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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集稻纵卷叶螟卵的高效简便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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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simple and efficient method of collecting the eggs of rice leaffolder，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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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simple and efficient method of collecting the eggs of rice leaf － folder，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ee; a glass beaker covered with wet gauze，was evaluated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egg －

collecting methods，including plastic bags and plastic cups.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prolong adult longevity and increase the fecundity and hatch rate of C. medinalis. It is also simpl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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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稻纵卷叶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ee 的“烧杯 + 湿纱布”卵收集方法，并与“塑料

袋收集法”和“塑料杯收集法”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烧 杯 + 湿 纱 布”卵 收 集 法 能 显 著 地 延 长 了 稻 纵

卷叶螟成蛾的寿命、提高单雌产卵量和卵孵化率。采用此法收集稻纵卷叶螟的卵更高效和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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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纵 卷 叶 螟 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ee( Lepidoptera: Pyralidae) 是 我 国 水 稻 的

一种重要迁飞性害虫。由于栽培制度 改 变、气

候变化、新品种推广等原因，近年来发生频率和

危害程 度 呈 加 剧 趋 势
［1，2］。因 此，需 要 深 入 开

展稻纵卷叶螟发生为害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

培养敏感的稻纵卷叶螟品系，筛选合理的化学

防治药剂。这些都基于稻纵卷叶螟实验室种群

和人工规模化饲养技术体系的建立，而人工饲

养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人工饲养条件下的产卵方

法。关于稻纵卷叶螟室内人工饲养的各种产卵

方法和装置，前人已做过较多研究，其中应用塑

料袋和塑料杯是稻纵卷叶螟人工产卵最常用的

方法。Yoshinori 和 Masachica［3］
将 稻 纵 卷 叶 螟

成虫放入聚乙烯袋内产卵，在幼虫孵化前用剪

刀剪取卵附着物，此法在应用时湿度控制不易

保持均一性，从而对成虫寿命和产卵量产生影

响。刘琴等
［4］

以 市 售 一 次 性 塑 料 杯 为 产 卵 器

具，用保 鲜 膜 封 口。但 接 虫 量 小 且 采 卵 量 低。

针对各种产卵装置的不足之处，作者设计出了

一种采用玻璃烧杯和湿纱布构成的、采集稻纵

卷叶螟卵的高效、简易新装置。同时比 较 了 与

其它产 卵 装 置 的 采 卵 效 果。现 将 结 果 报 道 如

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供试虫源

虫源采自杭州郊区稻田。在稻纵卷叶螟危

害盛期，摘取上有老熟或高龄稻纵卷叶螟幼虫

的稻叶卷苞带回实验室，以水稻品种 TN1 饲养

幼虫至化蛹。羽化后选择发育整齐的成虫供产

卵试验。
1. 2 不同产卵装置及方法的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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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3 种产卵装置及方法进行了采集稻纵

卷叶螟卵粒的对比试验。这 3 种产卵装置分别

为:(1) 玻璃烧杯 + 湿纱布;(2) 聚乙烯塑料袋;

(3) 一次性塑料杯。
(1) 玻 璃 烧 杯 + 湿 纱 布: 以 市 售1 000 mL

玻璃烧杯为产卵容器。在烧杯底部垫一网格状

塑料垫( 高 0. 5 cm) ，注 入 少 量 水，以 不 浸 没 塑

料垫为准，塑料垫上覆 2 ～ 3 层滤纸，保持杯内

湿度。烧 杯 中 接 入 10 对 稻 纵 卷 叶 螟 成 虫 ( 1
对 /130 cm3 )。以 2 层棉纱布覆盖烧杯杯口，烧

杯放在注有少量水的白瓷盘中，纱布裙边浸入

盛水容器水中，依靠纱布的吸水作用，使覆盖在

烧杯杯口的纱布保持湿润状态。
( 2 ) 聚 乙 烯 塑 料 袋: 按 Yoshinori 和

Masachica［3］(1989) 的试验方法，聚乙烯塑料袋

充气并以铁丝支架作为内部支撑( 空间达到 30
cm × 30 cm × 20 cm)。放 入 20 对 稻 纵 卷 叶 螟

成虫(1 对 /900 cm3 ) ，用橡皮圈将袋口扎牢。
(3) 一 次 性 塑 料 杯:按 刘 琴 等

［4］(2009) 试

验方法，以市售一次性塑料杯为产卵 器 具。在

塑料杯底剖 开 一 直 径 5 ～ 8 mm 的 孔。杯 中 接

入 3 对(1 对 /80 cm3 ) 稻纵卷叶螟成虫，用保鲜

膜封口。
以上每个处理均在光周期 L∶ D = 14∶ 10、温

度(26 ± 1)℃ 的人工气候室内进行。在产卵容

器中均放入蘸有 10% 蜂蜜水的脱脂棉棉球，每

天更换 1 次。每天观察记录各产卵装置上的总

产卵量、不同载卵介质上的卵粒数，采集各产卵

装置中稻纵卷叶螟卵及其附着的产卵介质 ( 聚

乙烯塑料 袋、塑 料 杯 及 产 卵 纱 布 ) 置 于 保 鲜 盒

中，保鲜盒底部垫 2 ～ 3 层湿滤纸保湿。待卵出

现“黑头”时，计 数 发 育 卵 与 未 发 育 卵，计 算 卵

孵化率。观察记录各产卵装置中的成 虫 寿 命。
试验设 10 个重复。
1. 3 “烧杯纱布集卵法”不同处理的产卵效果

比较

为比较“烧 杯 纱 布 集 卵 法”烧 杯 底 部 注 水

和纱布保湿这两个措施对稻纵卷叶螟产卵及卵

收集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试验。处理设置如下:

(1) 杯 底 有 水 + 湿 纱 布;(2) 杯 底 有 水 + 干 纱

布;(3) 杯底无水 + 湿纱 布;(4) 杯 底 无 水 + 干

纱布。试验以市售1 000 mL玻璃烧杯为产卵容

器，在烧杯中接入 10 对初羽稻纵 卷 叶 螟 成 虫，

烧杯中悬挂蘸有 10% 蜂蜜水的脱脂棉棉球，每

天更换 1 次。试验在光周期 L∶ D = 14∶ 10、温度

(26 ± 1)℃ 人工气候室内进行。观察并记录各

个处理的产卵量、孵化率和成虫寿命。试 验 设

10 个 重 复。以 温 湿 度 记 录 仪 ( DSR-THEXT
standard version 2 型，佐 格 微 系 统 ( 杭 州) 有 限

公司) 记录装置中的相对湿度。各处理的操作

方法如下:

(1) 杯底有水 + 湿纱布。在烧杯底部垫一

网格状塑 料 垫，注 入 少 量 水，高 度 低 于 塑 料 垫

片，塑料垫上覆 2 ～ 3 层滤纸。以 2 层棉纱布覆

盖烧杯杯口，烧杯放入白磁盘中。白磁 盘 中 注

入少量水，纱布裙边浸入白磁盘的水中，依靠纱

布的吸水作用，使覆盖在烧杯杯口的纱布保持

湿润状态。
(2) 杯底有水 + 干纱布。烧杯底部水层同

处理(1) ;烧杯杯口覆 2 层棉纱布，纱布保持干

燥状态。
(3) 杯底无水 + 湿纱布。烧杯底部塑料垫

和滤纸 如 处 理 (1) ，但 不 加 水; 湿 纱 布 如 处 理

(1)。
(4) 杯底无水 + 干纱布。烧杯底部塑料垫

和滤纸如处理(1) ，但不加水;纱布保持干燥状

态。
1. 4 数据统计与分析

用 SPSS13. 0 进 行 试 验 数 据 分 析。将 稻 纵

卷叶螟成虫的寿命、单雌产卵量和采卵率和卵

孵化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way ANOVA，

Tucky)。平均数的多重比较之前对百分数进行

了数据转换。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产卵装置的产卵效果比较

烧杯 + 湿纱布产卵法的稻纵卷叶螟单雌产

卵量、雌雄成虫寿命和卵孵化率均显著高于塑

料袋和塑料杯( 表 1)。烧杯 + 湿纱布产卵法获

得的稻纵卷叶螟单雌产卵量比另外两种采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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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 高 了 80% ～ 90% ，雌 雄 成 虫 寿 命 延 长 了

1. 69 ～ 2. 33 d。采 卵 率 方 面，烧 杯 + 湿 纱 布 产

卵法的稻纵卷叶螟成虫均将卵产在纱布上，几

乎不在烧杯壁和滤纸上产卵，采卵率高且操作

方便。塑料袋和塑料杯的采卵率虽与烧杯 + 湿

纱布法接近，但操作上繁琐得多。此外，烧杯 +
湿纱布法的卵孵化率也较塑料袋和塑料杯显著

提高，卵孵化率较后两者提高了 10% 以上。

表 1 不同产卵装置的稻纵卷叶螟单雌产卵量、

成虫寿命、采卵率和卵孵化率比较

处理
产卵量

( 头 /雌)

成虫寿命( d)

雌 雄

采卵率

(% )

卵孵化率

(% )

烧杯 + 湿纱布 92. 30 a 6. 45 a 6. 00 a 99. 78 a 88. 67 a

塑料袋 47. 92 b 4. 12 b 3. 78 b 95. 66 a 77. 08 b

塑料杯 51. 12 b 4. 53 b 4. 07 b 94. 33 a 74. 89 b

注:表中同一列中不同小写字 母 表 示 在 0. 05 水 平 上 差 异

显著。( 下表同)

2. 2 烧杯 + 纱布的产卵装置不同处理对产卵

效果的比较

棉纱布粗糙的表面使稻纵卷叶螟成虫在纱

布上容易附着栖息，但纱布的干湿与否对产卵

部位和采卵率有显著的影响( 表 2)。在保湿情

况下，稻纵卷叶螟几乎将所有的卵都产在纱布

上，且采卵极为方便。而如果纱布不保湿，稻纵

卷叶螟则将超过 50% 的卵粒产在烧杯壁上，这

部分卵不能有效采集。同时，纱布保湿 与 否 还

对 稻 纵 卷 叶 螟 产 卵 量 和 卵 孵 化 率 产 生 重 要 影

响，相比干纱布，保湿纱布上产卵量和卵孵化率

均显著提高。此外，在纱布处理相同的情况下，

通过在烧杯中注入少量水可显著提高稻纵卷叶

螟成虫寿命和单雌产卵量。这说明烧杯底部的

水层和浸湿纱布有助于烧杯内保持适宜湿度的

微环境，利 于 稻 纵 卷 叶 螟 成 虫 的 存 活 和 产 卵。
而产卵介质纱布的保湿处理简单方便，为稻纵

卷叶螟卵孵化提供了适宜的微环境，提高了卵

孵化率。

表 2 烧杯 + 纱布产卵装置不同处理对稻纵卷叶螟单雌产卵量、成虫寿命、采卵率和卵孵化率的影响

处理
相对湿度

(% )

单雌产卵量

( 头 /雌)

成虫寿命( d) 卵量比率(% )

雌 雄 烧杯壁 纱布

卵孵化率

(% )

杯底有水 + 湿纱布 90. 31 88. 16a 7. 31a 7. 13a 0. 11b 99. 89a 85. 45a

杯底有水 + 干纱布 67. 13 33. 12c 5. 69b 5. 45b 54. 34a 45. 66b 48. 54b

杯底无水 + 湿纱布 62. 86 55. 26b 5. 78b 5. 56b 0. 13b 99. 87a 82. 56a

杯底无水 + 干纱布 56. 55 21. 89d 4. 22c 3. 88c 58. 96a 41. 04b 39. 90b

3 讨论

自然界中鳞翅目昆虫在选 择 产 卵 介 质 时，

多数偏向于有粗糙表面的介质。粗糙的介质表

面可使卵 附 着 更 牢 固
［5，6］，同 时 可 降 低 卵 被 天

敌捕食的概率
［7，8］。湿度对于昆虫的存活和繁

殖较为显著，尤其是卵孵化、成虫的羽化和交配

及幼虫 的 脱 皮 和 化 蛹
［9］。各 种 昆 虫 种 类 均 有

其各自 适 宜 的 温 湿 度 环 境 条 件 的 要 求
［10 ～ 12］。

韦伟等
［13］

报道，空气湿度是稻纵卷叶螟成虫大

量产卵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本研 究 表 明，

在棉纱布、塑料袋和塑料杯 3 种产卵介质之间，

稻 纵 卷 叶 螟 在 保 湿 的 棉 纱 布 上 会 产 下 更 多 的

卵，但如纱布不进行保湿处理，稻纵卷叶螟则产

卵量下降，并将超过一半的卵量产在烧杯壁上，

从而大大降低了采卵率。这说明湿棉纱布的粗

糙和表面湿润是提高稻纵卷叶螟产卵量的两个

重要因素。本研究提出的这套稻纵卷叶螟卵收

集装置和方法，可以为稻纵卷叶螟提供稳定的

适宜的湿度，这对提高成虫寿命、产卵量和孵化

率均是有利的，在规范化操作方面比其它方法

更有优势。除此以外，用本装置收集稻 纵 卷 叶

螟卵粒还有以 下 优 点:(1) 高 效。稻 纵 卷 叶 螟

产卵集中在湿纱布上，可提高卵的采集量和采

集速度; (2) 简便。收 集 卵 块 所 需 的 设 备 和 材

料非常简单，操作也十分方便;(3) 尤其有利于

稻纵卷叶螟卵的收集和孵化，观察卵的发育进

度也很容易。有关此方法是否适用于其他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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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昆虫( 如 二 化 螟、小 菜 蛾、甜 菜 夜 蛾 等) 卵 的

采集，将有待进一步试验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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