根据吉林省赤眼

蜂防治水稻二化螟秋季调查方法，采取 5点取样，

每点 10穴，用镰刀将调查穴沿根部割断，然后调

查每点总株数、虫伤株数、白穗数，求出虫伤株

率、白穗株率、防治效果等。

防治效果=（虫伤株减退率+白穗株减退率）/2
1.2.3 混合蜂田间防治效果

松毛虫赤眼蜂、螟黄赤眼蜂、稻螟赤眼蜂的混

合比例为 8︰3︰1，将混合蜂装入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自主研制的可降解水田放蜂球，每次每点 1个
球。采用 3.6万头/666.67 m2，其它同 1.2.2。

2 结果与分析

2.1 赤眼蜂寄生二化螟卵的寄生效果

通过室内各品系赤眼蜂寄生二化螟卵试验，

可以看出每种赤眼蜂不同品系之间对二化螟卵的

寄生率及单雌产卵粒数均存在差异，见表 1。

松毛虫赤眼蜂各品系对二化螟的卵块寄生率

和单雌产卵粒数不同，5个品系在二化螟卵上的

卵块寄生率最好的为 S-AC品系和 S-BC品系，卵

块寄生率为 40%。其次为 S-MH品系，卵块寄生

率为 30%。5个品系在二化螟卵上的单雌产卵粒

数有显著差异，单雌产卵粒数最多的为 S-AC品
系，为 23.75粒。其次为 S-MDJ品系，单雌产卵粒

数为 21粒。再次为 S-TL品系，单雌产卵粒数为

19.50粒。可见 S-AC品系卵块寄生率和单雌产卵

粒数均较好，表现了较好的寄生效果。

表1 寄生二化螟卵及产卵数量（室内）

种型

松毛

虫赤

眼蜂

螟黄

赤眼

蜂

小卵

型赤

眼蜂

品系

S-AC
S-BC
S-MH
S-MDJ
S-TL
M-YJ
M-LH
M-MH
M-DF
M-XJ
M-TC
M-YT
M-GL
M-YS
M-SD
M-CH
M-TL
D-JN
M-FC
M-F152
M-F48
M-GD
M-YJ
M-GZL
Y-FC
Y-MH2
Y-MH1
Y-YT

卵块寄生率 (%)
40
40
30
10
20
30
40
40
60
30
70
60
30
30
60
70
50
93.33±7.64 a
53.33±20.82 cde
86.67±7.64 ab
63.33±10.41 cd
65.00±13.23 cd
38.33±2.89 e
66.67±5.77 bc
45.00±21.79 d
65.00±13.23 cd
63.33±7.64 cd
50.00±5.00 cde

单雌产卵粒数（粒）

23.75±11.49 a
16.75±6.99 ab
9.67±5.69 b
21.00±0.00 ab
19.50±2.12 ab
21.33±5.03 ab
31.00±14.31a
21.50±17.67 ab
22.00±14.30 ab
22.00±19.98 ab
23.29±4.99 ab
13.17±7.99 b
10.67±6.51 b
17.00±3.46 ab
24.33±16.81 ab
17.43±6.70 ab
26.80±9.01 ab
18.40±1.85 a
8.88±4.70 cd
9.41±1.54 bcd
10.74±4.42 bcd
9.50±1.80 bcd
6.84±0.32 d
13.86±4.22 abc
7.28±2.34 d
18.46±5.36 a
8.83±2.94 cd
14.77±1.27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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螟黄赤眼蜂不同品系寄生二化螟的卵块寄生

率和单雌产卵粒数均有差别，卵块寄生率最高的

为M-TC品系和M-CH品系，卵块寄生率为 70%。
单雌产卵粒数差异显著，M-LH品系单雌产卵量

最高为 31粒；其次为M-TL品系，单雌产卵粒数为

26.80粒；再次为M-SD品系和M-TC品系，单雌产

卵粒数为 24.33粒和 23.29粒。M-LH品系、M-TL
品系、M-SD品系、M-TC品系之间单雌产卵粒数

无显著差异。通过比较M-CH品系在二化螟卵上

寄生率高，单雌产卵量不高；M-LH品系、M-TL品
系、M-SD品系在二化螟卵上的单雌产卵量高，卵

块寄生率不高，因此筛选在二化螟卵上卵块寄生

率和单雌产卵粒数较优异的螟黄赤眼蜂应为M-
TC品系。

小卵型赤眼蜂在二化螟卵上卵块寄生率和单

雌产卵粒数分别差异显著，见表 1。在二化螟卵

上卵块寄生率最高的为稻螟赤眼蜂 D-JN品系，卵

块寄生率为 93.33%，其次为 M-F152品系,卵块寄

生率为 86.67%。单雌产卵粒数高的为 Y-MH2品
系和 D-JN品系，单雌产卵粒数为 18粒左右。其

次为 Y-YT和M-GZL品系，单雌产卵粒数在 14粒
左右。因此在二化螟卵上卵块寄生率和单雌产卵

粒数均较好的为D-JN品系。

室内寄生研究认为：3种赤眼蜂在二化螟卵

上表现较好的品系分别为松毛虫赤眼蜂 S-AC品
系、螟黄赤眼蜂 M-TC品系及小卵型稻螟赤眼蜂

D-JN品系。这些赤眼蜂品系还需进一步田间验

证。

2.2 单品系田间防治效果

通过田间试验，可以看出 3种赤眼蜂防治水

稻二化螟都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见表 2。松

毛虫赤眼蜂、稻螟赤眼蜂、螟黄赤眼蜂的虫伤株

减退率分别是 56.29%、74.85%、59.28%；白穗株减

退率分别是 49.66%、71.03%、53.10%；松毛虫赤眼

蜂、稻螟赤眼蜂、螟黄赤眼蜂的防治效果分别是

52.97%、72.94%、56.19%。
由此可见，稻螟赤眼蜂2万头/666.67 m2放蜂量少

效果最好，螟黄赤眼蜂放蜂量3万头/666.67 m2和松毛

虫赤眼蜂4万头/666.67 m2的防治效果低于稻螟赤眼

蜂，且螟黄赤眼蜂的防治效果高于松毛虫赤眼蜂。

2.3 混合蜂大面积田间防治效果

采用 3种赤眼蜂混合蜂大面积防治水稻二化

螟调查结果见表 3。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的效

果在 53.49%～86.49%，8个市（县）平均防治效果

为 75.03%，防治效果显著。

2017 年 4 个 市（县）的 虫 伤 株 减 退 率 在

40.57%～83.20%，白穗株减退率在 89.29%～100%，
防治效果在 70.29%～86.24%之间，平均防治效果

为 79.97%，柳河县防治效果最好为 86.24%。
2018 年 4 个 市（县）的 虫 伤 株 减 退 率 在

59.73% ～78.39% ，白 穗 株 减 退 率 在 47.24% ～

94.59%，防治效果在 53.49%～86.49%之间，平均防

治效果为 70.08%，九台市防治效果最好为 86.49%。
通过表 2及表 3，公主岭市释放混合蜂的防治

效果（67.25%）要高于单独释放螟黄赤眼蜂的效

果（56.19%）和单独释放松毛虫赤眼蜂的效果

表2 三种赤眼蜂田间防治二化螟试验效果 (公主岭市，2018年) %
蜂种类型

S-AC
D-JN
M-TC

虫伤株减退率

56.29
74.85
59.28

白穗株减退率

49.66
71.03
53.10

防治效果

52.97
72.94
56.19

表3 赤眼蜂大面积防治二化螟效果

年份

2017年

2018年

市（县）

柳河县

磐石市

九台市

榆树市

永吉县

九台市

梅河口市

公主岭市

虫伤株减退率（%）
83.20
40.57
66.60
64.31
59.73
78.39
76.50
63.47

白穗株减退率（%）
89.29
100.00
100.00
95.82
47.24
94.59
69.65
71.03

防治效果（%）
86.24
70.29
83.30
80.06
53.49
86.49
73.08
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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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7%），但略低于单独释放稻螟赤眼蜂的效果

（72.94%）。
综上可以得出：采用释放赤眼蜂混合蜂防治

水稻二化螟，可以有效降低虫伤株率和白穗株

率，效果显著，好于单独释放松毛虫赤眼蜂和单

独释放螟黄赤眼蜂。

3 小 结

不同种类或品系的赤眼蜂对目标寄主选择性

(偏好性)上存在差异，利用赤眼蜂不同品系对目

标害虫卵的偏好性筛选蜂种，是获得优良赤眼蜂

种类和品系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而对寄主寄

生卵数的不同，不仅反映出赤眼蜂对寄主卵产卵

的选择性不同，而且也反映出寄生蜂在寄主卵内

是否正常发育的能力。若一赤眼蜂品系对目标寄

主在接触次数和寄生卵量上均表现出很强的选择

性,则一般认为该品系是适用于防治目标害虫的

最佳候选者 [9]。通过试验认为：松毛虫赤眼蜂 S-
AC品系、螟黄赤眼蜂M-TC品系及小卵型稻螟赤

眼蜂 D-JN品系，在二化螟卵上寄生率和产卵粒数

分别是最优，因此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有研究得出：3种赤眼蜂对水稻二化螟田间

控害效果从高至低依次为稻螟赤眼蜂、螟黄赤眼

蜂和松毛虫赤眼蜂，稻螟赤眼蜂为控制水稻田二

化螟的优势蜂种 [10]。本试验结果与之相一致，并

且发现：释放 3种赤眼蜂混合蜂防治效果很好，防

治效果最高可达 86%以上，两年各地的平均田间

防治效果在 75%左右。防治效果较好的原因可否

与 3种蜂的生存竞争及蜂种的选择性有关，有研

究认为：在二化螟卵上同时混合接入稻螟赤眼蜂

和松毛虫赤眼蜂时，对水稻二化螟的控制效果最

佳 [11]。稻螟赤眼蜂与拟澳洲赤眼蜂或与松毛虫赤

眼蜂同寄生一粒寄主卵,稻螟赤眼蜂在羽化蜂中

均占绝对优势，是竞争中的强者，3种蜂同遇时,稻
螟赤眼蜂在搜寻寄主上种间竞争能力较强，在稻

螟赤眼蜂混合散放后,卵寄生率均得到提高，赤眼

蜂对寄主的辨别力因蜂种和辨别对象的不同存在

着种间及种内的差异 [12]。不同种赤眼蜂对卵龄具

有选择性，松毛虫赤眼蜂和玉米螟赤眼蜂寄生亚

洲玉米螟卵的寄生行为，以及两种赤眼蜂在单独

和竞争情况下的寄生及其子代蜂受寄主卵龄的影

响。在竞争情况下，两种赤眼蜂子代总雌蜂数均

增加 [13]。鉴于异种或同种不同品系赤眼蜂对寄主

卵龄的选择可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在田间应用时

是否可考虑将具不同选择表现的品系 (或蜂种)搭

配应用使赤眼蜂能对各龄寄主卵都充分寄生，缓

解因其对寄主卵龄的选择而导致的放蜂效果不佳

的问题，不同赤眼蜂对不同寄主卵龄选择机制可

能不尽相同 [14]，三种赤眼蜂混合防效的作用机理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稻螟赤眼蜂只能用米蛾等小粒卵作为繁殖寄

主，效率低，成本高，很难大面积应用。而松毛虫赤

眼蜂和螟黄赤眼蜂可以利用柞蚕卵（大卵）工厂化生

产，尽管寄生和控害效果低于稻螟赤眼蜂，但在大面

积防治水稻二化螟应用上具有实际意义[10]。

试验发现：相同年份不同地区效果不同，同一地

区年际间也略有不同。造成赤眼蜂防治效果差异的

原因，是否与当地的小气候（如温度），田间二化螟的

发生量、发生代数，水稻品种以及释放赤眼蜂技术等

因素有关，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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