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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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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上海!"###’"#

摘!要!在室内条件"温度""’ r$#i!相对湿度 )#h!光周期 $"Cn$"-#下研究了天仙果"P#8)&%*%82+ a;F6V7R>M7

9%%8"%5+$+ "7<<̂,%2IM6,#_46:#&大青"!,%*(0%$0*)385*2(/"5,,)3aFM=W#&华东油柿"6#(&/5*(&(,%#%*+ Q;86:#&喜树

"!+3/2(2"%8+ +8)3#$+2%-8=68#和杨梅"F5*#8+ *)9*+ "C<FM,# E48V,%2cF==# & 种不同科的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

L%35*+ +,#:+$4%$&#&"E@M>69#取食偏好&生长发育&繁殖及营养效应的影响% 结果表明!三条橙灯蛾对不同寄主植物

表现出明显的取食选择差异’不同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的幼虫发育历期&累计存活率&产卵量及营养效应等指

标均有显著影响% 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偏好取食大青!对杨梅和喜树的选择率很低% 幼虫历期以大青饲喂组最

短为 "%*0"# r$01*# 9!杨梅饲喂组最长为 "()0"& r"0""# 9’累计存活率以大青饲喂组最高"(&01$h#!杨梅饲喂

组最低"")0&1h#’大青饲喂组产卵量最多为 "&&%01& r’$0’*# 粒2雌!杨梅饲喂组最少为 "%)’0"& r&$0#&# 粒2

雌% 大青饲喂组三条橙灯蛾的相对生长率"#0%# r#0#%#N:*N:+$*9 +$ &食物利用率"$%0(’ r$0)(#h&近似消化率

"’"0#( r’0"*#h在各组中均最高!但食物转化率 ""$0’& r#0*&#h很低’杨梅饲喂组三条橙灯蛾的相对生长率

"#0$" r#0#%#N:*N:+$*9 +$ &近似消化率"$(01& r$0()#h很低!但是食物利用率"&0($ r#0’$#h较高!食物转化

率"%’01* r(0#1#h最高% 综合各指标认为$在 & 种供试植物中大青是三条橙灯蛾的最适寄主植物!杨梅则最不

利于其生长发育和种群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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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0($ r#0’$#h! >69 @;8;4:;85@1!6 "%’01* r(0#1#h,/6 =<6=AF54<6! !,785*2(/"5,,)345@;8N<5@5F4@>VA8

;<5@?A>6@O<ML7+,#:+$4%$&#&>69 F7*)9*+ @;8A8>5@5F4@>VA8,

8#9 4)$2%!L%35*+ +,#:+$4%$&#&! ;<5@?A>6@! 98R8A<?N86@! 6F@M4@4<6 8OO8=@5! O88946:=;<4=8

!!三条橙灯蛾 L%35*+ +,#:+$4%$&#&" E@M>69#隶属
于鳞翅目 C8?49<?@8M>灯蛾科 IM=@449>8!分布广泛!
是一种广食性昆虫% 幼虫在 $&" 龄时群聚生活!
取食叶肉!受害叶片呈透明纱网状’% 龄后逐渐分
散!取食整片叶!食量大!危害严重的甚至将整棵
树的叶片吃光!转而危害附近其它植物!是重要的
林业和农业害虫%

近年来关于灯蛾灾害的报道频繁% "##) 年!
在江苏省海安地区桑园虫害调查中!红腹灯蛾
C/#,+*82#+ &)98+*$%+ "B>Â8M#是首要害虫"顾森林
等! "##* #’ "##) 年以来!花布灯蛾 !+3/2(,(3+
#$2%*#(*+2+ "B>Â8M#在辽宁省东部山区大面积发
生!连年危害!对林木生长&森林生态和森林景观
造成很大破坏"赵瑞兴等! "#$$#’"#$$ 年!美国白
蛾 O5/"+$2*#+ 8)$%+ "-MFMP#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
区扩散!对我国林业和园林绿化造成极大危害"武
海卫等! "#$"#% 作者在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
进行长时间野外实验的过程中观察到许多树木受
到灯蛾不同程度的危害!通过野外观测和灯诱诱
捕发现三条橙灯蛾为主要危害类群之一%

植食性昆虫与其寄主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一直是近十几年来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Q<A8P>69 S>M<68! $**’’ _FM5>M>69 Q<A8P! "##%’
7<T8>69 L>698M! "##)#% 由于寄主植物水分&营
养物质的差异及各种次生代谢物质的存在!使得
植食性昆虫对不同寄主植物有不同的取食反应!
从而 影 响 昆 虫 的 生 长 发 育 " E>69@M<N! "###’
ITN>=̂ >69 C8>@;8M! "##"’ 745>5;4>69 _844=;4!
"##%’ B;88A8M>69 .M9F6:! "##&’ Q<A8P%2+,7!
"##’’ ‘>PN<69 >69 Q<65@>V8A! "#$$#% 关于寄主
植物对植食性昆虫的取食&生长发育&繁殖等方面
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对甜菜夜蛾 C/(0(/2%*+
%J#4)+ " 7~V68M#& 棉 铃 虫 O%,#8(;%*/+ +*3#4%*+
"7~V68M#和美国白蛾等类群的报道较多"阮永明
和吴坤君! "##$’ 李子玲等! "##&’ 陈素伟等!
"#$#’ X>M>;>64%2+,7! "#$$’ c;>6:%2+,7! "#$$’
董钧锋等! "#$"’ 武海卫等! "#$"#!目前还没有
关于三条橙灯蛾的相关研究报道%

为有效防治三条橙灯蛾虫害!首先需了解三

条橙灯蛾与寄主植物的关系% 本研究选取浙江天
童国家森林公园中 & 种不同科的常见植物!通过
研究三条橙灯蛾与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关系!分
析了不同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的取食偏好&生
长发育&繁殖以及营养效应的影响!丰富人们对昆
虫与植物关系的认识!为三条橙灯蛾虫害的预测
和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B:;供试虫源
本研究于 "#$$,"#$" 年在建于浙江天童国

家森林公园的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天童森林生态系
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进行% 利用低龄幼虫
群集生活和吐丝结网的特性!于浙江天童国家森
林公园采集三条橙灯蛾幼虫!连同叶片和网幕带
回实验室!在室内用天仙果 "P#8)&%*%82+ a;F6V7
R>M79%%8"%5+$+ "7<<̂,%2IM6,# _46:#叶片喂养
至羽化并交配产卵!把同一天孵化的幼虫作为供
试虫源%

:BA;供试寄主植物
供 试 寄 主 植 物 分 别 为 天 仙 果& 大 青

"!,%*(0%$0*)3 85*2(/"5,,)3 aFM=W#& 华 东 油 柿
"6#(&/5*(&(,%#%*+ Q;86:#& 喜 树 " !+3/2(2"%8+
+8)3#$+2%-8=68# 和杨梅 "F5*#8+ *)9*+ "C<FM,#
E48V,%2cF==#% 根据野外观察选取这几种植物作
为供试植物!作者在野外调查和实验过程中!观察
到天仙果&大青&华东油柿和喜树叶片上均有三条
橙灯蛾!且它们的叶片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同
时在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广泛分布的杨梅在三
条橙灯蛾发生时正处于持续展叶期!考虑到三条
橙灯蛾危害严重时会转移寄主!并且植物在展叶
阶段最容易遭受昆虫取食"刘志国! "#$$#!所以
最终选定了这 & 种植物开展后续研究% 试验所用
的叶片均为试验当天早晨采摘!以保证新鲜%

:B<;试验方法
:B<B:;三条橙灯蛾对寄主植物的取食选择!低龄
幼虫运动能力弱!不能显著表现出对不同寄主植物
的取食选择偏好"S>MM<5>69 cF=<A<@<! $***#%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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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观察和饲养经验!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群聚
生活!% 龄逐渐分散!幼虫进入 ( 龄可以完全单独生
活!每头幼虫有独立觅食能力!因而在取食选择试
验中以 ( 龄幼虫作为试验对象% 试验在直径为 "#
=N的大培养皿中进行!将 & 种植物叶片剪成规格为
( =Ns& =N的长方形!叶片较小的可多片平铺成以
上规格!等距离放置 & 种叶片于大培养皿中’取饥饿
"( ; 的 ( 龄幼虫 $## 头!接入大培养皿的中央!用保
鲜膜封口!并扎孔以保证透气% " ; 后观察并记录
在各种叶片上取食的幼虫数量% 重复 % 次!每次各
寄主植物叶片的排列顺序随机"阮永明和吴坤君!
"##$’ 王少丽等! "#$$#%
:B<BA;三条橙灯蛾的饲养及生活史观察!幼虫
饲养$采用叶片离体饲养!试验设置 & 个处理!分
别饲以 & 种供试寄主植物新鲜叶片% 每处理 1#
头幼虫!$&" 龄幼虫每 $# 头集体饲养于直径 * =N
的玻璃培养皿中!% 龄后分皿编号单头饲养!以保
鲜膜封口!扎孔以保证透气% 每天上午 )$## 投喂
新鲜叶片!观察各组幼虫的生长发育情况!记录存
活情况&化蛹日期&羽化日期% 每头幼虫化蛹后的
第 ( 天称其蛹重!并移至养虫盒中以便顺利羽化%
成虫羽化后进行雌雄配对!在养虫盒中用 $#h蜂
蜜水饲养!并在盒内放入对应的寄主植物叶片!以
便雌成虫产卵% 记录每雌产卵量及成虫寿命% 每
处理收集同一天产的卵 "## 粒左右!置于铺有湿
润滤纸的培养皿"直径 * =N#中!观察并记录卵孵
化所需的时间% 以上过程均在恒温光照培养箱中
进行!试验条件设置为温度""’ r$#i!相对湿度
)#h!光周期 $"Cn$"-%

三条橙灯蛾生活史观察$通过野外观察结合
室内饲养的方法!观察记录三条橙灯蛾发生的世
代数&各虫态出现的时间和历期% 室内饲养仍采
用叶片离体饲养!$&" 龄幼虫集体饲养!% 龄以后
单头饲养!饲养条件为室温%
:B<B<;三条橙灯蛾营养指标的测定!参照王琛
柱"$**1#的方法!并结合 B>A9V>F8M"$*’)#对近似
消化率&食物利用率及食物转化率的定义% 从取
食不同寄主植物的幼虫中各取 $# 头刚蜕皮的 ’
龄三条橙灯蛾幼虫!称其饲前体重!各组幼虫均单
头饲养!分别饲以过量的供试寄主植物新鲜叶片!
饲前称量叶片质量% "( ; 后取出剩余植物叶片!
饥饿 $" ; 使幼虫排空粪便!称量幼虫鲜重作为饲
后体重% 然后将幼虫&粪便&剩余叶片放入烘箱!

)#i下烘干至恒重!分别称量其干重% 同时采集
各寄主植物新鲜叶片 %# 片!编号!称量鲜重!再烘
干至恒重!称量干重% 根据叶片含水量和幼虫含
水量推算饲前幼虫干重以及投喂叶片干重% 依照
下列公式计算各营养指标$

幼虫相对生长率
EGE"N:*N:+$*9 +$# qG2"HsM#!
幼虫相对取食量
E!E"N:*N:+$*9 +$# qI2"HsM#!
食物利用率 1!I"h# qG2Is$##!
食物转化率 1!6"h# qG2"I+P# s$##!
近似消化率 .6"h# q"I+P#2Is$##%
公式中!G为虫体增重"Gq饲后幼虫干重 +

饲前幼虫干重#’H为实验期间幼虫的平均体重"H
q"饲前幼虫干重 o饲后幼虫干重#2"#’I为幼虫
的取食量"Iq饲前食物干重 +饲后食物干重#’P
为粪便干重’M为实验天数%

:BG;数据分析
用 K]=8A"##1 记录&整理数据!运用 EZEE$’0#

O<MB469<T5进行数据分析!K]=8A"##1 作图% 为
满足正态分布!对百分数进行了反正弦转换%

A;结果与分析
AB:;三条橙灯蛾生活史

三条 橙灯蛾在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一年发
生 % 代!有一定的世代重叠!幼虫 1 个龄期% 第 %
代幼虫发育至 ’ 龄后"$# 月中旬至 $$ 月上旬#栖
息在树缝中或者枯枝落叶&树干及建筑下方!以老
熟幼虫越冬% 来年 % 月下旬开始活动!经历一次
蜕皮!于 ( 月上&中旬化蛹!羽化开始出现在 ( 月
中&下旬!可以延续至 & 月上旬!成虫寿命 ( [* 9%
卵期为 ( 9!卵孵化出的幼虫即为第 $ 代幼虫!( 月
下旬开始出现!至 ’ 月中&下旬化蛹!’ 月下旬至 1
月上旬羽化出成虫!第 $ 世代完成% 成虫产卵孵
化出第 " 代幼虫!幼虫危害期为 ’ 月下旬至 ) 月下
旬!幼虫在 ) 月中旬至下旬化蛹!羽化发生在 ) 月
下旬到 * 月上旬!至此完成第 " 世代% 第 % 世代始
于 * 月上旬!幼虫发育至高龄期滞育越冬% 其中!
第 " 世代因种群数量多&食物资源丰富而危害最
严重% 幼虫危害盛期为 ’ 至 ) 月%

ABA;三条橙灯蛾幼虫对寄主植物的取食选择
三条橙灯蛾幼虫对供试寄主植物表现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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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食选择偏好!三条橙灯蛾幼虫偏好选择大青
叶片!在大青叶片上取食的幼虫数占总数的
(&0##h’天仙果&华东油柿叶片次之!分别占

$)0’1h和 $10##h’选食喜树和杨梅叶片的幼虫
数量很少!分别占 (0’1h和 (0%%h"图 $#%

图 :;三条橙灯蛾 G 龄幼虫对寄主植物的取食选择

=3*>:;=##23-* ’")3’#)+G1"3-%1&$>-,5") )’(8)64-6$($0&$5&#)-23++#$#-1")%1(0&-1%

AB<;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各虫态历期的影响
取食 & 种供试寄主植物!三条橙灯蛾均能完

成整个生命周期!但其幼虫历期有显著差异% 其
中!大青饲喂组幼虫发育历期最短!为 %*0"# 9!杨
梅饲喂组最长!为 ()0"& 9!两组相差 *0#& 9% 各
组幼虫历期的长短顺序为$杨梅饲喂组 t喜树饲

喂组 t天仙果饲喂组 t华东油柿饲喂组 t大青饲
喂组% 除了大青饲喂组的蛹历期显著长于其他组
之外!其他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各组羽化成虫
的寿命也无显著差异% 卵历期不受寄主植物的影
响!各组孵化整齐"表 $#%

表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三条橙灯蛾各虫态历期
!&70#:;D/$&13)-)+5&$3)/%%1&*#%)+>-,5") )’(8)64-6$($+##23-* )-23++#$#-1")%1(0&-1%

寄主植物
7<5@?A>6@

卵历期"9#

K::9FM>@4<6
幼虫历期"9#

C>MR>A9FM>@4<6
蛹历期"9#

ZF?>A9FM>@4<6
成虫寿命"9#

I9FA@>:8

天仙果 P79%%8"%5+$+ ( (%0%% r%0’1V $"0’# r#0)*V ’0"# r#0)(>

大青 !,785*2(/"5,,)3 ( %*0"# r$01*= $(0’# r$0’1> ’0%% r#0&)>

华东油柿 67(,%#%*+ ( (%0$" r#0**V $%0$% r#0)(V ’0’% r#0&">

喜树 !+7+8)3#$+2% ( (10"# r%01#> $%0"# r#0)(V &0)# r#0)(>

杨梅 F7*)9*+ ( ()0"& r"0""> $"0(# r#0&&V ’0"& r#0*’>

注$表中数值表示为平均值 r标准误% 同一列数据后的小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u#0#&"-F6=>6+5新复极差法检

验#!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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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G;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发育状况的影响
不同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各虫态发育状况

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异% 大青饲喂组与华东油柿饲
喂组的幼虫存活率较高!喜树饲喂组与杨梅饲喂
组则较低!天仙果饲喂组处于中间状态% 蛹羽化
率除了杨梅饲喂组较低")’0*’h#外!其它各组均
在 *#h以上% 各组幼虫从初孵化至羽化为正常成
虫的累计存活率差异情况与幼虫存活率相似!具
体顺序为$大青饲喂组 t华东油柿饲喂组 t天仙
果饲喂组 t喜树饲喂组 t杨梅饲喂组% 在雌蛹重
方面!大青饲喂组显著高于其他各组!其他各组之
间差异不显著% 各饲喂组三条橙灯蛾成虫的繁殖
力次序与雌蛹重相同!大青饲喂组的成虫产卵量

最多!平均为 &&%0) 粒2雌!其次是华东油柿饲喂
组&天仙果饲喂组和喜树饲喂组’杨梅饲喂组的成
虫产卵量最少!平均为 %)’0% 粒2雌"表 "#%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幼虫历期与幼虫存活
率&累计存活率&雌蛹重&产卵量均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0)*$& +#0*1&&
+#0*&)%即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三条橙灯蛾幼
虫!幼虫历期越短&存活率越高&雌蛹越重&雌成虫
产卵量越多’反之!幼虫历期越长&存活率越低&雌
蛹越轻&雌成虫产卵量越少% 此外!蛹历期与雌蛹
重也具有显著相关性% 其它各指标之间并无显著
相关性"表 %#%

表 A;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三条橙灯蛾的发育状况
!&70#A;D#5#0)(,#-1%1&1#%)+>-,5") )’(8)64-6$($+##23-* )-23++#$#-1")%1(0&-1%

寄主植物
7<5@?A>6@

幼虫存活率"h#

C>MR>A5FMR4R>AM>@8
雌蛹重"N:#

X8N>A8?F?>AT84:;@
产卵量"粒2雌#

X8=F694@P
羽化率"h#

K=A<54<6 M>@8
累计存活率"h#

a<@>A5FMR4R>AM>@8

天仙果 P79%%8"%5+$+ ($0(% $#"0"# r$(0*&V (*"0&# r’#0#1>V *%0$# %)0&1

大青 !,785*2(/"5,,)3 ()0&1 $&%0(% r(10%)> &&%01& r’$0’*> *(0$" (&01$

华东油柿 67(,%#%*+ (10$( $#*01# r"$0%"V &%"0&# r1%0#*> $##0## (10$(

喜树 !+7+8)3#$+2% %$0(% )(0%" r &0%#V (#10&# r&%0’"V= $##0## %$0(%

杨梅 F7*)9*+ %"0)’ 1%0&1 r$&0$)V %)’0"& r&$0#&= )’0*’ ")0&1

表 <;三条橙灯蛾各生长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70#<;M)$$#0&13)-&-&09%3%&,)-* 1"#*$)41"3-23’&1)$%)+>-,5") )’(8)64-6$($

幼虫历期
C>MR>A9FM>@4<6

蛹历期
ZF?>A9FM>@4<6

成虫寿命
I9FA@>:8

幼虫存活率 C>MR>A5FMR4R>AM>@8 +#0*%## #0’#$ #01’%

雌蛹重 X8N>A8?F?>AT84:;@ +#0*1&## #0))*# #0($$

产卵量 X8=F694@P +#0*&)# #0’(* #0’()

羽化率 K=A<54<6 M>@8 +#0"$( #0%$) +#0#&$

累计存活率 a<@>A5FMR4R>AM>@8 +#0)*$# #0’#* #01$$

注$#表示在 #0#& 水平差异显著"双尾检验#’##表示在 #0#$ 水平差异显著"双尾检验#%
# N8>65=<MM8A>@4<6 4554:64O4=>6@>@@;8#0#& A8R8A""G@>4A89#’## N8>65=<MM8A>@4<6 4554:64O4=>6@>@@;8#0#$ A8R8A""G@>4A89#,

ABP;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幼虫营养效应的影
响

对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营养指标的分析结果
表明!不同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营养

效应的影响差异显著% 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嗜食
华东油柿叶片!相对取食量"%0&& N:*N:+$*9 +$ #
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各组!相对生长率 "#0$1 N:*
N:+$*9 +$#和近似消化率"()0"&h#也较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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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转化率"$#0"$h#最低!食物利用率"(0*$h#
也很低% 取食大青叶片的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
其相对生长率"#0%# N:*N:+$*9 +$ #&近似消化率
"’"0#(h#&食物利用率"$%0(’h#均最高!但食物
转化率""$0’&h#较低!仅高于华东油柿饲喂组%
天仙果饲喂组的相对生长率"#0$1 N:*N:+$*9 +$ #
与华东油柿饲喂组的相同!相对取食量""0() N:*
N:+$*9 +$#&近似消化率""#0*(h#均显著低于华

东油柿饲喂组!但是食物利用率"’01)h#&食物转
化率"%"0(%h#均显著高于华东油柿饲喂组% 三
条橙灯蛾 ’ 龄幼虫最不喜食喜树叶片!所有指标
均处于较低值% 杨梅饲喂组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
的相对取食量""0"% N:*N:+$*9 +$ #&相对生长率
"#0$" N:*N:+$*9 +$ #仅高于喜树饲喂组!近似消
化率"$(01&h#最低!但是食物转化率"%’01*h#
最高"表 (#%

表 G;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三条橙灯蛾 R 龄幼虫的营养效应
!&70#G;a/1$313)-#++#’1%)+R1"3-%1&$>-,5") )’(8)64-6$($0&$5&#+##23-* )-23++#$#-1")%1(0&-1%

寄主植物
7<5@?A>6@

EGE

"N:*N:+$*9 +$ #

E!E

"N:*N:+$*9 +$ #

1!6

"h#

1!I

"h#

.6

"h#

天仙果 P79%%8"%5+$+ #0$1 r#0#$V "0() r#0$)V ’01) r#0")V %"0(% r$01"V "#0*( r$0$#=

大青 !,785*2(/"5,,)3 #0%# r#0#%> "0"1 r#0$$V= $%0(’ r$0)(> "$0’& r#0*&= ’"0#( r’0"*>

华东油柿 67(,%#%*+ #0$1 r#0#"V %0&& r#0%"> (0*$ r#0(1= $#0"$ r#0)"9 ()0"& r&0&%V

喜树 !+7+8)3#$+2% #0#) r#0#$9 $0*& r#0$’= (0%* r#01)= "$0)$ r$0(#= "#0"# r%0*’=

杨梅 F7*)9*+ #0$" r#0#%= "0"% r#0(#V= &0($ r#0’$V %’01* r(0#1> $(01& r$0()=

注$表中 EGE表示相对生长率!E!E表示相对取食量!1!6表示食物转化率!1!I表示食物利用率!.6表示近似消化率%

EGEM8?M8586@5M8A>@4R8:M<T@; M>@8! E!EM8?M8586@5M8A>@4R8=<65FN?@4<6 M>@8! 1!6M8?M8586@58OO4=486=P=<6R8M54<6 <O94:85@89

O<<9! 1!IM8?M8586@58OO4=486=P=<6R8M54<6 <O46:85@89 O<<9 >69 .6M8?M8586@5>??M<]4N>@894:85@4V4A4@P,

<;讨论与结论

昆虫是动物界种类最多的类群!其中约有 $2"
的种类以植物为食% 植物长期面临来自植食性昆
虫巨大的取食压力!逐渐演化出丰富多样的防御
机制’同时!面对植物的防御!植食性昆虫也演化
出相应的适应性策略"王琛柱和钦俊德! "##1#%
两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
互作用关系% 在复杂的关系中!植食性昆虫与植
物之间的取食与防御关系是两者最为原始&最基
本!同时也是相互作用最为直接的一组种间关系
"钦俊德! $*)1’ 钦俊德和王琛柱! "##$’ 徐汝梅
和成新跃! "##&#%

植食性昆虫中的广食性昆虫面临着营养成分
不均衡&次生物质抑制其取食以及含水量差异等
问题!因而面对不够理想的食物!广食性昆虫具有
不同的取食偏好 "钦俊德! $*)1’ Q;86 %2+,7!
"#$$#% 本研究中三条橙灯蛾取食不同寄主植物!
其幼虫发育历期&蛹重&产卵量均有显著差异!而
且幼虫存活率&羽化率&累计存活率都受到明显的

影响!但是三条橙灯蛾均能够完成整个生活周期!
这是广食性昆虫为应对不理想食物条件!身体内
部进 行 生 理 生 化 调 节 的 结 果 " ITN>=̂ >69
C8>@;8M! "##"’ S8;N8M%2+,7! "##"’ ‘>FV86;84N8M
>69 E4N?5<6! "##%#%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幼虫
历期与存活率呈负相关!即幼虫历期越短!存活率
越高’反之!幼虫历期越长!存活率越低% 这与陈
永兵等"$***#&李子玲等""##’#&张娜等""##*#&
c;>6:等""#$$#对甜菜夜蛾的研究!以及武海卫等
""#$"#对美国白蛾的研究结果一致% 此外!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幼虫历期与产卵量呈显著负相关
"李子玲等! "##’’ X>M>;>64%2+,7! "#$$#’幼虫历
期与雌蛹重有明显的负相关性!王丽珍等""##’#
对舞毒蛾 L53+$2*#+ 0#&/+*"C466>8F5#的研究也支
持了这一结果% 由此可见!面对适合度不高的寄
主植物!延长发育历期并不利于三条橙灯蛾的营
养积累和繁殖!推测可能是有些寄主植物叶片中
含有某种次生物质!抑制了三条橙灯蛾消化酶的
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研究中各组蛹历期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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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大青饲喂组的蛹历期显著长于其余各组%
很多研究表明寄主植物对蛹历期的影响不显著
"S8M98:Fk%2+,7! $**)’ /9M45>69 KN8A4>! "##$’
阮永明和吴坤君! "##$#!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取
食不同寄主植物的昆虫的蛹历期存在显著差异
"IW49>; >69 E<O4>6GIW4MF6! "##’’ c;>6:%2+,7!
"#$$#% 这可能是寄主植物选择上的问题!不同研
究所选的寄主植物不同!而且广食性昆虫的寄主
选择范围广!因此有可能出现蛹历期差异显著的
情况"c;>6:%2+,7! "#$$#%

测定植食性昆虫的营养指标能直观地反映出
植食性昆虫对食物的利用情况!是研究植食性昆
虫与植物关系的常用方法 " E=M4V8M>69 EA>65̂P!
$*)$#% 从不同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 ’ 龄幼虫
的营养效应结果中可以看出!取食同一种植物叶
片的三条橙灯蛾!其食物利用率&近似消化率和食
物转化率的高低顺序总是不一致!其中近似消化
率与食物转化率成反比关系% 最明显的是大青饲
喂组和杨梅饲喂组!取食大青叶片的三条橙灯蛾!
其相对生长率&食物利用率&近似消化率在各组中
均是最高值!而食物转化率却很低’取食杨梅叶片
的三条橙灯蛾的相对生长率&近似消化率很低!但
是食物利用率较高!食物转化率最高% 许多学者
对鳞翅目其它昆虫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许纲和钦俊德! $*)1’ 阮永明和吴坤君! "##$’
董钧锋等! "##"’ 朱俊洪等! "##&’ 7T>6:%2+,7!
"##)#% 朱俊洪等""##&#认为这种食物的低转化
率可能是对相对取食量高的一种生理平衡!是机
体内部生理调节的结果’而高食物转化率则可能
是对低消化率的一种生理补偿% 因此!在昆虫的
营养效应研究中仅以近似消化率&食物利用率和
食物转化率来衡量食物的适宜程度可能不够全
面%

综上所述!不同寄主植物对三条橙灯蛾生长
发育的影响显著!三条橙灯蛾取食适宜的寄主植
物!幼虫发育速度快!存活率高!繁殖力强’反之!
取食不适宜的寄主植物!则发育速度慢!存活率
低!繁殖力差% JM886V8M:等""##"#提出可以把高
存活率&短发育历期作为评判昆虫最适寄主植物
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本研究的 & 种供试寄主
植物中大青是三条橙灯蛾的最适寄主!杨梅则最
不适合其生长发育和种群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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