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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刺蛾天敌复合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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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刺蛾 C 。idoc a m p a ll二es ce 。: (W al ker ) 分布广
,

为杂食性叶部害虫
,

在言林西 部 主

要危害杨
、

柳
、

榆及果树
,

常将树木叶片
一

食光
,

是防护林和果树的重要害虫
。

黄刺蛾天敌种类较

多
,

抑制作用大
。

于1 9 8 8~ 19 9 0年对黄刺蛾天敌复合体进行了定位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研究方法

1 9 8 8 ~ 1 9 9 0年以吉林省西部防护林区的长岭县作为研究基点
,

采用林间固定标准地定时

调查和室内系统饲养相结合的方法
。

将黄刺蛾的发育过程分成卵
、

幼虫
、

预蛹一蛹 3 个虫期
,

按时调查天敌种类
、

寄生情况
,

羽化时间
,

彼此间的关系和数量
。

2 结果及分析

2. 1 天敌种类

黄束lJ蛾在吉招
、

省一年一代
,
以预蛹在茧内越冬

,

翌年 5 月下旬化蛹
, 6 月 中 旬 成 虫羽

化
,

幼虫出现于 6 月下旬
, 8 月上旬至 9 月中旬在树干或枝叉上结茧越冬[ ‘〕

。

通过定位调查

和系统饲养
,

获得了 9 种天敌 (表 1 )
。

通过食物链明确了黄刺蛾天敌复合体对黄刺蛾种群的

抑制作用(见表 1 )
,

绒茧蜂
、

刺蛾广肩小蜂以较低的密度存在于某些特定林分
,

松毛虫赤眼

蜂
、

蝎蛤
、

黄刺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NPV )
,

朝鲜紫姬蜂
、

刺蛾寄蝇为 黄 刺 蛾 主 要 天 敌
,

表 1 黄 刺 蛾 天 敌 种 类 (i , 5 5 ~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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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习性如下
:

(1) 松毛虫赤眼蜂 该蜂是黄刺蛾卵期的主要天敌
,

对卵的自然寄生率为10 % ~ 37 %
。

在

自然界对黄刺蛾的抑制作用随寄主产卵进程增强
,

在寄主产卵的始盛期
,

寄生率为8
.

32 %
,

高峰期为29
。

6 %
,

盛末期为46
。

5 %
。

卵 4 日龄以前均可寄生
,

单卵寄生数为 2 ~ 7 头
。

在黄

刺蛾卵期赤眼蜂可繁育 1 ~ 3 代
,

前期以黄刺蛾卵为寄主的赤眼蜂
,

繁育出的子代蜂还可寄生

黄刺蛾中
、

后期产的卵
。

松毛虫赤眼蜂成虫 6 月初在林间开始活动
,

黄刺蛾卵只是作为赤眼

蜂寻找寄主时间序列 的一部分
。

松毛虫赤眼蜂在杨树人工林中转换寄主的时间序列为杨小舟

蛾 M了er o m ela lo p ha t , o g lo d , ta (G r a e se r )
、

黄刺蛾
、

蓝目天 蛾 S m e r in thu s p la n o s
w 么Ik e r

、

杨扇舟蛾 C lo st。, a a n a e ho : e ra (Fa b r
。

)
、

分月扇舟蛾 C
。 a n a sto m o s is (L in n a e u s )

、

柳 毒 蛾

L e : e o 二 a s a lfc is Lin n a eus
、

银杏 大 蚕蛾 D ic 匆叩le e a jap o : ie a
M o o r e 、

古 毒 蛾 O ; g 夕1’a

a n t t全ua (L
。

)
,

黄褐天幕毛虫 卫
口Ia c o so 二a n e u st汀a te sta eea Mo tsch u ls k y

,

于后三者 的卵

内以卵或幼虫越冬
。

早期低量释放的赤眼蜂防治效果可达70 %
。

(2 ) 镯椿 它为黄刺蛾幼虫期主要捕食性天敌
,

在吉林省西部地区一年发生 1 一 2 代
,

以成虫在树干基部落叶层下越冬
,

其若虫和成虫均可捕食黄刺蛾的幼虫
。

蝎鳍食性较杂
,

在

杨树人工林中能捕食杨小舟蛾
、

分月扇舟蛾
、

杨扇舟蛾
、

黄刺蛾
、

褐边绿刺蛾 L at 。勿 co 形d ci a

W a lk e r 、

榆毒蛾 Io ela o eh,
即

o d a E v e r sm a n n
、

杨锤角叶 蜂 C艺tn bex ta uku shi M a r la tl等

30 余种害虫
。

(3) 黄刺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NPV ) 幼虫通过取食感染
,

感病幼虫有些在老龄时死亡
,

成为当代感染源
,

有些则在结茧后发病死亡
,

翌年体内液化
,

内含大量多角体
。

多角体液渗

出茧外
,

借助雨水或自行传播感染下代幼虫
,

持续 2 一 3 a
。

黄刺蛾多年发生地 感 病率 为

1 7
。

3 %
,

新发生地为 1 0
。

6 %
。

(4 ) 朝鲜紫姬蜂 为黄刺蛾预蛹一蛹期的优势天敌
,

寄主专一
。

在吉林省一年 2 代
,

以

预蛹在黄刺蛾茧内越冬
,

翌年 6 月上旬成虫开始羽化
,

一头寄主繁育一头姬 蜂
,

雌 虫选 择

健康的预蛹或发育较晚的蛹产卵寄生
,

不产卵在已被寄生过的或已近羽化的蛹上
。

产卵孔明

显
,

位于茧的下端与干枝连结处附近
。

第一代成 虫 8 月中旬开始羽化
,

产卵于当年结茧的黄

刺蛾体上
,

这样朝鲜紫姬蜂两个世代作用于黄刺蛾一个世代
。

对寄主 的抑 制 率 越 冬 代 为

1 5
.

7 6乡‘~ 2 9
.

4 1 % ; 第一代为 15
.

2 % ~ 3 1
·

1%
,

两个世代为 3 3
.

9 6 %~ 6 0
。

5 1% 〔2 1
。

该蜂成虫需

要补充营养
,

在蜜源植物较丰富的林分
,

有利于延长寿命和提高寄生率
。

该蜂具有孤雌生殖

现象
,

其后代均为雄性
。

室内饲养只寄生在与枝条一起直立的寄主
,

但均为孤雌生殖
。

向高虫

口密度林分助迁可提高林间自然抑制力
。

(5) 刺蛾寄蝇 3 种刺蛾寄蝇生活习性相似
,

均是黄刺蛾老熟幼虫一蛹期专性天敌
,

一

年一代
,

以 1 龄幼虫在黄刺蛾茧内越冬
,

成虫于 8 月上旬羽化
,

将卵产在黄刺蛾老熟幼虫体

表
,

孵化后幼虫钻入体内
,

随即滞育
。

寄蝇在每头寄主上平均产卵2
.

9粒
,

最高为 n 粒
。

当

其中的一头一龄寄蝇幼虫开始活动后
,

其它幼虫则不再解除滞育或脱皮后当即死亡
。

当复寄

生数过大 ( 5 头幼虫以上 )
,

黄刺蛾越冬前即死亡
,

这时所有的寄蝇幼虫也随之死亡 [sJ
,

一头

寄主只繁育出一头寄蝇
,

寄蝇扩散力较弱
,

寄生率在多年发生地为12
。

54 %
,

新发生地 仅 为

1
一

6 9 %
。

2
.

2 黄刺蛾天敌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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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刺蛾的天敌由于寄生或捕食方式各异和寻找寄主的时间不同
,

各自占据着不同的时间

与空间生态位
,

彼此适应和与环境的协调
,

分别在黄刺蛾的不同发育阶段将起一定 的抑 制 作

用
,

但有些天敌种类在生态位上有重叠
,

重叠的种类种间和种内在空间和食物上激烈竞争
,

越冬代赤眼蜂成虫 6 月初开始活动
,

第一代寄主为杨小舟蛾
,

自然寄生率 仅 15
.

84 %[’l
,

由

于种群基数小
,

黄刺蛾产卵始盛期寄生率为 8
.

32 %
,

产卵中
、

后期自然寄生率 明显 提高
。

绒

茧蜂只寄生 2 一 3 龄黄刺蛾幼虫
,

达 3 ~ 4 龄时
,

绒茧蜂幼虫老熟钻出体外
,

为单寄生
。

它

的转换寄主为榆毒蛾
,

与蜘蜡捕食黄刺蛾幼虫时间上重叠
,

但蝎蜡不捕食被绒茧蜂寄生的幼

虫
,

由于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和食物非专一化
,

绒茧蜂
、

蜘蜻构不成寄主幼虫期优势天敌
。

黄

刺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N PV )一寄蝇一朝鲜紫姬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

它们的生态位有一

定重叠
。

N PV 感染黄刺蛾中
、

老龄幼虫
,

感病幼虫在老龄或预蛹期 死 亡
,

由 于 N PV 感染

早
,

发病快
,

将淘汰其它前期或后期寄生物 (朝鲜紫姬蜂
、

刺蛾寄蝇 )
,

在黄刺蛾天敌复合体结构

中
,

N PV 竟争力最强
,

但由于环境条件
、

病原数量和寄主种群密度的影响
,

不易达到流行的

条件
。

寄蝇产卵于黄刺蛾老熟幼虫体表
,

卵孵化后随即滞育
。

第一代朝鲜紫姬蜂成虫产卵于当

年结茧的黄刺蛾预蛹上
,

不久即孵化
,

幼虫开始取食
,

在20 d 内将黄刺蛾预蛹吃光
,

而导致

前期寄生的寄蝇无食可取而死亡
。

越冬代朝鲜紫姬蜂只选择健康的预蛹或发育较晚的蛹产卵

寄生
,

对已被其他寄生物寄生和 已近羽化的黄刺蛾则不产卵
,

这说明第一代朝鲜紫姬蜂与寄

蝇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
。

所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黄刺蛾的优势天敌为朝鲜紫姬蜂
,

其次为松

毛虫赤眼蜂
。

综上所述
,

¹ 在吉林省西部防护林区黄刺蛾天敌有 9 种
,

它们共同构成黄刺蛾天敌复合

体
,

在抑制其种群动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º 这 9 种天敌各自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
,

以独特方

式同其它种类竞争空间和食物, » 朝鲜紫姬蜂为黄刺蛾的优势天敌
,

其抑制率 为 33
。

9 6 % ~

6 0
。 5 1% ,

其次为松毛虫赤眼蜂
,

其抑制率为10 % ~ 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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