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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对粘虫幼虫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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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华北北部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保定 071000；2.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北京 100092） 

摘  要  【目的】 为明确中红侧沟茧蜂Microplitis mediator (Haliday)寄生对粘虫Mythimna separata (Walker)

幼虫取食和发育的影响及评价其田间应用价值。【方法】 比较研究了中红侧沟茧蜂寄生不同日龄粘虫对粘

虫幼虫取食量和发育的影响。【结果】 被寄生的粘虫 4、6、8日龄幼虫与未被寄生的同龄期幼虫取食量差

异达极显著水平。被寄生的 4、6、8日龄粘虫幼虫间的取食量差异不显著。被寄生的幼虫，5 d前体重缓

慢上升，之后缓慢下降，所有被寄生的幼虫均不能化蛹。4、6、8日龄粘虫幼虫被寄生后，中红侧沟茧蜂

幼虫在其体内的发育历期不同，不同日龄间差异显著，随着日龄的增大显著缩短。【结论】 表明该蜂不仅

能有效地控制粘虫当代危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粘虫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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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rasitism by Microplitis mediator (Haliday) on the feeding 
and development of Mythimna separata (Walker)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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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on Crops in Northern Region of North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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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parasitism by Microplitis mediator (Haliday) on the feeding and 

development of Mythimna separata (Walker) larvae, and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M. mediator as a biological control for M. 

separata. [Methods] The relative reduction in food consumption and development by M. separata larvae following 

parasitization by M. mediator was determined in controlle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Results] 4, 6, and 8, day old M. separata 

larvae that had been parasitized by M. mediator consumed significantly less of an artificial diet than unparasitized larvae of the 

same age. The body weights of newly hatched, parasitized larvae increased slowly for 5 days then declined. No parasitized 

larvae pupated. The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M. mediator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if these had parasitized older larvae. 

[Conclusion] M. mediator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M. separata but can also 

greatly reduce the abundance of this pest.  
Key words  Microplitis mediator, Mythimna separata, parasitism, food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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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虫 Mythimna separata (Walker)属鳞翅目，

夜蛾科。主要为害麦、稻、粟、玉米等禾谷类粮

食作物及棉花、豆类、蔬菜等十几科 100余种植

物（浙江农业大学，1982）。该虫幼虫食叶，大

发生时可将作物的叶片全部食光，造成严重经济

损失。因其群聚性、迁飞性、杂食性、暴食性，

成为全国性重要害虫。近两年来，粘虫在我国局

部暴发成灾。根据农业部统计，2012 年粘虫在

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辽宁、天津等地

发生面积近 3.33×106 hm2，严重发生面积 4.33×

105 hm2。2013年全国粘虫发生面积多于 2.80× 

106 hm2，给粮食作物生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目前对粘虫的防治主要依赖化学农药，由于粘虫

具有迁飞（移）性强，蔓延迅速，昼伏夜出等特

点，仅靠化学农药防治不仅有一定的难度，还会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给粮食无公害安全生

产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针对粘虫的多种绿色

防控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1979 年王德

安等在棉田天敌昆虫调查时首次发现了一种寄

生棉铃虫低龄幼虫的寄生蜂——中红侧沟茧蜂

Microplitis mediator (Haliday)（王德安等，1984）。

该寄生蜂属膜翅目，茧蜂科，小腹茧蜂亚科，侧

沟茧蜂属，广泛分布于欧洲和亚洲，能够寄生鳞

翅目夜蛾科和尺蛾科的 40 多种昆虫，包括棉铃

虫 Helicoverpa armigera (Hübner)、粘虫和甘蓝夜

蛾 Barathra brassicae (Linnaeus)等重要农业害虫

（Arthur and Mason，1986）。中红侧沟茧蜂在我

国华北地区年发生 7~8代（房慧勇等，2000）。该

寄生蜂在田间对棉铃虫自然寄生率平均达到

22.9%，以寄生 1~2 龄幼虫为主，对控制这些害

虫的种群数量和抑制危害具有重要作用（房慧勇

等，2000；Li et al.，2006）。由于中红侧沟茧蜂

是一种低龄幼虫寄生蜂，害虫被寄生后需取食一

段时间，以此来满足该蜂幼虫在寄主体内的发育。

为此，我们针对中红侧沟茧蜂的自然寄主之一粘

虫在室内进行了研究，明确了粘虫幼虫被寄生后

的取食量和对作物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寄生后该

蜂在幼虫体内的发育历期，为正确评价中红侧沟

茧蜂抑制粘虫危害作用和利用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寄主食料 

寄主食料为田间种植的玉米苗。 

1.2  供试虫源 

供试粘虫与中红侧沟茧蜂均来自河北省农

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天敌昆虫研究室。每年

6—7 月份从保定郊县玉米田采集粘虫幼虫，经

室内续代饲养获得粘虫虫源。中红侧沟茧蜂采自

田间被寄生的棉铃虫低龄幼虫，经室内单管饲养

获得野生蜂种，以 1~2龄粘虫幼虫为寄主，对蜂

种进行扩大繁殖，建立健康的中红侧沟茧蜂人工

试验种群作为该项研究的试验材料。 

1.3  试验方法 

将 4、6、8日龄粘虫幼虫分别放在有底光的

玻璃板上，用装有中红侧沟茧蜂雌成虫的玻璃管

（直径 5 cm、高 8 cm）扣住幼虫，当观察到幼

虫被寄生后，将幼虫移至直径 3 cm、高 10 cm

的玻璃管内饲养，重复数次获得试验材料。同时

以未被寄生的粘虫幼虫作为对照。用一定量的新

鲜玉米叶段（尽量选择宽度一致的玉米叶，剪成

3 cm左右小段）饲喂。置于温度为（27±1）℃的

光照培养箱内饲养（光周期 L︰D=14︰10）。每

天定时观察粘虫幼虫取食与发育情况，更换玉

米叶段，直至中红侧沟茧蜂结茧。玉米叶段在

幼虫取食前后分别称重，测定当天取食量，同

时称幼虫体重。每处理寄生幼虫重复 30次、未被

寄生幼虫重复 30次、设不供粘虫取食玉米叶段对

照重复 10次，以计算玉米叶段重量的自然损失率。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去除试验过程中死亡的个体，计算每头各日

龄幼虫的取食量和幼虫被寄生后中红侧沟茧蜂

幼虫的发育历期。取食量用下述公式计算： 

对照失水率（%）=（叶片放入时重量叶片

换出时重量）/叶片放入时重量， 

幼虫取食量（g）=取食前叶片重量取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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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重量/（1对照失水率）。 

平均数间的比较采用 Duncan’s新复极差法。

被寄生和未被寄生的幼虫各日龄间的取食量差

异采用 t-测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对粘虫幼虫取食量的影响  

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和未被寄生的粘虫幼

虫所取食的玉米叶鲜重见表 1。被寄生的 4、6、

8日龄粘虫幼虫与未被寄生的同龄期幼虫的取食

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分别减少 97.35%，96.77%

和 96.57%。被寄生的 4、6、8 日龄幼虫取食量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但随日龄的增大有所增加，

即被寄生的幼虫越小其取食量越少，且被寄生的

4、6、8日龄幼虫均不能化蛹。 

2.2  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的粘虫幼虫取食规律 

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的 4、6、8日龄粘虫取

食规律见图 1。被寄生的 4、6、8日龄粘虫幼虫

前 2 d取食量同未被寄生的 4日龄粘虫幼虫取食

量差别不大，从第 3 天明显小于未被寄生的幼

虫的取食量，之后被寄生的各日龄幼虫取食量缓

慢上升，从第 5 天取食量又缓慢下降直至停止

取食，而未被寄生的 4日龄幼虫前 2 d取食量相

对平稳，之后呈直线上升，到第 10 天取食量达

到高峰，之后进入化蛹期，取食量迅速减少，停

止取食。未被寄生的 6、8 日龄幼虫第 1 天和第

2 天取食量与被寄生的同龄期幼虫取食量差异

明显，第 1 天开始就呈现直线上升趋势，6日龄

粘虫幼虫到第 7天取食量达到高峰。8日龄粘虫

幼虫到第 6天取食量达到高峰。未被寄生的各日

龄幼虫每天的取食量显著大于被寄生的各日 

龄幼虫取食量（t<0.01）。被寄生的各日龄幼虫在

中红侧沟茧蜂老熟幼虫钻出体外后停止取食，但

仍能存活 2~3 d。 

2.3  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对粘虫幼虫体重和龄期

的影响 

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的粘虫 4、6、8日龄幼

虫体重见图 2。被寄生的 4、6、8日龄的粘虫幼

虫体重前 4 d与 4日龄的未被寄生的幼虫体重、

前 2 d 与 4、6 日龄未被寄生的幼虫体重均无明

显差异。未被寄生的 4日龄的幼虫体重从第 5天

直线上升，到第 11 天达到高峰；6 日龄的幼虫

体重从第 3 天直线上升，到第 8 天达到高峰；8

日龄的幼虫体重从第 1天直线上升，到第 6天达

到高峰，之后体重下降进入化蛹状态。未被寄生

的粘虫幼虫体重在高峰期达到被寄生粘虫的十

几倍。被寄生的 4、6、8日龄幼虫体重 5 d之前

增长比较缓慢，之后有所下降，但差异不明显。

不仅如此，寄主的个体发育也大大落后于未被寄

生的幼虫，特别是从被寄生后的 5 d开始，寄主

将停止蜕皮，发育阶段停留在 4~5龄，直到幼蜂

钻出，而未被寄生的粘虫幼虫均能正常发育到 6

龄直至化蛹。 

 
表 1  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与未被寄生的粘虫幼虫取食量比较 

Table 1  Mean diet consumption of parasitized and unparasitized Mythimna separata larvae 

试虫日龄 
Day age of 

larvae 

试虫数 
Number of 
test insects 

未被寄生取食量（g）
Diet consumption of 

unparasitized 

试虫数 
Number of 
test insects

被寄生取食量（g）
Diet consumption of 

parasitized 

t值 
t value 

被寄生比未寄生的 

取食量减少（%） 
Decrease of food 

consumption 

4 15 4.9164±0.1034 11 0.1273±0.0096 Aa 39.36** 97.35 

6 15 4.6687±0.2026 14 0.1450±0.0071 Aa 35.96** 96.77 

8 15 4.6435±0.0872 16 0.1596±0.0165 Aa 21.41** 96.57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数据后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小写字母表示 0.05 水平，大写字母表示 0.01

水平（Duncan’s 多重比较法）；**表示经 t-测验处理与对照间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下表同。 

The data in table are mean ± SE, and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owercase letters for 0.05 level, capital letters for 0.01 level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reatment and control at the 0.01 level by t-test.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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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的 4、6、8 日龄粘虫取食量变化 
Fig. 1  The food consumption changes of 4th, 6th and 8th larvae parasitized by Microplitis mediator 

 

 
 

图 2  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的粘虫 4、6、8 日龄幼虫体重变化 
Fig. 2  The body weight changes of 4th, 6th and 8th larvae parasitized by Microplitis mediator 

 

2.4  不同日龄粘虫幼虫被寄生后对中红侧沟茧

蜂幼虫发育历期的影响 

不同龄期的粘虫幼虫被寄生后，其体内的中

红侧沟茧蜂的幼虫发育历期见表 2。中红侧沟茧

蜂的幼虫发育历期在被寄生的不同日龄粘虫幼

虫间差异显著，随着日龄的增大，中红侧沟茧蜂

的幼虫发育历期随之缩短，即发育历期 4日龄>6

日龄>8日龄。但茧重随着日龄的增加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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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文对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对粘虫幼虫取食

和寄生蜂自身发育的影响研究表明，被寄生的粘

虫幼虫与未被寄生的取食量差异达极显著水平，

粘虫幼虫一旦被寄生取食量明显减少，被寄生的

4，6，8日龄幼虫比未被寄生的同龄期幼虫的取

食量分别减少 97.35%，96.77%，和 96.57%，充

分证明了粘虫幼虫一旦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基

本上就失去了为害能力，且被寄生的幼虫均不能

化蛹，这为田间应用中红侧沟茧蜂防治粘虫提供

了依据。依据上述结果，在应用中红侧沟茧蜂防

治粘虫时，放蜂时间应掌握在粘虫 2龄之前，此

时被寄生的幼虫取食量较少，害虫对寄主的危害

相对较轻，对产量和产品的质量影响较小，具有

控制目标害虫种群数量和抑制害虫当代危害的

双重作用。由于 4日龄幼虫被寄生后在饲养过程

中死亡率较高，因此，在室内繁蜂时以 6~8日龄

幼虫比较适宜，以便提高繁蜂效率。 
 

表 2  中红侧沟茧蜂幼虫在不同日龄被寄生粘虫幼虫体

内的发育历期和茧重 
Table 2  The development duration and cocoon weight 

of Microplitis mediator larvae in different instars 
Mythimna separata larvae 

粘虫日龄（d） 

Day age of 
larvae 

试虫数（头）
Number of test 

insects 

发育历期（d） 
Development 

duration 

茧重（mg）
Weight of 

cocoon 

4 29 8.38 Aa 3.2 

6 23 7.96 Bb 3.4 

8 14 7.27 Cc 3.7 

 
4、6、8日龄粘虫幼虫被寄生后中红侧沟茧

蜂幼虫在其体内的发育历期差异显著，随着日龄

的增加，历期显著缩短，这和被寄生的粘虫幼虫

日龄大幼虫个体也相对较大，寄主营养条件好，

中红侧沟茧蜂幼虫发育较快有关。同时，随着被

寄生的粘虫幼虫日龄的增加，中红侧沟茧蜂的茧

重也有所增加，这也与幼虫个体大，营养条件好，

中红侧沟茧蜂幼虫发育好、吐丝量大、结茧较厚

有关，但差异不明显。至于不同日龄的粘虫幼虫

育出的蜂成虫的雌雄比和生殖力有无差别需进

一步验证。 

寄生蜂寄生寄主后，通过某些因子调节寄主

的生长发育，为其在寄主体内生长发育提供合适

的生长环境，保证其自身在寄主体内完成整个发

育过程。有些寄生蜂是通过该蜂体内的共生多分

DNA 病毒和毒液抑制寄主的取食和生长（尹丽

红等，2001）。而有些寄生蜂是通过寄生使寄主

体内产生畸形细胞抑制寄主的取食和生长（秦启

联等，1999）。中红侧沟茧蜂属于容性单寄生蜂，

它寄生粘虫幼虫后，幼虫体内会产生畸形细胞，

而这种畸形细胞导致寄主表现出体重降低、生长

缓慢、发育停滞、不能化蛹等一系列现象（秦启联

等，2000；尹丽红等，2001）。试验表明，粘虫

幼虫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后，畸形细胞的产生对

取食量有明显影响，但对食物利用率、食物转化

率等是否有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同的寄生蜂——寄主组合，寄主的表现也

不尽相同。施祖华和刘树生（1999）报道，小菜

蛾 幼 虫 被 菜 蛾 绒 茧 蜂 Cotesia plutellae 
(Kurdjumov)寄生后，被寄生的幼虫取食量较未

被寄生的显著增加，但不能正常化蛹。蒋杰贤等

（2003）报道，斜纹夜蛾 1~3龄幼虫被斜纹夜蛾

侧沟茧蜂 Microplitis sp.寄生后，食叶量显著下

降，虽能正常蜕皮生长发育到 4龄，不能发育到

5 龄幼虫。杭三保等（1989）报道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 (Walker)幼虫被二化螟绒茧蜂寄生

后，在绒茧蜂产卵寄生后的第 1至第 9天内，蜂

幼虫在寄主体内未啮出前的取食量与未被寄生

的无显著差异，表明寄生蜂寄生对寄主的取食量

的影响在不同的寄生蜂——寄主组合间存在差

异。本文结果表明，中红侧沟茧蜂寄生低龄粘虫

幼虫后能显著降低其取食量，为该蜂在田间释放

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

粘虫幼虫被中红侧沟茧蜂寄生后，取食量显著降

低的生理生化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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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枸杞的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 
 
棉蚜 Aphis gossypii Glover是一种常见害虫，主要危害次生寄主棉花、玉米、大豆、西瓜、黄瓜、

南瓜、茄子、西葫芦、月季、核桃、丁香、金橘等，也危害原生寄主石榴、花椒、木槿和鼠李等。

危害枸杞的蚜虫种类多为棉蚜，无翅孤雌蚜体型宽椭圆形，活体淡墨绿色，腹管黑色，玻片标本腹

部背片Ⅰ～Ⅴ背中斑不显，无愈合的大背斑（区别于豆蚜）。照片 2016 年 7 月 28 日拍摄于新疆精

河枸杞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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