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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条跳甲室内饲养方法的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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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ified method for rearing striped flea beetle ( SFB) , Phyllotreta striolata. WANG Hai1, 2 , FU Jian-Wei1** ,

LI Jian-Yu1 , ZHAO Sh-i Xi2 ( 1.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Fuj i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Fuzhou  

350013, China; 2.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An improved method of rearing striped flea beetle ( SFB) , Phyllotreta striolata ( Fabricius ) , was

introduced. Adults of SFB were reared with a cag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nd larvaewere reared in the concave of the

radish, Raphanus sativus L.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higher survival rates of egg, larvae and pupae were achieved.

Survival rates of egg , larvae and pupae were 8913% , 6510% ~ 7010% and 801 0% , respectively. It was an

effective rearing methods of SFB in the laboratoray.

Key words Phyllotreta striolata, rearing method, survival rate

摘 要  介绍一种饲养黄曲条跳甲 Phyllotreta striolata( Fabricius)的改进新方法, 采用分隔式养虫笼饲养

成虫和萝卜/ 凹0型孔饲养幼虫,结果表明, 使用该方法进行饲养,卵的成活率可达8913% , 1~ 3 龄幼虫的

存活率为 6510% ~ 7010% ,蛹的存活率达 8010% ,可以有效实现黄曲条跳甲的室内饲养。

关键词  黄曲条跳甲, 饲养方法, 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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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曲条跳甲 Phyllotreta striolata ( Fabricius)

是十字花科蔬菜的一种世界性害虫
[ 1]
,近年来,

广东某些地区黄曲条跳甲已取代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 L. )而上升为十字花科蔬菜

的头号害虫
[ 2]
,该虫在福建省的发生为害也已

经成为春夏季和秋季十字花科蔬菜的最主要害

虫,为害程度已超过其他害虫
[ 3]
, 并且杀虫剂在

黄曲条跳甲化学防除中的应用已经使该虫产生

了很强的抗药性
[ 4]
。由于黄曲条跳甲成虫生活

在植物上部,主要取食寄主植物叶片、嫩茎和表

皮组织, 幼虫生活在土中, 取食寄主根部表皮

层, 卵多散产或成小堆状产于寄主植物细根上

或根部附近的湿润土隙中, 给该虫生物学生态

学的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难。

刘芸等曾报道黄曲条跳甲的一种饲养方

法,利用寄主植物的成株苗进行整苗大瓶罩养,

该方法能够完成黄曲条跳甲的生活史
[5]
, 该方

法使用的器具较多,操作步骤费时,过程较为复

杂。张茂新等采用养虫筒饲养成虫,在底部铺

一层细沙土,筒内插 1 株小苗( 2~ 3片真叶) ,

每日更换新鲜食料,让成虫产卵,卵用分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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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后置于培养皿的滤纸上, 滤纸上保持湿度,

初孵化幼虫转移到铺有少量细湿土的养虫盒

中,用蔬菜的新鲜根部饲养
[ 6]
。这种方法则对

寄主的消耗量较大, 操作也较繁杂,饲养效率较

低。

本试验根据黄曲条跳甲的生物学特性, 设

计了一种可用于幼虫期土栖昆虫的饲养装置,

并总结出一套以黄曲条跳甲的嗜食性寄主植物

萝卜为饲养载体的简便饲养方法, 解决了黄曲

条跳甲幼虫期土栖阶段饲养难的问题。

1  供试材料

111  供试虫源

黄曲条跳甲成虫: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

保护研究所大棚内继代饲养种群。

112  供试蔬菜

供试蔬菜为萝卜( Raphanus sativus L. ) , 品

种为短叶 13早萝卜(汕头市种子公司)。

113  养虫器具设计

自行设计分隔式养虫笼(如图1~ 3)。利用

带盖的塑料碗盆( 43 cm @ 33 cm @ 27 cm)进行改
造,在顶盖上切开一个长方形的孔( 25 cm @ 10

cm) ,用100目纱布封好,使其能够充分透气。

图 1 分隔式养虫笼整体外观

在盆内增加一个 43 cm @ 33 cm @ 10 cm 的

隔层,将内部空间分成上下 2个部分,下层放入

少量水,在隔层上打开 12个直径 3 cm 的圆孔,

插入外径 3 cm, 长 7 cm 的不透光 PVC 塑料管

(图 2)。管底用吸水黑纱布包扎的棉球封堵,

图 2 分隔式养虫笼内部结构

图 3 分隔式养虫笼整体透视图

使其能够从盆底吸水, 保持管内湿润,供给管内

寄主根部的水分要求。

2  饲养方法

211  成虫的饲养与卵的收集

( 1)采集 4~ 5片真叶期的上海青幼苗, 洗

净根部, 用湿润滤纸包裹植株根部及茎基部后

插入分隔式养虫笼内的塑料管中,根部与管底

的吸水棉球充分接触。

( 2)将初孵黄曲条跳甲成虫 200头(按雌雄

1B1)接入分隔式养虫笼的上层饲养, 置于温度

( 25 ? 1) e ,光照12DB12L 的养虫室内。每隔 24

h观察成虫的存活率,并收集卵粒, 每隔 48 h更

换新鲜上海青幼苗。

212  黄曲条跳甲卵的收集与培养

( 1)将上海青幼苗取出, 用水轻微冲洗幼苗

根部、外包滤纸及底部黑色纱布上的卵粒,用致

密黑色纱布过滤后, 在显微镜底下统计卵的数

目,集中于培养皿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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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培养皿底部用湿润滤纸保湿,培养期间

要保持黑布及底部滤纸完全润湿。

( 3)将培养皿置于不透光的黑暗盒子中, 48

h后观察卵的孵化情况,每天观察 3次。

213  幼虫的饲养

(1)将萝卜切取厚约 2 cm 的萝卜块(带表

皮) ,在萝卜块中间挖取/凹0字型孔洞(图 4) ,

用滤纸吸干切口处的水分,以保持萝卜块表面

干燥。

图 4 萝卜/凹0型孔饲养幼虫示意图

( 2)幼虫孵化后, 用柔软的湿毛笔尖挑取初

孵幼虫,接到萝卜块的凹洞处,再将萝卜块倒置

轻放于黑布上。萝卜块既可以供幼虫取食, 萝

卜块内含有大量水分, 可以保持幼虫生长的环

境湿润,滤纸拭干萝卜块表面的水分,可以使萝

卜保存较久的时间, 并防止萝卜在短期内腐烂,

/凹0字型孔洞设计有利于初孵幼虫爬到萝卜片

底部避光躲藏并取食, 也可预防萝卜块将幼虫

压死,为幼虫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场所。

( 3) 接有幼虫的萝卜块可放置于培养皿或

磁盘内,培养皿或磁盘底部垫一层干燥的黑色

纱布, 置于黑暗环境中饲养。萝卜块及黑色纱

布每隔 4 d 更换 1次, 防止因萝卜块腐烂形成

的酸性物质导致幼虫死亡。

(4) 对幼虫进行观察时, 由于各龄幼虫脱

皮前会暂时停止取食,身体弯曲成/ C0形, 聚集

在萝卜块的下方的黑色纱布上, 而其他幼虫均

在萝卜块靠近黑布的凹陷处取食, 或钻蛀于萝

卜块内取食。在统计幼虫虫口数时, 需将萝卜

块倒置凹型表面朝上,尽量避免强光照射,减少

幼虫暴露于光中的时间, 防止光线照射造成幼

虫死亡,影响试验。

214  蛹的收集与饲养
( 1) 将已经化蛹的幼虫收集并置于培养皿

或磁盘内,底部用黑色的纱布保湿,湿度以纱布

潮湿不渗水为度。

( 2)每隔 12 h 收集 1 次刚羽化的成虫, 转

移到寄主植物上。也可在培养皿或磁盘内放置

少量的萝卜块, 刚羽化的成虫会爬到萝卜上取

食。

3  饲养结果

采用分隔式养虫笼饲养黄曲条跳甲成虫及

萝卜/凹0型孔饲养幼虫的方法, 不同虫态(龄)

的饲养成活率如表 1。可以看出, 采用分隔式

养虫笼饲养黄曲条跳甲成虫及萝卜/凹0型孔饲
养幼虫的方法,卵的成活率达 89132% , 1~ 3龄
幼虫的存活率为 65% ~ 71%, 拟蛹的存活率达

81132% ,蛹的存活率达 79196% ,可以有效实现
黄曲条跳甲的室内量饲养。

表 1 不同虫态或虫龄的饲养存活率

供试虫态

(龄)

供试虫数

(头)

死亡数

(头)

平均存活

率 ? SD( % )

卵 96. 6 10. 2 89. 3 ? 5. 7

1龄幼虫 114 38. 6 65. 6 ? 2. 5

2龄幼虫 74 22. 2 70. 2 ? 1. 7

3龄幼虫 73 21. 8 69. 9 ? 2. 1

拟蛹 59. 4 11. 4 81. 3 ? 1. 1

蛹 50. 8 10. 8 80. 0 ? 7. 8

4  小结与讨论

采用分隔式养虫笼和萝卜块凹型孔洞饲养

黄曲条跳甲的方法,与已报道的饲养方法相比,

方法更简单,操作更为简便,且能够实现实验种

群较大数量的饲养, 以满足研究的需要。主要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改进:

采用自然种群存活率最高的寄主植物萝卜

进行饲养
[ 5]
,保证其有较高的生存率,幼虫存活

率与刘芸等饲养方法
[ 5]
相当,明显高于张茂新

等采用的饲养方法
[ 6]
。且萝卜块含有大量水

分,可以为幼虫活动创造一个适宜的湿润环境,

萝卜块在表面干燥条件下不易腐烂, 可减少幼

虫死亡。

采用/凹0型孔洞设计, 有利于幼虫避光躲

藏取食,在试验时又可以防止幼虫被压死,可提

高畏光性幼虫饲养的试验准确性;相对于以往

用显微镜观察在植株根部幼虫的方法更为快捷

#675#2008 45( 4) 昆虫知识  Chinese Bulletin of Entomology  



直观,也减少了翻转植物根系寻找幼虫而引起

幼虫的损伤死亡。

分隔式养虫笼饲养黄曲条跳甲成虫与刘芸

等报道和/整苗瓶罩养法0 相比,同样具有透气

性好的优点, 并且饲养空间更大, 饲养容量更

大,可以实现实验种群有大量饲养。隔层和管

状设计分别为黄曲条跳甲成虫的取食和产卵同

时分别提供了一个光亮和黑暗的环境,也为寄

主植物的生长提供必要水分。

作者在饲养过程中总结出来饲养中应当注

意的几个细节:

(1) 黄曲条菜跳甲成虫饲养时, 包裹上海

青基部和根部的滤纸与管底包裹棉球的黑纱布

要充分接触,有利于根部吸水,避免因根部寄主

幼苗干枯萎蔫, 影响成虫取食。

( 2)在观察黄曲条跳甲幼虫时,应当注意有

些钻蛀萝卜块取食的幼虫, 避免造成遗漏。观

察幼虫时将萝卜块凹型孔洞翻转, 暴露于光中,

几分钟内钻蛀取食的幼虫自然会爬出。故应尽

量减少暴露于光照的时间, 以减少因暴露于光

中引起的幼虫死亡。

  ( 3) 尽量选用新鲜的萝卜, 放置时间过长

容易引起萝卜腐烂, 产生的酸性物质会造成幼

虫的大量死亡。

( 4)成虫产卵时通常产于植株根基部, 包裹

滤纸以及管底的黑色纱布上, 收集卵粒时要尽

可能注意根部缝隙处, 滤纸及黑布褶叠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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