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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科四种不同寄主植物对九香虫 

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 
李培堪 1, 2**  杨海飞 2  李勇辉 2  陈文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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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云南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201；2. 保山学院高黎贡山研究院， 

云南省高校滇西昆虫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保山市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保山 678000） 

摘  要  【目的】 九香虫 Aspongopus chinensis 是一种在我国应用历史悠久、价值极高的药食同源重要

资源昆虫，为明确不同寄主植物对九香虫生长发育的影响，以及其规模化人工饲养提供基础参考依据。

【方法】 选择葫芦科佛手瓜、南瓜、苦瓜和黄瓜 4 种瓜类植物为供试材料，将野外采集的初代九香虫在

室外饲养繁殖后，以次代九香虫为供试虫源，观察记录九香虫若虫不同龄期的生长发育历期、存活率，测量

九香虫成虫体长、体宽、体重、前胸背板长和前胸背板宽 5 个外部形态指标。【结果】 （1）黄瓜为寄主植

物的九香虫在达到 2 龄若虫时全部死亡；以苦瓜为寄主植物的九香虫除 1 龄若虫外，其余 4 个龄期的发育

历期都比佛手瓜和南瓜为寄主植物的长；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九香虫除 2 龄和 4 龄若虫外，其余龄期的

发育历期都比南瓜为寄主植物的短；从九香虫整个若虫发育阶段来看，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生长发育总

历期最短，苦瓜为寄主植物的最长。（2）九香虫若虫在不同寄主植物饲养下的存活率表现为佛手瓜（83.33%）

>南瓜（63.33%）>苦瓜（36.67%），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存活率最高。（3）以佛手瓜和南瓜为寄主植物

的九香虫成虫在体长、体宽、前胸背板宽和体重 4 个形态指标方面与苦瓜为寄主植物的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P<0.01），在前胸背板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以佛手瓜与南瓜 2 种寄主植物饲养的九香虫成虫

5 个形态指标均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4 种瓜类植物对九香虫若虫生长发育历期和成虫外部形态

特征均有显著影响。在保山地区，当室外饲养繁殖次代九香虫寄主植物发生变化时，利用南瓜为寄主植物

饲养九香虫的效果要优于黄瓜和苦瓜，而佛手瓜仍是九香虫较理想的寄主植物。 

关键词  九香虫；生长发育；外部形态；寄主植物 

The effect of four different Cucurbitaceae host plants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spongopus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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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four different cucurbit host plants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spongopus 

chinensis, an insect with high medicinal and food value in China,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the captive propagation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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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Methods]  Four gourd plants from the Cucurbitaceae family, including Sechium edule, Cucurbita moschata, 

Momordica charantia and Cucumis sativus,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fter the primary generation of A. 

chinensis was captured in the wild and bred in outdoor condition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nsects was used for the stud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ages, survival rate, and five external morphological indicators-body length, body width, weight, 

pronotum length, and pronotum width-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for nymphs of different ages. [Results]  (1) All nymphs 

on C. sativus host plants had died by the 2nd instar. Except for the 1st instar nymphs, the developmental period of all four 

instars feeding on M. charantia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those feeding on S. edule and C. moschata. Except for the 2nd and 4th 

instar nymphs, the developmental periods of nymphs raised on S. edule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raised on C. moschata. 

Considering the entire developmental period, nymphs raised on S. edule had the shortest total period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hereas those raised on M. charantia had the longest. (2) The survival rates of nymphs reared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can be ranked as follows: S. edule (83.33%) > C. moschata (63.33%) > M. charantia (36.67%). (3) There were high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1) between the body length, body width, prothoracic dorsal plate width, and body weight, of 

adults raised on S. edule and those raised on C. moschata,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in the indicator prothoracic 

dorsal plate length between those raised on S. edule and M. charantia. [Conclusion]  Host plant variet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period of nymphs and adult external morpholog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f the five 

host plants evaluated, S. edule is the best for rearing A. chinensis, and C. moschata is preferable to C. sativus or M. charantia.  

Key words  Aspongopus chinensi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external morphology; host plants 

九香虫 Aspongopus chinensis 为半翅目

Hemiptera 蝽科 Pentatomidae 兜蝽属 Aspongopus

的昆虫，又被称为臭屁虫或打屁虫，主要寄主

为葫芦科植物（陈凤玉和杨绪纲，1985； 古欣

瑶等，2017）。九香虫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四川、

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区，国外主要分布于老

挝、马来半岛、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姚

银花，2006）。九香虫是一种价值极高的药食同

源昆虫（郭建军等，2019；李莎等，2020），在《本

草纲目》、《本草新编》和《中国药用动物志》等

医药著作中对其药理药效均有明确记载（李时

珍，1979；陈士铎，2008；李军德等，2013）。 

对九香虫的研究起始于其药用价值，九香

虫气味咸、温、无毒，具有多种中药用途和功

效，如对胃寒胀痛、脾肾阳虚、肾虚阳痿、腰

膝酸软、遗尿、痛经等症状有显著疗效（刘伦

沛和郁建平，2008；Tan et al.，2019；Ding et al.，

2020）。一些研究还发现九香虫具有抗癌、抑菌、

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和镇痛作用（宋政伟等，

2011；郭玉红和张庆林，2015；李莎等，2020；

Cai et al.，2024）。九香虫另一个广受关注的方

面是其食用价值，人们常将其作为一种美味食

品食用，九香虫不仅味道清香可口、独具风味，

儿童食用还可以帮助消化（肖铁光等，1998；

陶爱恩等，2021）。随着九香虫的食药用价值不

断发掘，其价格一直高居不下，并且有不断上

升的趋势（赵喜进和赵帅，2018）。 

九香虫主要以南瓜、冬瓜等葫芦科植物为

寄主，此外还可取食柑桔、花生、菜豆、豇豆、

茄子、烟草、苎麻、番茄等 20 余种植物（陈凤

玉和杨绪纲，1985；肖铁光等，1998)。姚银花

（2006）在田间观察到九香虫低龄若虫很难在

丝瓜植株上发育为成虫，会逐渐转移到南瓜上

发育至成虫；纪文香等（2022）探讨了云南玉

溪地区九香虫对不同科寄主植物的选择偏好，

结果表明九香虫若虫和成虫对寄主植物的选择

偏好存在差异，若虫最喜取食南瓜，而成虫最

喜取食四季豆。随着对九香虫资源的不断开发

以及野生资源的不断减少，诸多学者也逐渐意

识到建立九香虫人工养殖体系的重要性（魏超

等，2015）。陆善旦（2009）首先建立了一套较

为简单的九香虫饲养技术；而后郭建军等（2019）

优化了九香虫人工饲养越冬条件，主要以九香

虫存活率为指标，探讨了适合饲养九香虫的越

冬介质、虫口密度以及温、湿度条件。目前，

利用保幼激素环氧水解酶控制九香虫滞育时间

的长短，是提高九香虫资源利用率的有效手段

之一（周汶桢等，2021）。然而，有关不同葫芦

科瓜类植物对九香虫生长发育和外部形态的影

响等方面的研究却鲜见报道。因此，本研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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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 种在云南省保山地区大面积种植的葫芦科

瓜类植物为试验材料，开展不同寄主植物对九

香虫生长发育等基础生物学特性的影响研究，

旨在明确不同寄主植物饲养对九香虫生长发育

的影响，进而为其人工规模化饲养提供基础参

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寄主材料的种植 

本研究选用葫芦科 Cucurbitaceae 的佛手瓜

Sechium edule（绿皮）、南瓜 Cucurbita moschata

（黑五星系）、黄瓜 Cucumis sativus（津耘 301）

和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航天九号）4 种

瓜类植物为供试材料，种子均购买自保山市农

贸市场，并将 4 种瓜种子置于置于温度为

（25±2）℃，湿度为 70%，光周期 16 L︰8 D

的恒温培养箱（型号：MLR-352H-PC，日本希

株式会社生产）中提前发芽。购买直径 50 cm，

高 45 cm 的花盆，以营养土∶红壤（3∶1）混

合后加入到花盆中（营养土由腾冲市马站乡德

湘营养土加工厂提供，红壤取自保山学院温室

大棚内），将已发芽的 4 种瓜苗种植于花盆中，

每种瓜苗各种植 4 盆，每天观察其生长情况并

浇水，种植 2 个月后每盆追加 50 g 氮肥，以保

证 4 种瓜能健康生长。 

1.2  九香虫虫源的采集 

九香虫虫源于2022年7月采自保山市蒲缥镇

（24°58′43″N，99°2′28″E，海拔 1336 m）农户自

种的佛手瓜上。采集时有若虫和成虫 2 种虫态，

将所有采集的九香虫全部带回并接种到一盆长

势良好的佛手瓜上饲养，然后将花盆放入养虫笼

（规格：长×宽×高=0.8 m×0.6 m×1.5 m，纱网 100

目，采购自北京赛福科技有限公司），待九香虫

成虫交配产卵，且卵孵化为若虫。 

1.3  九香虫的饲养 

将 4 种瓜苗分别放入 4 个养虫笼中，每个

养虫笼放一盆瓜苗，之后将刚孵化的九香虫若

虫立即接种到瓜苗上，每种瓜苗接种 30 头，并

分别随机选取 5 头用纱网袋（20 cm×25 cm，120 

目）套住，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瓜苗的幼嫩部

位，以便于观察九香虫龄期的变化。接种后每

天下午 18:00 观察 1 次，详细记录九香虫若虫

各龄期的变化及生长发育历期、存活率等指标。 

1.4  九香虫成虫形态指标的测定 

待九香虫羽化变为成虫一周之后，虫体发

育成熟且外部形态特征稳定，将其全部带回实

验室并用乙酸乙酯麻醉，随后使用游标卡尺测

量体长、体宽、前胸背板长和前胸背板宽（张

琦等，2022），再利用电子天平测量其体重，直

至所有九香虫成虫形态指标测定完毕。 

1.5  数据分析 

利用Excel 2016记录和整理数据，运用R 4.2.3

对所得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 LSD 法

检验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生长发育各

指标影响的差异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若虫生长发

育的影响 

本研究观测了 4 种瓜苗饲养九香虫后其若

虫的发育历期。结果显示，以黄瓜为寄主饲养

的九香虫若虫在 2 龄时即全部死亡，其余 3 种

瓜苗饲养的九香虫不同龄期若虫的发育历期存

在差异（图 1）。 

1 龄若虫发育历期表现为南瓜（20.6 d）>

黄瓜（19.2 d）>苦瓜（19.4 d）>佛手瓜（15.4 d），

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最短，显著低于以其它 3

种瓜苗为寄主植物的发育历期（P<0.05）。2 龄

若虫发育历期表现为苦瓜（14.2 d）>佛手瓜

（12.4 d）>南瓜（8.8 d），以南瓜为寄主植物的

最短，显著低于以其它 2 种瓜苗为寄主植物的

发育历期（P <0.05）。3 龄若虫发育历期表现为

苦瓜（12.8 d）>南瓜（12.4 d）>佛手瓜（11.6 d），

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最短，显著低于以其它 2

种瓜苗为寄主植物的发育历期（P<0.05）。4 龄

若虫发育历期表现为苦瓜（23.8 d）>佛手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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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d）>南瓜（11.6 d），以南瓜为寄主植物

的最短，显著低于以其它 2 种瓜苗为寄主植物

的发育历期（P<0.05）。5 龄若虫发育历期表现

为苦瓜（22.0 d）>南瓜（15.4 d）>佛手瓜（11.4 d），

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最短，显著低于以其它 2

种瓜苗为寄主植物的发育历期（P<0.05）。 

从九香虫整个若虫阶段的生长发育来看，

不同寄主植物饲养后其发育历期表现为苦瓜

（92.2 d）>南瓜（68.8 d）>佛手瓜（65.0 d），

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发育历期最短，而以苦

瓜为寄主植物的最长，显著高于以其它 2 种瓜

苗为寄主植物的发育历期（P<0.05）（图 2）。 
 

 
 

图 1  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 

若虫发育历期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feeding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from Cucurbitaceae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Aspongopus chinensis nymph 

图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组柱上不同字母表示各处理之间差异显著（P<0.05，LSD 多重比较法）。下图同。 

Data in the figure are mean+SE. Different letters above ba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 groups (P<0.05, LSD multiple range test). The same below. 

 

 
 

图 2  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若虫 

总发育历期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feeding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from 
Cucurbitaceae on the total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Aspongopus chinensis nymph 

2.2  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若虫存活率

的影响 

从图 3 可以看出，九香虫整个若虫发育阶

段的存活率在 4 种寄主植物间具有差异，黄瓜

为寄主植物饲养的若虫在 2龄时即全部死亡外，

其余 3 种瓜苗为寄主植物饲养的若虫存活率也不

同，表现为佛手瓜（83.33%）>南瓜（63.33%）>

苦瓜（36.67%），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存活率

最高。结合 2.1 节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九香虫整

个若虫发育阶段，以佛手瓜饲养不仅存活率较

高，而且发育历期最短，能够更快的由若虫变

为成虫，而以苦瓜饲养的存活率最低，且发育

历期最长。 

2.3  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成虫外部形

态的影响 

测定了佛手瓜、南瓜和苦瓜 3 种寄主植物

饲养的九香虫成虫在体长、体宽、前胸背板长、

前胸背板宽和体重 5 个形态指标的差异。结果

发现，以佛手瓜和南瓜为寄主植物饲养的九香

虫成虫与以苦瓜为寄主饲养的在体长、体宽、

前胸背板宽和体重 4 个指标方面均有极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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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若虫 

存活率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feeding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from Cucurbitaceae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Aspongopus chinensis nymph 

 
异（P<0.01）；其中体长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

最长，平均为 17.82 mm，南瓜为寄主植物的次

之，平均为 17.36 mm，苦瓜为寄主植物的最短，

仅为 16.13 mm（图 4：A）；体宽以南瓜为寄主

植物的最大，平均为 9.76 mm，佛手瓜为寄主

植物的次之，平均为 9.68 mm，苦瓜为寄主植

物的最小，平均为 8.81 mm（图 4：B）；前胸背

板宽以南瓜为寄主植物饲养的最宽，平均为

9.25 mm，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次之，平均为

9.20 mm，苦瓜为寄主植物的最小，平均为

8.47 mm（图 4：C）。成虫前胸背板长在 3 种寄

主植物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以佛手瓜为

寄主植物饲养的最长，平均为 4.84 mm，南瓜

为寄主植物的次之，平均为 4.73 mm，苦瓜为

寄主植物的最短，仅为 4.35 mm（图 4：D）。 

九香虫成虫体重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饲养

的最大，平均为 0.35 g；南瓜为寄主植物的次之，

平均为 0.30 g；苦瓜为寄主植物的体重最小，仅

为 0.23 g，显著低于其它 2 种瓜苗为寄主植物的

九香虫体重（P<0.05）（图 4：E）。 

5 个形态指标的分析表明，以上述 3 种瓜苗

为寄主植物饲养对九香虫的外部形态特征有明

显的影响。5 个指标中，体宽和前胸背板宽 2

个指标表现为南瓜>佛手瓜>苦瓜，但以南瓜与

佛手瓜为寄主植物饲养的差异并不显著；其余 3

个指标均表现为佛手瓜>南瓜>苦瓜。 

3  讨论 

寄主植物不仅是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

还是它们生活和繁殖的主要场所，因此寄主植

物种类会不同程度影响昆虫的生长发育（汤金

荣等，2020；Gao et al.，2021）。本研究结果表

明，以黄瓜为寄主植物饲养的九香虫若虫在 2

龄时即全部死亡，而以佛手瓜、南瓜和苦瓜为

寄主植物的九香虫若虫均可以正常发育至成虫

期。尽管同属葫芦科植物，但不同瓜苗对九香

虫的生长发育影响不同，相较其它 3 种瓜苗，

黄瓜对九香虫的适合度最差，这与陈凤玉和杨

绪纲（1985）、肖铁光等（1998）及侯晓晖等

（2012）报道的九香虫主要寄主植物种类有所

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研究所选取的黄瓜品

种不同有关；相关研究表明，寄主植物品种不

同对昆虫的生长发育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戴钎

萱等，2020），不同的黄瓜品种其营养代谢物存

在一定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九香虫的生长发育

（张晶等，2023）。就其它 3 种瓜苗而言，不同

寄主植物饲养后，对九香虫若虫生长发育有明

显的影响，除 1 龄若虫外，其余几个龄期的九

香虫若虫均以苦瓜为寄主植物的发育历期较佛

手瓜和南瓜为寄主植物的长；从整个若虫阶段

的发育历期来看，同样以苦瓜为寄主植物的最

长。这与魏超等（2015）、周汶桢等（2019）基

于自然条件和不同光周期影响下所观察到的有

所差异。已有的研究发现，发育历期的长短是

衡量植食性昆虫对不同寄主植物适应性的重要

指标，寄主植物对植食性昆虫幼虫期适合度的

差异主要受其表面理化性状、体内次生代谢物

质和营养物质等的影响，尤其是植物营养物质

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脂肪、水、

矿物质和维生素等与昆虫的生长发育有较大关

系（Wetzel et al.，2016）。本研究结果表明，佛

手瓜与南瓜 2 种寄主植物对九香虫的适合度较

高，更适合于九香虫的饲养。进一步比较佛手

瓜和南瓜为寄主植物的九香虫若虫发育历期发

现，除 2 龄和 4 龄外，其余几个龄期都以佛手

瓜为寄主植物饲养的发育历期小于南瓜为寄主 
 



·168·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62 卷 

 

 

  

 
 

图 4  不同葫芦科寄主植物对九香虫成虫外部形态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different host plants from Cucurbitaceae on the external morphology  
of Aspongopus chinensis adult 

 
植物的发育历期。这与肖铁光等（1998）、姚银

花（2006）的研究报道不同，推测可能与供试

寄主瓜类品种不同有关，但与纪文香等（2022）

对云南玉溪红塔区九香虫的生长发育历期观测

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

九香虫若虫总发育历期最短，存活率最高，而

以苦瓜为寄主植物的九香虫若虫总发育历期最

长，存活率也最低，即幼虫发育历期与存活率呈

负相关。这与苏超等（2013）对三条橙灯蛾 Lemyra 

alikangensis 的研究，以及 Zhang 等（2011）对甜

菜夜蛾 Spodoptera exigua 的研究结果一致。可

以看出，在九香虫整个若虫发育阶段，以佛手

瓜饲养不仅存活率最高，且发育历期最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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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快的由若虫变为成虫，而用苦瓜饲养的存

活率最低，发育历期最长，进一步说明苦瓜不

适宜用于九香虫饲养。 

昆虫体型大小与其行为活动能力强弱息息

相关，体型大的昆虫在取食、躲避天敌、交配

和生殖过程中拥有更强的竞争力（Pitnick and 

García-González，2002）。本研究发现，4 种不

同寄主植物饲养对九香虫成虫外部形态特征有

显著影响，以佛手瓜和南瓜为寄主植物的九香

虫成虫在体长、体宽、前胸背板宽、体重 4 个

形态指标上与苦瓜为寄主植物的均存在极显著

差异，在指标前胸背板长上存在显著差异；而

以佛手瓜和南瓜 2 种寄主植物饲养的九香虫成

虫在体长、体宽、体重、前胸背板长和前胸背

板宽 5 个形态指标上差异均不显著。在九香虫

饲养过程中观察到，供试苦瓜生长发育阶段较

短，未待九香虫若虫转化为成虫，植株叶片便

开始失黄枯萎，致使九香虫生长阶段营养不足，

这可能是导致取食苦瓜的九香虫外部形态特征

较小、体重较轻，与另外 2 种寄主植物饲养的

相比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当室外饲养的次代九香虫寄主

植物发生变化时，葫芦科不同寄主植物对九香

虫的生长发育影响显著，以黄瓜为寄主植物的

九香虫若虫在 2 龄时即全部死亡，其余 3 种瓜，

以佛手瓜为寄主植物的九香虫若虫的发育历期

最短，存活率最高，苦瓜饲养的发育历期最长，

存活率最低；佛手瓜和南瓜 2 种寄主植物饲养

的九香虫成虫在外部形态特征上无显著差异，

但两者均与以苦瓜为寄主植物饲养的有显著差

异。从本研究来看，在保山地区，利用南瓜为

寄主植物饲养九香虫的效果要优于黄瓜和苦

瓜，但佛手瓜仍是饲养九香虫较理想的寄主植

物。当然，昆虫与寄主植物之间存在适应性，

当寄主植物转换时会对昆虫的适应性产生不良

影响（Carrasco et al.，2015）。本试验中，九香

虫虫源采自农户自种的佛手瓜上，其第 2 代即

转接到黄瓜等 4 种瓜上饲养，进而对九香虫的

适应性产生影响，尤其是黄瓜饲养的造成了第 2

代九香虫的大量死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

究寄主转换对九香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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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翅绿色蟌 Mnais tenuis Oguma, 1913 

 
雄性多型，透翅型胸部和腹部青铜色具金属光泽，后胸后侧板黄色，翅透明，腹部第 810 节覆

盖白色粉霜；橙翅型胸部覆盖白色粉霜，后胸后侧板黄色区域无粉霜，腹部第 13 节、第 810 节覆盖

白色粉霜。雌性身体铜褐色，翅稍染褐色。主要栖息于海拔 1 500 m 以下森林中的小溪、沟渠和渗

流地。 

本期封面照片是在大别山区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中，于 2023 年 7 月 5 日拍摄于安徽省安庆

市岳西县美丽茶场。山间溪流旁边，成虫正停息于禾本科植物的叶片上，并且时不时捕食飞来的小

飞虫。 

感谢于昕教授帮忙鉴定物种，感谢大别山区生物多样性综合科学考察（2019FY101800）项目

资助。 

 
 （姜春燕，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