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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andreproductionofthelegumepodborer, MarucatestulalisGeyer, onanartificialdiet

wereinvestigatedusingnaturalcowpeaflowersandpodsasthecontrol.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

totallarvaldevelopmentdurationbetweenartificial-dietgroupandcontrolgroup.Thesurvivalofthefirstand

secondinstarlarvaefedonartificial-dietwaslowerthanthecontrol, butafterthirdinstarstage, itssurvivalwas

higherthanthecontrol.Theartificial-dietgrouphademergencerateof96.72% and96.47% inthefirstand

thirdgeneration, respectively, whichwasslightlybut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thecontrolgroup

(94.41%).Ovipositingsubstrateshadnosignificanteffectonfecundity, buteggduraitonwasshorteronthecowpea

leafthanonfilterpaperandflannel, andhatchingratewashigherthanthelatertwo.Theseresultssuggestedthatthe

artificial-dietcouldalsoprovideenoughnutritionalforgrowthanddevelopmentoflegumepodb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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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天然寄主豇豆的花和荚作为对照 , 考查一种改进后的人工饲料对豆野螟 Marucatestulalis

Geyer生长发育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饲料饲养的豆野螟幼虫总历期与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说明人工饲料可以满足豆野螟幼虫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取食工人饲料的豆野螟 1龄和 2龄幼虫存活

率低于对照组 , 3龄后的存活率则高于对照组。人工饲料饲养豆野螟 1代和 3代羽化率分别为 96.72%

和 96.47%, 对照组的羽化率为 94.4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产卵条件对产卵量没有显著影

响 , 但豇豆叶上卵的历期比滤纸和绒布短 , 且孵化率也较后两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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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野螟 MarucatestulalisGeyer是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一种重要的豆类钻蛀性害虫 ,主要危

害豇豆 、扁豆 、木豆等豆科植物
[ 1 ～ 3]

。幼虫主要

取食花蕾 、花和嫩荚
[ 4]
,造成落花 、落荚 ,后期

危害种子 ,蛀孔外堆积粪便 ,造成豆荚腐烂 ,给

豆类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 5]
。目前 ,对其的

防治主要选用化学药剂 ,但由于幼虫具有钻蛀

习性 ,影响杀虫剂的作用效果 ,给防治带来困

难
[ 6]
。

用人工饲料饲养豆野螟 ,能为该虫生物学 、

生态学等研究提供大量虫态 、龄期及个体大小

等指标较为一致的试验虫源
[ 7]
。 Jackai和

Raulston合成了豆野螟人工饲料
[ 8]
, 随后

Onyango和 Ochieng-Odero对人工饲料配方进

行了改进 ,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 9]
,但其中豇豆

花粉等成分受到了季节限制。为此 ,作者选用

较易获得且不受季节限制的材料对该人工饲料

做了进一步的改进 ,并考查了其对豆野螟幼虫

生长发育及成虫繁殖力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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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虫来源

2008年 7月 25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慈惠农

场豇豆田中采集老熟幼虫带回实验室 (温度

(28±1)℃,相对湿度 70% ±10%, L∶D=14∶

10)分头饲养 ,每日给予新鲜豇豆作为饲料 ,试

虫化蛹 、羽化后 ,成虫给予 10%蜂蜜水。收集

成虫所产的卵 ,置于同样条件下孵化 ,选取初孵

幼虫作为供试虫源。

1.2　人工饲料的配制

人工饲料以 Onyango和 Ochieng-Odero
[ 9]

的配方为基础进行改进。使用豇豆粉代替豇豆

花粉 ,增加了麦芽粉 、韦氏盐 、维生素及抗生素

等物质 ,主要成分:蒸馏水 200 mL、琼脂 40 g、

大豆粉 15g、豇豆粉 10 g、麦芽粉 10 g、纤维素

1.5g、葡萄糖 6 g、韦氏盐 4.5 g、维生素和抗生

素混合物 3g等。除维生素和抗生素 2种混合

物外 ,其余成分加蒸馏水搅拌混合 ,放入高压灭

菌锅中灭菌 ,取出后冷却至 60℃。将维生素与

抗生素加蒸馏水混合后 ,加入上述混合物中充

分搅拌 ,冷却后放入 4℃冰箱中保存备用。

1.3　试验方法

1.3.1　豆野螟幼虫在人工饲料上的生长发育

将配制好的人工饲料切成片状(3 cm×3 cm×

0.5cm)置于养虫盒中 ,用湿润的毛笔将初孵幼

虫转移到人工饲料上 ,每片饲料放置 2 ～ 3头。

幼虫养至化蛹后 ,鉴别雌雄 ,转移到养虫笼内(30

cm×30 cm×50cm,下同),每笼 10 ～ 15对 ,成虫

期给予 10%蜂蜜水以补充营养 。成虫所产的卵

在养虫室内孵化 ,室内温度(28±1)℃,相对湿度

70%±10%, L∶D=14∶10。完成 3个世代的饲

养 ,同时以豇豆的花和荚饲养的第 1代作为对

照 ,每天观察豆野螟幼虫发育状况。试验设人工

饲养和对照 2个处理 ,各处理中每 50头幼虫为 1

个重复 ,每个处理重复 3次。

1.3.2　人工饲料对豆野螟生长发育及繁殖力

的影响　成虫羽化后立即放入养虫笼内 ,并给

予 10%的蜂蜜水补充营养 ,交配后的雌虫放入

产卵杯内或网罩内盆栽矮株豇豆上产卵。产卵

杯底铺湿润滤纸或绒布 ,以便成虫在上面产卵。

搜集盆栽矮株豇豆上的卵粒 ,转移至用湿棉花

包裹叶柄的豇豆叶片上 ,放置在同样的条件

(温度(28±1)℃,相对湿度 70% ±10%, L∶D

=14∶10)下让其孵化 。记录各处理下豆野螟

雌蛾总产卵量 、卵的历期 、孵化率 、成虫寿命 ,蛹

的历期 、重量及羽化率等指标 。

1.3.3　豆野螟幼虫在人工饲料饲养条件下的

存活率　在室内(温度(28 ±1)℃,相对湿度

70%±10%, L∶D=14∶10连续饲养 3代豆野螟

的过程中 ,设人工饲养和对照 2个处理 ,各处理

中每 50头幼虫为 1个重复 , 每个处理重复 3

次。每日记录观察豆野螟幼虫的存活状况 ,直

至幼虫化蛹。各龄幼虫的存活率为发育到该龄

期的幼虫数量与该处理样本数之比。

1.4　数据分析处理

数据采用 SPSS软件 进行 方差分 析

(ANOVA),平均数进行 Tukey测验 ,显著水平

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豆野螟幼虫在人工饲料上的生长发育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人工饲料饲养的第 1

代 4龄幼虫发育历期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 ,但使用人工饲料饲养到第 3代后 ,与对照

组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 。除此之外人工饲料饲

养的豆野螟幼虫连续 3代的各龄历期与用天然

寄主豇豆花和荚饲养的豆野螟各龄历期及总历

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 ,人工饲料

可以满足豆野螟幼虫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

2.2　人工饲料对豆野螟生长发育及繁殖力的

影响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与取食天然寄主豇豆

花和荚的对照组相比较 ,使用人工饲料连续饲

养豆野螟 3代后 ,在成虫寿命 、蛹历期 、蛹重 、产

卵量 、卵历期及孵化率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

可见所配人工饲料对豆野螟成虫生殖的影响比

较稳定。与使用天然寄主豇豆的花和荚饲养的

对照组相比 ,取食人工饲料的豆野螟幼虫化蛹

后羽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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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工饲料饲养下连续 3代豆野螟幼虫发育历期

处理
幼虫各龄期的发育历期(d)

1龄 2龄 3龄 4龄 5龄

幼虫总历期

(d)

饲料第 1代 1.65±0.028a(150) 1.48±0.012a(147) 1.43±0.008a(142) 1.58±0.01a(142) 3.04±0.019a(142) 9.01±0.1a(142)

饲料第 3代 1.63±0.021a(150) 1.50±0.015a(145) 1.42±0.01a(142) 1.49±0.01ab(139) 2.97±0.01a(139) 8.88±0.06a(139)

对照 1.59±0.021a(150) 1.43±0.014a(148) 1.40±0.006a(145) 1.45±0.01b(141) 2.99±0.035a(133) 8.72±0.02a(133)

　　注:表中数据均为平均值 ±标准误;同列中具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下表同)

表 2　人工饲料对豆野螟生殖的影响

处理
成虫寿命 蛹 卵

雌成虫(d) 雄成虫(d) 历期(d) 蛹重(mg) 羽化率(%)产卵量(粒) 历期(d) 孵化率(%)

饲料第 1代

　

15.27±0.23a

(70)

10.45±0.21a

(65)

7.74±0.16a

(135)

41.46±0.20a

(135)

96.72±0.21a

(135)

267.87±1.76a

(70)

6.03±0.03a

(143)

85.36±0.32a

(140)
饲料第 3代

　

15.51±0.19a

(68)

10.74±0.28a

(64)

7.53±0.24a

(132)

41.81±0.29a

(132)

96.47±0.24a

(132)

263.27±2.97a

(67)

5.89±0.12a

(150)

86.13±0.25a

(145)
对照

　

14.89±0.19a

(66)

11.1±0.18a

(65)

7.19±0.15a

(131)

41.29±0.21a

(131)

94.41±0.26b

(131)

259.87±3.30a

(66)

5.73±0.03a

(146)

85.15±0.64a

(140)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豆野螟雌蛾在滤纸上

所产卵的数量多于在绒布和豇豆叶上的产卵

量 ,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卵在豇豆

叶上的孵化时间为 3.6 d左右 ,显著短于滤纸

和绒布上的孵化时间 ,卵在豇豆叶上的孵化率

显著高于在滤纸和绒布上的孵化率。

表 3　不同条件下雌成虫产卵量 、卵历期及孵化率(第 3代)

处理 产卵量 卵历期 孵化率

滤纸 263.27±2.97a(67) 5.89±0.12a(150) 86.13±0.25a(145)

绒布 259.93±1.66a(70) 4.17±0.13a(143) 86.31±0.19a(141)

豇豆叶 254.67±1.20a(75) 3.57±0.11b(146) 87.65±0.09b(142)

2.3　豆野螟各龄幼虫在人工饲料条件下的存

活率

从表 4中可以看出 ,与使用豇豆花和荚饲

养的豆野螟各龄幼虫存活率相比 ,用人工饲料

饲养的豆野螟 1龄和 2龄幼虫的存活率低于取

食天然寄主豇豆花和荚的豆野螟 1龄和 2龄幼

虫存活率 ,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发

育到 3龄以后 ,用人工饲料饲养的豆野螟幼虫

各龄存活率则高于取食天然寄主豇豆花和荚的

各龄幼虫存活率 ,并存在显著差异 。

表 4　豆野螟幼虫取食人工饲料后存活率(%)

处理
龄期

1龄 2龄 3龄 4龄 5龄

饲料第 1代 98.00±0.12a

(150)

95.33±0.09a

(147)

94.67±0.19a

(142)

94.67±0.19a

(142)

94.00±0.23a

(142)

饲料第 3代 97.33±0.17a

(150)

94.67±0.17a

(145)

93.26±0.50a

(142)

92.67±0.54a

(139)

92.00±0.48a

(139)

对照 98.67±1.05a

(150)

97.33±1.00a

(148)

94.00±1.47a

(145)

87.67±1.49b

(141)

82.67±1.09b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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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实验室饲养豆野螟幼虫时 ,大多是以天

然寄主豇豆花和荚为主要饲料 ,因其低龄幼虫

(1 ～ 2龄)主要取食豇豆花 ,高龄幼虫蛀食豆

荚
[ 10]
,使实验室内饲养受到季节限制。通过与

取食豇豆花和荚的豆野螟相对照 ,证明所配人

工饲料可以保证豆野螟正常生长发育及繁殖。

与使用天然寄主豇豆花和荚饲养对照相

比 ,人工饲料连续 3代饲养豆野螟蛹的羽化率

高于对照组 ,其原因在于使用豇豆花和荚饲养

时 ,部分幼虫会在荚内化蛹 ,高龄幼虫在豆荚内

取食产生的虫粪会加速豆荚的腐败 ,从而使豆

荚内的蛹不能正常羽化。保留在豇豆叶上的卵

的历期较滤纸和绒布的短(表 4),但从豇豆植

株上搜集卵粒比较困难 ,卵粒脆弱 ,极易损坏 ,

且盆栽豇豆不宜在室内生长 ,故在雌虫产卵过

程中 ,作者采用了以常见的滤纸为产卵及孵化

的介质 ,并在滤纸下铺以蛭石有利于吸水保湿 。

取食人工饲料的豆野螟幼虫的存活率高于取食

豇豆花和荚的幼虫存活率 ,其中豆野螟低龄幼

虫取食豇豆花存活率较高 ,发育到高龄后钻蛀

到豆荚内取食 ,豆荚腐败影响幼虫的存活率 。

而取食人工饲料的低龄幼虫存活率偏低 ,可能

由于人工饲料表面湿度度偏大或初孵幼虫脱离

人工饲料后不能寻回 ,但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分析。在三化螟人工饲料中 ,根据低龄幼

虫和高龄幼虫习性的不同 ,幼虫饲料分为前期

饲料(饲养 1 ～ 3龄幼虫)和后期饲料(饲养 3

龄以上幼虫),以提高低龄幼虫存活率
[ 11]
,这种

饲养方法值得借鉴 ,需要进一步的尝试。

豆野螟幼虫具有相互残杀的习性
[ 12]
,但在

人工饲料饲养过程中这种现象并不明显。本研

究表明 ,人工饲料饲养过程中每片人工饲料饲

养 2 ～ 3头幼虫为宜 ,过多容易导致发育不整齐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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