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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白僵菌原粉防治黑角直缘跳甲幼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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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
,

199 6 )

处理 用药量
龄期

(龄 )

供试虫数

(头 )

3 天

死虫数

4 大

死虫数

9 天

死虫数

12 天

死虫数

巧 天

死虫数

(头 ) (头 ) (头 ) (头 ) (头 )

小 计 校正僵死

死虫数 僵死率 率 ( % )

弋失 ) 又头夕 L头 夕 弋头 ) 弋头 ) (头 ) ( % )

室内试验 3 亿 /毗
对照

25

2 彗
13 6 9 1

.

28 9()
.

84

7 4
.

7 3 一

58o373

135姗
4100 1201088

4120351一一林间试验 3亿 /fnL Z

7
.

sk 留h幻挤 3

2

对照 3

149 5

148 0

18 5 一

1 19 5 一

19 6 一

25 3 3 一

72
.

9 1

9 1
.

05

2
.

以

4
.

74

7 2
.

4 1

90
.

60

注
:

平均温度 18
、

2℃
,

平均湿度 97 %
,

天气为阴间晴
,

早上有零星小雨
。

3 结论

3
.

1 应用 90 % 敌百虫原粉 1 : 1500 倍
,

0
.

3% 多

效杀虫灵粉剂及速效白僵菌粉剂 22
.

k5 留fu n Z ,

在角倍蚜的干母形成前或角倍形成后防治黑角

直缘跳甲 1
、

3 龄幼虫
,

既有明显的杀虫效果
,

又

能提高角倍产量
,

可作为盐肤木林中黑角直缘

跳甲高虫 口时防治该虫的一种手段
。

特别是速

效白僵菌粉剂
,

杀虫效果明显
,

且白僵菌在林中

能持续控制黑角直缘跳甲
。

3
.

2 应用白僵菌原粉 3 亿 /mL 防治 1龄幼虫
,

7
.

5叼h n产防治 3龄幼虫
,

虽然有明显的杀虫效

果
,

又不影响角倍的生长
,

但施药后幼虫死亡时

间太长
,

有的幼虫直到下土化蛹时才死亡
,

可考

虑在黑角直缘跳甲虫 口低的盐肤木林内使用
。

致谢 学名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虞佩玉先

生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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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对甜菜夜蛾生长发育的影响

陈永兵 张纯胃 胡丽秋
(浙江省温州市农科所 温州 325 以粥

甜菜夜蛾 匀刃放p ￡巴u xe
卿

H曲ne r
属鳞翅

目夜蛾科
,

是世界性害虫之一
。

国内主要分布

于华北及长江流域
,

目前已上升为春末
、

夏
、

秋

季节蔬菜上的主要害虫
。

甜菜夜蛾幼虫取食的

寄主范围很广
,

据报道涉及 35 科
,

105 属
,

138

种植物〔̀ ]
,

浙江南部温州等地蔬菜地的寄主植

物主要有野芡菜
、

甘蓝
、

花椰菜
、

萝 卜
、

白菜
、

辣

椒
、

茄子
、

可豆
、

芋芳等近 20 种
,

寄主植物对主

要食 (潜 )叶害虫生长发育的影响有过报道圈
,

但涉及甜菜夜蛾的还没有
。

为了解影响其田间

消长的因素
,

我们对该虫在不 同寄主植物上各

虫态生长发育进行了系统研究
,

结果如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甜菜夜蛾的饲养观察

7月从 田间采集健康幼虫一批
,

于养虫室

内带盆栽甘蓝苗的养虫笼中饲养至 5 龄老熟
,

将老熟幼虫 1头及新鲜甘蓝叶分别放人中号烧

收稿 日期
: 199 8

一

or
一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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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中
,

杯中放 10 c m 厚的半干半湿沙土 (沙
:
土

=

1 :
2)

,

盖住纱布任其化蛹
。

待羽化后
,

将同日羽

化的成虫群体饲养于大号养虫笼中
,

内放 10 %

蜂蜜水 (湿棉球 )并遮盖黑布
,

24 小时后将成虫

以雌雄 1 : 2 的比例接人带不同盆栽寄主植物的

养虫笼中让其产卵
,

于每 日上下午各观察 1 次

卵块孵化情况
。

待幼虫初孵后移人不同的盆栽

寄主植物中跟踪观察各虫态历期
、

幼虫成活率
、

化蛹情况
、

蛹重
、

羽化率
、

成虫寿命
、

性比等
。

观

察虫数分别为成虫 60 头左右
,

卵块 30 个以上
,

幼虫 60 头以上
。

寄主植物选择为十字花科甘

蓝
、

茄科辣椒
、

豆科虹豆
、

觅科野觅菜
、

天南星科

芋芳 5 种
。

1
.

2 甜菜夜蛾发育状况的测定

根据不同寄主植物上各虫态 的发育历期
,

对幼虫
、

成虫成活率
,

蛹重
,

羽化率
,

成虫寿命
,

每雌产卵量
,

性比计算平均数及标准差
,

并对各

测定项目进行方差分析及差异性测定 3j[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寄主植物对甜菜夜蛾各虫态发育历期的

影响 (表 1)

表 1结果表明
:
( l) 甜菜夜蛾的卵在 5 种不

同的寄主植物上
,

其发育历期没有明显差异
,

即

甜菜夜蛾卵的发育不受寄主植物的影响
。

( 2)

在不同的寄主植物上
,

甜菜夜蛾幼虫的发育历

期存在极显著差异
。

在芋芳上
,

其幼虫的发育

历期为 13
.

5 天
,

极显著地大于在其它 4 种寄主

上的发育历期
。

辣椒
、

野觅菜
、

更豆
、

甘蓝上的

发育历期分别为 13
.

2
、

12
.

8
、

12
.

0
、

1 1
.

1天
,

四者

之间差异也达到极显著
。

( 3 ) 5 种不同的寄主

植物处理下
,

甜菜夜蛾的预蛹期基本一致
,

都为

1 天
,

不存在差异
。

而蛹 的发育历期有显著差

异
。

芋芳
、

辣椒处理下的蛹历期分别为 8
.

9
、

8
.

7

天
,

二者差异达到显著
,

而且都极显著地大于其

它 3 种处理下的发育历期
。

更豆
、

甘蓝处理下

的蛹历期无显著性差异
。

( 4 )甘蓝处理下 的甜

菜夜蛾成虫寿命最长
,

达 6
.

8 天
,

极显著地大于

其它 4 种处理下的成虫寿命
。

其他四者之间无

显著性差异
。

2
.

2 寄主植物对甜菜夜蛾幼虫和蛹的发育状

况的影响 (表 2 )

表 1 不同寄主植物处理下甜菜夜蛾各虫态发育历期

卵历期 幼虫历期 预蛹期 蛹历期

(温州室内 199 8)

成虫寿命
寄主植物

块数 平均 (天 ) 士 S E 头数 平均 (天 )
*
SE 头数 平均 (天 ) 头数 平均 (天 )

士 S E 头数 平均 (天 ) 士 S E

芋芳

辣椒

野觅菜

虹豆

甘蓝

2
.

6 士 0
.

32 A
a

13
.

5 士 0
.

46 A a 8
.

9 士 0
.

33 A a 6
.

3 士 0
.

34 Bb001
口00叹J5

11口一、ù

8
.

7 土 O
.

45 A b

5453586154535861

2
.

6 士 0
.

37 Aa 13
.

2 士 0 55 Bb 6
.

3 士 0
.

3 l Bb

2
.

6 士 0
.

3 6 A a 12
.

8 士 0
.

印 C
e

8
.

1 士 0
.

39 B
e

6
.

4 士 0
.

3 8B b

2
.

5 士 0
.

3 7 A
a 12

.

0 士 0
.

48 】玉1 7
.

9 士 0
.

43 Cd 6
.

3 士 0
.

3 l B b

6770687034353838

3 9 2
.

6 士 0
.

3 7 A a 69 1 1
.

1 士 0
.

77 E e 6 1 6 1 7 8 士 0
.

38 dC 6() 6
.

8 士 0
.

39 A a

注
:

同一栏内平均数后不同大写字母示差异达 尸 < 0
.

01
,

不同小写字母示差异达 尸 < 0
.

05
,

(下表同 )
。

表 2 不同寄主植物处理下甜菜夜蛾幼虫和蛹的发育状况 (温州室内 199 8)

幼 虫 成 活 率 ( % ) 蛹 发 育 状 况
寄主植物

幼 虫 成 活 率 ( % ) 蛹 发 育 状 况

化蛹率 ( % ) 平均蛹重 ( g )
士
sE 羽化率 (% )

4
``.ǎj7.

奋

:
O八7气
一ù、R0006一了27

一X69 7
OOC八ǎé00乃

甘蓝

盯豆

野觅菜

辣椒

芋芳

85
.

g Aa

67
.

4 B b

53
.

2 C
e

49
.

6 dD

4 5
.

S E e

叩
.

I aA

s l
.

3Bb

80
.

5B b

7 8
.

4 B e

79
.

7 B
e

3

.

6 A a

.

2Bb
.

7 Bb
.

7 B b

.

OB b

94
.

S sA

90
.

2Bb
9 1

.

6Bb

5 (龄 )

9 6
.

7 A a

94

男
87 S C e 9 3

8 8
.

I C e 9 3

.

3 B b

.

S B b

.

6 B b

I B b

6
.

9 土 O
.

45 A a

6
.

4 士 0
.

2 5 Bb

6
.

4 士 0
.

3 3 Bb

6
.

3 土 0
.

s l Bb

6
.

0 土 0
.

3 8 C e

9 8
.

4

, 5
.

1

94
.

3

呢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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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结果表明
:
( )l 甜菜夜蛾幼虫取食不同

的寄主植物
,

其发育状况有所差异
,

甘蓝处理下

的低龄幼虫存活率较高
,

5 种寄主植物之间存

在极显著差异
。

从低龄到高龄
,

幼虫的存活率

逐渐提高
,

达到 5 龄后
,

除甘蓝上存活率极显著

大于其它 4 种寄主植物外
,

其余四者之间差异

不显著
。

(2) 不同的寄主植物上
,

甜菜夜蛾的化

蛹率
、

羽化率存在差异
,

甘蓝上化蛹率
、

羽化率

最高
,

分别为 88
,

4 %
、

98
.

4 %
。

蛹的单重也存在

差异
,

甘蓝处理的蛹最大
,

极显著大于其余 4 个

处理
。

芋芳处理的蛹重最低
,

仅为 6
.

飞
,

极显

著低于其余 4 个处理
。

2
.

3 不同寄主植物处理下甜菜夜蛾成虫的寿

命与产卵量 (表 3)

表 3 结果表明
,

在不同的寄主植物处理下
,

甜菜夜蛾雌
、

雄成虫的寿命
,

每雌产卵量存在差

异
。

甘蓝处理下
,

雌
、

雄成虫的寿命
,

每雌产卵

量都为最高
。

戴豆处理下
,

雌雄性比大于其它

处理
。

在各处理下
,

甜菜夜蛾所产卵块的孵化

率的差异不明显
。

表 3 不同寄主植物处理下甜菜夜蛾成虫寿命与产卵量 ( 199 8

产卵量
寄主植物

性比

头数 头数 头数 平均 (粒 /早 )
士 S E 卵块数

00000
凡j,j内、qé凡̀2526201920气ù,ú飞以

刁

卫0
月布八几内jCj八12526201925甘蓝

更豆

野览菜

辣椒

芋芳

早寿命

平均 (天 )
土 S E

7
.

2 士 0
.

33 A
a

6
.

6 士 0
.

36 B I
)

6
.

4 土 0
.

34 B C e

6
.

3 士 0
.

30 C
e

6
.

4 士 0
.

29 C
e

乡寿命

平均 (天 )
土 S E

6
.

2 士 0
.

3 6 A a

6 0 上 0
.

3 6 A Bb

5
.

8 土 0
.

3 3 Bb

5
.

8 士 0
.

3 l B b

5
.

9 士 0
.

37 B b

(早
:

乡)

0
.

7 1 : l

0
.

8 1 : l

0
.

6 1 : 1

0
.

6 1 : l

0
.

67 :l

53 0 6 士刀
.

6 A a

45 5
.

2 士 32
.

7 B b

4拓
.

5 士 3 2
、

3 B玩

43 9
.

8 土 3 6
.

2 B b`

43 0
.

8 士 解
.

O B c

温州室内 )

孵化率

平均 ( % ) 土 SE

84
.

0 土 1
.

以aA
8 3

.

9 士 2 30 A a

8 3 4 士 1
.

88 aA

8 3
.

3 土 2
.

44 A
a

8 3
.

2 土 1
.

95 aA

3 讨论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

甜菜夜蛾在不同寄

主植物上
,

其幼虫
、

蛹及成虫的发育历期和蛹重

有显著差异
,

即寄主种类不同
,

其幼虫
、

蛹的发

育历期
,

成虫寿命
、

蛹重亦不同
。

从试验中可以

看出
,

甜菜夜蛾喜食甘蓝
、

更豆
,

且在这两个处

理下
,

各虫态的发育状况也最为良好
。

野觅菜

上甜菜夜蛾的发育也较为良好
,

田间调查野觅

菜等杂草对甜菜夜蛾消长所起作用很大
,

因此
,

消除杂草等
“

桥梁
”

是综合防治甜菜夜蛾的一项

重大措施
。

不同的寄主植物上
,

甜菜夜蛾各虫

态 的发育历期存在显著差异
,

这是造成田间世

代重叠的一个重要因素
。

从浙南地区田间甜菜

夜蛾的消长规律来看
,

春末夏初首先在芋芳
、

辣

椒等指示作物上发现
,

以后逐渐转移到甘蓝
、

更

豆上为害
,

秋末在虹豆上发现较多
。

试验结果

中还发现
,

用不同的寄主植物继代饲养后
,

甜菜

夜蛾的幼虫存活率
、

化蛹率
、

每雌产卵量有明显

下降趋势
,

这同徐金汉等的报道 #[] 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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