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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饲喂不同寄主植物对栎黄枯叶蛾 Trabala vishnou gigantina Yang生长发育及繁殖的

影响，分析寄主植物内含物与其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关系，为研究不同寄主植物对栎黄枯叶蛾种群动态的影

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在室内条件下，利用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山杏 Armeniaca sibirica、山

杨 Populus davidiana、旱柳 Salix matsudana饲养该虫，观察幼虫发育历期、蛹历期、蛹重及产卵量等指标，

同时测定寄主叶片中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质、水分、单宁及黄酮的含量，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不同寄主植物饲喂栎黄枯叶蛾幼虫的发育历期、蛹历期、蛹重及产卵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取食沙棘的幼虫

历期最短，仅为（74.501.76）d，而取食旱柳历期最长，达（106.001.51）d。取食山杨的蛹历期最长，

为（44.001.41）d，最短的是取食旱柳的，仅为（32.703.13）d。饲喂沙棘和山杏的雌、雄蛹重和成虫

产卵量显著高于饲喂山杨和旱柳的。对不同寄主的营养物质、次生物质和水分含量测定结果表明：不同寄

主间营养物质、次生物质与水分的含量差异显著。回归相关分析表明：幼虫发育历期与寄主植物可溶性蛋

白质含量呈显著负相关；雌蛹重和产卵量与寄主植物可溶性糖含量呈显著负相关；雌、雄蛹重与寄主植物

含水量呈显著正相关；蛹历期与单宁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但黄酮含量的高低与栎黄枯叶蛾生长发育等指标

无相关性。【结论】 沙棘是栎黄枯叶蛾生长发育及繁殖的最适寄主植物；并且寄主植物中可溶性糖、单宁

的含量低、含水量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高有利于栎黄枯叶蛾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关键词  寄主植物，栎黄枯叶蛾，生长发育，营养物质，次生物质 

The effect of host plant spe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bala  
vishnou gigantina Yang (Lepidoptera: Lasiocampidae) 

WEN Dong-Mei1**  LIU Yong-Hua2  REN Li-Li1  LU Peng-Fei1  LUO You-Qing1*** 

(1. The Key Laboratory of Beijing for Control to Forest Pes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College of Yulin, Yulin 719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eeding on different host plant spe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bala 

vishnou gigantina Yang, and determine the relative impact of different hosts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 vishnou 

gigantina. [Methods]  The pupae weight, fecundity, and the duration of larvae and pupal stages of T. vishnou gigantina, 

reared on four different host plants (Hippophae rhamnoices, Armeniaca sibirica, Populus davidiana, Salix matsudana)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 were compared, and secondary compounds, soluble sugar, soluble protein and water content of the four 

host plants, deter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rval development, adult fecundity, and host plant inclusion contents was 

analyzed. [Results]  Host plant specie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uration of larval and pupal stages, pupal weight, and 

reproduction. Larvae fed on sea-buckthorn had the shortest larval stage (74.501.76) d, and those fed on willow the longest 

(106.001.51) d. Larvae fed on poplar had the longest pupal stage (44.001.41) d and those fed on willow the shor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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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03.13) d. Larvae reared on sea-buckthorn, or apricot,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upal weight and adult fecundity than 

those reared on poplar or willow. Nutrients, water and secondary compound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different host 

plants. Soluble sugar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emale pupal weight and fecundity,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uration of the larval stage. Female and male pupal weigh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ater content.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flavone content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larval stage 

or adult fecundity, but tannin content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pupal stage.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ea-buckthorn was the most suitable of the four host plants for T. vishnou gigantina. The development 

and adult fecundity of T. vishnou gigantina are better when larvae feed on host plants with lower soluble sugar and tannin 

content, and higher water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Key words  host plant, Trabala vishnou gigantina Yang, development, nutrients, secondary compounds 

 
 

栎黄枯叶蛾 Trabala vishnou gigantina Yang属

鳞翅目（Lepidoptera）枯叶蛾科（Lasiocampidae）

黄枯叶蛾属（ Trabala），是为害北方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的主要食叶性害虫，广泛

分布于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河北、河南、

山西、内蒙古等（刘永樵和武春生，2006）。该

虫寄主植物广泛，主要危害栎类 Quercus spp.、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核桃 Juglans regia、

苹果 Malus pumila、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

榆树 Ulmus pumila 等植物（刘永樵和武春生，

2006）。2008年以来该虫在陕西吴起人工沙棘林

中大面积发生，连年危害，严重影响林木生长及

该地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刘永华等，2013），

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学者已对

其生物学、生态学习性及防治方法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研究（同长寿，1966；王金玉，2007；王世

飞等，2012；刘永华等，2013），并取得了较为

突出的成果；但对栎黄枯叶蛾的生长发育与寄主

植物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处于空白。 

植食性昆虫能够利用广泛、不同的植物作为

其寄主，完成其生长发育，这是植食性昆虫适应

不理想食物条件的普遍现象（Awmack and 

Leather，2002）。由于不同植物叶片中所含营养

物质及次生物质的不同，被同种植食性昆虫取食

后，会对该昆虫的生长发育、存活和繁殖等方面

产生一定影响（Tsai and Wang，2001；Kim and 

Lee，2002；Razmjou et al.，2014）。因此，本研

究选取同一区域内 4种有代表性的寄主植物，研

究栎黄枯叶蛾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适应性，有助

于明确寄主植物对昆虫种群动态影响的内在原

因，对有效控制该区域栎黄枯叶蛾的发生及防治

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研究比较取食不同植物后栎黄枯叶蛾的

生长发育及繁殖特性；同时测定不同植物叶片营

养物质及次生物质的含量；并分析营养物质及次

生物质含量的变化与栎黄枯叶蛾发育指标之间

的关系，以期从寄主植物适应性的角度解释该虫

的危害机理，并为栎黄枯叶蛾的种群控制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陕西省吴起县新寨乡位于东经 107°38′57″~ 

108°32′49″，北纬 36°33′33″~37°24′27″之间，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 1 355.95 m。地貌属

黄土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境内为半干旱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7.8℃，年降水量约

380 mm，无霜期 131d 左右。该地区是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的主要种植区域，林地为

10 年生人工沙棘灌木林，间山杏 Armeniaca 

sibirica、山杨 Populus davidiana、旱柳 Salix 

matsudana、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柠条

Caragana korshinskii。 

1.2  供试虫源 

试验于 2014 年 5—10 月进行。从沙棘林中

采集栎黄枯叶蛾卵，带回室内将卵浸泡于次氯酸

钠溶液中 2 min，再用蒸馏水冲洗 5 min后，晾

干备用。在室内自然光照条件下，将上述处理好

的卵块置于塑料养虫盒内（高 5 cm×直径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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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内用滤纸保湿，盒盖上有小孔，以便透气。待

卵孵化后，将活动力强的幼虫置于已消毒的养虫

盒内，进行单头饲养至 3龄。3龄后，将幼虫转

移至养虫笼（40 cm×40 cm×40 cm）内饲喂与

之前相同取食经历的寄主植物，直至幼虫化蛹。 

1.3  供试植物 

供试树种采于吴起县新寨乡，根据幼虫发生

林分的主要乔木与灌木群落类型选择 4 种树种

进行实验，包括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山

杏 Armeniaca sibirica、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旱柳 Salix matsudana。每天从样树上采集长度为

20~25 cm的新鲜枝条，用水冲洗干净后，用水培

法维持枝条及叶片新鲜，并饲喂栎黄枯叶蛾幼虫。 

1.4  不同寄主植物对栎黄枯叶蛾生长发育与繁

殖的影响 

采用叶片离体饲养法，将栎黄枯叶蛾初孵幼

虫置于食料为沙棘、山杏、山杨、旱柳叶片的养

虫盒内单头饲养，每天定时观察幼虫取食情况。

3 龄前每天定时更换寄主植物叶片，3 龄后每隔

1 d定时更换 1次新鲜寄主植物枝条，以满足幼

虫的取食需要。各寄主设置 30个重复。 

待幼虫开始取食后，每天 9∶00 和 24∶00

观察各组幼虫生长发育情况，记录各龄幼虫蜕皮

时间，直到幼虫化蛹，记录化蛹日期。每头幼虫

化蛹后 2 d称量其蛹重，并将其转移至养虫笼，

每天观察记录一次蛹的发育情况，直至所有蛹全

部羽化，记录成虫羽化时间。将取食同种寄主植

物，刚羽化的一对雌、雄成虫置于一个养虫笼内，

养虫笼内预先放入直径约 3 cm的寄主植物枝条，

以便雌虫产卵记录每雌产卵量，直到成虫自然死

亡。以上试验均在室内自然光照条件下进行。 

1.5  寄主植物营养物质及次生物质的测定 

1.5.1  可溶性含糖量的测定  本研究采用蒽酮

比色法测定寄主植物中可溶性糖的含量，植物叶

片中可溶性糖提取液的制备参考李合生（2000）

方法。选取与上述试验中同一时期供试植物叶

片，称取干燥粉碎叶片 0.5 g，加入三角瓶中，

加入 10 mL 80% 乙醇，在 80℃水浴中 40 min，

冷却后 4 000 r/min离心 10 min，过滤。残渣加

入 5 mL 80% 乙醇重提取 2次，合并上清液再 4 

000 r/min离心 10 min。80%乙醇定容至 50 mL，

为待测液。取待测液 0.2 mL，加入 0.8 mL蒸馏

水，再加入 4.0 mL蒽酮试剂显色，沸水浴 10 min，

冷却后在波长 620 nm处测定光密度。用葡萄糖

绘制标准曲线。每个样品设置 3个重复。 

1.5.2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本研究采用

考马斯亮蓝法测定寄主植物中可溶性蛋白质的

含量，按李合生（2000）的测定方法，选取与上

述试验中同一时期供试植物叶片，剪碎后，称取 1 

g，加入 5 mL 蒸馏水冰浴中研磨成浆，在 4 000 r/min

离心 10 min，将上清液倒入 10 mL容量瓶中，再

向残渣中加入2 mL蒸馏水，悬浮后再离心10 min，

合并上清液，定容。取 0.1 mL待测液，加入 0.9 mL

蒸馏水及 5 mL考马斯亮蓝Ｇ-250试剂，混匀，

显色后在 595 nm波长下测定光密度。用牛血清

蛋白绘制标准曲线，每个样品设置 3个重复。 

1.5.3  单宁酸含量测定  参照杨秀平等（2008）

采用磷钼酸-磷钨酸比色法（Ｆ-Ｄ法）测定不同

寄主植物叶片中单宁酸的含量。准确称取粉碎后

的样品 0.5 g放入三角瓶中，再加入 20 mL 70%

乙醇置于 90℃恒温水浴中回流 15 min，冷却后

过滤，残渣用 70%乙醇每次 20 mL 重复提取 3

次，滤液合并于 100 mL容量瓶中，用 70%乙醇

定容、摇匀。取待测液 5 mL，置于已盛有 25 mL

水，2.5 ml F-D试剂的 50 mL容量瓶中，再加入

10 mL饱和 Na2CO3溶液，蒸馏水定容至 50 mL，

并充分摇匀。于30℃恒温箱中放置1.5 h，在680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用单宁酸绘制标准曲线。 

1.5.4  黄酮含量测定  采用亚硝酸钠-硝酸铝法

（张秀梅等，2008）测定不同寄主植物叶片中黄

酮含量。准确称取粉碎后样品 1 g于 250 mL三角

瓶中，加入50 mL 60%乙醇90℃加热回流100 min，

收集上清液。残渣中加入 30 mL 60%乙醇，再次

回流 1 h，收集合并上清液，用 60%乙醇定容至

100 mL。吸取样品溶液 10 mL于 50 mL容量瓶

中，分别加入 5%（g/L）NaNO2 1.5 mL，摇匀，

静置 6 min。再加入 10%（g/L）Al(NO3)3 1.5 mL，

摇匀，放置 6 min，再加入 4% NaOH溶液 2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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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匀，用 60%乙醇定容至刻度，摇匀。15 min

后于 510 nm波长处进行比色测定。用芦丁绘制

标准曲线。 

1.5.5  叶片含水量测定  采用干燥法测定不同

寄主植物叶片的含水量。野外采集 4种植物叶片

洗净晾干后，称取新鲜叶片 10 g，置于 105℃的

烘箱中杀青处理 10 min，之后保持 80℃烘干至

恒重。干燥后用电子天平称取相应叶片的质量，

计算出 4种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各处理重复 5次。 

1.6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SPSS22.0 应用程序进行方差分

析、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栎黄枯叶蛾与寄主植物

营养物质与次生物质的关系。采用 Duncan氏新

复极差检测法比较取食不同寄主后幼虫发育历

期、蛹历期、蛹重、产卵量及不同寄主营养物质、

次生物质及含水量的差异显著性（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寄主植物对栎黄枯叶蛾幼虫生长发育

和繁殖的影响 

2.1.1  不同寄主植物对栎黄枯叶蛾各虫态历期

的影响  取食 4种供试植物，栎黄枯叶蛾均能完

成整个生活史。幼虫发育历期（F3,35=68.43，P< 

0.0001）和蛹期（F3,35=21.19，P<0.0001）均存

在显著差异（表 1）。幼虫历期在沙棘上发育最

快，仅为（74.501.76）d；在旱柳上发育最慢，为

（106.001.51）d。在沙棘、山杏、旱柳上幼虫

发育经过 7个龄期，而在山杨上幼虫发育经过 6

个龄期。因此，可能由于前期食物累积的影响，蛹

期在旱柳（32.730.95）d上的发育显著快于沙棘、

山杏，在山杨上的发育最慢，为（44.001.00）d。 

2.1.2  不同寄主植物对栎黄枯叶蛾繁殖的影响 

取食不同植物的栎黄枯叶蛾，其雌蛹重（F3,46= 

72.82，P<0.0001）与雄蛹重（F3,46=80.06，P< 

0.0001）存在显著差异（表 1）。取食沙棘的雌蛹

最重，为（3.340.10）g；最轻的为取食旱柳的，

仅为（1.630.10）g，两者差异显著。取食山杨

与旱柳的雌蛹重差异不显著。栎黄枯叶蛾雄蛹最

重的是取食山杏的，为（1.200.10）g；取食旱

柳的最低，仅为（0.760.06）g。取食不同寄主

植物的栎黄枯叶蛾成虫，其生殖力影响显著

（F3,23＝102.11，P<0.0001）。取食沙棘的成虫繁

殖力最强，每头雌成虫平均产卵量为（319.78 

11.60）粒/雌，取食旱柳的成虫平均产卵量最少，

仅为（125.295.94）粒/雌。经相关分析表明，本

研究中取食不同寄主的栎黄枯叶蛾雌蛹重与其

成虫的繁殖力具有显著的线性正相关（r=0.901，

P=0.033<0.05）。由此可见，不同植物对栎黄枯

叶蛾蛹的重量产生影响使产卵数量发生变化，从

而影响其繁殖能力。总体趋势是取食沙棘和山杏

的蛹重和繁殖能力要显著大于取食山杨和旱柳的。 

2.2  不同寄主植物营养物质、水分及次生物质

的含量 

2.2.1  不同寄主植物的可溶性糖含量  由表2可 

 
表 1  不同寄主对栎黄枯叶蛾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period and pupae weight and fecundity of Trabala vishnou gigantina on various host plants 

蛹重（g）Pupae weights 
寄主 Host 

幼虫历期（d） 
Larval period 

蛹历期（d） 
Pupae period 雌蛹 Female 雄蛹 Male 

产卵量 Fecundity

沙棘 Sea-buckthorn 74.50±1.76c 39.64±0.36b 3.34±0.10a 0.98±0.04b 319.78±11.60a 

山杏 Apricot 95.50±1.51b 38.50±0.88b 3.25±0.08a 1.20±0.10a 255.50±8.52b 

山杨 Popular 89.50±0.50b 44.00±1.00a 1.75±0.15b 0.81±0.05bc 126.40±7.07c 

旱柳Willow 106.00±1.51a 32.73±0.95c 1.63±0.10b 0.76±0.06c 125.29±5.94c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一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0.05水平差异显著，采用 Duncan氏新复极差

测验法。下表同。 

Data are presented as mean±SE, and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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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4种寄主植物叶片可溶性糖含量显著不

同（F3,8=102.02，P<0.0001）。按干重计算，旱

柳的可溶性糖含量最高，为（8.31±0.20）mg/g，

其余依次为山杨>山杏>沙棘，最高值是最低值的

1.97倍。通过建立可溶性糖含量与影响栎黄枯叶

蛾生长发育各项指标线性回归相关分析表明，可

溶性糖含量与雌蛹重及雌虫产卵量呈显著负相

关，回归方程分别为 y=5.390.46x和 y=499.74 

46.24x，相关系数分别是 r=-0.966（F=86.81，P= 

0.011<0.05）和 r=-0.931（F=41.59，P=0.023< 

0.05）。这说明可溶性糖含量的增加，不利于雌

蛹重及繁殖力。 

2.2.2  不同寄主植物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由

表 2可见，4种寄主植物可溶性蛋白含量存在显

著差异（F3,8=13.18，P<0.0001）。按干重的计算，

含量高低依次为沙棘>山杨>山杏>旱柳。将栎黄

枯叶蛾生长发育各项指标与寄主叶片中蛋白质

含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栎黄枯叶蛾幼虫发育历

期仅与寄主植物叶片中蛋白质含量呈显著负相

关，回归方程为 y=140.694.42x，相关系数 r= 

-0.946（F=53.68，P=0.018<0.05）。该方程回归

效果显著，由此可以明确，寄主植物可溶性蛋白

含量越高，幼虫发育历期越短，即寄主植物可溶

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是影响幼虫发育历期的主

要因素。 

2.2.3  不同寄主植物的含水量  测定供试寄主

植物含水量结果表明，4种植物的含水量存在显

著性差异（F3,16=180.01，P<0.0001）（表 2），其

中山杏的含水量最高，沙棘、山杨次之，旱柳的

最低。寄主植物含水量与幼虫发育各项指标线性

回归分析表明，含水量与幼虫发育历期、蛹历期

及产卵量均无显著相关，而与雌、雄蛹重呈显著

正相关。雌蛹重与含水量回归方程为 y=-7.26+ 

0.16x，相关系数 r=0.872（F=21.38，P=0.044< 

0.05）；雄蛹重与含水量回归方程为 y=-1.18+ 

0.04x，相关系数 r=0.903（F=28.78，P=0.033< 

0.05）；说明 4 种寄主植物的含水量均处于栎黄

枯叶蛾的适应范围，并且含水量与雌、雄蛹重成

正比，即含水量越高，雌、雄蛹重越重。 

2.2.4  不同寄主植物主要次生物质的含量  本

研究表明，4种植物单宁（F3,8=50.66，P<0.0001）

和黄酮（F3,8=36.66，P<0.0001）含量均达到显

著差异（表 2）。单宁含量由高到低依次是山杨>

沙棘>山杏>旱柳，黄酮含量依次是沙棘>旱柳>

山杏>山杨。通过线性回归相关分析表明，单宁

含量与蛹历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是

y=13.60+1.38x，相关系数 r=0.892（F=25.78，

P=0.037<0.05）。说明单宁含量越高，蛹历期越

长。而黄酮含量的高低与幼虫的生长发育及产卵

量无显著相关性。 
 

表 2  4 种植物中营养物质、次生物质及含水量 
Table 2  Mean content of different biochemical components in four plants 

寄主 Host 
可溶性糖（mg/g） 

Soluble sugar 
可溶性蛋白质（mg/g）

Soluble protein 
含水量（%）

Water 
单宁（%） 

Tannins 
黄酮（%） 
Flavonoids 

沙棘 Sea-buckthorn 4.21±0.11d 14.82±1.19a 64.40±0.00a 19.58±0.12b  14.59±1.10a  

山杏 Apricot 4.99±0.29c 11.06±1.02b 67.37±0.00a 16.81±0.56c 7.35±0.15bc 

山杨 Popular 7.63±0.14b 11.14±0.01b 57.96±0.01b 21.94±0.48a 7.06±0.04c 

旱柳Willow 8.31±0.20a 7.66±0.77c 55.30±0.00c 14.52±0.52d 9.08±0.31b 

 

3  结论与讨论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昆虫与寄主植物的

关系，认为植物是昆虫生命活动所需营养的主要

来源。广食性昆虫取食不同植物后，会对不同寄

主植物产生不同的适应性（Naseri et al.，2009； 

Razmjou et al.，2014）。进而昆虫各种生长发育

指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高俊平等，2007；

Saeed et al.，2010；Najar-Rodriguez et al.，2013）。

本研究结果表明，取食沙棘、山杏、山杨、旱柳

后，栎黄枯叶蛾幼虫发育历期、蛹历期、蛹重及

产卵量等指标均受到显著影响，但栎黄枯叶蛾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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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成整个生命周期，这说明本研究中所选取的

4种植物均是栎黄枯叶蛾的寄主，其对营养成分

不同的寄主植物具有不同程度的生理调节能力。

对昆虫而言，幼虫发育历期、蛹的重量、每雌产

卵量等指标可以作为评判昆虫最适寄主植物的

标准（Greenberg et al.，2002）。研究结果表明，

取食沙棘、山杏、山杨、旱柳后，取食沙棘可使

栎黄枯叶蛾的幼虫历期短、产卵量高，蛹重重，

但在各项发育指标中，产卵量的差异最突出，仅

从这一角度看，产卵量较高的沙棘是对栎黄枯叶

蛾的生长发育及繁殖较适宜的寄主，山杏次之，

山杨和旱柳是最不适合的寄主植物。这一结论的

形成，一方面可能由于寄主植物山杨、旱柳叶片

的物理结构对栎黄枯叶蛾幼虫取食有一定的阻

碍作用，影响幼虫的取食量，从而导致幼虫发育

历期延长、蛹体较轻、产卵量下降（Lavoie and 

Oberhauser, 2004；Lee et al.，2004）。另一方面

可能是寄主植物叶片组成成分差异所致。进一步

的化学测试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寄主植物叶片

可溶性糖含量与栎黄枯叶蛾雌蛹重及产卵量呈

显著负相关，但不能缩短其幼虫发育历期及蛹历

期；而寄主植物可溶性蛋白质含量与幼虫发育历

期呈显著负相关；单宁含量与蛹历期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黄酮含量与幼虫生长发育的各项指标无

显著相关。相似的研究在其它昆虫上也有报道，

戴小华等（2001）研究发现美州斑潜蝇 Liriomyza 

sativae Blanchard产卵量与寄主叶片中的蛋白质

含量无关，而与寄主叶片中可溶性糖含量呈负相

关，这与本研究结论一致。但也有研究表明含糖

量高的植物对小地老虎Agrotis ypsilon Rottemerg

生长繁殖有利（刘征涛，1988）。另外，研究发

现寄主植物体内较低的蛋白质含量不利于鳞翅

目幼虫的发育（张娜等，2009；张林林等，2013），

这一结论与本研究结论一致。从寄主内含物角度

分析，植物叶片中较高的蛋白质、较低可溶性糖

含量对评判栎黄枯叶蛾与寄主植物的适合度起

到关键作用。可见，幼虫取食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高和可溶性糖低的寄主，幼虫发育历期缩短，增

长速度加快，产卵量增加（Chen et al.，2004；

Barbehenn et al.，2013）。尽管本研究表明寄主植

物含水量的不同影响着栎黄枯叶蛾的蛹重，含水

量越高，蛹重越重，这与张林林等（2013）报道

的小地老虎生长发育与植物组织含水量的关系

并不一致。以上研究结论的差异，说明不同寄主

植物对不同昆虫的生长发育及繁殖产生的影响

因素不同，不同昆虫对不同寄主的适应机制也不

尽相同，即昆虫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所采取的

策略不同，从而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寄主植物对栎黄枯叶蛾生长发育

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植物营养物质的含量，尤以可

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最为重要。影响昆虫

对寄主植物的适应性的因素很多，不仅包括寄主

植物的营养物质及次生物质的含量和种类的不

同，亦包括昆虫取食后对寄主植物的消化吸收能

力（Liu et al., 2004）。而且取食不同植物后可能

诱导昆虫体内一系列酶系的变化导致生理功能

上产生相应的适应机制不同（Saha et al.，2012；

张林林等，2013），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尚未

涉及，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仍是必要的。 

目前，陕西吴起县沙棘人工林种植区域，山

杨、旱柳、山杏等树种的混栽现象非常普遍，这

为栎黄枯叶蛾在不同植物之间的转移危害提供

了有利条件。本研究结果表明，取食山杏后栎黄

枯叶蛾的蛹重及产卵量仅次于取食沙棘的。本研

究仅在室内条件下、离体的植物上的实验结果，

与野外调查结果尚有一定的差异。结合本研究成

果，应进一步研究栎黄枯叶蛾在不同寄主上的田

间种群动态变化情况，并深入研究幼虫、成虫对

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及产卵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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