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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Cynodon dacyton and Trifolium repens on survival , growth , and reproduction of Spodoptera

depravata (Butler)were observed in the laboratory with Festuca arundinacea as control.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upation rate and the ratio of larva developing to moth of S .depravat feeding on C.dacyton and T.repen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K , and the larval stage of S.depravat feeding on C.dacyton and T.repen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CK.Compared with CK , pupal stage , preoviposition period , oviposition duration , mean

fecundity and life-span of female adults that feeding on C.dacyton and T.repen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

however , the larval stag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The parameters of population growth of S.depravata feeding on C.

dacyton and T.repen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o CK.The net reproductive rates(Ro), the intrinsic increase rates

(rm), the finite increase rates(λ)and the index of population trend (I)decreased significantly , whereas the mean

generation times(T)and the doubling times(DT)were extended significantly.In conclusion , C.dacyton and T.

repens are not suitable host plants for S.depravata.

Key words 　 Spodoptera depravata , Cynodon dacyton , Trifolium repens , Festuca arundinacea , grow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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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室内饲喂法 , 以高羊茅分别为对照 , 研究狗牙根(Cynodon dacyton)、白三叶草(Trifolium

repens)对淡剑纹灰翅夜蛾 Spodoptera depravata(Butler)存活 、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 , 用狗牙

根 、白三叶草饲喂淡剑纹灰翅夜蛾的化蛹率 、幼虫成蛾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幼虫历期显著长于对照

组。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幼虫时 , 淡剑纹灰翅夜蛾的蛹期 、产卵前期 、产卵期 、产卵量 、♀成虫寿命与

对照组均无显著差异 ,但幼虫龄期明显增加。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的淡剑纹灰翅夜蛾种群增长参数与

对照组相比存在明显差异:(1)世代净生殖率(R0);(2)内禀增长率(rm);(3)周限增长率(λ);(4)种群数

量趋势指数(I)明显降低;世代平均周期(T)和种群加倍时间(DT)明显延长。由此可见 , 狗牙根和白三

叶草并不是淡剑纹灰翅夜蛾喜好的寄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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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剑纹灰 翅夜蛾 Spodoptera depravata

(Butler)是高羊茅(Festuca arundinacea)、黑麦草

(Lolium perenne)等主要草坪植物上的重要害

虫。在江苏地区间歇发生 ,该虫以幼虫蚕食高

羊茅 、黑麦草等植物的叶片和嫩茎 ,发生严重时

吃光上部叶片 ,甚至造成草坪成片枯死 ,严重影

响草坪的绿化效果
[ 1 , 2]
。国外 ,以日本和韩国对

该虫的研究 、报道较多
[ 3 ～ 10]

,国内有关高羊茅 、

黑麦草对该虫的存活 、生长 、繁殖以及温度和水

对该 虫 的 影 响 已 有 报 道
[ 1 ,2 , 11]

。狗 牙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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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odon dacyton)、白三叶草(Trifolium repens)

也是草坪上的主要植物 ,据调查淡剑纹灰翅夜

蛾在上述草坪上也有过发生危害 ,但危害情况

究竟如何? 本研究以高羊茅为对照 ,于室内对

其进行饲喂实验 ,现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供试植物:试验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 、高

羊茅播种在扬州大学农学院试验田中 ,常规管

理 ,但生长过程中不施用任何农药 。

(2)供试虫源:淡剑纹灰翅夜蛾的供试虫源

采自试验田高羊茅上捕捉到的雌成虫 ,带回室

内每天 2次用 10%蜜糖水饲喂 ,待其产卵后用

于试验。

(3)试验方法:试验设 5个重复 ,每重复 30

粒卵 ,共处理 150粒 。卵集中放置 、1龄幼虫集

中饲喂 、2龄幼虫开始单头饲喂在高 4 cm ,直径

3 cm的圆筒形饲喂器中 ,顶端覆盖纱布并用橡

皮筋扎紧 。每天更换 1次新鲜的狗牙根 、白三

叶草饲料(1 、2龄幼虫期间喂以大量饲料 ,以防

止幼虫接触不到饲料而饥饿死亡)。幼虫化蛹

当天用 1 10 000 电子天平称重。成虫羽化后

雌 、雄配对饲喂于罐头瓶中 ,瓶内四周放蜡纸 ,

供成虫产卵 ,顶端覆盖窗纱 ,用牛皮筋扎紧 ,每

天2次用蘸有 10%的蜜糖水的脱脂棉放在窗

纱上供成虫补充营养 。每天观察 、记载卵孵化 、

幼虫脱皮和死亡 、化蛹 、羽化 、产卵及成虫死亡

等情况 。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养试验期间温度

变化范围为28.6 ～ 30.1℃,平均为 29.5℃,用高

羊茅饲养期间为 28.6 ～ 29.9℃, 平均 29.9℃。

试验期间的相对湿度为 62.9%～ 87.2%平均为

74.3%。

(4)种群参数估算:参照徐汝梅
[ 12]
的方法

计算世代净生殖率(R0)、世代平均周期(T)、周

限增长率(λ)、内禀增长率(rm)及种群加倍时

间(td);参照张孝羲
[ 13]
的方法计算种群趋势指

数(I)。

2　结果与分析

2.1　狗牙根 、白三叶草对淡剑纹灰翅夜蛾幼虫

存活的影响

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淡剑纹灰翅夜蛾

的幼虫存活率 、化蛹率和幼虫成蛾率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 。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的淡剑纹灰

翅夜蛾幼虫 ,随着龄期的增加存活数减退速度

下降很快 ,特别是 1 ～ 2龄。除 1龄外 ,狗牙根

饲喂的其它各龄幼虫存活率 、化蛹率和幼虫成

蛾率都显著高于白三叶草饲养组(表 1)。与对

照组相比 ,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的淡剑纹灰

翅夜蛾的化蛹率分别下降了 59.5%、78.4%,羽

化率分别下降了 57.9%、77.5%。另外 ,狗牙根

饲喂组的以 8龄幼虫最多 ,其次为 7 龄幼虫 , 6

龄和 9龄幼虫较少(7.3%的蛹来自 6龄幼虫 ,

19.5%来自 7 龄幼虫 , 68.3%来自 8 龄幼虫 ,

4.9%来自 9 龄幼虫);白三叶草饲喂组幼虫多

数 8龄 ,其次为 7 龄和 9 龄幼虫(23.8%来自 7

龄幼虫 ,47.6%来自 8 龄幼虫 ,28.6%来自 9龄

幼虫);高羊茅饲喂组以 6龄幼虫居多 ,少数为

7龄幼虫。

表1　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淡剑纹灰翅夜蛾的存活率

饲料
幼虫存活率(%)

1龄 2龄 3龄 4龄 5龄

化蛹率

(%)

幼虫成蛾率

(%)

狗牙根 66.5±11.2b 49.1±10.3b 36.2±10.4b 35.5±9.4b 33.5±8.8b 29.1±5.5b 24.8±7.8b

白三叶草 61.1±6.0b 25.9±10.0c 18.4±5.8c 16.9±4.1c 16.9±4.1c 15.5±4.9c 13.2±5.6c

高羊茅 84.9+8.8a 83.9+9.7a 83.9+9.7a 81.8+8.4a 80.8+8.2a 71.8+8.3a 58.9±8.9a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由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 2至表 5同。

2.2　狗牙根 、白三叶草对淡剑纹灰翅夜蛾生长

发育的影响

用 3种草坪草饲喂时淡剑纹灰翅夜蛾幼虫

和蛹的历期见表 2。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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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虫期平均历期分别为 34.8 d ,34.3 d ,显著

长于高羊茅饲喂组的 23.2 d 。另外 ,狗牙根饲

喂的淡剑纹灰翅夜蛾 7 ～ 9龄幼虫历期分别为

5.1 ,5.7 ,5.5 d ,白三叶草饲喂组的分别为 4.8 ,

5.3 ,5.3 d。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组的蛹期比

高羊茅饲喂组的略短了些。

表 2　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时淡剑纹灰翅夜蛾幼虫和蛹的历期

饲料
幼虫(龄)

1 2 3 4 5 6
预蛹 蛹期

狗牙根 3.4±0.1c 2.8±0.3b 3.2±0.1a 4.0±0.4ab 3.9±0.5b 4.1±0.3b 1.2±0.2a 7.8±0.2a

白三叶草 3.6±0.0b 3.3±0.3a 3.7±0.6a 4.2±0.6a 4.7±0.7a 4.7±0.4a 1.2±0.2ab 7.5±0.3a

高羊茅 3.8±0.2a 3.0±0.2ab 3.7±0.3a 3.6±0.1b 3.6±0.2b 4.5±0.3ab 1.0±0b 8.2±1.0a

2.3　狗牙根 、白三叶草对淡剑纹灰翅夜蛾雌成

虫繁殖的影响

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幼虫时 ,淡剑纹灰

翅夜蛾的产卵前期 、产卵期 、平均产卵量及♀成

虫寿命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表 3)。狗牙根 、

白三叶草饲喂组正常♀蛾概率比高羊茅饲喂组

低 , ♀成虫寿命略有延长。

表 3　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养时对淡剑纹灰翅夜蛾成虫繁殖和寿命的影响

饲料
性比

(♀∶♂)
正常♀虫概率

产卵前期

(d)

产卵期

(d)

产卵量

(粒)

♀成虫寿命

(d)

狗牙根 1∶1.5 0.6 2.3±1.0a 1.2±0.7a 115.6±57.6a 3.5±1.3a

白三叶草 1∶0.9 0.4 2.3±1.0a 1.8±1.0a 261.0±259.1a 3.6±1.1a

高羊茅 1∶1.2 0.9 2.6±1.2a 1.5±0.6a 173.0±191.9a 3.2±1.1a

2.4　幼虫饲料对淡剑纹灰翅夜蛾种群增长参

数的影响

用3种草坪草饲喂淡剑纹灰翅夜蛾 ,组建

了实验种群繁殖特征生命表。从表 4可以看

出 ,与对照组相比 ,用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的

淡剑纹灰翅夜蛾的世代净生殖率(Ro)分别也

降低了 67.4%,71.4%;世代平均周期(T)分别

延长了 8.3 d 和 6.7 d;内禀增长率(rm)分别降

低了 43.5%,44.6%;周限增长率(λ)分别降低

了 10.0%, 4.4%;种群加倍时间分别延长了

5.8 d ,6.0 d ,种群数量趋势指数降低了 82.5%,

82.4%。不难看出 ,狗牙根和白三叶草并不是

淡剑纹灰翅夜蛾喜好的寄主植物 。

表 4　淡剑纹灰翅夜蛾种群增长参数

饲料
净增长率

(Ro)

世代平均周期

(T)

内禀增长率

(rm)

周限增长率

(λ)

种群加倍时间

(DT)

种群数量趋势指数

(I)

狗牙根 11.742 9 46.646 8 0.052 8 1.054 2 13.228 0 6.933 3

白三叶草 10.297 9 45.035 2 0.051 8 1.053 2 13.381 2 6.960 0

高羊茅 36.057 5 38.327 9 0.093 5 1.098 0 7.413 3 39.580 0

　　综上所述 ,狗牙根 、白三叶草饲喂的淡剑纹

灰翅夜蛾的幼虫存活率 、化蛹率 、幼虫成蛾率 、

世代净增长率 、内禀增长率 、周限增长率及种群

数量趋势指数等都显著或明显低于对照组饲喂

的 ,幼虫期 、世代平均周期和种群加倍时间都长

于对照组饲喂的 ,龄期比对照组饲喂的多;狗牙

根饲喂的淡剑纹灰翅夜蛾的幼虫存活率 、化蛹

率 、幼虫成蛾率比白三叶草饲喂的高 ,种群数量

趋势指数相近。说明 ,尽管狗牙根和白三叶草

草坪上有过淡剑纹灰翅夜蛾的危害 ,但两者都

不是最适宜寄主 。

3　讨论

淡剑纹灰翅夜蛾是草坪重要害虫 。研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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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在不同草坪植物上的存活 、生长发育 、种群繁

殖等特征 ,找出该虫在供试草坪植物上的发生

和危害规律 ,推测其发生趋势 ,为合理治理该虫

提供依据 ,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

在室内常温条件下 ,狗牙根和白三叶草饲

喂淡剑纹灰翅夜蛾较高羊茅 、黑麦草饲喂的幼

虫死亡率高 ,幼虫龄期增加 ,幼虫历期延长 ,生

命力弱 、抗逆性差 ,种群数量趋势指数低
[ 1 , 2]
。

研究结果表明 ,与高羊茅相比 ,狗牙根和白三叶

草并不是淡剑纹灰翅夜蛾的适宜寄主 ,不利于

种群的繁衍和积累 ,推测该虫在狗牙根和白三

叶草草坪上不易暴发成灾 。只有在自然界无其

它更适宜的食料时 ,该虫可以通过食用狗牙根

或白三叶草来维持和延续种群 ,当然并不排除

出现较高虫口密度的可能 。

早熟禾 、高羊茅 、粗羊茅 、多年生黑麦草 、匍

匐剪股颖等许多草坪植物对蛴螬的危害表现出

良好的耐害性
[ 14]
,而狗牙根在草坪草的耐害性

方面却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 15]
。有些草坪植物

体内带有内生真菌 ,这些内生真菌可在寄主体

内产生生物碱类毒素 ,从而对一些害虫表现出

拒食性或抗生性
[ 16]
。本研究还发现 ,淡剑纹灰

翅夜蛾幼虫取食狗牙根 、白三叶草的量明显少

于取食高羊茅和黑麦草的量(待发表)。取食狗

牙根 、白三叶草的淡剑纹灰翅夜蛾的种群数量

趋势指数不高的原因 ,究竞是拒食或抗生 ,还是

其它原因造成的 ,有待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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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icity and control effect of avermectin on the palm leaf beetle, Brontispa longissima.XIAO Guang-Jiang＊＊,

LU Yong-Yue , ZENG Ling＊＊＊(Laboratory of Insect Ecology ,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42 , China)

Abstract　Palm leaf beetle , Brontispa longissima (Getro), is an invasive pest for palm plants in south China.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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