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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对玉米和高粱的 

产卵选择及寄主适合度* 
吕  亮 1**   夏红霞 2    郭  蕾 1  常向前 1  万  鹏 1  张  舒 1*** 

（1. 农业农村部华中作物有害生物防控重点实验室，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武汉 430064；2. 湖北省武穴市农业农村局，武穴 436400） 

摘  要  【目的】 旨在明确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在玉米和高粱上的产卵选择性和寄主适合

度，为草地贪夜蛾的科学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在室内 25 ℃条件下，采用叶片饲养观察的方法，比较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和高粱上的产卵量、取食量以及食物利用效率，并构建实验种群生命表。【结果】 草地

贪夜蛾偏好在玉米叶片背面产卵，其平均卵块数最多，达到（3.40±0.55）块，且平均产卵量达到（346.00± 

72.55）粒。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存活率显著高于取食高粱的（P<0.05），两者的平均存活率分别为

98.89%和 86.78%；在取食后 5、6 和 7 d 时，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幼虫食物利用效率显著高于取食高粱

的（P<0.05）；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发育总历期显著短于取食高粱的（P<0.05）；在生命表参数比较

中，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种群的净增殖率（R0）显著高于取食高粱的（P<0.05），两者的平均净增殖率

分别为（415.93 ± 69.69）和（372.45±34.70）。【结论】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和高粱上均能完成生活史，玉

米表现出更高的寄主适合度。但由于草地贪夜蛾在高粱上亦有较高的寄主适合度，且玉米和高粱生育期几

近相同，因此在我国西南高粱种植面积较大地区，尤需提前防范草地贪夜蛾从玉米转移至高粱为害的风险。 

关键词  草地贪夜蛾；玉米；高粱；寄主适合度 

Effect of feeding Spodoptera frugiperda corn or sorghum  
on oviposition site selection and fitness 

LÜ Liang1**   XIA Hong-Xia2   GUO Lei1   CHANG Xiang-Qian1   
WAN Peng1   ZHANG Shu1*** 

(1. Key Laboratory of Huazhong Crops Pests Biological Control,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Wuhan, China, Institute for 

 Plant Protection and Soil Fertilizer, Hube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uhan 430064, China;  

2. Bureau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of Wuxue County, Wuxue 436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feeding corn or sorghum on the oviposition site preference and fitness of 

the fall armyworm (Spodoptera frugiperda), and thereby provide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control of this pest. [Methods]  

The oviposition preferences, survival, growth, reproduction, fecundity, food intake and efficiency of conversion of digested 

food (ECD) of S. frugiperda fed either corn or sorghum at a temperature of 25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and a life table 

constructed from the data obtained. [Results]  S. frugiperda preferred to lay eggs on the back of corn leaves. The mean 

number of egg masses was (3.40±0.55), and the mean number of eggs was (346±72.55). A greater number of egg masses and 

eggs were laid on corn than on sorghum or other substrates. The survival rate of larvae fed on corn (98.89%)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fed on sorghum (86.78%; P<0.05, one-way ANOVA). The ECD of corn-fed larva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fed on sorghum (P<0.05, one-way ANOVA) and the total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corn-fed larva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sorghum-fed larvae (P<0.05, one-way ANOVA). Comparison of life tabl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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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s that the net reproductive rate (R0) of corn-fed larva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orghum-fed larvae (P<0.05, 

one-way ANOVA). The average net reproductive rates (R0) of corn and sorghum-fed larvae were (415.93±69.69) and 

(372.45±34.7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 frugiperda can complete its life cycle on either corn or sorghum, but larvae 

raised on corn had higher fitness. However, because S. frugiperda can also complete its life-cycle on sorghum, and the corn 

and sorghum growing periods are almost the same, there is a risk of this pest spreading to sorghum from corn crops. 

Key words  fall armyworm; corn; sorghum; host fitness 

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是鳞翅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 的一类重要农业害

虫，俗称“秋黏虫”（Fall armyworm）。自 2019

年 1 月于我国云南首次发现为害玉米后，草地贪

夜蛾迅即在我国多个省份扩展蔓延，渐呈定殖随

时暴发之势（姜玉英等，2019a）。草地贪夜蛾原

产于美洲，其寄主范围极其广泛，尤其偏好玉米

等禾本科作物（Montezano et al.，2018），已造

成我国玉米生产的巨大损失，严重威胁着我国的

粮食安全。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已被分子鉴定

为玉米型（Corn strain），是水稻型（Rice strain）

母本和玉米型父本杂交群体的后代（张磊等，

2019）。目前，除玉米外，其它禾本科作物如水

稻、小麦和高粱等也可能会面临着遭受其为害的

巨大风险。我国疆域辽阔、作物种植制度尤其复

杂，这些自然条件为草地贪夜蛾的定殖和暴发成

灾提供有利条件，故而开展草地贪夜蛾在不同寄

主间转移为害的风险评估研究尤显重要和迫切。 

目前关于草地贪夜蛾对不同作物寄主的选

择以及寄主适合度研究已越来越多，俨然成为研

究热点。如徐蓬军等（2019）比较了草地贪夜蛾

对烟草和玉米的取食偏好性，发现草地贪夜蛾尤

喜取食玉米。而比较玉米、水稻和甘蔗等寄主植

物对草地贪夜蛾种群参数影响的结果表明，草地

贪夜蛾在水稻上的寄主适合度显著低于甘蔗和

玉米（吴京伟等，2019）。另有研究发现，当草

地贪夜蛾种群密度大及玉米等食物极度匮乏之

时，预先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存在有转移为害

小麦的巨大风险（巴吐西等，2019）。而吕亮等

（2020）通过室内生命参数比较并结合自然环境

等因素分析认为，草地贪夜蛾虽然在小麦上能完

成世代生活史，但相对而言，玉米是草地贪夜蛾

的最适寄主植物，草地贪夜蛾在自然条件下转移

为害冬小麦的可能性极低。综上诸多研究结果表

明，草地贪夜蛾尤其偏好取食玉米，玉米是入侵

害虫草地贪夜蛾的最适寄主。 

高粱是我国旱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在农业生

产和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

主产区为东北、西南等地，在许多内地省份常年

零星种植，但目前其种植面积呈现不断扩大趋势

（邹剑秋等，2020）。据统计，2019 年草地贪夜

蛾为害我国高粱面积达 2 679.1 hm2，且主要分布

在云贵地区（姜玉英等，2019b）。而刘彬等（2020）

在河南新乡田间亦发现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秋

高粱。然而截止目前，关于草地贪夜蛾在高粱上

的适合度研究鲜有系统报道，而玉米、高粱同属

C4 作物，自然条件的生育期基本可重叠，那么

是否会造成草地贪夜蛾在两者间的转移为害

呢？鉴于此，本文尝试探讨草地贪夜蛾对玉米和

高粱的产卵选择以及寄主适合度，旨在为草地贪

夜蛾种群在玉米和高粱间的转移为害及暴发风

险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我国草地贪夜蛾的科学

合理防控提供依据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昆虫：2019 年，草地贪夜蛾高龄幼虫采

自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畈镇板桥村（114.67°E，

29.66°N）夏玉米上，于室内采用新鲜玉米嫩叶

在塑料培养皿（直径 8 cm，高 3 cm）中单头饲

养，饲养多代后留取新鲜消毒处理卵块备用。 

供试寄主植物：玉米（品种为正大 999，粤

审玉 2014005 号）、高粱（品种为红缨子，黔审

粱 2008002 号），于温室内种植，培养条件为：

温度（25±1）℃，光周期 14 L∶10 D，相对湿度

50%-70%。用玉米或高粱喂饲时，均选取苗龄

15 d 植株上部新鲜幼嫩叶片，剪成 2 cm×2 cm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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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新鲜叶段备用。 

1.2  试验方法 

1.2.1  供试昆虫的饲养方法  单头饲养法。取草

地贪夜蛾卵块，经 5%甲醛液浸泡 15 min，再经

蒸馏水漂洗、晾干。待卵块孵化后，于塑料培养

皿内放入充足事先准备好的新鲜叶段，用软和毛

笔头接入 1 头初孵幼虫，并用 Parafilm 封口膜封

住培养皿以防逃逸，皿内置湿棉球以保湿。24 h

定期更换一次饲料。 

化蛹时，收集新鲜虫蛹置于铺有吸水滤纸的

培养皿内，于室内恒温条件继续饲养至其羽化。

羽化后，雌雄配对并标记置于直径 10 cm、高   

25 cm 的圆柱形玻璃瓶，事先瓶内置有不同寄主

的新鲜叶片（收集卵块用），盖上留有透气孔（纱

布遮盖）的塑料瓶盖，每日饲喂 5%的蜂蜜水以

提供营养，待其产卵。产卵后，于次日取出产卵

叶片并补充相应寄主的新鲜叶片直至死亡。剪取

卵块置于带有吸水滤纸的培养皿内保存。 

室内饲养条件为：温度（25±1）℃，光周期

16 L∶8 D，相对湿度 60%-70%。 

1.2.2  草地贪夜蛾成虫在玉米和高粱上的产卵

选择性  事先于纱网钢架养虫笼（100 目，60 cm × 

40 cm×40 cm）内放置钵栽无虫玉米和高粱苗各

1 钵备用。钵中玉米和高粱苗龄均为 15 d，栽培

密度和其他管理方式均相同。每个养虫笼中分别

接入 2 对羽化 1 d 的草地贪夜蛾雌雄成虫，每天

定时记录草地贪夜蛾在玉米、高粱苗上不同部位

的产卵块数和卵粒数量，直到所有成虫死亡。重

复 5 次。 

1.2.3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玉米和高粱上的取食

量和食物利用效率  采用单头饲养法，每培养皿

接入 1 头初孵幼虫饲喂新鲜的叶段（苗龄 15 d）。

接虫后每 24 h 调查 1 次，并补充足够的新鲜叶

段继续单头饲养至不取食（预蛹）为止。每次调

查时，使用普利赛斯 ES225SM-DR 型电子天平

（精确度为 0.01 mg）称量被取食的叶片质量、

幼虫体重及其排泄粪便质量。注意称量时，混合

测量 30 头试虫的取食叶段质量、幼虫体重以及

排泄粪便质量，测量总量，然后再平均，即得到

每头试虫的取食量、体重以及排泄量。 

参照李鸿昌等（1987）的方法计算食物利用

效率，即消化的食物转换体为体物质的效率

（Efficiency of conversion of digested food to 

body substance，ECD）。食物利用效率的计算公

式如下：  

%

100
  






 食物利用效率（ ）

体重增加值
。

（摄入的食物量 粪便排泄量）

 

取单头饲养的草地贪夜蛾幼虫 30 头为 1 处

理，每个处理重复 3 次。 

1.2.4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和高粱上的种群生命

表  采用单头饲养法，每培养皿接入 1 头初孵幼

虫饲喂新鲜的叶段（苗龄 15 d）。接虫后每 24 h

调查 1 次，并补充足够的新鲜叶段，记录幼虫的

存活、生长发育情况。幼虫化蛹后放入直径 5 cm

塑料培养皿内保存，记录化蛹及存活情况等，化

蛹第 2 天采用普利赛斯 ES225SM-DR 型电子天

平（精确到 0.01 mg）称取蛹重。成虫羽化后，

记录羽化情况，雌雄配对放入圆柱形玻璃瓶（上

口直径 10 cm，高 25 cm），内置有不同寄主的新

鲜叶片（收集卵块用），盖上留有透气孔（纱布

遮盖）的塑料瓶盖，每日饲喂 5%的蜂蜜水。成

虫开始产卵后，每 24 h 更换充足的新鲜叶片，

记录产卵前期和每日单雌产卵量，直到成虫（雌

/雄）死亡。每培养皿接入 1 头初孵幼虫，以 30

头初孵幼虫为一处理，重复 3 次。 

参照 Euler-Lotka 公式（Chi and Liu，1985）

计算生命参数。生命参数的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净增殖率 R0=∑lxmx（其中，种群年龄-阶段

特征存活率 lx= xj
1

m

j

S

 ，种群年龄-阶段特征繁殖

力 mx=

xj xj
1

xj
1

m

j
m

j

S f

S








），内禀增长率 rm=（lnR0）/T，

平均世代周期 T=∑xlxmx/R0，周限增长率 mre  。 

1.3  数据分析 

所有试验数据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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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不同处理间用 Duncan’s 新复极

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不同寄主的产卵选择性 

产卵选择试验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成虫具

有明显的寄主选择性，就玉米和高粱比较而言，

草地贪夜蛾偏好在玉米植株上产卵。而比较植株

上不同部位所产的卵块数发现，草地贪夜蛾成虫

产在玉米叶片背面上的平均卵块数最高，为

（3 . 4 0 ± 0 . 5 5）块，显著高于玉米叶片正面

（1.40±0.55）块（P<0.05），亦显著地高于高粱

叶片背面（2.60±0.55）块（P<0.05）。而高粱叶

片正面、高粱叶鞘以及玉米叶鞘的产卵块数间无

显著差异（图 1：A）。比较草地贪夜蛾成虫的平

均产卵量得知，在玉米叶片背面上平均产卵量

最高，为（346.00±72.55）粒，而在玉米叶片正

面上平均产卵量为（132.60± 71.81）粒，在玉

米叶鞘上的平均产卵量较少（37.60±31.85）粒。

而草地贪夜蛾成虫在高粱叶片背面的平均产卵

量为（252.80±51.79）粒，在叶片正面的平均 
 

 
 

图 1  草地贪夜蛾对不同寄主的产卵选择 

Fig. 1  Spawning selectivity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on different plant hosts 

A. 卵块数；B. 产卵量。A. Number of egg masses; B. Number of eggs. 

图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柱上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两处理组间差异显著（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 

Data in the figure are mean ±SE. Histograms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 groups on the same day by one-way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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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量为（60.20±34.72）粒，在高粱叶鞘上的平

均产卵量仅为（24.00±31.85）粒（图 1：B）。草

地贪夜蛾在产卵笼内其他部位平均产卵量为

（16.40±28.15）粒。经方差分析，与其他部位相

比，草地贪夜蛾显著地偏好在玉米叶片背面产卵

（P<0.05），而在高粱叶片背面的产卵量亦显著

地高于除玉米叶片背面外的其他几个部位

（P<0.05）。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叶鞘、高粱叶鞘、

高粱叶片正面及其他部位上产卵量间无显著

差异。  

综上说明，草地贪夜蛾成虫偏好在玉米寄主

上产卵，且尤其喜欢在叶片背面产卵，其在玉米

叶片上的产卵块数以及产卵量显著高于在高粱

叶片上的。草地贪夜蛾对不同寄主产卵选择的差

异性，极有可能与寄主植物的营养成份、挥发物

等因素有关。 

2.2  不同寄主对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量和食物

利用效率影响 

在室内 25 ℃饲养条件下，草地贪夜蛾幼虫

在孵化后第 1 天，取食玉米叶片的取食量显著高

于取食高粱的（P<0.05）（图 2：A）。取食 2 种

寄主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第 4、第 5 和第 6 天的

取食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取食玉米叶片

的取食量仍显著高于取食高粱的，且随着虫龄的

变大，两者均在孵化后第 4-5 天起，其相应取食

量均明显增大，开始进入暴食期，其中取食玉米

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直到第 9 天才达到取食

量高峰，随后慢慢减少直至停止取食进入预蛹阶

段，而取食高粱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直到第

10 天达到取食量高峰。由上分析说明，草地贪

夜蛾均可取食玉米和高粱叶片，但相比较而 

 

 
 

图 2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高粱上的取食量（A）、粪便排泄量（B）、体重（C）和食物利用效率（D） 

Fig. 2  Food intake (A), excrement discharge (B), body weight (C)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nversion of digested  
food to body substance (D)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larvae on corn and sorghum 

图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线上星号标记表示同一天内两处理组间差异显著（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下图同。 

Data in the figure are mean ±SE. The asterisk above the curves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 groups on the same day at the 0.05 level by one-way ANOVA.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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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取食玉米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生长发育略

快于取食高粱的。 

比较两者的粪便排泄量（图 2：B），取食玉

米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第 2、3、4、5 和第

6 天的粪便排泄量均显著高于取食高粱的

（P<0.05），由此可知，草地贪夜蛾幼虫在低龄

期偏好取食玉米叶片，表现为取食量、粪便排泄

量相对较大，有利于提高低龄幼虫的存活率及生

长发育水平。 

由图 2（C）可知，取食玉米叶片的草地贪

夜蛾幼虫的体重在取食的前 10 d 均显著高于取

食高粱的（P<0.05），且第 10 天时 ，取食玉米

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体重已达到最高峰，随后

随着慢慢进入预蛹阶段而降低。而取食高粱的草

地贪夜蛾幼虫的发育明显滞后于取食玉米的，在

取食的第 11 天时，其幼虫体重才达最高峰。 

在图 2（D）中，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玉米

和高粱叶片的食物利用效率的比较结果表明，在

取食的第 5、第 6 和第 7 天时，取食玉米叶片的

草地贪夜蛾幼虫的食物利用效率显著高于取食

高粱的（P<0.05）。因此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玉

米，食物利用效率略高，更有利于其生长发育，

进而说明，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玉米叶片更有利

于其生长发育。 

2.3  不同寄主对草地贪夜蛾的存活率影响 

取食玉米和高梁后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存活

率如图 3 所示。与取食寄主高梁相比，取食玉米

叶片时的存活率比较高，其 14 d（约接近预蛹高

峰阶段）平均存活率仍维持在 98.89%。而取食

高粱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第 2 天后就有死

亡，且其 14 d 的平均存活率只有 86.78%。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处理后第 2、3、4、5、6 和第 7

天，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的幼虫存活率显著

地高于取食高粱的（P<0.05）。7  d 以后，取食

玉米和高粱的草地贪夜蛾两者间的存活率基本

无显著差异。综上可见，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

蛾幼虫存活率显著地高于取食高粱的，取食玉

米更有利于草地贪夜蛾幼虫存活和生长发育。

详见图 3。 
 

 
 

图 3  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玉米和高粱的逐日存活率 

Fig. 3  Daily survival rat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larvae fed on corn and sorghum 
 

2.4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玉米和高粱上的发育历期 

比较草地贪夜蛾的幼虫发育历期的结果（表

1）表明，取食玉米叶片的草地贪夜蛾 1 龄和 5

龄幼虫历期显著低于取食高粱的（P<0.05），而

两者 2 龄、3 龄、4 龄和 6 龄幼虫历期间无显著

差异。进而比较两者幼虫总历期发现，取食玉米

的草地贪夜蛾幼虫总历期为（16.03±0.40）d，显

著低于取食高粱的（P<0.05）。 

试验中还发现，在室内 25 ℃下，取食玉米

的草地贪夜蛾有 48 头 7 龄幼虫出现，约占总幼

虫数的 55.06%；而取食高粱的草地贪夜蛾亦有

18 头 7 龄幼虫，约占总幼虫数的 23.08%。比较

两者 7 龄幼虫的历期，两者间无显著差异。而造

成 7 龄幼虫出现及其所占比例差异等原因，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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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取食玉米和高粱的草地贪夜蛾各龄幼虫历期（d） 

Table 1  Duration of different larva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fed on corn and sorhgum 

寄主 
Hosts 

1 龄 
1st instar 

2 龄 
2nd instar 

3 龄 
3rd instar

4 龄 
4th instar

5 龄 
5th instar

6 龄 
6th instar

7 龄 
7th instar 

幼虫总历期 
Total larval duration

玉米 
Corn 

1.11±0.09 b 
（90） 

1.81±0.24 a 
（90） 

1.35±0.07 a
（90） 

2.19±0.16 
a（90） 

2.42±0.15 b
（89） 

3.21±0.30 a
（89） 

3.94±0.56 a 
（48） 

16.03±0.40 b 

（89） 

高粱 
Sorhgum 

2.01±0.04 a 
（90） 

2.25±0.16 a 
（86） 

1.36±0.19 a
（81） 

2.71±0.30 a
（79） 

3.24±0.14 a
（79） 

3.66±0.17 a
（78） 

4.09±0.08 a 
（18） 

19.32±0.67 a 

（78） 

表中所列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差异显著（P<0.05）。数据下方括

号中数字表示参与统计的不同阶段虫口存活数。下表同。 

Data listed in the table are mean ±SE, and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one-way ANOVA(P<0.05).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the survived individual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same below. 

 
以后加强研究。 

2.5  草地贪夜蛾幼虫在玉米和高粱上的种群生

命参数 

由表 2 中可看出，在室内 25 ℃饲养条件下，

取食玉米和高粱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平均蛹重分

别为（184.65±1.19）mg 和（182.30±2.04）mg，

两者间无显著的差异。而比较草地贪夜蛾的产卵

前期、雌雄成虫寿命，取食玉米和高粱间亦无显著

差异。另外，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平均单雌产

卵量达（1 023.82±155.80）粒，显著高于取食高

粱的（927.00±85.02）粒（P<0.05）。两者卵的孵

化率均达 90%以上，两者间亦无显著差异。 

由生命参数的分析结果（表 3）可知，取食

玉米和高粱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平均世代周期（T）

分别为（28.84±0.68）d 和（29.81±0.82）d，两

者间无显著差异。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净

增殖率（R0）为（415.93±69.69），显著地高于取

食高粱的净增殖率（372.45±34.70）（P<0.05）。

取食玉米的周限增长率（）亦显著地高于取食

高粱的（P<0.05）。此外，两者内禀增长率（rm）

之间亦无显著差异。 

 
表 2  取食玉米和高粱的草地贪夜蛾成虫寿命及繁殖能力 

Table 2  Adults longevity and reproductive ability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fed on corn and sorhgum 

寄主 
Hosts 

蛹重（mg） 
Pupal weight 

(mg) 

产卵前期（d） 
Pre-oviposition  

period (d) 

雌成虫寿命（d）
Female adult  
longevity (d) 

雄成虫寿命（d）
Male adult  

longevity (d) 

单雌产卵量（粒） 
Number of eggs  
laid per female 

卵孵化率（%）
Hatching rate (%)

玉米 
Corn 

184.65±1.19 a 
（89） 

2.93±0.76 a 
（77） 

7.95±0.86 a 
（36） 

6.78±0.59 a 
（41） 

1 023.82±155.80 a 
（29 对） 

95.11±0.89 a
（300） 

高粱 
Sorhgum 

182.30±2.04 a 
（77） 

3.41±0.20 a 
（76） 

8.85±0.69 a 
（30） 

6.95±1.11 a 
（46） 

927.00±85.02 b 
（17 对） 

93.75±0.31 a
（300） 

 
表 3  取食玉米和高粱的草地贪夜蛾生命表参数 

Table 3  Life table parameter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fed on corn and sorhgum 

寄主 
Hosts 

平均世代周期 T（d） 
Mean generation time T 

(d) 

净增殖率 R0 

Net reproductive rate R0

内禀增长率 rm（d﹣1） 

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rm(d﹣1)

周限增长率 （d﹣1）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d﹣1)

玉米  
Corn 

28.84±0.68 a 415.93±69.69 a 0.208 9±0.005 6 a 1.232 3±0.006 9 a 

高粱 
Sorhgum 

29.81±0.82 a 372.45±34.70 b 0.198 6±0.006 8 a 1.219 7±0.008 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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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草地贪夜蛾已是我国玉米生产上的重 

要害虫之一（姜玉英等，2019a），严重威胁着我

国的粮食安全。加之我国疆域辽阔，作物种植制

度极为复杂，又为草地贪夜蛾提供了丰富的寄主 

资源。因此当下，亟须摸清和明确草地贪夜蛾的

寄主适合度以及寄主间的转移规律。在自然界

中，昆虫与植物在共同进化的同时，存在着明显

的互作关系，而选择合适的寄主植物是昆虫与寄

主互作间最原始的生态关系，其中寄主植物的营

养成份和植物挥发物成份直接影响着昆虫对寄

主植物的选择（Thompson，1988）。本文研究结

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偏好在幼嫩玉米叶片背面产

卵，且产卵量和卵块数均显著高于寄主高粱，这

与前人（Pitre et al.，1983；巴吐西等，2019）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黄建荣等（2021）研究表

明，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小喇叭口期偏好在叶片正

面产卵，在吐丝期偏好在叶片背面产卵，这与本

文结果相反。造成这些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与

研究环境条件、寄主植物生育期以及营养状况等

因素有关。因为通常昆虫会选择寄主营养丰富、

环境安全和未被其他害虫及天敌占用的部位产

卵，即昆虫对寄主植物不同部位的产卵选择性与

寄主植物、昆虫群落及其天敌等营养级的状况有

紧密关系（刘芳等，2003）。因此关于草地贪夜

蛾对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机理方面还需以后

许多细致深入的研究。 

在昆虫与寄主植物共同进化过程中，昆虫往

往习惯选择在营养丰富的寄主植物上产卵，以提

高其幼虫存活率，缩短其发育历期（Juárez et al.，

2014），因此，幼虫的存活率和发育历期是衡量

昆虫与寄主适合度的重要指标（Moreau et al.，

2006）。本研究中，与高粱相比，取食玉米的草

地贪夜蛾幼虫 14 d 的平均存活率高，总发育历

期短，玉米是草地贪夜蛾更适合的寄主。但草地

贪夜蛾取食高粱后亦有较高的幼虫存活率，即表

现出一定的寄主适合度，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

视。另外，本研究发现，25 ℃条件下，取食 15 d

幼嫩玉米叶片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发育至 7 龄的

比例较高，这可能与寄主植物的理化性状、营养

成份以及环境条件等诸多因素有关，而这些也将

是以后的研究重点。 

昆虫体重变化和食物利用效率常常能更好

地反映昆虫对寄主植物的适合度（吕亮等，2020）。

本研究结果发现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幼虫的

体重在取食的前 10 d 均显著高于取食高粱的，

且在取食的第 5、第 6 和第 7 天时，取食玉米的

草地贪夜蛾幼虫食物利用效率均显著高于取食

高粱的。说明草地贪夜蛾幼虫偏好取食玉米，且

食物利用效率高于取食高粱的。另外昆虫种群生

命表是评价昆虫种群发展趋势及寄主适合度的

最好办法之一（Morris and Miller，1954）。而本

研究结果表明，取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净增

殖率（R0）显著地高于取食高粱的净增殖率；取

食玉米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周限增长率  显著地

高于取食高粱的；两者的单雌产卵量亦存在显著

差异，取食玉米的显著高于取食高粱的草地贪夜

蛾种群。即说明草地贪夜蛾种群取食玉米表现出

更高的生命表参数，进而取食玉米更有利于草地

贪夜蛾的种群发展。 

综上分析说明，玉米较高粱具有更高的寄主

适合度，但由于草地贪夜蛾取食高粱后，其平均

蛹重、卵孵化率、平均世代周期（T）及内禀增

长率（rm）等指标与玉米间无显著差异，其净增

殖率（R0）虽显著低于取食玉米的净增殖率，但

达到 372.45±34.70，因此高粱对草地贪夜蛾亦表

现出较高的寄主适合度，故而我们在防治草地贪

夜蛾时，应加强草地贪夜蛾在高粱上发生为害的

监测。特别是我国西南地区，由于玉米和高粱混

种复杂，为玉米草地贪夜蛾转移高粱为害提供了

便利，因此亟须加强草地贪夜蛾的基础生物学研

究，特别是草地贪夜蛾在不同作物寄主间的转移

机制方面。以期为我国草地贪夜蛾的科学防控提

供理论支撑，从而最终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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