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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寄生蜂是一类十分重要的害虫天敌，在自然控制害虫数量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针对寄生蜂种类

繁多、寄主类型复杂、寄生方式多样等情况，发展了寄生蜂的采集和田间调查技术，并对不同采集方法的

效果、不同寄主类型的调查细节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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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surveying and sampling parasitoid was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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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asitoid wasp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ressing populations of insect pests. Parasitoid wasps are diverse in 

species, parasitic habits and host range. In order to survey parasitoid wasps in general and on pests in particular, we developed 

a suite of technologies for the surveying and sampling of parasitoid wasps in nature and in agro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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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于昆虫及近缘节肢动物的天敌昆虫种

类非常多，其中膜翅目含有最多寄生性种类，

常统称为寄生蜂。膜翅目昆虫已知 15万余种，

估计至少 25万种，其中寄生蜂占了 70%，是膜

翅目中最大的类群（LaSalle and Gauld，1993；

Zhang，2013），其自然资源丰盛，对害虫自然

控制作用强，是一类十分重要的害虫天敌。寄

生蜂成虫自由生活而幼期营寄生生活（Hajek 

and Hajek，2004；Chen et al.，2014），生活方

式极其复杂多样。单从寄主类型来看，可分为

单期寄生和跨期寄生两种，前者又可细分为卵

寄生、幼虫寄生、蛹寄生和成虫寄生；后者则

有卵 -幼虫寄生、卵 -蛹寄生和幼虫 -蛹寄生

（Quicke，1997；何俊华等，2000）。寄生蜂的

寄主范围非常广泛，几乎覆盖所有目昆虫。据

统计，在释放 860种天敌防治 2 941种害虫的事

例中，216例成功事例就涉及到了 393种寄生蜂

种类（戴建昌和林乃铨，2000；Eilenberg and 

Hokkanen，2006），其中有很多在农林生产中起

到关键作用的寄生性蜂类。寄生蜂由于数量繁

多，寄生习性纷繁复杂，栖居场所几乎遍布各

种生境，针对寄生蜂的采集和田间调查相应的

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也比较大。作为重要的天敌

资源，对寄生蜂进行系统、科学的采集和调查，

不但可供分类鉴定使用，更可为保护和利用天

敌，促进生物防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因此，

在采集寄生蜂标本和进行田间调查时，善于观

察利用寄生蜂的生活习性，采用合适的采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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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详细记录采集和调查信息，是保障

调查结果的非常重要的环节。本文简述了常见

的寄生蜂采集和调查方法，并对一些调查过程

中的细节提出建议，以资探讨。 

1  寄生蜂调查的一般方法 

调查寄生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查目的、

作物类型、寄主类型、寄生蜂类型、寄主和寄生

蜂生活习性等）采用一种调查方法或数种调查方

法相结合。在实际调查中，需要确定的主要方面

有：调查时间、调查地点、调查对象、寄主虫态

和采集部位、采集方法、调查方式等，以及进行

田间调查时的取样方法。 

1.1  调查时间 

寄生蜂成蜂出现时间一般在晚春至秋末，用

网捕法、诱集法、吸虫器法等采集成虫时应在这

段时间进行。进行专项调查时则要结合植物生长

季、寄主发生时间、寄主类型，被寄生寄主的形

态特征等。如调查粉虱寄生蜂，需要在粉虱成虫

初次出现一周后开始采集。再如，稻眼蝶 

Mycalesis gotama Moore卵初产为淡青绿色，被

寄生卵整粒灰褐色，蜂羽化后卵壳灰黄色。调查

稻眼蝶卵寄生蜂时，在稻眼蝶卵期观察到卵被寄

生后即可采集被寄生卵，或者采集已出蜂的卵  

壳（赵修复，1999）。每次调查的时间都要详细

记录。 

1.2  调查地点 

寄生蜂的调查地点根据调查目的设定。不论

是野外采集还是田间调查，都要记录调查地的详

细信息，如经纬度、海拔、气候信息、周围植被

环境、农事操作情况等。 

1.3  调查对象 

1.3.1  调查特定害虫的寄生蜂  确定某类寄主害

虫后，根据害虫的取食喜好选择将要调查的寄主

植物，如调查粉虱类寄生蜂，首先确定寄主种类，

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Gennadius)、温室白粉虱

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 (Westwood)、桑粉虱

Bemisia myricae Kuwana 、 黑 刺 粉 虱

Aleurocanthus spiniferus (Quaintanca)或稻粉虱 

Aleurocybotus indicus David et Subramaniam等，

然后根据某种或某几种粉虱寄主确定要调查的

寄主植物，调查可能持续数个生长季或数年，确

定寄主植物类型时应保证调查期间这些植物能

够持续的种植。 

1.3.2  调查特定植物（田块）上的寄生蜂  可以

采用随机调查的方法调查田间寄生蜂的种类，用

网捕、诱集、吸虫器等方法直接采集寄生蜂，或

者采用多次定点采集各虫态被寄生寄主饲养而

得寄生蜂，如王义平等（2001）对浙江茶树主要

天敌的调查。 

1.3.3  寄主虫态和采集部位  田间调查时，如果

采用随机调查，在搜集寄主时应该采集各种害虫

的卵、幼虫（若虫）、蛹、成虫等各个虫态。如

果是针对某种寄生蜂或者某种寄主昆虫的调查，

则要根据寄主类型和寄生习性选择要调查的寄

主虫态和相对应的危害部位。所采集的植物可以

是整个植株也可以是植株某个部分，方便采回后

成功饲养出寄主及寄生蜂。 

1.4  采集方法 

不论是在野外还是田间调查寄生蜂种类，常

用的方法有网捕法、诱集法、吸虫器法和观察搜

索法+饲养法等。几种方法依据采集目的和要求，

单独或者组合使用。调查寄生蜂种类、种群消长

和田间群落，这几种方法都可以使用，但只有寄

主诱集和观察搜索法+饲养法可以确定寄主和寄

生蜂的关系，主要用于寄生率的调查和寄生蜂控

害作用评价。 

1.4.1  网捕法  网捕是采集寄生蜂最常用的一

种方法，利用捕虫网和毒瓶采集。采集寄生蜂常

用捕网（Aerial net）或扫网（Sweeping net）。网

口直径一般约为 0.4 m，网深约为 0.7 m，手柄长

1.2 m，但在实际使用情况下，网口直径、网袋

深度和手柄长度可根据采集人的经验适当调整。

网底部可制成脱卸式更换的网袋，使用时会更加

方便。毒瓶（Killing jars or bottles）的大小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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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需要而定，如果用毒瓶直接伸入网中收集寄

生蜂，用直径 3 cm左右的小毒瓶比较方便；如

果使用扫网，则用瓶口直径 9~10 cm 的毒瓶较

好。毒瓶以氰化物毒瓶为佳，但体色黄色的寄生

蜂长时间放在氰化物毒瓶里，体色会变红，影响

以后的观察。如用液态毒剂如乙酸乙酯

（C4H8O2）、乙醚（C4H10O）、氯仿（CHCl3）等

制作毒瓶采集寄生蜂，小型寄生蜂容易粘在毒瓶

内壁上，标本容易损坏。酒精瓶同样非常适用于

寄生蜂标本采集，特别是采集小型寄生蜂非常好

用，75%~95%或者无水乙醇均可。如果标本后

续还需要解剖，或者标本体壁骨化很弱，如蚜小

蜂科昆虫等，如无特殊要求则用 75%乙醇较好，

否则直接用 100%乙醇容易使标本脱水易碎，导

致标本特征不易观察。 

采集最好在上午露水蒸发后进行，左右扫动

为 1网，扫多少网再收网把寄生蜂收入毒瓶视具

体情况而定。野外采集一般扫 50 网收一次，不

需要频繁收网。田间调查时，5点取样，每点扫

30 网，每块样田共计 150 网。采集到的标本保

存在纸袋中或者直接保存在乙醇中，乙醇浓度根

据需要而定。同时，做好采集标签记录（采集人、

时间、地点、经纬度、海拔、生境、寄主植物等）。 

用捕网采集时需要注意的是，寄生蜂生性非

常活泼，善于飞行和跳跃，很多种类向上飞和爬

行的速度很快，收网时切勿将网口水平朝上，致

使寄生蜂逃逸。最好采用网底斜向上方，网口略

向下的方式，将毒瓶或酒精瓶伸入网袋一一套

取。用捕网采集，可能会有一些小型或者微小的

寄生蜂混在网底的草叶等杂物下不会爬出或飞

出，因此还需要仔细检查网底。用扫网采集时，

可以捉到很多平常没有察觉到的小型寄生蜂。可

以将脱换的底袋脱下，整个放入一个大毒瓶里，

待寄生蜂被毒死后，取出底袋，将里面所有东西

倒在白纸或白色搪瓷盘上，挑出里面的寄生蜂，

这种采集方法很少会有漏捡。切忌在 采集过程中

主观臆断哪些蜂要采，哪些蜂已经采过不需再采。 

活跃在树冠层的寄生蜂、生活在地上或叶子

上无翅的寄生蜂几乎无法用网捕法采集。长时间

定点采集，采集特定种类等都是网捕法很难达成

的，需要辅助以诱集、吸虫器等其他采集手段。 

用扫网采集寄生蜂时的安全事项与一般昆

虫采集无异，但须注意，寄生蜂也会有蛰刺现象

并注入毒液，通常情况下并不严重，但如果有过

敏反应出现，处理方式与被胡蜂、蜜蜂蛰刺后的

处理相同。 

1.4.2  诱集法  虽然网捕法在野外采集和田间

普查时最为常用，采集到的寄生蜂数量也较多，

但一些寄生蜂的栖居地隐蔽或远离路边，采集者

不容易到达或无法长时间定点采集，因此可用采

用一些定点诱集装置，可作为网捕的补充和采集

某些特殊类群之用。常用的诱集方法有黄盘（黄

板）诱集、马氏网诱集、灯光诱集、生物或化学

方法诱集。 

1.4.2.1  黄盘或黄板诱集  黄盘（Moericke traps 

or yellow pan traps）是采集小型或微型寄生蜂的

好工具，通常采用黄色的铝制或塑料盘，也可以

用黄色的人造革或者较厚的塑料布折叠而成

30~40 cm×30 cm×8 cm左右的浅盘。这种方法对

膜翅目昆虫的采集效果要比其它类群效果更显

著（Vrdoljak and Samways，2012）。黄盘通常放

置在各种草地、林下空地、溪边、田边地垄等处，

间隔 2~3 m放置，可以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把

黄盘底部埋入土中，上沿与地面齐平。盘内加入

1/3 至 2/3 体积清水或食盐水，并加入少量洗涤

剂以增加表面张力，也可以加入少量福尔马林溶

液防治腐烂和霉菌。寄生蜂被黄色吸引掉落盘

中，应及时捞取，可以 1 d或 2~3 d收取一次。

捞取标本时先挑出盘里的枯枝落叶和杂物，再用

细纱做的小网捞出所有标本，转入酒精瓶中，带

回镜检。如果是长期使用黄盘，一是注意经常补

充盘内水量；二是保持清洁，如果盘里的水浑浊

要彻底更换；三是如遇多雨天气，要在盘上

65~70 cm 高处加盖防雨薄膜，防止过多雨水进

入盘中。黄盘诱集非常简便有效，尤其对于一些

较为稀少的种类效果较好，也是长期诱集的好方

法。黄盘的引诱效果会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如

阳光、风、雨。此外，通过该方法诱集的样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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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再用分子手段鉴定种类。 

同样，黄板也常常被用来诱集寄生蜂。在田

间调查，特别是在保护地调查时常被采用。但通

过多年观察和实践，我们并不建议采用黄板来防

治害虫或者诱集寄生蜂。调查不同作物的温室大

棚时发现，黄板上粘附的寄生蜂和中性昆虫的数

量比害虫数量要多，间接破坏了小环境中天敌和

寄主的平衡，反而不易达到控制害虫的目的。另

外，粘附在黄板上的寄生蜂，由于个体小、身体

脆弱，很难从黄板表面完整取下，需要用二甲苯

C8H10、甲苯 C7H8、乙酸乙酯 C4H8O2等洗脱，

工作量大，效果也不理想，影响后续鉴定工作。

但如果是需要单独采集某个在特定场所出现的

昆虫或是寄生蜂，直接用黄板主动粘附则不失为

一个好方法（Pu et al.，2014）。 

除黄盘和黄板外，其他色盘和色板也可用于

诱集寄生蜂，常见的有蓝色、白色、红色或者透

明。通过对比，黄盘的效果最好，其次为透明盘，

蓝色、白色和红色盘对一些蜂有特异性的吸引力

（Saunders and Luck，2013；Larsen et al.，2014），

例如，蓝盘就对冠蜂有强烈吸引力。 

1.4.2.2  马氏网诱集  马氏网（Malaise traps)多

用在长期固定收集寄生蜂，不论是野外采集还

是用于田间调查，对于调查不同时期的寄生蜂

和寄生蜂消长规律都有比较好的效果。调查时 1

周或 10 d取回一次瓶内的寄生蜂。也有一些研

究者在中央隔断网下放置一排黄盘，以增强采

集效果。 

1.4.2.3  灯光诱集  除白天采集外，夜间灯光诱

集是某些寄生蜂采集的有益补充，但只有很少一

部分寄生蜂种类会被诱集到。灯光诱集可以用市

面售卖的诱虫灯（Light traps and light sheets），

也可以用采集常用的高压汞灯，在灯后白布上收

集寄生蜂。虽然寄生蜂有趋光性的种类不多，但

是一些单眼较大的姬蜂，如细颚姬蜂属

Enicospilus Stephens、瘦姬蜂属Ophion Fabricius、

抱缘姬蜂属 Temelucha Foerster等，还有一些茧

蜂类群也有趋光的行为，因此，诱虫灯可以用

来采集某些寄生蜂，也可用于调查某些寄生蜂

种类消长。另外，用高压汞灯诱集时，由于灯

泡功率大且温度非常高，因此需要防范电路安

全、烫伤、雨滴滴落导致灯泡炸裂和强光对眼

睛的刺激等问题。 

1.4.2.4  生物、化学方法诱集  采用这种方法可

以诱集到特定种类的寄生蜂，但需要首先了解寄

生蜂的生物学特性，有针对性的使用。用生物或

者化学物质诱集寄生蜂的方法很多，主要利用寄

主植物诱集、寄主诱集、蜜源诱集和信息素诱集，

以前三种方法较为常用。寄生蜂对寄主的专一性

非常明显，各种寄生蜂的寄生范围都比较稳定，

即便是多主寄生的种类对其寄主也不是不加选

择，据此可以利用寄主植物或者寄主诱集寄生蜂。 

①寄主植物诱集 

寄主昆虫所取食的植物或者食物的挥发物

对某些寄生蜂有强烈的吸引力，当受到植食性昆

虫危害时，很多植物能够释放出挥发性化合物招

引害虫的天敌前来觅食（王小艺和杨忠岐，

2008）。而不同植物对寄生蜂的吸引力不同，在

上面生活的同一种害虫被寄生的情况往往也有

很大差别，例如麦茎蜂姬蜂 Collyria calritrator 

Gravenhorst 对寄主麦茎蜂的寄生能力，在小麦

田比大麦田里高（赵修复，1999），因此选择合

适的寄主植物，可以提高诱集的效率。在合适的

寄主植物附近守株待兔式的捕捉寄生蜂，这样可

以知道某地某种植物上常出没的寄生蜂类群，或

者为了采集某类寄生蜂而有针对性的放置或种

植寄主植物。除了整个植株，植物的某个部位或

植物产品也可以用来引诱寄生蜂，比如寄主食料

的受伤组织、卷叶、虫瘿等，但人工损伤的植株

对寄生蜂没有吸引力（Neveu et al.，2002）。还可

以利用这种趋性采集一些寄生隐蔽为害的害虫的

寄生蜂。如 Messing 和 Wong（1992）设计了一

个简单的球状装置，用来吸引寄生实蝇的蝇茧蜂。 

②寄主诱集 

同样，寄主本身和寄主分泌或排泄的物质可以

用来诱集寄生蜂，比如寄主的气味、形状、粪便、

丝、鳞片等都可能是寄主的短距离信号。众所周

知，寄生蜂会搜索寄主进行寄生，在特定区块放

置寄生蜂的寄主，吸引某些寄生蜂寄生后，再对



3期 吴  琼等: 寄生蜂采集与田间调查取样技术 ·763· 
 
 
 
 

 

成蜂进行采集，或者等寄生蜂寄生后，采回被寄

生的寄主进行饲养，常与饲养法结合进行。因此，

在诱集或者饲养时还需首先了解寄生蜂寄生习

性，否则可能事倍功半。 

③蜜源诱集 

很多寄生蜂喜蜜糖，用蜜源诱集的方法同样

较为常见。不断积累的各种蜜源植物系统的试验

结果表明，田间花粉和花蜜能够明显增加天敌的

多样性和适合度（陈学新等，2014）。在田块周

围种植花期很长的蜜源植物，如苜蓿、芝麻等，

是增加田块寄生蜂数量的好方法，同时也为采集

提供了便利。Noll 和 Gomes（2009）提出了一

个更为直接的办法，先设计取样方法，把一定比

例的糖盐水（糖和盐的比例比较平均即可），用

喷壶或者喷袋直接喷洒在样点的植株上，等待蜂

被吸引来后用网捕之。不过这种方法不太适用于

调查田块的自然寄生率，糖分还可能会吸引到其

他一些害虫导致额外的损害。 

1.4.3  吸虫器法  吸虫器（Suction devices）多用

于田间采集或取样调查使用。取样的吸虫器主要

有两种：管式真空吸虫器和背负式机动吸虫器。

前者定点分布，组成联网，定时吸虫，主要用于

监测空中活动昆虫的动向和数量；后者主要用于

地面附近活动昆虫的取样。大田寄生蜂普查常采

用背负式机动吸虫器，在取样点吸取，根据调查

目的选择吸取频率，常 5 d吸取一次，有的只吸

1次，也有每天都吸取的。吸虫器法既可以吸到

寄生蜂也可以吸到寄主昆虫（若虫、成虫），主

要用于种群、群落调查。吸虫器可以吸取大田作

物植株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昆虫，而且各龄昆虫都

可吸到，收集到的寄生蜂和寄主数量都较多，用

于目标田块的群落调查效果较好。采用吸虫器调

查时，根据实际情况在取样点选取一定量的作物

株数，将吸虫器对准目标作物由上及下抽吸，收

集的样品做好调查记录，带回实验室内清理出需

要的寄生蜂或者寄主，以便统计和后续鉴定（刘

雨芳等，1999；姜玉英等，2011）。 

1.4.4  观察搜索法+饲养法  不论是网捕法、诱集

法还是吸虫器法，采集和调查所获得的几乎都是

寄生蜂成蜂，虽然获得的寄生蜂数量不少，但除

寄主诱集外，却很难确定寄生蜂与寄主和寄主植

物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有针对性的采集、调查、

统计和研究某种特定寄生蜂或者特定害虫的寄

生蜂。与前几种方法不同，观察搜索法和饲养法

在采集、尤其是田间调查时，很好地弥补了这些

缺憾。这两种方法常结合采用，可以明确寄生蜂

的生物学习性以及寄主植物、寄主和寄生蜂三者

之间的关系（Gauld and Bolton，1988），而且很

多寄生蜂体型细小，不易发现，网捕很容易遗漏，

需要通过饲养才能获得标本。 

①搜索寄主 

首先必须明确寄主的各个虫态的形态特征

和生物学特性，被寄生后的外形特征。一些寄主

被寄生蜂寄生一段时间后，不论是被寄生的卵、

幼虫还是蛹，其外部形态、颜色等都会发生变化，

很容易识别。我们在掌握了这些变化和寄主在植

物上为害的部位后，就可以观察搜索特定的寄

主，并饲养出寄生蜂。例如，褐飞虱正常卵外观

上可分为初产至黄斑期、眼点期和卵壳；被稻虱

缨小蜂 Anagrus spp.寄生后，寄生蜂卵至前期幼

虫阶段的卵外观与正常褐飞虱卵相同；中、后期

幼虫至羽化阶段寄生卵外观初呈淡粉红或淡黄

色，而后逐渐加深呈樱红色，少数呈金黄色，至

蛹期出现单眼、复眼，体呈桔红色，夹杂烟褐色

斑纹；羽化壳卵帽不脱开，有一圆形羽化孔（程

家安，1980）。这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认这类

寄主是否被寄生，甚至可初步推测被什么类型的

寄生蜂寄生。在实际调查时暂时没有出现外观异

常的寄主通常也需要采集，甚至一些寄主和寄生

蜂已经羽化后留下的卵壳、蛹壳、茧壳等也要根

据调查目的进行采集，具体原因详述于“系统调

查”部分。这样获得的寄生蜂，寄主关系明确，

便于统计数量、寄生率、消长规律等，对害虫发

生量测报、药剂防治效果评价、探索天敌保护利

用等都有一定的意义。 

②搜索寄主植物 

搜索观察法可以是搜索寄主也可以是搜索寄

主植物。如果寄主植物植株不甚高大，寄主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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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被寄生的寄主很容易被发现。如果寄主植

物为果树林木，或者寄主隐蔽危害，不容易直接

找到寄主，则要搜寻植株特殊的被害或取食痕迹

来找到寄主。调查果树林木的时候，通常采取不

同方位取样的方式来调查寄生蜂及其寄主。比 

如，杨忠岐（1996）详细介绍了观察寻找并采集

小蠹虫寄生蜂的方法。小蠹虫为害的树木很容易

辨认，大多数表现为针叶变黄，但针叶全部干枯

而发红的树木一般已经没有小蠹虫和寄生蜂了。

有的园林绿化树木被小蠹虫为害后表现为流胶，

有时针叶树表现为树皮上有凝脂。发现寄主树木

和小蠹后，在树干枝条上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寄生

蜂成虫爬行，观察它们是否将产卵器刺入树皮产

卵，或者钻入母坑道。这时再用吸虫管吸捕，再

检查皮下是否为小蠹虫。如此可以基本确定所采

到的寄生蜂是否为真正的小蠹虫寄生蜂。 

为了得到可靠的寄生蜂生物学、与寄主关系

等方面的数据，则需要采用饲养的方法，包括对

寄生蜂和寄主的饲养。 

③饲养寄主和寄生蜂 

不论哪种寄主类型，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

以下基本方法收集寄主，饲养出寄生蜂。在调查

之前，先需了解被调查寄主昆虫的各虫期形态特

征及寄主植物被危害状及危害部位等，以便快速

准确的找到或采集害虫的卵块、幼虫（若虫）、

蛹或成虫。如直接在室外饲养，纱笼一般用铁纱、

钢纱或尼龙纱制成，形状和大小可根据实际需要

自行设计和制作。大型养虫笼供室外整株试验

用，通常无底，笼的一侧留门以便观察时进入；

小型养虫笼适合枝条和局部套笼，套好后笼基部

要扎紧。饲养中要特别仔细，严防其他可能被寄

生的昆虫随食料植物被带进饲养笼中，造成错误

的观察结果。发现寄生性天敌羽化或化茧，要及

时调查寄主个体，保存寄主残体和寄生性天敌。

如要进行室内饲养，采集时最好将卵块、幼虫（若

虫）和蛹或成虫等连同寄主植物的为害部位（叶

片、茎干、枝条、种实等）剪切下来，刀口整齐，

如果需要保湿则用湿棉花包住剪切口，棉花外封

保鲜膜，然后将剪下来的植物组织放入封口袋密

封保存，也可以将整个植株全部取回，并详细记

录其调查地点、时间、寄主植物和采集人等信息。

对于采回的样品，最理想的做法是将每个卵块、

幼虫（若虫）和蛹或成虫分开放入试管、离心管、

养虫笼等饲养器具中进行饲养（王义平等，2001；

皇甫伟国等，2010a）。在饲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防止其它被寄生的昆虫等随着寄主植物带进饲

养工具，如果采集的是蛹，勿将蛹或蛹壳外的茧

剥离掉。每 1~2 d检查一次，发现寄主或寄生蜂

羽化后，利用趋光性或吸虫管将其移至干净的试

管中，并记录寄主的死亡时间、虫态、羽化时间、

羽化数量和寄生蜂羽化时间等信息，如果为聚寄

生的寄生蜂，还要记录每个寄主昆虫样品中的寄

生蜂羽化数量。尽量建立研究所需要的寄生蜂种

群备用。待寄生蜂羽化后 1~2 d，成蜂的体型、

体色稳定之后，取部分寄生蜂样品保存于 75%、

95%或无水乙醇中以便日后鉴定，保存时记录好

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羽化时间、寄主种类、寄

生类型、采集人等样品信息。一些小蜂总科寄生

蜂，比如跳小蜂、蚜小蜂等，身体骨化程度低，

为防止标本皱缩难以观察，或者需要制片才能观

察的，可用酒精梯度浓度法处理，或用制片需要

的特殊溶液处理（黄建，1994）。不论是采来何

种寄主虫态饲养，都要避免互相混杂，及时在饲

养容器上标注好采集时间、地点、寄主种类、寄

主植物名称和采集者等。 

2  寄生蜂调查田间取样方法 

在进行寄生蜂田间调查时，取样方法与一般

昆虫调查并无太大差异，但调查取样时，不仅需

要采集寄生蜂或寄主，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进

行专项调查时，需要采集寄主植物或植物的某些

部分，以便完成后续的寄主和寄生蜂的饲养工

作。不同的寄生蜂由于寄主生活习性不同，寄主

植物类别不同，在调查时采用的具体取样方法也

随之略有不同。由于粉虱类害虫危害植物类型涵

盖了大田作物、蔬菜、果树等，下面就以粉虱寄

生蜂调查为例（皇甫伟国等，2010a），说明寄生

蜂田间调查的一般取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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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烟粉虱 B. tabaci、温室白粉虱 T. 

vaporariorum、桑粉虱 B. myricae、黑刺粉虱 A. 

spiniferus 或稻粉虱 A. indicus 等的若虫和蛹为

调查对象，固定时间和地点，采用固定的五点取

样或者随机取样方式采集。对于水稻、蔬菜、花

卉、茶园等大田，至少随机选 5块地（相当于 5

个重复），每块地“Z”字取样挑选 5个点，每个

点取水稻、蔬菜、花卉 5株（丛）（有些像茶园，

可以是 1 m2），共计 5（类型田）×5（点）×5 =125

株（丛，m2）。如果是果树（柑桔树）和桑树，

则至少挑选 3个果园或桑园（相当于 3个重复），

每个果园或桑园“Z”字取样挑选 5 棵树，每棵

树分上、中、下取 3点，每点分东、南、西、北

各取 1个 30~40 cm长的小枝（或随机取至少 1

张叶片），至少共计 3（园）×5（树）×3（位置）

×4（方向）= 180（小枝条）（叶片）。大叶类（叶

片面积大于 100 cm2）蔬菜寄主植物叶片至少采

集 20片，小叶类（叶片面积小于 100 cm2）蔬菜

寄主植物叶片至少采集 40片，桑树至少 30片叶

片，水稻植株至少 50 株，柑桔和茶树等植物至

少 100 片叶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数量越多越

好。具体采集部位为：烟粉虱 B. tabaci和温室白

粉虱 T. vaporariorum，采集蔬菜、花卉和果树等

寄主植物叶片（连同连接叶片的少许茎干）；稻

粉虱 A. indicus，采集水稻植株（连同基部）；黑

刺粉虱 A. spiniferus，采集柑桔或者茶树等叶片

（连同连接叶片的少许茎干）；桑粉虱 B. 

myricae，采集桑树叶片（连同连接叶片的少许

茎干）。采集时，注意选取粉虱若虫和蛹较多的

叶片。采集时，将带有若虫或者蛹的寄主植物叶

片连同茎干裁剪下来，刀口整齐，用湿棉花包住

刀口，棉花外封保鲜膜，最后将裁剪下来的植物

组织放入封口袋内密封保存。带回室内后，对叶

片或小枝条认真镜检，清除其他可能混杂昆虫，

然后单张叶片或单个枝条分装入玻璃试管内饲

养观察并记录，待寄生蜂出蜂后鉴定寄生蜂种

类，统计被寄生数量。 

需注意的是，仅以饲养后出蜂的数量或者寄

生蜂羽化孔的数量来统计寄生率，并不完全准

确。在调查不同寄生类型的寄生蜂时，有各自不

同的需要额外注意的事项。 

3  寄生蜂田间调查方式 

3.1  田间普查 

一般随机取样，主要用于调查种类。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不限采集地点、时间和次数，根

据采集地的地形、面积和作物耕作特点，在大田

中采取随机取样的方式采集。可以采用网捕、诱

集、吸虫器和观察搜索+饲养法，具体方法见前

述。采用前三种方法时，要注意寄生蜂标本的收

集保存，有的寄生蜂如蚜小蜂、赤眼蜂等个体微

小纤弱，没有经验的采集者常会漏采，在保存时

如无特殊要求也不宜长时间浸泡在酒精中，或剧

烈震荡，这样容易导致标本残破，影响后续鉴定

工作。随机调查可以掌握田间寄生蜂的资源种

类，并了解其群落结构和发生动态，可以初步判

定害虫的大概初发、盛期时间与末期，但无法  

获得寄生率、寄生蜂和寄主种群动态规律的准确

数据。 

3.2  系统调查 

定点定时的系统调查主要针对特定寄主和

特定寄生蜂种类，采用观察搜索法+饲养法，主

要用于调查寄生率，分析评估寄生蜂对害虫的控

制作用。不同寄主类型寄生蜂调查除了要遵循上

述基本的调查和取样方法外，还有一些需要额外

关注的细节。 

在调查寄生蜂和寄生率的时候，不论是卵、

幼虫、还是蛹的寄生蜂，调查结果与取样方法有

很大关系，所调查的田块类型、调查部位和调查

时间都会对寄生蜂的种类、数量和寄生率产生影

响。对于不同寄主类型，在选择调查时期和具体

调查方法时，有一些通常的做法，但这些做法得

到的结果却常常不甚准确。为方便起见，下面以

采集的寄主虫态为对象，分卵寄生蜂、幼虫寄生

蜂、蛹寄生蜂和成虫寄生蜂 4方面，简要介绍各

种不同寄主类型寄生蜂和寄生率调查，及其常遇

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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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卵寄生蜂调查  在调查时间的选择上，习

惯上常选在产卵高峰期调查，但由于虫卵量突然

增加，而寄生蜂还没来得及充分寄生，这样调查

得到的寄生率往往比实际偏低。有条件的话，在

卵的始盛、高峰和终见期均要采集。如果只能采

集一次，最好在产卵高峰后过几天采集，数量上

也要多采一些。但也不能太晚，因为有孵化的卵

就会有幼虫取食卵壳，导致统计不准确。 

采集范围上尽可能广一些，根据田间或林间

卵分布规律按比例采集，而不是只在卵块分布最

多的地方采集。 

采集时，将卵或卵块所在的植物部位轻轻剪

下带回。首先剔除已孵化的卵，把多余的枝叶去

除放入玻璃管，同一卵块的卵放入同一管内。如

果被调查对象是卵块，采回卵块后先登记已经孵

化的卵，将未孵化和寄生蜂未羽化的卵块放入指

形管中，记录各卵块孵化日期。对于那些初产即

被采回的寄主卵块（产出 1~2 d），由于被寄生蜂

寄生的几率非常低，应淘汰不计入卵块总数，否

则得出的寄生率会偏低。在开始统计前，需要先

了解各蜂寄生习性和被寄生卵的外形特征。在搞

清各蜂的寄生习性及寄生征状的基础上，据此进

行考查。 

下面以鳞翅目卵寄生蜂为例，简要说明调查

和计数的方法（何俊华，1985；赵修复，1999）。

常见的鳞翅目卵寄生蜂种类主要集中于有赤眼

蜂科 Trichogrammatidae、缘腹细蜂科（黑卵蜂）

Scelionidae、啮小蜂属 Tetrastichus Halilay 等类

群。按照前述调查取样方法采回卵块饲养，通常

情况下，卵内最先孵化出的是未被寄生的卵孵化

出的鳞翅目幼虫，接下来是赤眼蜂羽化（偶有赤

眼蜂先羽化的），黑卵蜂及其他小蜂在赤眼蜂羽

化后陆续出现。赤眼蜂和黑卵蜂为聚寄生，每粒

卵羽化出的蜂数量不等，只记录出蜂数不能代表

被寄生卵数。因此，要准确考查时，我们不以统

计蜂的数量来调查寄生率，而是直接根据羽化孔

的形态来确定有多少卵被寄生，计算被寄生的卵

粒数来考查寄生率。为了防止赤眼蜂在管内重寄

生，影响调查结果，最好打开封口并管口对光让

赤眼蜂飞走。平腹小蜂、啮小蜂等单寄生的寄生

蜂，通过计算出蜂数来确定被寄生卵数比较简

便。不同卵寄生蜂羽化孔的形态很多文献中已有

描述，不再重复。 

检查卵或卵块时一般分两步： 

第一步，先检查已爬出卵块的幼虫数和蜂数

以及能根据卵壳外形来确定是否被寄生或者寄

生蜂种类的卵粒，包括有孔或无孔的卵粒，并按

类记录。寄主幼虫最先孵化，孵化当日即可考查。

赤眼蜂紧接着幼虫孵化而羽化，出蜂后及时移

出，以免重寄生。而后羽化的黑卵蜂和其他小蜂

待全部羽化死亡后一次考查。各单寄生的蜂数好

取出后，可考查赤眼蜂和黑卵蜂的寄生卵。数卵

是一排排的数以免混淆，如果卵粒太厚则需要仔

细剥离。看羽化孔的大小需要在解剖镜下进行。

对无孔洞的卵粒，凡见有幼虫头壳或其他幼虫特

征的，是未孵化或未发育健全的幼虫，可记入未

被寄生卵。凡可通过被寄生卵特征鉴别出某种蜂

的则记入该蜂项下。实在不能判别对象的少数卵

粒仍可放回管内待以后解剖考查。 

第二步，浸渍卵粒解剖考查。对于没有孔洞

且从外表无法判别的少数卵粒，可按卵块编号放

在小培养皿内，滴上 3%氢氧化钠溶液，使卵壳

变软，在解剖镜下用针挑开观察，分种记载。对

于什么也分不出的卵，若此卵块其余卵发育正

常，则可能原为未受精死卵，忽略不计。 

由上述可知，考查卵寄生率时，尽量让寄主

幼虫孵化和寄生蜂羽化，既节省时间也提高准  

确性。 

3.2.2  幼虫寄生蜂调查   调查幼虫寄生蜂时，通

常是采集植物受害部位所见的被寄生的幼虫或

蛹、或寄生蜂茧，饲养至寄生蜂成虫出现，然后

根据成虫鉴定种类。但是，如果完全依靠鉴定羽

化出的寄生蜂成虫种类，统计数量，来得到寄生

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例如：采回

的茧或蛹中的寄生蜂已经羽化，没有寄生蜂成虫

用来鉴定种类；寄主幼虫或是寄生蜂幼虫饲养不

成功，没有得到寄生蜂成虫，也无法鉴定，更无

法统计各种寄生蜂的寄生率。因此，在实践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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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能够根据寄生蜂幼虫鉴定种类，而根据寄生蜂

幼虫鉴定种类，必须有人做过第一次的饲养工

作，由幼虫养得成虫，由成虫鉴定结果倒推幼虫

种类，难度很大。寄生蜂幼虫主要根据头骨和口

器特征来鉴定，个体较大的可以直接用解剖镜观

察，小的则需要制片。如果采回的是寄生蜂已羽

化的空茧，可根据茧的大小、颜色和结茧数来初

步判断寄生蜂类群，要准确鉴定出寄生蜂的种

类，需要对茧内幼虫蜕皮进行分离鉴定。把茧内

的一团东西全部取出，放在 5%氢氧化钠溶液中

浸渍 1 d，使蛹软化，把幼虫的蜕皮分离开来，

制片鉴定。 

下面仍以鳞翅目幼虫寄生蜂为例简要说明

幼虫寄生蜂调查时的注意事项（赵修复，1999；

何俊华等，2002a；2002b）。调查时按照上述取

样方法，采集寄主为害部位或寄生蜂结茧部位带

回检查，如果采集的对象是寄主幼虫，需要注意

不同龄期幼虫都要采集（Shi et al.，2002；皇甫

伟国等，2010b），在室内饲养一段时间，采集到

的植物要能保证提供寄主取食。幼虫寄生蜂有内

寄生和外寄生，因此在检查带回的植物和寄主时

会有几种不同情况出现： 

第一，如果见有状如米粒或者圆筒形的小的

白色或者带花纹的茧即是。有的茧在幼虫身上，

有的则出现在幼虫尸体旁。可将茧取下，放在指

形管里，让其出蜂。根据茧占幼虫总数中的数量，

计算寄生率。要注意的是：可能有不同种类的茧

同时存在，应分别统计；有时采回的茧里可能包

括一些不是寄生调查对象的寄生蜂的茧，这种茧

应不予计数；有的茧羽化出的蜂是重寄生蜂，也

不能计入总数。第二，寄主幼虫不活动，但身体

不腐烂，体表有几个幼小幼虫，或者尸体已皱缩，

体上或体旁有几个小蛹，这些有的是体外寄生，

有的是体内寄生刚钻出。可将它们连同枝叶剪

下，放在指形管里养出寄生蜂。第三，寄主幼虫

不甚活动，体色异常，则是内寄生蜂将钻出虫体

的表现，与正常发育幼虫区别明显。将被寄生幼

虫放入指形管饲养出蜂。另要注意区别寄生蝇与

寄生蜂寄生后的区别，剔除被寄生蝇寄生的个体。 

为了简便起见，可群体饲养。就是将一把植

物养在养虫笼中，几天之后，大部分幼虫死去，

一部分幼虫继续生长几天，老熟的幼虫还会化

蛹。这样可养得少量天敌。当然，群体饲养出来

的天敌，不能确定寄主虫态，也不能用来统计寄

生率，还有可能混杂其他天敌。要准确地判断一

种天敌的寄生性质，必须通过个别饲养。 

3.2.3  蛹寄生蜂调查  同卵寄生蜂调查一样，在

调查时间上，蛹寄生蜂调查最好能够在寄主蛹

（茧）的始盛、高峰、终见期分别采集，但如果

只能集中在化蛹高峰后或寄主羽化高峰前采集

一次，增加采集数量也可以。采集时期稍早影响

也不大，因为很多寄主在幼虫期就被寄生，蛹期

寄生蜂羽化，也有部分是在预蛹或者化蛹初期被

寄生，却很少有在蛹后期被寄生。 

调查时，通常是采回一批活蛹，饲养出寄主

和寄生蜂成虫。这种做法并没有顾及到田间的蛹

壳或死蛹数量，也就无从知晓有多少寄主和寄生

蜂在调查前已经羽化，这样调查出的寄生蜂种类

和寄生率不能代表一个世代蛹的被寄生情况，而

且越在蛹期后期调查活蛹，得出的寄生率越高。

因此，调查蛹的寄生蜂，不但要采回活蛹，同样

也要采回死蛹和蛹壳。寄主正常羽化留下的蛹壳

和寄生蜂羽化后留下的蛹壳可从有无羽化孔等

痕迹进行区别。不同寄生蜂的羽化孔不一样，但

要单纯从羽化孔判断出蛹寄生蜂的种类比较困

难。如果只要了解总寄生率，以上方法就可以了；

如果要了解各种天敌的寄生率，则要通过对蛹内

遗留下来的寄生蜂幼虫头骨和口器进行鉴定，才

能判明种类。方法与鉴定幼虫寄生蜂种类一样。 

有时需要调查的寄主蛹外有茧，调查时还要

留意不要采集过去世代的茧，以免影响调查结

果。比如，调查松毛虫蛹寄生蜂，过去世代的寄

主茧，有时仍留于树上。第一、二代松毛虫茧一

般多结在当年生枝梢的新鲜松针上，茧多为淡黄

褐色，并竖有细毒毛。采第二代茧时，树上残留

的第一代的茧变化较小，有时难以区别。越冬代

（第三代）茧也以枝梢上为多，但全株都有分布，

且到一、二代茧期时颜色多褪为污白色（何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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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如果长时间没有寄主或者寄生蜂羽化出

来，需要剖蛹（茧）镜检。 

3.2.4  成虫寄生蜂调查  成虫寄生蜂不论在数量

上还是在种类上都较少。寄主主要有同翅目、鞘

翅目等。如黄色蚜小蜂 Aphytis sp.寄生褐圆蚧 

Chrysomphalus ficus Ashmead雌性成虫，甚少寄

生第二龄若虫或雄虫。此蜂营外寄生，幼虫发育

到老熟阶段排出许多粒深褐色橄榄形蛹粪，然后

化蛹。蛹的腹面朝向介壳，羽化时在介壳上咬成

一个椭圆形的羽化孔而出。少数成虫没有在介壳

上咬成羽化孔，而是由介壳边缘与叶片之间挤

出。因此，不能单凭羽化孔的有无来计算寄生率

（赵修复，1999）。还有小蠹虫的成虫寄生蜂，

一般只能通过采集成虫饲养至寄生蜂羽化，才能

判断寄生蜂种类和寄生率（杨忠岐，1996）。 

4  讨论 

客观评估天敌昆虫的控害作用是害虫生物

防治研究和实践的重要一环。评估方法可概括为

田间系统调查及相关分析、直接观察法、食痕法

及标记法、天敌排除或添加法、实验种群观察法、

生命表分析法等。一般说来，在上述 6类方法中，

田间系统调查及相关分析、以及直接观察这两种

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必须花精力做好（刘树生，

2004）。科学的调查方法对寄生蜂种类发现、生

物学研究、种群动态消长和控害作用评价等方面

都是既基础又十分重要的一环。目前，国内寄生

蜂调查的文献很多，为寄生蜂资源保护利用、提

高生物防治效果做了很多卓有成效工作，但内容

多以分析调查结果为主，少有着重介绍采集调查

方法。本文中总结了目前常用的寄生蜂采集和调

查方法，在采集用具、采集方法的比较，调查时

期、地点、方式的选择上进行了一些归纳。每一

种方法都有各自适用的情况，在实际采集和调查

中又互有交叉，互为补充。虽然每一种方法都有

侧重点，但在调查时并不是采用越多方法就越

好，一种方法是否有必要采用要看增加的调查方

法所产生的数据对得出可信结论是否有用，是否

显得多余。在选择采集方法和制定调查方案时，

需要选择哪些调查方法，还要哪些方法进行补

充，有哪些细节会影响调查结果，都需根据调查

的目的、环境、对象、被调查的寄主和寄生蜂的

生物学特性仔细斟酌。只有当我们对每种方法的

作用和缺点都有所了解，才可以合理地选择方法

并综合应用于寄生蜂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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