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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生长发育及 
雄蛾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魏  鑫**  陈日曌*** 
（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长春 130118） 

摘  要  【目的】 为了明确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 Ostrinia furnacalis (Guenée)生长发育、繁殖及雄

蛾保护酶活性的影响。【方法】 在温度为（25±5）℃、湿度为 75%±5%、光照周期为 L∶D=16∶8 的恒

定条件下，研究了 7 科 12 种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发育历期、蛹期、成虫期、羽化率、雌蛾繁殖力及雄

蛾体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活力的影响。【结果】 亚洲玉

米螟能够在 12 种寄主植物上完成生长发育。取食苍耳的幼虫历期较短（17.4 d），蛹期较短（5.9 d）；成虫

寿命较长（9.0 d），蛹重较大（50.7 mg）；取食油菜的幼虫单雌产卵量较大（210 粒/雌），取食油菜和油麦

菜的幼虫成活率和蛹羽化率较高，均在 80.0%以上。幼虫取食不同植物后，雄蛾体内保护酶的活性差异显

著，幼虫取食酸模叶蓼后，雄蛾体内 SOD 活性较高，幼虫取食苍耳后，雄蛾体内 POD 和 CAT 活性较高。

【结论】 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生长发育、繁殖及雄蛾保护酶活性均有显著影响。取食苍耳和酸模

叶蓼有利于亚洲玉米螟的生长发育。玉米螟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与保护酶活性呈现正相关

性。亚洲玉米螟在取食不同寄主植物时，能调节自身保护酶的活性，来适应寄主，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 
关键词  亚洲玉米螟；寄主植物；生长发育；保护酶活性 

Effects of host plan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of Ostrinia furnacalis 

WEI Xin**  CHEN Ri-Zhao*** 
(College of Agronomy,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host plants on the growth, development, fecundity and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of Ostrinia furnacalis. [Methods]  We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pupal stage, adult stage, eclosion 

rate, female fecundity and superoxide (SOD)，peroxidase (POD), and catalase (CAT) activity of male O. furnacalis raised on 

12 host-plant species from 7 families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25±5) ℃, 75%±5% RH, photoperiod=16 L︰8 D. [Results]  

O. furnacalis was able to complet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n all 12 host plants. Larvae raised on Xanthium sibiricum had the 

shortest larval and pupal stages, 17.4 d and 5.9 d, respectively, the longest adult life span (9.0 d), and heaviest pupal weight 

(50.7 mg). The highest female fecundity, 210.1 eggs/female, was recorded on Brassica campestris. Larval survival and pupal 

eclosion rates on B. campestris and Lactuca sativa were all over 80.0%.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in males that had been raised on different host-plants. Males raised on Polygonum capitatum had the highest 

SOD, POD and CAT activity. [Conclusi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growth, development, female 

fecundity and male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of O. furnacalis. Feeding on Xanthium sibiricum and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was beneficial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O. furnacalis.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fecundity of O. furnacalis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O. furnacalis can meet i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needs by adjusting its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to specific host-plants. 

Key words  Ostrinia furnacalis; host plants; development;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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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玉米螟 Ostrinia furnacalis (Guenée)（以

下简称玉米螟），属于鳞翅目 Lepidoptera，螟蛾

科 Crambidae，秆野螟属 Ostrinia，是玉米害虫

之一（周大荣，1996）。玉米螟幼虫为趋触性害

虫，表现为低龄幼虫“潜藏”危害，高龄幼虫“钻

驻”危害的特点，其发生面积和危害损失程度居

玉米病虫害之首（王伟业，2010）。玉米螟寄主

种类繁多，达 200 余种，可为害玉米、高粱、谷

子、水稻等重要粮食作物、棉、麻等经济作物和

多种菊科类杂草（袁志华等，2015）。 
寄主植物作为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其营

养成分的变化必然会对昆虫生理生化、繁殖发育

等方面产生影响，研究不同植物营养成分差异与

害虫种群动态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寄主植物对害

虫种群消长变化的内在原因（李子玲等，2005）。
玉米螟的幼虫期是其个体发育过程中唯一的取

食期，幼虫期食物质量是影响其个体生长发育及

种群动态的主要因素（钦俊德，1985）。任素丽

等（2018）研究表明，柑橘木虱在柚、酸橘、黄

皮、九里香、砂糖橘 5 种植物上发育历期、幼虫

成活率、成虫寿命、雌雄性比等均有显著差异；

苏超等（2015）研究表明，天仙果、拐枣等 5 种

寄主植物对乌桕黄毒蛾的取食量、幼虫历期、存

活率、繁殖力均有影响。 
昆虫体内的保护酶系统与昆虫的抗逆性和

耐药性有密切关系（李周直等，1994；陈尚文，

2001；王满和李周直，2002）。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物酶

（Peroxidase，POD）和过氧化氢酶（Hydrogen 
Peroxidase，CAT）是 3 种防御氧化损伤的保护

酶，广泛存在于昆虫体内（王峰，2001）。 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能够清除部分自由基形成

H2O2，过氧化物酶（POD）和过氧化氢酶（CAT）

能够分解 H2O2，生成 H2O 和 O2，在这 3 种酶的

共同作用下，生物体内的自由基维持在一个较低

水平，使昆虫免受伤害（吴青军等，2011）。 
本研究选取吉林地区常见的玉米、苍耳、酸

模叶蓼、白菜等 7 科 12 种玉米螟寄主植物，通

过在室内系统饲养，研究了幼虫取食不同寄主植

物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测定了取食不同

寄主植物后对雄蛾保护酶活力的影响，明确了不

同寄主植物对玉米螟生长发育、繁殖及 3 种保护

酶活性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1.1.1  供试虫源  实验室内利用半人工饲料（乔

利，2008），连续饲养 5 代以上，取初孵幼虫，

备用。 
1.1.2  供试植物  禾本科的玉米 Zea mays、水稻

Oryza sativa、高粱 Sorghum bicolor、豆科的大豆

Glycine max、茄科的龙葵 Solanum nigrum、锦葵

科的苘麻 Abutilon theophrasti、十字花科的油菜

Brassica campestris、白菜 Brassica pekinensis、
蓼科的酸模叶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菊科

的油麦菜 Lactuca sativa、生菜 Spinacia oleracea、
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 均采自于吉林农业大学

试验田及周边未经农药处理的杂草地。 
1.1.3  供试仪器  RQH-250 型程控人工气候箱

（上海精宏设备有限公司）；BDW-86V50 型   
﹣80 ℃超低温冰箱（济南来宝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GA110 型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Sigma
公司）；6-16KS 高速冷冻离心机（Sigma 公司）；

POLARstar Omega 多功能酶标仪（香港伯齐科技

有限公司）；DK-8D 恒温水浴锅（上海精宏设备

有限公司）；81-2 型磁力恒温搅拌器（上海县曹

行无线电元件厂）；玻璃匀浆器、荧光灯（反应处

照度为 4 000 lx）、试管或离心管数支、酶标板等。 

1.2  饲养方法 

从田间采集不同寄主植物的嫩叶，洗净消毒

（75%酒精）并晾干。将叶片卷起后剪成 1 cm 左
右的小段，放入直径约为 2 cm 的培养皿中（1
段/皿），同时接入玉米螟初孵幼虫。将培养皿放

置在光照培养箱中，设置条件为温度：（25±5）℃，

湿度为 75%±5%，光照周期为 L∶D=16∶8。实

验重复 4 次，每个重复 30 头幼虫。根据幼虫取

食情况及叶片新鲜程度及时更换叶片，以保持充

足的营养供给。记录幼虫的存活数、幼虫发育龄

期、化蛹和羽化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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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蛹羽化以后，把配对的雌雄蛾置于无色无

味的食品级透明塑料碗中，碗内放置蘸有清水的

棉球以保持湿度并提供螟蛾水源。记录雌蛾产卵

的卵块数、产卵量和成虫寿命。 

1.3  保护酶活性测定 

采用李周直等（1994）的方法并略有改进。 
1.3.1  粗酶液的制备  将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

当天羽化的雄蛾，每处理 5 头，置于﹣80 ℃冰

箱中迅速冷冻 10 s，快速取出称重。将亚洲玉米

螟鳞翅剪下后，将虫体置于预冷的玻璃匀浆器

中。加入 0.5 mL、0.1 molL﹣ 1 磷酸缓冲液

（pH7.0），冰浴中迅速匀浆。再加 0.5 mL、

0.1 molL﹣1 磷酸缓冲液（pH7.0）冲洗一次，转

入预冷的 1.5 mL 离心管中，在 12 000 r/min、
4 ℃下离心 10 min，倾出上清液至另一干净预

冷的 1.5 mL 离心管中，为待测粗酶液，并保

存在﹣20 ℃冰箱内备用，用作 SOD、POD、CAT
活性测定（根据试验需要可将上清液再次离心，

避免由鳞毛带来的试验误差）。 
1.3.2  SOD 活性测定  利用 NBT 光化还原法测

定 SOD 活性。酶活性大小以 U/mg 表示。反应

体系为 300 μL 反应混合液（内含 pH 7.0 浓度为

0.05 molL﹣1 磷酸缓冲液 100 μL，13 mmolL﹣1

蛋氨酸 Met 30 μL，75 µmolL﹣1 淡蓝四唑 NBT 
30 μL，0.1 mmolL﹣1 乙二胺四乙酸钠盐 EDTA 
30 μL，酶液 60 μL，蒸馏水 20 μL，最后加入核

黄素 30 μL），光下反应 10 min（光强设为 4 000 
lx），立即放入黑暗环境 30 s，然后在 560 nm 下

比色。其中一个酶活力单位相当反应混合液于

300 μL 到达 50%抑制所需要的酶量。 
1.3.3  POD 活性测定  以愈创木酚为底物测定

POD 活性。酶活性大小以 U/mg 表示。反应体系

为 300 μL，其中反应混合液 150 μL（含有 pH 6.0
浓度为 0.1 molL﹣1 磷酸缓冲液 0.5 mL，30% 
H2O2 28 µL，愈创木酚 19 µL），加入 150 µL
酶液，空白对照中加入 0.1 molL﹣1 pH6.0 磷酸

缓冲液 150 μL，在 470 nm 处反应 1 min 测定

OD 值。 
1.3.4  CAT 活性测定   采用紫外吸收法测定

CAT 活性。酶活性大小以 U/mg 表示。反应体

系 300 μL（包含酶液 70 μL，pH7.8 浓度为

0.2 molL﹣1磷酸缓冲液 100 μL），蒸馏水 100 μL，

25 ℃预热后，加入 0.1 molL﹣1 过氧化氢 30 μL，

迅速在 240 nm 处反应 1 min 测定 OD 值。对照

管中加入加热灭活的酶液。 
每个处理重复测 5 次，取平均值。 

1.4  数据分析 

用 DPS7.05 和 Excel 2007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并采用 Duncan’s 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

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各虫态历期的

影响 

用不同寄主植物饲喂亚洲玉米螟，结果表明

不同寄主植物显著影响玉米螟幼虫期、蛹期和成

虫期的发育历期（表 1）。取食苍耳的全幼虫历

期仅为 17.4 d，取食的龙葵全幼虫期需要 25.4 d，
二者差异显著（F11，507=16.271，P < 0.05）。取食

不同植物后幼虫历期的长短顺序依次为：苍耳

（17.4 d）<酸模叶蓼（17.8 d）<油菜（18.8 d）< 
玉米（19.2 d）<生菜（19.6 d）<油麦菜（20.6 d）
<白菜（21.8 d）、大豆（21.8 d）<高粱（22.6 d）
<水稻（23.2 d）<苘麻（24.6 d）<龙葵（25.4 d），
各处理之间幼虫历期差异显著（F11，507=16.271，
P < 0.05）。同一龄期的幼虫历期也有显著差异，

5 龄幼虫发育历期差异最为显著。不同寄主植物

对 亚 洲 玉 米 螟 蛹 的 历 期 存 在 显 著 影 响 
（F11，507=16.45，P < 0.05），其中取食苍耳、油

麦菜和酸模叶蓼后蛹的发育历期分别为 5.9、6.4
和 6.8 d，显著短于其他寄主植物；取食高粱后

蛹历期最长，为 10.3 d，显著长于其他寄主植物。

取 食 不 同 寄 主 植 物 成 虫 历 期 差 异 显 著 
（F11，507=15.029，P < 0.05），取食苍耳（9.0 d）、
油菜（8.5 d）、白菜（8.2 d）、生菜（8.2 d）、酸

模叶蓼（8.1 d）、玉米（7.9 d）、油麦菜（7.8 d）
的成虫寿命较长，取食水稻（7.4 d）、高粱

（7.2 d）、大豆（5.8 d）、龙葵（7.3 d）、苘麻

（7.0 d）的成虫寿命较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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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亚洲玉米螟各虫态历期（d） 
Table 1  Durations of Ostrinia furnacalis in various instars fed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d) 

寄主植物 
Host plant 

1 龄 
1st instar

2 龄 
2nd instar 

3 龄 
3rd instar

4 龄 
4th instar

5 龄 
5th instar

全幼虫期 
Larval stage 

蛹期 
Pupa stage 

成虫历期
Longeity

玉米 Zea mays 3.0±0.3 ab 3.2±0.4 bc 3.8±0.4 b 4.2±0.2 b 5.0±0.7 bcde 19.2±0.2 def 8.0±0.4 d 7.9±0.2 bcd

水稻 Oryza sativa 4.2±0.4 a 4.8±0.4 a 4.4±0.3 ab 4.6±0.5 ab 5.2±0.4 bcd 23.2±0.2 abc 9.3±0.3 bc 7.4±0.2 def

高粱 
Sorghum bicolor 

3.4±0.2 ab 3.8±0.4 abc 4.2±0.4 ab 4.8±0.6 ab 6.4±0.7 ab 22.6±0.3 abcd 10.3±0.5 a 7.2±0.2 ef 

大豆 Glycine max 3.2±0.4 ab 4.2±0.4 abc 4.8±0.4 a 4.6±0.5 ab 5.0±0.5 bcde 21.8±0.2 bcde 9.3±0.3 bc 5.8±0.2 g 

油菜 
Brassica campestris 

3.4±0.5 ab 3.6±0.5 abc 4.0±0.3 ab 3.8±0.6 b 4.0±0.3 de 18.8±0.2 ef 8.1±0.3 d 8.5±0.2 ab

白菜 
Brassica pekinensis 

3.6±0.5 ab 4.0±0.4 abc 4.4±0.3 ab 5.2±0.7 ab 4.6±0.5 cde 21.8±0.2 bcde 8.4±0.2 cd 8.2±0.2 bc

油麦菜 
Lactuca sativa 

3.4±0.4 ab 4.2±0.4 abc 4.4±0.4 ab 4.2±0.4 b 4.4±0.4 de 20.6±0.2 cdef 6.4±0.2 e 7.8±0.3 cde

生菜 
Spinacia oleracea 

3.6±0.2 ab 3.8±0.6 abc 4.0±0.5 ab 4.2±0.4 b 4.0±0.3 de 19.6±0.2 def 8.6±0.3 cd 8.2±0.2 bc

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 

2.8±0.4 b 2.8±0.4 c 3.8±0.4 b 4.2±0.4 b 3.8±0.4 de 17.4±0.2 f 5.9±0.2 e 9.0±0.2 a 

苘麻 
Abutilon theophrasti 

3.8±0.4 ab 4.0±0.3 abc 5.0±0.3 a 5.0±0.5 ab 6.8±0.4 a 24.6±0.3 ab 8.3±0.3 cd 7.0±0.2 f 

酸膜叶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3.0±0.3 ab 3.2±0.4 bc 4.0±0.4 ab 4.2±0.4 b 3.4±0.4 e 17.8±0.2 f 6.8±0.3 e 8.1±0.2 bc

龙葵 
Solanum nigrum 

4.4±0.4 a 4.6±0.5 ab 4.8±0.5 a 5.8±0.4 a 6.0±0.7 abc 25.4±0.3 a 9.6±0.3 ab 7.3±0.2 ef 

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表同。 
Date are mean±SE. Data followed by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 < 0.05). The same below. 

 
2.2  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生长发育情况

的影响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对玉米螟幼虫成活率、蛹

羽化率、蛹重及雌蛾繁殖力均有显著影响（表 2）。
取食油菜（81.0%）、油麦菜（80.6%）、生菜

（80.4%）的幼虫成活率较高，均在 80%以上，

苍耳（74.2%）次之，取食苘麻（33.0%）和龙葵

（29.8%）的幼虫成活率较低，均在 30%以下

（F11,51=76.972，P<0.05）（表 2）。幼虫取食油麦

菜后蛹羽化率较高，为 80.4%，显著高于其他处

理，幼虫取食高粱后蛹羽化率最低，为 59.4%，

取食油麦菜后蛹羽化率是高粱的 1.35 倍，二者

差异显著（F11,51=13.752，P<0.05）。幼虫取食 

苍耳后蛹重较大，为 50.7 mg ，取食玉米

（50.3 mg）、油菜（49.3 mg）次之，取食大豆和

水稻的蛹重较小，均为 40.6 mg，各处理间差异

显著（F15,506=4.648，P<0.05）。幼虫取食不同寄

主植物对雌蛾的繁殖力有显著影响。取食油菜的

幼虫单雌产卵量最高，为 210.1 粒/雌，显著高于

其他处理，取食高粱的幼虫单雌产卵量最低，为

149.5 粒/雌，取食油菜的单雌产卵量是高粱的

1.41 倍，二者差异显著（F11,181=4.061，P<0.05）。 

2.3  不同寄主植物对玉米螟保护酶活性的影响 

幼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对雄蛾体内 3 种

保护酶活性均有一定的影响。幼虫取食苍耳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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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亚洲玉米螟的生长发育情况（d） 
Table 2  Development states of Ostrinia furnacalis fed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d) 

寄主植物 
Host plant 

幼虫成活率（%）
Survival rate of larva 

(%) 

羽化率（%） 
Eclosion rate (%)

蛹重（mg） 
Pupa weight 

单雌产卵量（粒）
Total eggs per 
female (grain) 

玉米 Zea mays 52.2±4.4 d 68.0±3.1 def 50.3±0.002 a 182.2±6.0 b 

水稻 Oryza sativa 61.4±2.2 c 71.8±2.3 cde 40.6±0.001 c 160.3±8.2 bcd 

高粱 Sorghum bicolor 67.2±2.2 c 59.4±2.0 g 47.9±0.002 ab 149.5±10.8 d 

大豆 Glycine max 63.8±1.3 c 63.4±2.8 fg 40.6±0.002 c 155.1±7.9 cd 

油菜 Brassica campestris 81.0±1.7 a 77.6±1.6 ab 49.3±0.002 a 210.1±6.0 a 

白菜 Brassica pekinensis 78.8±1.2 ab 75.4±1.7 abc 46.7±0.002 ab 166.3±7.5 bcd 

油麦菜 Lactuca sativa 80.6±0.6 a 80.4±1.7 a 50.1±0.002 a 166.5±8.2 bcd 

生菜 Spinacia oleracea 80.4±0.9 a 80.0±1.7 a 46.7±0.001 ab 176.8±9.4 bc 

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 74.2±1.3 b 79.6±1.6 a 50.7±0.002 a 174.8±6.2 bcd 

苘麻 Abutilon theophrasti 33.0±1.9 e 66.4±1.5 ef 44.1±0.002 bc 154.4±9.6 cd 

酸膜叶蓼 Polygonum lapathifolium 53.0±2.2 d 75.6±1.7 abc 48.2±0.002 ab 171.6±8.1 bcd 

龙葵 Solanum nigrum 29.8±1.8 e 70.2±1.8 cde 43.8±0.001 bc 163.9±5.3 bcd 

 
模叶蓼后，雄蛾 3 种保护酶的活性均高于取食其

他寄主后雄蛾的酶活性。幼虫取食酸模叶蓼后雄

蛾 SOD 活性最高（474.5 U/mg），取食龙葵后，

雄蛾 SOD 的活性最低（311.1 U/mg），取食酸模

叶蓼后雄蛾 SOD 活性是取食龙葵的 1.52 倍（图

1），差异显著（F11,48=1.04，P<0.05）；幼虫取食

苍耳后雄蛾 POD 活性最高（250.3 U/mg），取食

大豆后雄蛾的 POD 活性最低（147.4 U/mg），取

食苍耳后雄蛾 POD 活性是取食大豆的 1.70 倍 
（图 2），差异显著（F11,48=1.88，P<0.05）；幼虫

取食苍耳后雄蛾 CAT 活性最高（2 196.5 U/mg），
取食大豆后雄蛾 CAT 活性最低（1 505.3 U/mg），
取食苍耳后雄蛾 CAT 活性是取食大豆的 1.46 倍

（图 3），差异显著（F11,48=1.83，P<0.05）。 

 

 
 

图 1  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雄蛾 SOD 活性的影响 
Fig. 1  Effect of different host plants on SOD activity of Ostrinia furnacalis 

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柱上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图同。 
Date are mean±SE. Histograms with different letter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 < 0.05).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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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雄蛾 POD 活性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different host plants on POD activity of Ostrinia furnacalis 

 

 
 

图 3  不同寄主植物对亚洲玉米螟雄蛾 CAT 活性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different host plants on CAT activity of Ostrinia furnacalis 

 
3  讨论 

植物与昆虫在进化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

防御机制，植物为避免昆虫的大量取食会表现出 
抗虫性，钦俊德（1985）指出植物通常以变动着

的次生代谢物质或营养成分影响昆虫行为、生长

发育、繁殖。苏国连等（2016）利用玉米、甘蔗 、
四季豆、茼蒿饲喂亚洲玉米螟幼虫，发现饲喂茼

蒿的种群可达 6 龄，单雌产卵量最高。Busching
和 Turpin（1976）等利用玉米、甘蓝和小麦饲喂

小地老虎发现其发育历期、死亡率、蛹重和化蛹

率明显不同。本试验选用 7 科 12 种寄主植物的

叶片饲养玉米螟幼虫，结果表明玉米螟能够在 

12 种植物上完成生活史，但取食不同植物叶片

的幼虫在发育历期、成活率、羽化率、雌蛾繁殖

力等方面差异显著。取食苍耳和酸模叶蓼的幼虫

发育历期和蛹期最短，成虫寿命较长，幼虫成活

率和蛹羽化率较高，是玉米螟室内饲养最适宜的

寄主，这与袁志华（2013）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苍耳和酸模叶蓼对玉米螟幼虫期、蛹期及成虫寿

命和雌蛾产卵量均具有有利影响。幼虫取食油菜

后，雌蛾的产卵量最高（210.1 粒/雌），取食高

粱产卵量最低（149.5 粒/雌），差异显著。玉米

螟幼虫期取食油菜能够促进雌蛾的产卵，研究表

明产卵量之间的差异可能与饲养寄主植物的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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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营养水平（Vendramim and Guzzo，2012）、可

产卵的嫩稍数量以及供试玉米螟的种群差异有

关（De León et al.，2011）。本研究发现，取食

大豆的玉米螟幼虫虽然能完成正常的生长发育，

但相较于其他寄主植物较慢，这可能是由于豆科

植物叶片上的毛状体结构能影响低龄幼虫取食，

从而抑制幼虫的生长（Kennedy，2003）。 
昆虫将寄主植物体内的营养物质转化为自

身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的同时，也会食入植物产生

的有毒物质，这时，保护酶系统便起着重要的作

用。周奋启等（2011）研究表明 B 型烟粉虱

Bemisia tabaci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体内保护酶活

性有显著差异。李娟（2007）研究表明不同植物

对云斑天牛 Batoceara horsfieldi 保护酶的影响，

发现取食杨树、柳树等植物后 SOD 的活力呈现

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趋势，CAT 活力呈现

先升后降的趋势。目前，有关昆虫取食不同寄主

植物对幼虫保护酶活性影响的报道较常见，但幼

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对雄蛾保护酶活性的报

道相对较少。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寄主植物对

玉米螟雄蛾的保护酶活性有显著影响，幼虫取食

酸模叶蓼雄蛾 SOD 活性相对较高，幼虫取食苍

耳雄蛾 POD 和 CAT 活性相对较高，玉米螟生长

发育及各虫态历期也以苍耳和酸模叶蓼较优。由

此可见，玉米螟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生长发育和

繁殖与保护酶活性呈现正相关性。 
营养成分在昆虫体内通过代谢进行转化，植

物所含的营养成分及含量的不同（如游离氨基

酸、可溶性糖等），对昆虫的生长发育、繁殖及

保护酶活性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FIinch 
and Collier，2000；Hódar et al.，2006；潘锦勇

和王兴琴，2009）。张林林等（2013）研究表明，

大豆的可溶性蛋白最高，取食大豆的小地老虎

Agrotis ypsilon 幼虫保护酶活力均高于取食白菜

和玉米的小地老虎幼虫。本研究仅测定了亚洲玉

米螟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后的生长发育特征及对

保护酶的影响，对于供试植物体内营养物质存在

差异及其差异是否就是引起其原因，还值得进一

步探讨。 
不同寄主植物对玉米螟生长发育、繁殖和雄

蛾的保护酶活性均有显著影响。对玉米螟生长发

育、繁殖有利的寄主植物对雄蛾保护酶的活性也

有促进作用。玉米螟取食不同营养和成分的寄主

植物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植物，增加与寄主植

物的适应性。对于不适宜的寄主植物可以通过调

节这种适应机制来增加适应性。这可能是玉米螟

种群数量不断增大、取食寄主范围不断扩大、危

害不断加重的主要原因。 
幼虫取食苍耳、酸模叶蓼等植物后生长发育

状况良好，同时成虫保护酶活性相对较高，是亚

洲玉米螟较适宜的寄主。因此，在今后的防治上

可以侧重于杂草的防治，在农作物种植区栽种苍

耳等寄主植物作为诱集带，规避农作物减产风险

的同时，也可为亚洲玉米螟的预测预报和综合防

治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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