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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对蝇蛹俑小蜂发育及寄生效能的影响
刘　 欢１ꎬ 李　 磊２ꎬ 牛黎明２ꎬ 张方平２ꎬ 韩冬银２ꎬ 符悦冠２∗

１海南大学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ꎻ ２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
农业部热带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１

摘要: 【背景】蝇蛹俑小蜂是蝇类害虫蛹期重要的寄生蜂ꎬ该蜂可寄生家蝇、瓜实蝇、橘小实蝇和南瓜实蝇等多种蝇类害虫ꎮ
研究蝇蛹俑小蜂对寄主的选择性及在不同寄主上的发育情况有助于该寄生蜂的扩繁和利用ꎮ 【方法】在温度(２６±１) ℃、相
对湿度(７０±５)％ꎬ光周期 Ｌ ∶ Ｄ＝ １４ ｈ ∶ １０ ｈ 的条件下ꎬ研究了蝇蛹俑小蜂对瓜实蝇蛹、南瓜实蝇蛹和橘小实蝇蛹的寄生率

及子代蜂发育、寿命的影响ꎮ 【结果】蝇蛹俑小蜂在瓜实蝇蛹、橘小实蝇蛹和南瓜实蝇蛹上均能产卵并发育至成虫ꎬ其对瓜

实蝇蛹的选择系数和寄生率分别为 ０.３７ 和 ５５.３３％ꎬ显著高于其对另外 ２ 种实蝇蛹ꎮ 在非选择条件下ꎬ蝇蛹俑小蜂在瓜实

蝇蛹上的出蜂量最高ꎬ发育历期最短ꎮ 在同一寄主条件下ꎬ蝇蛹俑小蜂雌蜂的发育历期、寿命显著较雄蜂的长ꎬ雌蜂的质量

显著大于雄蜂ꎮ 【结论与意义】蝇蛹俑小蜂可用于瓜实蝇的防治ꎬ瓜实蝇蛹是扩繁蝇蛹俑小蜂的理想寄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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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Ｃｏｑｕｉｌｌｅｔｔ)、橘小

实蝇 Ｂ.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和南瓜实蝇 Ｂ. ｔａｕ 同属双翅目 Ｄｉｐ￣
ｔｅｒａ 实蝇科 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ꎬ是我国果蔬重要的 ３ 种检

疫性实蝇ꎬ也是我国南方实蝇类的优势种(陈海东

等ꎬ１９９５ꎻ 邓亚评和邱泉ꎬ２００８ꎻ 周锁奎和李广学ꎬ
１９９３ꎻ Ｄｈｉｌｌ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３ 种实蝇的雌虫一般将

卵产在果肉中ꎬ幼虫孵化后钻入瓜果内部取食ꎬ被
害果蔬先局部变黄、畸形ꎬ而后全瓜腐烂发臭ꎬ其低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３): １９４－１９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龄幼虫还会从坏死部位转移至健康部位为害ꎮ 同

时ꎬ多 种 病 原 菌 和 果 蝇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ｌａ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Ｍｅｉｇｅｎ 加速了瓜果的腐烂ꎬ进而造成脱落ꎬ严重影

响瓜果的品质和产量(江昌木等ꎬ２００６ꎻ 李人柯ꎬ
１９９７ꎻ 马锞等ꎬ２０１０ꎻ 张清源等ꎬ １９９８ꎻ Ｄｈｉｌｌ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蝇蛹俑小蜂是蝇类害虫蛹期的重要寄生蜂ꎬ也
是一种多寄主型寄生蜂ꎬ可寄生瓜实蝇、橘小实蝇、
南瓜实蝇、家蝇 Ｍｕｓｃ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Ｌ.、果蝇 Ｚａｐｒｉｏｎｕｓ
ｉｎｄｉａｎｕｓ Ｇｕｐｔａ 和厩螫蝇 Ｓｔｏｍｏｘｙｓ 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ｓ (Ｌ.)等
多种蝇类害虫(薛瑞德等ꎬ１９８９ꎻ 张桂筠ꎬ１９９２ꎻ 张

桂筠和肖蔼详ꎬ１９９２ꎻ 张桂筠和张文忠ꎬ１９９０)ꎮ 目

前ꎬ该蜂已在多个国家实现商品化生产ꎬ被应用于

养鸡场、奶牛场的家蝇、厩螫蝇的控制ꎬ并取得了成

功(薛瑞德等ꎬ１９８９ꎻ 张桂筠ꎬ１９９２ꎻ 张桂筠和肖蔼

详ꎬ１９９２ꎻ 张桂筠和张文忠ꎬ１９９０ꎻ 章玉苹等ꎬ２０１０ꎻ
Ｍａｒｃｈｉｏｒｉ ＆ Ｓｉｌｖａꎬ２００３)ꎮ 由于蝇蛹俑小蜂的寄主

种类多ꎬ而在田间往往是多种蝇类共存在一个生境

中ꎬ因此在释放过程中必定存在其对多种寄主的选

择行为ꎮ 此外ꎬ研究发现ꎬ寄主种类可影响寄生蜂

后代的生长发育(Ｈａｒｖｅｙ ＆ Ｓｔｒａｎｓꎬ２００２)ꎮ 田间调

查中橘小实蝇、瓜实蝇以及南瓜实蝇常常被发现在

同一生境或同一寄主中ꎬ因此研究 ３ 种实蝇同时存

在时蝇蛹俑小蜂的偏好选择和发育ꎬ可指导该寄生

蜂的扩繁和田间释放ꎮ 基于此ꎬ本文研究了多种寄

主干扰下蝇蛹俑小蜂的选择性ꎬ明确该蜂对多种寄

主的选择及寄生情况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蝇蛹俑小蜂、瓜实蝇、南瓜实蝇和橘小实蝇均为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实验室

内饲养的种群ꎮ 实验室饲养条件:温度(２６±１) ℃ꎬ
相对湿度(７０±５)％ꎬ光周期 Ｌ ∶ Ｄ ＝ １４ ｈ ∶ １０ ｈꎮ 蝇

蛹俑小蜂现已饲养 １６ 代ꎬ瓜实蝇、南瓜实蝇、橘小实

蝇均已饲养 １４ 代ꎮ 所有虫源均为保持复壮种群ꎮ
１.１.１　 蝇蛹俑小蜂室内饲养 　 羽化后的寄生蜂放

置在养虫笼(３２ ｃｍ×３２ ｃｍ×３２ ｃｍ)内ꎬ每笼密度约

为 １００ 对雌雄蜂ꎬ笼内提供 １５％的蜂蜜水以供成蜂

补充营养ꎮ 将含有 ２００ 头 ２ ~ ４ 日龄瓜实蝇蛹的

９ ｃｍ培养皿置于养虫笼内供寄生蜂寄生ꎬ４８ ｈ 后取

出ꎬ并转入 ５０ ｍＬ 平底离心管中ꎬ用自制的棉塞封

口ꎬ待蜂羽化ꎮ 将 ６ ｈ 内羽化的雌雄蜂成对放入

５０ ｍＬ平底离心管中任其自由交配ꎬ并以蘸有 １５％
蜂蜜水的棉球补充营养ꎬ２４ ｈ 后用于试验ꎮ
１.２.１　 瓜实蝇和南瓜实蝇的饲养方法 　 幼虫用人

工饲料(人工饲料配方:蔗糖 ５００ ｇꎬ酵母粉 ５００ ｇꎬ
玉米粉 ２５００ ｇꎬ纤维 ５００ ｇꎬ苯甲酸钠 １０ ｇꎬ南瓜

２５００ ｇꎬ水 ４ Ｌ)饲养于 １６.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７.５ ｃｍ 的塑

料盒中ꎬ待幼虫发育至老熟幼虫时将其转入化蛹桶

上的筛筐中ꎬ让其自由化蛹ꎬ２４ ｈ 内将新化的蛹筛

出ꎬ并置于 １００ ｍＬ 烧杯中ꎬ用 ２００ 目网布封口ꎮ 选

取个体大小、颜色相近的实蝇蛹用于试验ꎮ
１.３.１　 橘小实蝇饲养方法　 橘小实蝇的饲养流程

同瓜实蝇和南瓜实蝇ꎬ但幼虫饲料有所不同ꎬ将南

瓜换为香蕉ꎮ 选取个体大小、颜色相近的橘小实蝇

蛹用于试验ꎮ

１.２　 供试设备和仪器

恒温培养箱(韶关市科力仪器有限公司 ＰＹＸ￣
４００ Ｑ￣Ａ 型)、 解 剖 镜 ( ＸＴＬ￣２０ 型 )、 电 子 天 平

(０.０００１ ｇ)(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ＦＡ
１１０４ 型)ꎮ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蝇蛹俑小蜂对不同寄主的选择性　 (１)选择

性试验ꎮ 将 ３ 日龄的瓜实蝇、南瓜实蝇和橘小实蝇

蛹同时放于 １６ ｃｍ 的大培养皿中ꎮ ３ 种实蝇蛹各

３０ 头ꎬ均匀放在小号培养皿中(直径 ２.５ ｃｍ)ꎬ按照

顺序循环摆放ꎬ各实蝇蛹之间到培养皿中心的距离

基本一致ꎬ培养皿中间放有一含 １５％蜂蜜水的棉块

以提供营养ꎮ 分别引入 ３ 只 ２４ ｈ 已交配过的雌蜂ꎬ
任其选择、寄生 ２４ ｈ 后ꎬ将寄主蛹分别移入 ５０ ｍＬ
平底离心管中ꎬ用自制的棉塞封口ꎬ观察至出蜂ꎬ记
录寄生蜂的羽化数量ꎮ 解剖未羽化的寄主蛹ꎬ统计

被寄生的寄主数量及羽化的寄生蜂数量ꎮ 试验重

复 ３０ 次ꎮ
(２)非选择性试验ꎮ 将 １ 头羽化 ２４ ｈ 已交配

的雌蜂分别接入含有 ３０ 头 ３ 日龄瓜实蝇、南瓜实

蝇、橘小实蝇蛹的 １００ ｍＬ 烧杯中ꎬ以含 １５％蜂蜜水

的棉块补充营养ꎬ用 ２００ 目黑色网布封口ꎮ 接蜂

２４ ｈ后将所有小蜂移出烧杯ꎬ观察直至出蜂ꎬ记录

寄生蜂的羽化数量ꎮ 解剖既未出蜂又未出蝇的寄

主蛹ꎬ统计被寄生的寄主数量及羽化的寄生蜂数

量ꎮ 每处理重复 ３０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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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寄主对蝇蛹俑小蜂发育历期和性比的影响

　 将 １ 头羽化 ２４ ｈ 已交配的雌蜂分别接入含有 ３０
头 ３ 日龄瓜实蝇、南瓜实蝇、橘小实蝇蛹的１００ ｍＬ
烧杯中ꎬ以含 １５％蜂蜜水的棉块补充营养ꎬ用 ２００
目黑色网布封口ꎮ 接蜂 ２４ ｈ 后将所有小蜂移出烧

杯ꎬ观察直至出蜂ꎬ记录接蜂时间ꎬ即视为寄生蜂发

育的起始时间ꎮ 记录小蜂的出蜂时间ꎻ待小蜂羽化

后ꎬ记录其雌雄蜂数ꎮ 每处理重复 ３０ 次ꎮ
１.３.３　 寄主对蝇蛹俑小蜂成蜂寿命的影响 　 收集

从不同寄主上初羽化的雌、雄蜂各 ５０ 头ꎬ单头置于

１ ｍＬ 离心管中ꎬ并以含 １５％蜂蜜水的棉块补充营

养ꎬ离心管用脱脂棉封口ꎮ 每天更换蘸有蜂蜜水的

棉块ꎬ每隔 １２ ｈ 观察、记录各蝇蛹俑小蜂的存亡情

况ꎬ直至其全部死亡ꎮ
１.３.４　 寄主对蝇蛹俑小蜂成蜂质量的影响 　 收集

从不同寄主上初羽化的雌、雄蜂各 １００ 头ꎬ每 １０ 头

为一组置于 １ ｍＬ 离心管中ꎬ做好标记ꎬ在万分之一

天平上称重ꎬ记录 １０ 头小蜂与离心管的质量ꎻ再将

各个离心管中的小蜂取出ꎬ将各个离心管称重ꎬ对
应记录各离心管的质量ꎮ

１.４　 数据处理

蝇蛹俑小蜂对实蝇蛹的寄生率公式:寄生率 ｐ
(％)＝ (被寄生的寄主蛹数量 /每个处理供试寄主

数量)×１００ꎮ
寄生蜂对寄主的选择系数用以下公式计算:Ｐ ｉ

＝Ｒ ｉ / ∑
ｍ

ｉ＝１
Ｒ ｉꎮ 式中:Ｐ ｉ 为寄生蜂对某寄主蛹的相对选

择系数ꎻＲ ｉ 为寄生蜂对某寄主蛹的寄生数量ꎻｍ 为

供试寄主的被寄生蛹数(唐超等ꎬ２００６)ꎮ
各寄主间的出蜂量、寄生率、选择系数、发育历

期、性比等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方法ꎬ采用 Ｔｕｋｅｙ
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ꎮ 雌蜂和雄蜂各龄期的发育

历期、寿命间的差异采用 ｔ 检验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蝇蛹俑小蜂对不同寄主的选择性

蝇蛹俑小蜂对不同寄主的选择性见图 １ꎮ 在南

瓜实蝇、橘小实蝇和瓜实蝇蛹 ３ 种寄主蛹同时存在

的情况下ꎬ蝇蛹俑小蜂对瓜实蝇蛹的选择系数最

高ꎬ且显著高于对其他 ２ 种寄主的选择ꎬ而对橘小

实蝇和南瓜实蝇蛹的选择性差异不显著ꎮ
选择性试验中(表 １)ꎬ当 ３ 种寄主共同存在

时ꎬ蝇蛹俑小蜂对瓜实蝇的寄生率显著高于对橘小

实蝇蛹和南瓜实蝇蛹的寄生率ꎬ为 ５５.３３％ꎬ而蝇蛹

俑小蜂对橘小实蝇和南瓜实蝇蛹的寄生率差异不

显著ꎮ 寄主种类不影响蝇蛹俑小蜂的出蜂量ꎮ 非

选择性试验中(表 ２)ꎬ蝇蛹俑小蜂对 ３ 种寄主蛹的

寄生率均存在显著差异ꎬ其寄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瓜实蝇>橘小实蝇>南瓜实蝇ꎬ蝇蛹俑小蜂在瓜实蝇

蛹上的出蜂量显著高于在其他 ２ 种寄主羽化的数

量ꎬ在瓜实蝇上的平均出蜂量为 １６.９５ 头ꎮ 因此ꎬ在
选择性试验和非选择性试验中ꎬ蝇蛹俑小蜂在供试

的所有寄主上均可寄生并发育至成蜂ꎬ但更偏向选

择寄生瓜实蝇蛹ꎮ

图 １　 寄主对蝇蛹俑小蜂选择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ｍｅａｎ±ＳＥ) ｏｆ ｈｏｓｔ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ｅｄ ｂｙ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ｅｓｔｓ

表 １　 选择性试验中寄主对蝇蛹俑小蜂寄生率、
出蜂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ｅｓｔｓ

寄主种类
Ｈｏｓｔ

出蜂量(头)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南瓜实蝇 Ｂ. ｔａｕ １３.６０±０.７０ａ ４６.６７±１.６５ｂ
橘小实蝇 Ｂ. ｄｏｒｓａｉｌａ １３.６０±０.３１ａ ４６.００±０.８３ｂ
瓜实蝇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１５.２０±０.４２ａ ５５.３３±０.８９ａ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表 ２　 非选择性试验中寄主对蝇蛹俑小蜂寄生率、
出蜂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ｉｎ ｎｏ￣ｃｈｏｉｃｅ ｔｅｓｔｓ

寄主种类
Ｈｏｓｔ

出蜂量(头)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寄生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南瓜实蝇 Ｂ. ｔａｕ １３.５０±０.４１ｂ ４７.８３±０.８８ｃ
橘小实蝇 Ｂ. ｄｏｒｓａｉｌａ １２.３０±０.６１ｂ ４２.１７±０.６３ｂ
瓜实蝇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１６.９５±０.２９ａ ５８.２５±０.７０ａ

　 　 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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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蝇蛹俑小蜂在不同寄主蛹上的适应性

蝇蛹俑小蜂在不同寄主蛹上的发育历期、蜂
重、性比和成蜂寿命如表 ３ 所示ꎮ 结果表明:蝇蛹

俑小蜂雌、雄蜂在南瓜实蝇、橘小实蝇和瓜实蝇蛹 ３
种寄主蛹上的发育历期均存在显著差异ꎬ蝇蛹俑小

蜂在瓜实蝇蛹上的平均发育历期最短ꎬ其次是南瓜

实蝇蛹ꎮ 蝇蛹俑小蜂雌、雄蜂的质量、性比及寿命

均与寄主种类无显著影响ꎮ 雌蜂在南瓜实蝇、橘小

实蝇和瓜实蝇 ３ 种寄主蛹上的发育历期分别为

２４.９１、２７.１７ 和 ２３.４７ ｄꎬ每 １０ 头雌蜂的质量分别为

０.００５７、０.００５５ 和 ０.００５３ ｇꎮ 同一寄主下ꎬ蝇蛹俑小

蜂雌蜂的发育历期显著较雄蜂短ꎬ每 １０ 头雌蜂的

质量显著较雄蜂重ꎮ 因此ꎬ蝇蛹俑小蜂在瓜实蝇蛹

上繁殖一代的时间更短ꎮ

表 ３　 蝇蛹俑小蜂在不同寄主上的发育历期、蜂重、性比和成虫寿命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ｙｓ)ꎬ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ｏｆ Ｓ. ｅｎｄｉｕ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ｚ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ｓ

寄主种类
Ｈｏｓｔ

发育历期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ｄ)

雌蜂 Ｆｅｍａｌｅ 雄蜂 Ｍａｌｅ

小蜂质量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１０ 头) －１]

雌蜂 Ｆｅｍａｌｅ 雄蜂 Ｍａｌｅ

性比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
(♀ / ♂)

成虫寿命 Ａｄｕｌｔ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ｄ)

雌蜂 Ｆｅｍａｌｅ 雄蜂 Ｍａｌｅ

南瓜实蝇
Ｂ. ｔａｕ

２４.９１±０.１９ｂ ２３.５０±０.１２ｂ ０.００５７±０.０００１０ａ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１４ａ∗ ３.６３±０.３５ａ １６.１５±０.８３ａ １３.４５±０.６２ａ∗

橘小实蝇
Ｂ. ｄｏｒｓａｉｌａ

２７.１７±０.１２ａ ２６.５３±０.０７ａ∗ ０.００５５±０.０００１３ａ ０.０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３ａ∗ ３.５７±０.４５ａ １３.２２±１.４８ａ １１.８８±０.９３ａ

瓜实蝇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２３.４７±０.２１ｃ ２１.５９±０.２０ｃ∗ 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００４ａ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ａ∗ ４.８１±０.４３ａ １４.８２±０.７ａ １３.８９±０.８０ａ

　 　 ∗通过 ｔ 检验雌雄之间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５％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ｔ￣ｔｅｓｔ.

３　 讨论
在长期的进化、选择过程中ꎬ寄生蜂与寄主之

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ꎮ 寄生蜂的后代主要依靠寄

主为其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ꎬ而寄主的种

类、龄期不同ꎬ其体内营养物质的含量和质量不尽

一致ꎬ寄生蜂对寄主种类、龄期、大小等均具有选择

性(Ｈａｒｖｅｙ ＆ Ｓｔｒａｎｄꎬ２００２)ꎮ 寄生蜂都有其特有的

寄主范围ꎬ在不同寄主上寄生时ꎬ其后代的发育表

现不同ꎮ Ｊａｎｓｓｅｎ(１９８９)研究发现ꎬ缩基反颗茧蜂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ｔａｂｉｄａ (Ｎｅｅｓ)寄生 ９ 种不同果蝇时ꎬ该寄生

蜂幼虫存活率的差异很大ꎮ
蝇蛹俑小蜂是多寄主型寄生蜂ꎮ 多寄主型寄

生蜂对多种寄主的适应能力是其存活和繁殖的必

要条件ꎬ寄主选择行为则是其长期适应寄主的结

果ꎮ 该类寄生蜂虽可寄生多种寄主ꎬ但主要集中在

某些生活特性相近的寄主种类上ꎮ 当多种寄主共

存时ꎬ寄生性天敌昆虫仅对某些寄主具有选择嗜好

性ꎬ此类天敌则在生物防治中可能具有更好的应用

前景(王小艺和杨忠岐ꎬ２０１０ꎻ Ｓｔｉｌｉｎｇ ＆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ｓｅｎꎬ
２００５)ꎮ

蝇蛹俑小蜂是一种蝇类蛹期单寄生蜂ꎬ对一些

危害严重的蝇类害虫有很好的控制作用ꎮ 本研究

以瓜实蝇为寄主饲养蝇蛹俑小蜂多代后发现ꎬ该寄

生蜂对瓜实蝇蛹的选择性显著高于对橘小实蝇蛹

和南瓜实蝇蛹的选择性ꎻ而据赵海燕等(２０１６)研

究ꎬ以橘小实蝇为寄主饲养的蝇蛹俑小蜂更偏好橘

小实蝇ꎬ这说明连续用某种寄主饲养后ꎬ蝇蛹俑小

蜂的偏好行为会发生改变ꎮ 此外ꎬ本文研究发现ꎬ
蝇蛹俑小蜂在瓜实蝇蛹上的寄生率最高ꎬ雌蜂的平

均发育历期最短ꎬ这与 Ｅｌｌ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关于寄生

蜂在适宜寄主上的发育历期缩短、繁殖力增加、虫
重增大的研究结果一致ꎬ是寄生蜂在适应某种寄主

后的一种生物学表现(Ｈａｒｖｅｙ ＆ Ｓｔｒａｎｄꎬ２００２)ꎮ
综上ꎬ以瓜实蝇饲养蝇蛹俑小蜂多代后ꎬ当瓜

实蝇、南瓜实蝇及橘小实蝇蛹同时存在时ꎬ蝇蛹俑

小蜂对瓜实蝇蛹的选择系数最高ꎬ寄生率最大ꎮ 瓜

实蝇蛹可用于蝇蛹俑小蜂的扩繁ꎬ蝇蛹俑小蜂可以

作为瓜实蝇生物防治的重要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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