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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中红侧沟茧蜂对玉米、辣椒田 
棉铃虫的防治效果* 

刘文旭  马爱红  路子云  冉红凡  李建成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河北省农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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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评价中红侧沟茧蜂 Microplitis mediator在玉米和露地辣椒田释放对棉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的防治效果。【方法】 在田间棉铃虫卵孵化盛期释放人工繁育的中红侧沟茧蜂，调查对棉铃虫幼

虫的寄生率和田间防治效果。【结果】 中红侧沟茧蜂释放 1次和 2次对玉米田 3代棉铃虫幼虫寄生率分别

达到 51.22%和 60.35%，防治效果分别为 68.42%和 77.63%；在辣椒田中红侧沟茧蜂对 2 代棉铃虫幼虫的

寄生率为 65.68%-73.30%，防治效果可达到 80%以上。【结论】 田间释放中红侧沟茧蜂对棉铃虫进行生物

防治可作为玉米和辣椒田棉铃虫综防体系的一项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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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 of the parasitoid Microplitis mediator to control  
Helicoverpa armigera in corn and pepper fields 

LIU Wen-Xu  MA Ai-Hong  LU Zi-Yun  RAN Hong-Fan  LI Jian-Cheng 

(Plant Protection Institute, He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s; IPM Center of He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on Crops in Northern Region of North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Field experiments and survey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using the parasitoid 

Microplitis mediator to control Helicoverpa armigera in corn and pepper fields. [Methods]  Mass reared M. mediator 

cocoons were released when eggs of H. armigera were at peak abundance in fields and the percentage of larvae parasitized and 

field control efficacy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A single and repeated release of 7500 laboratory-reared M. mediator 

cocoons per hectare in cotton fields resulted in 51.22% and 60.35% parasitism of third generation H. armigera larvae, 

respectively and control efficiency of 68.42% and 77.63%, respectively. In pepper fields, parasitism of second generation H. 

armigera larvae ranged from 65.68% to 73.30%, and control efficiency was up to 80%. [Conclusion]  The parasitoid M. 

mediator can be used as a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for H. armigera in the IPM of corn and pepper fields.  

Key words  Microplitis mediator, Helicoverpa armigera, field release, control efficiency 

中红侧沟茧蜂 M i c ro p l i t i s  m e d i a t o r 

（Haliday）属膜翅目，茧蜂科，侧沟茧蜂属。

广泛分布于欧洲和亚洲（Said et al.，1988），在

我国河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

河南、陕西、新疆、江苏等地均有分布（李建成

等，2009）。该蜂是一种寄主非常广泛的内寄生

蜂，其寄主涉及到鳞翅目夜蛾科和尺蛾科 40 多

种昆虫，其中包括棉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

黏虫 Mythimna separata、甘蓝夜蛾 Barathra 

brassicae等重大农业害虫（Arthur et a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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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华北一年可发生 7-8代（房慧勇等，2000），

对棉铃虫各世代的平均寄生率可达 22.9%，是田

间害虫生物控制的重要因子。我们已明确了该蜂

大量繁育的环境条件，能够室内利用中间寄主黏

虫进行批量生产，并且对棉田释放防治棉铃虫效

果进行了研究（李建成等，2004；Li et al.，2006）。

随着抗虫棉的种植，棉田棉铃虫危害明显降低。

但近年在玉米、蔬菜等作物田，棉铃虫危害日趋

严重（韩学俭，2005；陆宴辉等，2018）。为此，

在棉田防治棉铃虫研究的基础上，对中红侧沟茧

蜂在玉米和露地辣椒田释放效果开展了初步研

究，为进行棉铃虫生物防治及建立综合防治体系

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田间释放试验分别设在河北故城县玉米田

和保定市清苑区、望都县露地辣椒田进行，玉米

品种为郑单 958，播种期 6 月 18 日，试验区面

积为 8 hm2。露地辣椒品种为朝天椒满天红，2

月 10日育苗，田间移栽时间为 4月 20日，试验

区面积 3.33 hm2。试验放蜂期间不使用任何杀虫

剂，其他农事管理按常规进行。 

1.2  供试虫源 

在河北保定郊区田间棉铃虫发生期采集低

龄幼虫，在室内单管饲养，获得自然蜂种，然后

以粘虫幼虫作为寄主，对该蜂进行扩繁 3-5个世

代后，建立中红侧沟茧蜂的健康种群，并在河北

省农科院植保所天敌昆虫实验室内大量人工繁

育中红侧沟茧蜂蜂茧备用作为田间释放虫源。  

1.3  释放时间 

依据该寄生蜂适宜寄生棉铃虫 1龄末 2龄初

幼虫，所以应根据田间棉铃虫发生动态预报，在

棉铃虫卵孵化盛期进行释放，防治露地辣椒田 2

代棉铃虫释放时间分别为 2009年 6月 26日和 7

月 2日，防治玉米田 3代棉铃虫田间释放时间为

2009年 8月 24日和 8月 31日。 

1.4  释放方法 

人工繁育的滞育蜂茧在 26 ℃条件下需 8 d

左右才能羽化，所以应提前对滞育蜂茧进行催化

处理。具体方法是将滞育蜂茧从冷藏柜中取出，

装入玻璃管中放入温度 26 ℃、相对湿度 60%的

光照培养箱中。在成虫即将羽化前 1 d将准备释

放的蜂茧按每 667 m2500 头要求装入 5 cm × 

8 cm 的纸袋折成的粽子形释放器内，用钉书机

将口封住，同时钉上一根细线。每 667 m2五点

释放，释放时将释放器挂于植株中上部,在纸袋

的上侧方剪一小孔，使羽化出的成虫自行飞入田

间进行交配和寻找寄主。  

1.5  田间效果调查方法 

释放后 3 d分别在辣椒田五点取样采集 3龄

前棉铃虫幼虫 100头，带回室内饲养 5-10 d调查

观察被寄生数量，统计寄生率。  

校正寄生率（%）=（处理寄生率-对照寄生

率）/（1-对照寄生率）×100。 

与调查寄生率相结合，放蜂后 10 d 在释放

田中五点取样，每点定点 5株植株，分别调查记

载棉铃虫幼虫数、辣椒总数和被害辣椒数；统计

辣椒被害率；计算各处理的减少危害率（%）。  

减少危害率（%）=（对照区辣椒被害率-处

理区辣椒被害率/对照区辣椒被害率）×100。 

玉米田调查方法同辣椒。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红侧沟茧蜂田间释放羽化率调查 

中红侧沟茧蜂蜂茧在室内条件（温度 26 ℃，

相对湿度 65%）下羽化率可达 95%以上。第一次

放蜂在 6月 26日，由于释放后的第 2天降雨，

对中红侧沟茧蜂羽化率有所影响，田间羽化率稍

有降低，释放后 1 d 羽化率分别为 33.5%和

32.3%，释放后 5 d调查累计羽化率平均为 81.8%

和 77.6%；第 2次放蜂日期为 7月 2日，放蜂后

天气晴朗，因前期的降雨田间湿度较大，利于蜂

的羽化，释放后的羽化率有所提高，释放后第 5

天累计羽化率达到 90.3%和 88.8%；在玉米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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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释放日期分别为 8月 24日和 8月 31日，释放后

5 d田间累计羽化率分别为 84.7%和 85.9%（表 1）。  

2.2  辣椒田释放中红侧沟茧蜂对 2 代棉铃虫的

防治效果 

由表 2可以看出，在清苑露地辣椒田中红侧

沟茧蜂对棉铃虫寄生率在第一次放蜂后达到

70.42%；在第 2 次放蜂后达到 73.30%，与对照

田的自然寄生率 1.16%相比具有显著的控制效

果。田间辣椒的被害果率是衡量产品质量和产量

的一个主要因素，从辣椒的被害情况调查看出，

放蜂田的田间被害果率明显低于对照田，放蜂田

的平均被害果率在 4.86%和 5.25%之间，而对照

田的却达到 27.09%，防治效果均达到 80%以上。

望都辣椒田中红侧沟茧蜂对棉铃虫寄生率在第

一次放蜂后达到 65.68%、第 2 次放蜂后达到

71.25%，被害果率分别 5.40%和 5.06%，试验结

果与清苑释放田基本一致。可见，释放中红侧沟

茧蜂的寄生效果明显，可有效的控制辣椒田棉铃

虫的危害，达到降低果实危害的目的。 

2.3  玉米田释放中红侧沟茧蜂对 3 代棉铃虫的

防治效果 

由表 3可以看出，中红侧沟茧蜂对玉米田棉

铃虫寄生率在两次放蜂后分别达到 51.22% 和

60.35%；从玉米穗被害情况调查看出，放蜂田被

害穗率明显低于对照田，放蜂田的平均穗被害率

在 8.50% 和 12.0%之间，而对照田的却达到

38.0%，防治效果分别为 68.42%和 77.63%。在

玉米田释放中红侧沟茧蜂，应根据田间棉铃虫发

生监测情况，在 3代棉铃虫蛾高峰期释放 1-2次，

可以控制 3代棉铃虫源基数。 

 
表 1  中红侧沟茧蜂蜂茧在不同作物田间释放羽化率 

Table 1  The adult emergence rate of Microplitis mediator cocoons released in the field 

累计羽化率（%）Total emergence rate（%） 
地点 Sites 

释放日期（月.日） 
Released date 
(month.day) 释放后 1 d After release 1 d 释放后 3 d After release 3 d 释放后 5 d After release 5 d

6.26 33.5 75.6 81.8 清苑 Qingyuan 

7.2 40.2 81.4 90.3 

6.26 32.3 70.8 77.6 望都 Wangdu 

7.2 42.0 82.6 88.8 

8.24 33.2 72.5 84.7 故城 Gucheng 

8.31 30.5 78.2 85.9 

室内 
Laboratory 

6.26 - - 95.8 

 
表 2  中红侧沟茧蜂对辣椒田 2 代棉铃虫的寄生率及防治效果 

Table 2  The parasitism rate of Microplitis mediator and control efficiency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Helicoverpa armigera in pepper field 

调查地点 
Sites 

释放数量（头/hm2） 
Release number 

(head/hm2) 

释放日期（月.日）
Release 

date(month.day)

释放次数
Release 

frequency

寄生率 （%）
Parasitism (%)

校正寄生率 

（%） 
Revised 

parasitism (%) 

被害果率

（%） 
Damaged 
fruit (%) 

防治效果 

（%） 
Damage 

reduction (%)

75 00 6.26 1 70.42 70.07 5.25 80.62 

7 500 6.26, 7.20 2 73.30 72.99 4.86 82.06 

清苑 
Qingyuan 

对照 CK - - 1.16 - 27.09 - 

7 500 6.26 1 65.68 - 5.40 - 望都 
Wangdu 7 500 6.26, 7.20 2 71.25 - 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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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红侧沟茧蜂对玉米田 3 代棉铃虫的寄生率及防治效果 
Table 3  The parasitism rate of Microplitis mediator and control efficiency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Helicoverpa armigera in corn field 

调查地点 
Sites 

释放数量（头/hm2） 
Release number 

(head/hm2) 

释放日期（月.日）

Release date 
(month.day) 

释放次数
Release 

frequency

寄生率 （%）
Parasitism (%)

校正寄生率 

（%） 
Revised 

parasitism (%) 

被害果率 

（%） 
Damaged 
fruit (%) 

防治效果 

（%） 
Damage 

reduction (%)

7 500 8.24 1 51.22 49.45 12.0 77.63 

7 500 8.24  8.31 2 60.35 58.91 8.50 68.42 

故城 
Gucheng 

对照 CK - - 3.5  38.0 - 

 

3  讨论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利用天敌昆虫进

行害虫防治已在 IPM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红侧沟茧蜂是棉铃虫低龄幼虫的优势寄生蜂，

对棉铃虫有良好的控制作用，人工繁育的中红侧

沟茧蜂对棉田棉铃虫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李建

成等，2010）。在新疆棉田 2 代棉铃虫卵至卵孵

化盛期，释放人工繁殖赤眼蜂（卵寄生蜂）、中

红侧沟茧蜂（幼虫寄生蜂）综合配套防治棉田 2

代棉铃虫防效 75.63%以上。田间 2 代棉铃虫卵

盛期前后释放螟黄赤眼蜂 Trichogramma chilonis 

Ishii 1.2×106 头/hm2，对目标害虫的平均寄生率

为 30.0%，在田间棉铃虫卵孵化盛期释放中红侧

沟茧蜂 15 000头/hm2，对棉铃虫幼虫平均寄生率

分别为 62.87%。螟黄赤眼蜂与中红侧沟茧蜂配

合使用使二者优势互补，不仅大大提高了人工繁

殖天敌对棉铃虫的综合防治效果，而且拓展了人

工繁殖天敌防治适期。不同作物田间害虫发生的

种类及危害程度差异很大，生物防治所需的天敌

昆虫种类也不相同，因此，应进一步开展不同天

敌昆虫间协同释放应用技术研究。 

抗虫棉的种植明显减少了棉田棉铃虫的发

生危害程度，近年来，华北区域随着棉花种植面

积的逐年下降以及产业结构布局调整，转基因棉

作为“ 棉铃虫诱杀陷阱”的作用逐渐减弱，新

的产业结构下，粮食作物、蔬菜、果树等棉铃虫

种群急剧上升，呈再猖獗成灾趋势，成为农产品

绿色安全生产面临的新问题（陆宴辉等，2018）。

本文仅就中红侧沟茧蜂在玉米、辣椒田的释放效

果进行了初步探索，影响天敌昆虫田间控害效能

的因素很多，成功释放天敌除了受天敌本身质量

的影响，还必须充分考虑各类生态环境因子的影

响（刘万学等，2003）。不同作物类型、田间靶

标害虫的发生密度、天敌释放的时机、数量、次

数以及气候条件都会对防治效果产生影响。为了

更经济有效的利用中红侧沟茧蜂防治玉米、番

茄、辣椒等作物的棉铃虫，还应进行不同释放方

法、释放次数、不同放蜂量、布点方式等对释放

效果的影响研究，以寻求最佳的防治效果，并为

拓宽中红侧沟茧蜂应用范围，组建害虫的综合防

治体系提供依据。此外，如何深入挖掘中红侧沟

茧蜂的潜力、提高防治效果和扩大应用范围，特

别是在棉铃虫暴发危害情况下如何与其他防治

措施结合以保证防治效果，包括和其他生物因子

如卵寄生蜂、捕食性天敌、昆虫病毒以及高效低

毒药剂的配合使用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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