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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带犀猎蜻的生物学及应用研究
‘

黄增和 伍建芬 张宗强
. 帝

(华南农业大学 )

摘要 黄带犀猎蜷在广州室内饲养年发生 2 代
,

以 4 一 5 龄若虫于杂草丛生的石块
、

土 块下

或枯枝落叶层中越冬
。

卵成块
,

12
.

5~ 16
。
5天孵化

。

若虫 5 龄
,

历期 4 8
.

0 ~ 2 2 3
.

5天
。

成虫羽化后

5
·
0~ 12

.

5天交配
,

交配后 1 1
。

5 ~ 2 5
.

5天产卵
。

成虫寿命一般在36
.

0天以上
。

若虫和成虫有较强的

耐饥力
,

在缺少猎物时 3 一 5 龄若虫和成虫寿命分别为8
.

9 ~ 1 3
.

2天和1 7
.

3一2 0
.

2天
。

室内外捕食

试验表明
:

对马尾松毛虫
、

纵带球须刺蛾
、

丽绿刺蛾
、

细皮夜蛾和竹斑蛾幼虫有较好的 抑制作用
。

关位词 捕食性天敌 , 黄带犀猎蜡 , 生物学

黄带犀猎蜷 (S万e a n u s c : o c e o v itta t : 5 D o h r n )属半翅目猎蜷科
,

又称中黄猎蜻
。

Ho ffm a
nn

曾对此虫进行过研究 [’] ,

发现可捕食多种农林害虫
,

但对其生物学和应用缺乏详细研究
。

为

此
,

我们于1 9 8 2~ 19 8 4年
,

在广州石牌对此虫的生物学及几种林木害虫捕食量进行了研究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1 分布与捕食虫种

黄带犀猎绪在国内分布于广东
、

广西
、

福建和云南等省(区)协
“

坛 国外分布于缅 甸
、

印

度
。

据文献记载 11, 3 1 ,
此虫捕食的虫种有蚜虫

、

姬缘蜷
、

蝗虫
、

蟋蟀
、

甲虫
、

嫂嫂
、

叶蜂
、

菜青虫
、

蚊和蜘蛛等
。

据我们观察捕食的害虫还有马尾松毛虫 (刀“d lo li m : : p城 ct at us W al
-

ke r )
、

丽绿刺蛾〔L
a to玄a lep id a (Cr

a m e r )〕
、

纵带球须刺蛾(S c o p e lo d e : : o n t, a c ta W a lk e r )
、

竹斑蛾(A : , o n a fu , 。: a厅: B u tle r )
、

珊毒蛾 (L万m a n t : ia
’

。fo la Sw in h o e )
、

细皮夜蛾 (s e lep a

c e loi: M o o r e )
、

大锯龟甲(B a sfp : io n a ta chin e n s玄5 F
.

)
、

两色绿刺蛾〔P
a : a s a 吞fc o lo : (W a l

-

k e r )〕
、

松茸毒蛾 (D as 夕ch ir a ax u tha Co lle n e t te )和异歧蔗蝗 (H ie : og 勿p入u s to nkin e , s f: 1
.

B o l
。

)
。

2 形态特征

2
。

1 卵(图 1 一A ) :

卵为长筒形
,

长2
.

0 m m
,

宽 0
.

8 m m
,

微弯
,

下端略大
。

初产时黄色
,

以后变为黑褐
。

卵

上端有一厚约。
。

6 m m 的圆形灰色胶状物
,

其上端呈锯齿状
。

卵下端亦有褐色胶状物
,

卵 籍

本文于1 9 8 9年 1 2月2 9 日收到
。

* 承南开大学生物系任树芝先生鉴定学名
,

华南农业大学杨可四同志绘图
,

谨致 谢忱
。

* * 现在高州农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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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粘附于物体
。

卵数十粒乃至上百粒成块
。

2
.

2 若虫 [, ](图 1 一 B )

l 龄若 虫 体长 2
.

5 ~ 3
.

0 m m
,

体宽。
.

6 ~ 。
.

7 m m
。

初孵若虫淡桔红色
,

渐变为粉红
,

后变为红色
;
头长过体 1 / 3

,

复眼黑色 , 腹部背面第 4 ~ 6 节前缘有臭腺
。

2 龄若 虫 体长 5. 0 ~ s
·

s m m
,

体宽 1
.

7~ 1
.

9 r注幻。。 体红色
,

复眼黑色
,

臭腺孔 口黑色
。

3 龄若 虫 体长7
。

0 ~ 9
.

8 m m
,

体宽2
.

0一2
.

4 m m
。

中
、

后胸出现红色翅芽
,

腹部背面

从第一臭腺口处开始至近腹末止为黑色
。

4 龄若虫 体长9
.

5~ 10
.

2 m m
,

体宽 3
.

7 ~ 3
.

g m ln
。

翅芽色变深
,

为红褐色
,

前翅长于

后翅
。

5 龄若出 体长1 8
·

2~ 19
.

0 m m
,

体宽5. 8~ 6
.

2 m m
。

头色较 l ~ 4 龄深
,

毛亦较多
,

翅芽色红褐
,

其内外缘具毛
,

前翅大于后翅
。

2
.

3 成虫 I, 1 (图 1 一 C )

雄体 长 1 7
。

5~ 1 9
.

5 m m
,

体 宽 6
.

0 ~ 9
.

s m m , 雌 体
.

长 2 1
.

5 ~ 2 3
.

5 m m
,

体 宽 5
.

0~

1 0
.

0 m m
。

头细长
,

约为前胸背板和小盾片之和
。

眼后区长于眼前区
。

触角细长
,

黑色
,

第 l

节与前股节约等长
。

嚎基节长于头的眼前部分
,

短于第 2 节
,

第 2 ~ 3 节淡栗色
,

或仅 嚎端

栗色
。

前胸背板后叶长于前叶
,

前侧角有小突起
,

前叶甚狭于后叶
,

后叶有桔皮状皱纹
。

小

盾片的刺较长
,

端部呈二岔状
,

半竖立
。

’

侧接缘甚扩张
,

第 3 ~ 4 节特宽
,

第 2 ~ 3 节后角

稍尖
,

第 2 ~ 5 节下面的节缝隆起呈脊状
。

腹下气孔玉黄色
,

内侧有一回的白色绒毛块
。

足

多细毛
。

全体黑色
,

但革片端半部 (除端角外 )及膜片基缘金黄色
。

舀

图 i 黄带尽猎乌 (S 习e a 件“5 e r o c‘ o v ‘tta t“ 5 D o h r n )
八

.

卯及卯块 , B
.

若虫
. C

.

成虫(早)

3 生活史及各世代各虫态各虫期历期

黄带犀猎蛤在广州
,

一年发生 2 代
,

以 4 ~ 5 龄若虫于杂草丛生的石块
、

:L块下和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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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层中潜伏越冬
。

越冬若虫若遇气候温暖也可活动或捕食
,

至翌年 3 月下旬陆 续 开 始 括

动
, 4 月上旬开始羽化为成虫

。

第 1 代发生于 5 月上旬至10 月下旬
。

第 2 代发生于 8月中旬
,

并于12 月中旬以若虫越冬
,

直至翌年 6 月中旬止
。

与此同时
,

据室内饲养观察
,

有少数若虫

到10 月下旬至n 月中旬发育为成虫
,

成虫于 12 月上旬产卵
,

由于气候干燥卵块全部干瘪死亡
。

H of fm a n n 川 曾推算过第 2 代的若虫至 9 月底可进入成虫阶段
,

这与我们的研究是大体相同

的
。

现将室内饲养的年发生世代及各虫态各虫期历期列于表 1
、

2
、

3
。

衰 1 盆 带 耳 . 络 年 生 活 史

月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袱
\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趁冬代
十 + 十 十 + 十 十 +

+ + + 十 十 + 十 + + +

+ + 十 十 + 十 +

3

. . . . . . . . . . . . 口. . .

注
: ‘ . ”

卵 , 召 一 ’

若虫, ‘ 十 .

成虫
。

衰 2 盆带
二

绍各世代各虫态历期 (单位: d )

世 代 起 迄 日 期 歹钾 若 虫
成虫产卯

前 期

成 虫 期 生活周期
日平均气沮

(℃)

5 月下 旬至

1 0月下旬

1 5
.

0 ~ 1 6
.

5

1 5
.

4

5 2
.

5 ~ 6 3
.

0

5 7
。

1

1 6
。

5 ~ 22
。

5

18
.

5

3
.

0 ~ 8 7
.

5

3 6
.

7

7 4
.

5 ~ 1 5 9
.

0

1 0 9
。

2
2 4

.

2

8 月下旬至

里年 6 月中旬

1 2
。

5 ee 1 3
。

5

1 3
.

0

4 8
.

0 tw 2 23
.

5

1 2 0
。

3

1 8
.

0 ~ 38
.

0 3
.

5 ~ 6 8
。

0

魂3
.

5

7 0
.

5 ee 2 8 6
.

5

22
。

0 1 7 1
.

5
1 9

.

9

注
:

每格上方数字表示范围
,

下方数字表示平均数
。

下 同
。

裹 3 黄带. 姗灿各世代若虫各价期历期 (单位 : d )

世 代 起 迄 日 期 观察头数
1 龄

日平均气谧

(℃ )

6 月上旬至

8 月上句

7
.

0 ~ 1 4
.

0 7
.

5 ~ 1 1
.

5 1 1
.

5 ~ 1 7
.

0
2 8

11
。

5 ~ 1 5
.

5

1 3
。

8
2 7

。

9
9

.

8

8
.

0 ~ 1 6
。

5

1 1
。

6 9
.

0 1 4
.

1

6 月 中旬至

8 月中旬

1 2
.

0 ~ 1 6
.

0 8
。

5 ~ 1 4
.

0 6
.

5 ro 9
.

5 9
.

0 ~ 1 1
.

0 1 1
.

5 ~ 1 5
.

5
1 0

1 4
.

4 1 0
。

6 7
.

7 1 0
.

1 1 3
.

7
2 8

。

3

9 月上旬至

1 1月中旬

8
.

5 ~ 1 1
.

0 8
.

Oee 1 2
.

0 6
.

0 ~ 9
.

5 7
.

5 ~ ] 5
。

0

2 0
9

。

5 1 0
.

0 8
.

4 10
.

4

1 2
.

0 ~ 3 2
.

0

1 7
.

9
2 4

。

8

9 月上旬至
翌年 4 月下旬 15

1 1
。

5 ~ 1 6
.

5

1 2
。

6

7
.

5 ~ 1 1
.

5

9
。

3

7
.

0 ~ 3 5
.

0

1 5
.

3

2 2
.

0 ~ 6 4
.

0

5 1
.

8

2 4
.

5 ro 1 6 6
.

0

8 4
.

3
18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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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 习性

4
。

1 若虫

4
.

1
.

1 孵化 卵经 1 2
.

0 ~ 1 6
.

5天孵化
。

每若虫解化历 时 10 ~ 2 2 m in
。

据 1 9 8 2年 8 月下旬在

室内饲养的2 08 粒卵统计
,

孵化率为97
.

1 %
。

4
.

1
.

2 捕食 若虫孵化后 1
.

。~ 1
。

5天取食
,

初时只猎食蚜虫
、

各种细小昆虫或猎物寄 主 汁

液
,

至 2 龄后
,

可捕食较大的昆虫
,

甚至可捕食比自身体重重 2 ~ 6 倍的害虫
,

猎食较大的

害虫时
,

需经几次搏斗后才将嚎插入虫体吸食
。

若虫 日夜均可捕食
,

但以 白天为多
。

4
.

1
.

3 群集与扩散 初孵若虫群集于卵块附近 0
.

5一 1
.

5天
。 1 ~ 2 龄若虫常数头至十 余 头

捕食一头害虫
,

至 3 龄后分散活动或捕食
。

在野外
,

若虫栖息于猎物的寄主上或草丛中
,

烈

日时躲于阴凉处
,

雨夭不太活动
。

4
。

1
.

4 脱皮 若虫脱皮 4 次
,

每次脱皮历时 5 ~ 42 m in
。

脱皮前停食 0
.

5 ~ 2
。

5天
,

脱皮后即

可活动
,

约经 3 h 至4
。

5夭开始捕食
。

4
。

1
.

5 自相残杀 若虫有互相残杀的习性
,

如 19 82 年第一代解化的1 05 头若虫在同一器皿内

饲养
,

在食料不足时常自相残杀
,

将近一龄末时只剩下 18 头
。

4
.

2 成虫

4
.

2
.

1 羽 化及叼化率 成虫一般在白天羽化
,

尤以 6 ~ 9 时为多
,

约占全 日羽化的 74 % (观

察 29 头 )
。

雄比雌早羽化 2 天
,

多至 4 天
。

羽化时
,

三对胸足紧攀附着物
,

体 背 向下
,

旧皮

自背中线裂开
,

头部先脱 出
,

足和腹部依次而脱
,

至剩下2 / 3时
,

用 已 脱去的六足旧皮固定

于附着物上
,

体向下悬挂
,

待缓慢脱至腹末时
,

头再向上以 足爬动将旧皮 甩 开
,

整个羽化厉

时 20 ~ 45 m in
。

刚羽化的成虫头
、

胸
、

翅呈淡桔红色
,

足及腹面淡黑褐色
,

经 10 ~ 40 m in 后

变成黑色
,

至 3
.

0一5
。

s h 体色变化终止
。

成虫羽化前停食。
。

5一5
.

5天
,

羽 化 后 7 m in 至4
.

5

天取食
。

室内羽化率为9 6
.

8 % (观察31 头 )
。

4
.

2
.

2 性比 据1 9 8 2年 7 ~ 8 月30 头成虫统计雌性比为60 %
。

4
.

2
.

3 交尾 成虫羽化5
.

0~ 12
。

5天后交尾
。

交尾时雌雄还可缓慢移动或雌虫捕食猎物
,

若

遇惊扰即脱离
。

雌 虫一生最少交尾 1 次
,

最多 5 次
,

雄虫交尾 l ~ 4 次
。

每次交尾历时 5 ~

30 m in
。

多至Z h
。

雄虫在交尾前。
.

5 ~ 1
.

5天有爬上雌虫体背( 4 一 9 次 )的现象
,

每次 历时

0
。

5 ~ 3 h
,

长的可达1 2 h
。

‘
.

2
.

4 产卵 交尾后 1 1
.

5 ~ 2 5
.

5天开始产卵
,

产卵多在下午至夜间进行
。

产卵时随产随分泌

黄色胶状物
,

将卵粒互粘在一起
,

卵成块
,

单层排列
。

每产一粒卵历时 7 ~ 40 5 ,

约 经 2 ~

10 m in 再产 第 2 粒
。

每雌产卵历期平均为 1 1
.

0天(4
.

0一21
.

0天
,

观察25 头)
,

一般可 产 2 一

3 个卵块
,

每卵块有卵1 0一 1 4 8粒
,

产卵里平均为 18 1粒 (8 5 ~ 2 9 5粒
,

观察 3 0头 )
。

在室内
,

卵

常产于养虫器 的盖上
、

壁上或害虫取食的植物上
。

4
.

2
.

5 捕食和 活动 羽化前一般停食0
.

5~ 3
。

O天
,

羽化后在脱皮处停息 15 一 65 m in 才开始

活动
,

再经 7 一56 h 开始捕食
。

成虫捕食 7 龄丽绿刺蛾幼虫 (体长 25 ~ 30 m m
,

体 宽 9
.

。~

1 0
.

1 m m )时约需10 ~ 45 m in 使其昏迷
,

每次捕食常需60 ~ 140 m in
。

曾用成虫对 6 龄 马 尾

松毛虫幼虫 (体长 45 一50 m m
、

体宽 5
.

0一 6
.

2 m m ) 的捕食做过试验
,

嚎如插入胸部
,

虫体约

经 30 m in 麻痹
,

若插入腹下部
,

经 90 m in 头部还能活动
。

成虫多在白天 捕食
,

尤 以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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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时为多
,

现将第 1 代的21 头成虫捕食 6 龄丽绿刺蛾幼虫为例说明如表 4
。

表 4 黄带耳猎蜷成虫捕食时间

时间(时 )
1 9 ~ 2 3 2 3 ~ 3 3 ~ 7 ~ 11 11 ~ 1 5 15 ee 1 9

擂食情况

捕 食 量(头 )

平均 每头每小时捕食盘 (头 )

4 h 内占全 日捕食量百分率(% )

6
.

5 5
.

0 1 1
.

心 1 2
.

5 1 2
.

0 1 5
.

心

0
.

3 1

1 0
.

5 :寸
0

.

5 2

1 7
.

7

0 6 0

2 0
.

1

0
.

5 7 Q
。

7 1

1 9
.

4 2 4
.

2

4
.

2
。

6 成虫寿命 雌性寿命比雄性平均多7
.

2天
,

如表 5
。

表 5 黄带耳猎络成虫寿命现案

羽 化 日 期 性别 观察头数 寿命(d ) 日平均气温 (℃ )

3
。

0 ee 7 2
.

5

早 1 6
8 月 1 日至 8 月 12 日

3 9
。

4
2 8

。

6

7
。

5 ~ 8 7
.

5

了 10
叼 ‘,

3 2
.

2

.
曰

. . . . . . . .
. 臼口. .

5 捕食量试验

5
.

1 室内捕食量

捕食量是衡量一种捕食性天敌作用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
。

我们曾用黄带犀猎蜡的若虫和

成虫对马尾松毛虫等 5 种林木害虫幼虫进行捕食量试验
。

试验时
,

将采回的各种害虫分别龄

期
,

置于玻璃网罩 (直径为 1 1 c m
,

高为 23
.

5 c m )中
,

保持数量充足
,

适时投入害虫取食的

植物
。

网罩内放 1 一 3 头黄带犀猎鳍若虫或成虫
,

每日记录捕食量
,

最后计算平均数 (供食

害虫的自然死亡数不计算在内)
。

各试验重复三次以上
。

结果如表 6 一1 1
。

衰 6 黄带. 猎搏若主对马尾松毛虫幼虫
〔们的捕* t

若 虫 龄 期

观 察 头 致

马尾松毛虫
幼 虫 龄 期

每 日 每 头

捕 食 头 数

1 07 7 5 5 9 4 4 1 0 3 9 4 1 5 2 1 0 1 0

0
.

7 ~ 2
.

1 0
.

2 ~ 0
.

4 0
.

6 ~ 1
.

1 0
.

1 ~ 0
。

5 1
.

2 ~ 2
.

3 0
。

4 ~ 1
.

8 0 ~ 1
.

0 0
.

1~ 0
.

4 0
.

5 ~ 0
.

7 0
.

1 ~ 0
.

6

1
.

2 0
.

3 0
.

8 0
.

3 1
.

8 0
。

7 0
.

4 0
.

2 0
.

6 0
.

3

表 7 黄带尽猫撼成虫对马尾松毛虫幼虫的捕食皿

观 察 头 数 3 0 3 1 6 2 3 5 3 1

马尾松毛虫幼虫龄期

9
.

0 ~ 2 4
。

七 6
.

9~ 1 5
.

2

1 0
。

1

1
.

0 ~ 5
.

0 0
.

8 ~ 1
.

3 0
.

4 ~ 2
。

0

每 日每头捕食头数
1 7

。

2 3
。

0 0
.

9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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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8 黄带

⋯
若生对竹斑从幼虫

【. ,

的抽食l

若 虫 阶 期

观察头数

竹斑峨幼
虫 龄 期

5 2 4 0 4 0 3 9 2 7 2 4 2 5 2 5 2 5 2 5 2 4

仔 日每头

摘食头数

0
.

7 ~ 0
.

7 0
.

3 ee 0
.

4 1
.

3 ~ 1
.

7 0
.

6 ~ 1
.

3 0
.

峨~ 0
.

5 1
.

2 ~ 3
.

6 1
.

5 ~ 1
.

9 1
.

3 ~ 6
.

0 1
.

9 ~ 4
.

2 2
.

3 ~ 1 1
.

0 3
.

1 ~ 1 2
.

1

0 7 0
.

4 1
.

5 1
.

0 0
.

4 2
.

2 1
.

7 4
.

1 2
.

8 7
.

4 6
.

3

衰 9 盆,

⋯
若虫

、

成虫对工一翻峨幼虫 〔‘,

的幼t t

观寨头敌

而母翻峨
幼虫阶期

3 6 4 5

每 日每头

捕食头 数

0
.

4 ~ 2 1
.

0 ee 2
.

0 ~ 1
.

0 ~ 0
.

6 ~
4

.

5 2 9
.

0 2 5
.

0 1 1
.

0 5
.

0

0 ~
3

.

0

1
.

4

16
.

0 ~ 4
.

6 ee
3 1

.

0 16
.

0

3
.

7 ~
8

。

7

1
.

0 ~
6

.

1 9 2 4
.

3 8
.

6 5
.

0 2
.

1 2 1
.

0 1 0
.

1 6
.

0 3
.

3

0
.

5 ~
0 3

.

0

1
.

7

衰 10 t .

⋯
若虫

、

成虫对组皮在峨幼虫〔” 的摘t .

观 察头数

细皮夜 峨幼虫龄期

1 6 ¹ 35 20 17 15 13 13 2O 38

每 日每头摘食头数 。一2
·

0 0
·

3一2
·

3 0
·

5一6
·

0 1
·

0一3
·

0 1
·

o一 12
·

0 6
·

2一 23
·

0 4
·

0 ~ 24
·

0 4
·

0 ~ 21
.

0 3
.

0 ~ 1 ,
.

0

1
.

2 1
.

2 2
.

9 1
.

8 5
.

9 16
.

1 11
.

9 9
,

1 7
.

4

¹ 部 分开始停食将进入 4 龄
。

衰11 , 带. - . 若虫
、

成主对纵帝球级润从幼生〔日1
的摘t t

观 察 头 数

纵带球须刺 蛾幼虫阶阴

每 日侮头捕食头数

18 18 18 15

3
.

0 ~ 4
.

1 1
.

6 ~ 3
.

0 7
.

3~ 15
.

4 6
.

3ro 9 2 13
.

0 ~ 25
.

0 6
.

0 ~ 23
.

0 8
.

0~ 19
.

0 3
.

0 ~ 9
.

0

3
.

6 2
.

0 10
.

1 6
.

9 17
.

9 13
.

0 9
,

1 5
.

1

从表 6 ~ n 得知
,

黄带犀猎蛤若虫
、

成虫特别喜食丽绿刺蛾
、

纵带球须刺蛾幼 虫
,

其次

为细皮夜蛾
、

竹斑蛾和马尾松毛虫幼虫
。

若虫捕食相同龄期的害虫 ( 马尾松毛虫除外) 时
, 4

~ 5 龄若虫一般每日每头可捕食 2 头以上
,

最多达13
.

0头
。

同一龄期若虫的捕食盆随害虫龄

期的增加而取食个体数相应减少
,

若虫龄期增加时捕食同一龄期的害虫的取食个体数随之增

大
。

成虫的捕食量明显高于若虫
,

捕食各种 4 龄幼虫时成虫比若虫多捕食马尾松毛虫6 . 5倍
、

丽绿 $lJ 蛾4
.

3倍
、

纵带球须刺蛾2
.

6倍
、

细皮夜蛾 2
. 1倍

。

成虫寿命一般为30 天左右
,

而 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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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具翅
,

活动范围较大
,

因此在捕食各种害虫幼虫的过程中
,

起主要作用的是成虫
。

5
.

2 室外捕食量试验

室外捕食试验是验证室内捕食试验是否可靠的一个环节
。

为此我们曾用黄带犀猎蜷的若

虫和成虫对马尾松毛虫等 5 种害虫进行了初步的野外捕食试验
。

试验时
,

分别在害虫寄主上

用塑料纱网套住枝头
,

内放若虫或成虫
,

并及时放入足量的各种害虫幼虫
,

经 3 ~ 5 天观察
,

最后计算平均数
,

结果如表 1 20

表12 } 黄带雌猎搏若虫
、

成虫对几种林木容虫幼虫的室外捕食皿

被捕食虫种及龄期
马尾松毛 虫

3 ~ 4 龄

丽绿利峨

4 ~ 5 龄

纵带球须刻峨

4 ~ 5 龄

细皮夜蛾

3 ~ 4 龄

竹 斑 峨

3 ~ 4 龄

黄带犀猎接 4 龄若 虫¹
每 日每头平均捕食头数

黄 带 犀 猎 络 成 虫¹
每 日每头平均捕食头数

¹ 观察头数为10 头 。

从表12 可以看到黄带犀猎蜷成虫的捕食量明显高于若虫
,

至少为1
.

7倍
,

最 多为 3 倍
。

此外
,

正可看到室外的捕食量略多于室内
,

这可能是因为白天野外的气温较室内高
,

致使若

虫和成虫以增加食料(害虫体液)来弥补体内的水分消耗之缘故
。

我们于19 8 3年 8 月在室内用

10 头黄带犀猎 蜻 4 龄若虫对马尾松毛虫 4 龄幼虫进行捕食
,

结果在日平均气温28
.

9 ℃时每日

每头平均捕食3
.

50 头
,

27
.

2℃时为1 .

03 头
。

6 耐饥力试验

耐饥力越强的捕食性天敌
,

其种群能在不良的环境下长时间生存
,

并能在环境适宜时正

常生长发育
。

为此
,

我们对黄带犀猎绪的若虫和成虫进行了测定
,

结果见表130

表13 黄带尽猫接在峡芝猎物时的附饥力

若 班 成 虫
虫 态

—
—

1 龄 2 龄 3 龄 4 龄 5 龄 早 矛

观 察 头 数

耐 饥 日 数
1

。

5~ 9
。

0

5
.

6

3
.

0 ~ 11
.

5

7
。

6

5
.

0 ~ 13
.

0

8
。

9

6
.

5~ 17
。

0

9
。

5

8
.

5~ 2 1
.

0

13
.

2

8 0 ~ 31
.

0

20
.

2

6
.

5~ 24
。

0

17
。

3

从表中可以看到黄带犀猎蜡的若虫和成虫均有一定的耐饥能力
,

成虫的耐饥力较若虫的

强
。

黄带犀猎蜻除捕食本试验中的害虫外
,

还可捕食多种农林
、

果树害虫
,

甚至可捕食害虫

的蛹和成虫(如马尾松毛虫
、

细皮夜蛾等) ,

这就为该虫在冬春两季幼虫缺少的情况下继续提

供了食料
,

以致若虫能安全越冬和正常生长发育
,

尤其在害虫连年发生区内更为有利
。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
,

黄带犀猎蜷适应能力
、

捕食力和耐饥力较强
,

而且捕食期长
、

捕

食虫种较多和易于入工繁殖
,

在林木害虫的综合防治中
,

是一种较有价值和值得利用的捕食

性天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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