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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蛹俑小蜂对寄主及果实的趋性反应
赵海燕１ꎬ 梁延坡１ꎬ 林珠凤１ꎬ 陆永跃２∗ꎬ 梁广文２

１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海南省植物病虫害防控重点实验室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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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蝇蛹俑小蜂是实蝇类害虫蛹期重要的寄生蜂之一ꎮ 有关植物果实和寄主挥发物在蝇蛹俑小蜂寻找寄主过程

中的作用尚不明确ꎮ 【方法】采用“Ｙ”型嗅觉仪测试了寄主和果实(健康果实和虫害诱导果实)对蝇蛹俑小蜂的引诱作用ꎮ
【结果】虫伤 １ ｄ 的番石榴和杨桃果实对蝇蛹佣小蜂雌蜂具有显著的引诱作用ꎻ寄主蛹———３ 日龄橘小实蝇蛹和 ４ 日龄瓜实

蝇蛹对蝇蛹俑小蜂雌蜂也具有显著的引诱作用ꎮ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雄蜂有显著的吸引作用ꎮ 橘小实蝇性诱剂甲基丁香酚

对蝇蛹俑小蜂的搜索行为则无显著影响ꎮ 【结论与意义】寄主蛹和幼虫危害 １ ｄ 的果实能释放对蝇蛹俑小蜂有引诱作用的

物质ꎬ这可为利用蝇蛹俑小蜂防治实蝇类害虫提供基础信息ꎮ
关键词: 蝇蛹俑小蜂ꎻ 挥发物ꎻ 趋性反应ꎻ 引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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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蝇蛹俑小蜂 Ｓｐａｌａｎｇｉａ ｅｎｄｉｕｓ (Ｗａｌｋｅｒ)隶属于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金小蜂科 Ｐｔｅｒｏｍａｌｉｄａｅ 俑小蜂

属ꎬ是一种蛹期单寄生蜂ꎬ经常出现在粪便、腐烂的

有机物质上(Ｒｕｅｄａ ＆ Ａｘｔｅｌｌꎬ１９８５)ꎮ 该蜂能寄生

双翅目许多科的昆虫 ( Ｈａｎｓｏｎ ＆ Ｇａｕｌｄꎬ １９９５)ꎮ
１８３９ 年蝇蛹俑小蜂首次作为家蝇 Ｍｕｓｃ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Ｌ.)蛹的寄生蜂被报道ꎮ 除此之外ꎬ蝇蛹俑小峰对

一些重要的蝇类害虫有良好的控制作用ꎬ如橘小实

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ｌ)、番石榴果实蝇 Ｂ.
ｃｏｒｒｅｃｔａ (Ｂｅｚｚｉ)、果蝇 Ｚａｐｒｉｏｎｕｓ ｉｎｄｉａｎｕｓ Ｇｕｐｔａ 和厩

螫蝇 Ｓｔｏｍｏｘｙｓ 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ｓ (Ｌ.)ꎬ且用于控制家蝇和厩

螫蝇的俑小峰已被商品化(章玉苹等ꎬ２０１０ꎻ Ｋｉｔ￣
ｔｈａｗｅ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 Ｍａｒｃｈｉｏｒｉ ＆ Ｓｉｌｖａꎬ２００３ꎻ Ｍｏｒｇａｎ
＆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ꎬ１９７７ꎻ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１)ꎮ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２): １３７－１４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目前ꎬ有关蝇蛹俑小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配

特性(Ｋｉｎｇ ＆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２００５)、交配后代性比(Ｋｉｎｇ ＆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２０１０)、储藏 (张桂筠ꎬ １９９２ꎻ Ｋｉｎｇꎬ ２００２ꎻ
Ｏｇａｗ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 性 信 息 素 (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产卵行为(武英ꎬ２００４)、生长发育特性(张
桂筠和张文忠ꎬ１９９０ꎻ Ｌａ Ｒｏｓｓ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养殖与

释放技术(薛瑞德等ꎬ１９８９)等方面ꎻ而有关蝇蛹俑

小蜂定位寄主的过程尚未见报道ꎮ 为此ꎬ本文研究

植物果实及寄主本身对蝇蛹俑小蜂选择行为的影

响ꎬ为解决寄生蜂田间释放问题奠定基础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供试蝇蛹俑小蜂为华南农业大学生态学实验

室内饲养的种群ꎮ 蝇蛹俑小蜂的饲养:将羽化后的

俑小蜂置于养虫笼(２５ ｃｍ×２５ ｃｍ×３０ ｃｍ)内ꎬ每笼

放入 １００~１５０ 对雌雄蜂ꎬ然后将含有 ２００ 头左右橘

小实蝇蛹的培养皿(直径 ９ ｃｍꎬ蛹均匀地平铺在培

养皿底部)置于笼内ꎬ２４ ｈ 后将蛹移出ꎮ 笼内提供

清水和 １５％蜂蜜水作为蝇蛹俑小蜂成虫的食物ꎮ
将移出的橘小实蝇蛹放入底部含有少量湿润细砂

的一次性杯子(２５０ ｍＬ)中ꎬ蛹的上面覆盖 ３ ~ ５ ｃｍ
的湿润细砂ꎬ用滤布(１２０ 目)封口ꎬ置于养虫室内ꎬ
待蝇蛹俑小蜂羽化后ꎬ将初羽化的寄生蜂成对放入

指形管内ꎮ 以羽化未交配的 ２ 日龄雌蜂和雄蜂为

测试寄生蜂ꎮ
供试橘小实蝇采自广东省广州市杨桃园ꎻ供试

瓜实蝇采自华南农业大学试验基地的苦瓜田ꎮ 将

带有实蝇幼虫的果实带回实验室ꎬ让其在砂内化

蛹ꎬ获得实蝇蛹ꎮ 将获得的实蝇饲养至成虫ꎬ待产

卵盛期ꎬ用接卵器接卵 ０.５ ｈꎬ待幼虫化蛹时ꎬ１ ｈ 后

将未入土化蛹的幼虫清除ꎬ获得龄期相对一致的

蛹ꎮ 化蛹 ３ ｄ 后筛出的蛹即为 ３ 日龄蛹ꎬ化蛹 ４ ｄ
后筛出的蛹即为 ４ 日龄蛹ꎮ

供试植物果实为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Ｌ.(品
种“芭乐”)、杨桃 Ａｖｅｒｒｈｏａ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Ｌ.(品种“台湾

蜜丝”)和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品种“小苔芒”)ꎮ
甲基丁香酚为橘小实蝇的性引诱剂ꎬ市场购买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寄主饲养、蝇蛹俑小蜂繁殖及趋性试验均在温

度为(２６±１) ℃、湿度(ＲＨ)６５％±５％、光周期 Ｌ / Ｄ
＝ １４ ｈ / １０ ｈ 的室内进行ꎮ

１.２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１３ 个类型的处理:⑴健康完好的果

实—空白对照ꎻ⑵机械损伤的果实—空白对照ꎻ⑶
虫伤 １ ｄ 果实—空白对照ꎻ⑷虫伤 ４ ｄ 果实—空白

对照ꎻ⑸虫伤 ８ ｄ 果实—空白对照ꎻ⑹健康完好的果

实—虫伤 １ ｄ 果实ꎻ⑺健康完好的果实—虫伤 ４ ｄ
果实ꎻ⑻健康完好的果实—虫伤 ８ ｄ 果实ꎻ⑼３ 日龄

橘小实蝇蛹—空白对照ꎻ⑽４ 日龄瓜实蝇蛹—空白

对照ꎻ⑾甲基丁香酚—空白对照ꎻ⑿３ 头羽化后未交

配的 ２ 日龄蝇蛹俑小蜂雌蜂—空白对照ꎻ⒀３ 头羽

化后未交配的 ２ 日龄蝇蛹俑小蜂雄蜂—空白对照ꎮ
空白对照指自然状态下的空气ꎮ 机械损伤果实的

获得:用镊子在完好无损、健康的果实表面扎孔ꎻ虫
伤果实的获得:取完好无损、健康的果实ꎬ将每个果

实接入约 １０ 粒橘小实蝇卵ꎬ分别于第 １、４ 和 ８ 天

用于试验ꎮ 各处理的简写如表 １ 所示ꎮ

１.３　 趋性反应测定方法

采用“Ｙ”型嗅觉仪测定蝇蛹俑小蜂雌蜂对所有不

同处理果实及寄主的反应ꎬ以自制的玻璃瓶(２５０ ｍＬ
带磨砂口的容量瓶)作味源瓶ꎬ内盛不同处理的果实和

寄主ꎮ 嗅觉仪的两臂及直管臂均长 １０.０ ｃｍꎬ内径

１.５ ｃｍꎬ两臂夹角 ７５°ꎮ 为了避免周围光强不均匀影响

寄生蜂的趋性行为ꎬ把嗅觉仪置于由金属丝制成的正

方形盒子内ꎬ盒子四周用蜡纸(３０ ｃｍ×３０ ｃｍ×３０ ｃｍ)
遮盖ꎬ在盒子的正上方放一个 ４０ Ｗ 白炽灯以使两臂

的光强一致ꎮ “Ｙ”型嗅觉仪两臂分别通过硅胶管与味

源瓶相连ꎮ 在气流进入味源瓶之前ꎬ先经过活性炭和

蒸馏水瓶过滤ꎬ以净化空气和增加空气湿度ꎮ 气泵连

接在“Ｙ”型嗅觉仪主臂上ꎬ抽气速率 ４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ꎬ
侧臂的气流量通过气体流量计控制在 ２００ ｍＬｍｉｎ－１ꎮ
生测时ꎬ通过小的指形管ꎬ将寄生蜂逐头引入嗅觉仪的

直管内ꎬ然后观察、记载 ３ ｍｉｎ 内寄生蜂的行为反应ꎮ
选择标准:当寄生蜂爬至出口处或超过某臂 １/ ２ 处并

持续 １ ｍｉｎ 以上者ꎬ记该蜂对该臂的气味源做出选择ꎻ
若蜂引入 ５ ｍｉｎ 后ꎬ仍不做出选择ꎬ则结束对该蜂的行

为观察ꎮ 每测定 ５ 头ꎬ调换嗅觉仪方位一次ꎬ以消除几

何位置对寄生蜂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ꎻ每测定 １０ 头ꎬ
用 ９５％乙醇清洗嗅觉仪并用吹风机吹干、冷却ꎮ 每个

处理共测 ６０ 头蜂ꎮ 当更换处理时ꎬ用超声波清洗装

置ꎬ并用 ９５％乙醇清洗ꎬ用烘箱烘干ꎮ 试验于每日

９:００—１６:００ 在(２６±１) ℃的室内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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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处理的简写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果实 Ｆｒｕｉｔ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简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健康完好 Ｉｎｔａｃｔ ｇｕａｖａ ｆｒｕｉｔ ＩＧＦ
机械损伤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ｇｕａｖａ ｆｒｕｉｔ ＭＤＧＦ
虫伤 １ ｄ Ｌａｒｖａ￣ｄａｍａｇｅｄ ｇｕａｖａ ｆｒｕｉｔꎬ １ ｄ ｏｌｄ ＬＤＧＦ￣１ ｄ
虫伤 ４ ｄ Ｌａｒｖａ￣ｄａｍａｇｅｄ ｇｕａｖａ ｆｒｕｉｔꎬ ４ ｄ ｏｌｄ ＬＤＧＦ￣４ ｄ
虫伤 ８ ｄ Ｌａｒｖａ￣ｄａｍａｇｅｄ ｇｕａｖａ ｆｒｕｉｔꎬ ８ ｄ ｏｌｄ ＬＤＧＦ￣８ ｄ

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健康完好 Ｉｎｔａｃｔ ｍａｎｇｏ ｆｒｕｉｔ ＩＭＦ
机械损伤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ｍａｎｇｏ ｆｒｕｉｔ ＭＤＭＦ
虫伤 １ ｄ Ｌａｒｖａ￣ｄａｍａｇｅｄ ｍａｎｇｏ ｆｒｕｉｔꎬ １ ｄ ｏｌｄ ＬＤＭＦ￣１ ｄ
虫伤 ４ ｄ Ｌａｒｖａ￣ｄａｍａｇｅｄ ｍａｎｇｏ ｆｒｕｉｔꎬ ４ ｄ ｏｌｄ ＬＤＭＦ￣４ ｄ
虫伤 ８ ｄ Ｌａｒｖａ￣ｄａｍａｇｅｄ ｍａｎｇｏ ｆｒｕｉｔꎬ ８ ｄ ｏｌｄ ＬＤＭＦ￣８ ｄ

杨桃 Ａｖｅｒｒｈｏａ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健康完好 Ｉｎｔａｃｔ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ｆｒｕｉｔ ＩＣＦ
机械损伤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ｆｒｕｉｔ ＭＤＣＦ
虫伤 １ ｄ Ｌａｒｖａ￣ｄａｍａｇｅｄ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ｆｒｕｉｔꎬ １ ｄ ｏｌｄ ＬＤＣＦ￣１ ｄ
虫伤 ４ ｄ Ｌａｒｖａｅ￣ｄａｍａｇｅｄ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ｆｒｕｉｔꎬ ４ ｄ ｏｌｄ ＬＤＣＦ￣４ ｄ
虫伤 ８ ｄ Ｌａｒｖａｅ￣ｄａｍａｇｅｄ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ｆｒｕｉｔꎬ ８ ｄ ｏｌｄ ＬＤＣＦ￣８ ｄ

蝇蛹俑小蜂 Ｓｐａｌａｎｇｉａ ｅｎｄｉｕｓ ２ 日龄雌蜂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ꎬ ２ ｄ ｏｌｄ ＶＦＰ￣２Ｄ
２ 日龄雄蜂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ꎬ ２ ｄ ｏｌｄ ＶＭＰ￣２Ｄ

橘小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３ 日龄蛹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ｙ ｐｕｐａｅꎬ ３ ｄ ｏｌｄ ＯＦＰ￣３Ｄ
瓜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４ 日龄蛹 Ｍｅｌｏｎ ｆｌｙ ｐｕｐａｅꎬ ４ ｄ ｏｌｄ ＭＦＰ￣４Ｄ
甲基丁香酚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ｕｇｅｎｏｌ ＭＥ

１.４　 数据分析

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寄生蜂对不同气味的选择差

异显著性ꎮ 数据经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处理ꎮ

选择率(％)＝处理或对照诱集瓶中测试蜂数量
总的测试蜂数量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蝇蛹俑小蜂对不同处理果实的趋性反应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不同处理番石榴果实的趋

性反应如图 １ 所示ꎮ 在虫伤 １ ｄ 的番石榴和洁净空

气(空白对照)之间ꎬ蝇蛹俑小蜂雌蜂趋向虫伤 １ ｄ
的番石榴果实ꎬ对其选择率为 ６５％ꎬ对空白对照的

选择率为 ３３％ꎬ两者差异显著ꎻ在其余各处理中ꎬ健
康完好、机械损伤、虫伤 ４ 和 ８ ｄ 的番石榴果实对蝇

蛹俑小蜂雌蜂的吸引力与空白对照相比差异均不

显著ꎮ 此外ꎬ蝇蛹俑小蜂雌蜂对健康完好和虫伤

１ ｄ后的番石榴果实、健康完好和虫伤 ４ ｄ 后的番石

榴果实、健康完好和虫伤 ８ ｄ 后的番石榴果实等 ３
种处理之间均没有明显的选择性ꎮ 这表明虫伤 １ ｄ
后的番石榴果实能释放对蝇蛹俑小蜂雌蜂有引诱

作用的挥发物ꎬ其余处理对蝇蛹俑小蜂雌蜂无显著

的引诱作用ꎮ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不同处理芒果果实的趋性

反应如图 ２ 所示ꎮ 蝇蛹俑小蜂雌蜂被引入嗅觉仪

之后ꎬ一些在嗅觉仪基部来回走动ꎬ不进行选择ꎮ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芒果果实的选择率较低ꎬ最高不

超过 ８０％ꎮ 健康完好ꎬ机械损伤ꎬ虫伤 １、４ 和 ８ ｄ 的

芒果果实对蝇蛹俑小蜂雌蜂的选择行为均没有显

著影响ꎮ 这表明供试的芒果果实各处理释放的挥

发物对蝇蛹俑小蜂雌蜂均没有明显的引诱作用ꎮ
如图 ３ 所示ꎬ蝇蛹俑小蜂对杨桃果实的选择趋

性与番石榴相似ꎮ 俑小蜂雌蜂对虫伤 １ ｄ 的杨桃果

实的选择率(６０％)显著高于空白对照(３５％)ꎬ而对

其他处理没有明显的选择性ꎮ
２.２　 蝇蛹俑小蜂对寄主及寄生蜂的趋性反应

如图 ４ 所示ꎬ蝇蛹俑小蜂雌蜂显著趋向 ３ 日龄

橘小实蝇蛹、４ 日龄瓜实蝇蛹ꎮ 由此可知ꎬ３ 日龄橘

小实蝇蛹和 ４ 日龄瓜实蝇蛹能释放对蝇蛹俑小蜂

雌蜂有引诱活性的挥发物ꎮ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蝇

蛹俑小蜂雄蜂和甲基丁香酚没有显著趋性ꎮ 而 ３
日龄橘小实蝇蛹、４ 日龄瓜实蝇蛹和甲基丁香酚 ３
种处理对蝇蛹俑小蜂雄蜂选择行为的影响均不显

著ꎻ蝇蛹俑小蜂雄蜂对未交配的 ２ 日龄雌蜂有显著

的趋性(图 ５)ꎬ这表明未交配的蝇蛹俑小蜂雌蜂能

够释放对雄峰有吸引作用的物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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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不同处理番石榴果实的趋性反应
Ｆｉｇ.１　 Ｔａｘ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ｔｏ ｇｕａｖａ ｆｒｕ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ｓ 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表示经 χ２ 检验分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ꎻ ∗ χ２ ￣ｔｅｓｔ (ｐ<０.０５) .

图 ２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不同处理芒果果实的趋性反应
Ｆｉｇ.２　 Ｔａｘ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ｔｏ ｍａｎｇｏ ｆｒｕ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ｓ 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 .

图 ３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不同处理杨桃果实的趋性反应
Ｆｉｇ.３　 Ｔａｘ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ｔｏ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ｆｒｕ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ｓ 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表示经 χ２ 检验分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ꎻ ∗ χ２ ￣ｔｅｓｔ (ｐ<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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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蝇蛹俑小蜂雌蜂对寄主和寄生蜂的趋性反应
Ｆｉｇ.４　 Ｔａｘ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ｔｏ 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ｓｉｔｏｉｄｓ

ｎｓ 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表示经 χ２ 检验分析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ꎻ ∗ χ２ ￣ｔｅｓｔ (ｐ<０.０５) .

图 ５　 蝇蛹俑小蜂雄蜂对寄主和寄生蜂的趋性反应
Ｆｉｇ.５　 Ｔａｘ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ｔｏ ｈ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ｎｓ 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ꎻ∗表示经 χ２ 检验分析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ꎻ ∗ χ２ ￣ｔｅｓｔ (ｐ<０.０５) .

３　 讨论
在植物—害虫—天敌 ３ 级系统中ꎬ通过长期的

协同进化ꎬ彼此之间可通过一些特异性的信息化合

物建立联系ꎬ从而相互影响ꎬ相互制约ꎮ 寄生性和

捕食性天敌在搜索、定位寄主过程中所利用的信息

化合物可以来自寄主本身、寄主的食料、两者的互

作以及与寄主有联系的生物ꎮ 植物的挥发性次生

化合物在寄主定向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关于

植物释放的信息化合物作为互益素对害虫天敌起

引诱作用的报道较多(陈华才等ꎬ２００２ꎻ 江丽辉等ꎬ
２００１ꎻ 李欣和白素芬ꎬ２００４)ꎮ 目前ꎬ有关寄主定向

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寄主植物不同处理、寄主本身释

放的挥发物对害虫、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的影

响等方面ꎬ而关于寄主果实对寄生蜂选择行为的影

响尚未见报道ꎮ
　 　 本研究选取橘小实蝇危害较严重的 ３ 种水

果———番石榴、芒果和杨桃未试验对象ꎬ测定了不

同处理条件下蝇蛹俑小蜂对这 ３ 种果实的趋性反

应ꎮ 本试验虫伤寄主果实分别为虫伤 １、４、８ ｄ ３ 种

处理ꎬ主要考虑到虫伤不同时间后果实释放的挥发

物可能存在差异ꎮ 虫伤 １ ｄ 为实蝇刚刚产卵后 １ ｄꎬ
幼虫处于刚孵化状态ꎻ虫伤 ４ ｄ 后的果实有一定程

度的腐烂ꎬ且幼虫处于 ２ ~ ３ 日龄状态ꎻ虫伤 ８ ｄ 的

果实腐烂程度较重且幼虫处于老熟状态ꎮ 结果表

明ꎬ虫伤 １ ｄ 的番石榴果实和虫伤 １ ｄ 的杨桃果实

对蝇蛹俑小蜂雌蜂有显著的引诱作用ꎮ 其他处理

果实的挥发物对蝇蛹俑小蜂的趋性反应均没有明

显影响ꎮ 田间采集过程中ꎬ在橘小实蝇危害的番石

榴和杨桃园采集到了蝇蛹俑小蜂ꎬ而在芒果园未发

现ꎬ这与室内的生测结果相一致ꎮ 据报道ꎬ腐烂果

实上的一种真菌 Ｍｏｎｉｌｉｎｉａ ｆｒｕｃｔｉｃｏｌａ (Ｗｉｎｔｅｒ)能产

生乙醇和乙醛ꎬ对实蝇茧蜂具有明显的引诱作用

(毛宇新ꎬ２００７)ꎮ 而本研究表明ꎬ腐烂(虫伤 ８ ｄ 的

果实)的番石榴、芒果和杨桃果实对蝇蛹俑小蜂雌

蜂均没有显著的引诱作用ꎮ
通过前期试验发现ꎬ２~５ 日龄寄主蛹对寄生蜂

选择行为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ꎬ故选用 ３ 日龄橘小

实蝇蛹和 ４ 日龄瓜实蝇蛹为试验对象ꎮ 蝇蛹俑小

蜂刚羽化就可以交配ꎬ为了更好地研究雌蜂挥发物

对雄蜂的影响ꎬ选用 ２ 日龄雌蜂作为味源ꎮ 试验结

果表明ꎬ蝇蛹俑小蜂雌蜂对蝇蛹俑小蜂雄蜂有显著

吸引作用ꎻ且 ３ 日龄橘小实蝇蛹和 ４ 日龄瓜实蝇蛹

对蝇蛹俑小蜂雌蜂的选择行为均有显著影响ꎮ
本试验表明ꎬ寄主或寄主植物能释放一些对寄

生蜂选择行为有影响的挥发物ꎬ这些挥发物在寄生

蜂寻找寄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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