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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和低龄幼虫的
捕食能力

刘　 娟ꎬ 廖江花ꎬ 李　 超∗ꎬ 胡恒志ꎬ 韩露露ꎬ 刘　 霞ꎬ 牛　 平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ꎬ农林有害生物监测与安全防控重点实验室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

开放科学标识码

(ＯＳＩＤ 码)

摘要: 【目的】马铃薯甲虫是我国已公布的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中的害虫ꎬ自新疆传入后对

我国马铃薯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ꎬ研究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和低龄幼虫的捕食能力ꎬ可为利用天

敌防治马铃薯甲虫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采用室内饲养观察研究方法ꎬ并用 Ｈｏｌｌｉｎｇ Ⅱ型圆盘方程对研

究结果进行拟合ꎬ计算寻找效应ꎮ 【结果】蠋蝽成虫能够捕食马铃薯甲虫卵和低龄幼虫ꎬ且捕食功能反应

均符合 Ｈｏｌｌｉｎｇ Ⅱ型圆盘方程ꎬ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和低龄幼虫的功能反应方程分别为 Ｎａ ＝ ０.２８６２
Ｎ / (１＋０.０１９８Ｎ)和 Ｎａ ＝ ０.８４００Ｎ / (１＋０.０７０９Ｎ)ꎻ在一定范围内ꎬ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和低龄幼虫捕

食量在理论上随密度的增加而增加ꎬ当马铃薯甲虫的卵和低龄幼虫的密度分别达到 ２０ 粒和 ２０ 头时ꎬ蠋蝽成虫的捕食量最

高ꎻ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和幼虫的最大日捕食量是 １４ 粒和 １２ 头ꎬ瞬时攻击率是 ０.２８６２ 和 ０.８４００ꎻ蠋蝽对马铃薯甲虫

卵的控制能力(４.１２９９)小于对低龄幼虫的控制能力(９.９５２６)ꎮ 【结论】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和低龄幼虫有较好的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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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甲虫 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Ｓａｙ)隶

属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Ｋｈｅｌｉｆ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是世界公认的对马铃薯具有毁灭性危

害的害虫ꎮ 马铃薯甲虫的成虫和幼虫主要以茄科

植物叶片为食ꎬ尤其喜食马铃薯叶片(Ｂｒａｇ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ꎬ通常造成马铃薯减产 ３０％ ~ ５０％ꎬ严重

时可导致马铃薯绝收ꎮ 自传入新疆后ꎬ该虫迅速在

马铃薯上扩散ꎬ对我国的马铃薯产业产生巨大影

响ꎮ 我国于 ２００９ 年将其列入«全国农业植物检疫

性有害生物名单»ꎮ 目前ꎬ马铃薯甲虫的防治多为

化学防治ꎮ 马铃薯甲虫对各种环境有极强的适应

能力(王玉晗等ꎬ２０２０)ꎬ在防治的 ２ ~ ４ 年后ꎬ马铃

薯甲虫已对大部分已注册的化学农药开始产生抗

药性(Ａｌｙｏｋｈ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防治马铃薯甲虫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化学防

治ꎬ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

治、农业防治等相结合的防治方法ꎮ
马铃薯甲虫的天敌包括昆虫、两栖动物、蜘蛛、

线虫、真菌等 ２００ 多种ꎮ 其中:捕食性天敌包括二

点益蝽 Ｐｅｒｉｌｌｕｓ 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Ｆａｂ.)、斑腹刺益蝽 Ｐｏｄｉｓ￣
ｕｓ ｍａｃｕｌ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 Ｓａｙ) (杨帅等ꎬ２０１６ꎻ Ｃａｓａｇｒａｎｄｅꎬ
１９８５)等ꎻ病原微生物包括球孢白僵菌 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
ｂａｓｓｉａｎａ ( Ｂａｌｓ.) Ｖｕｉｌｌ 和 苏 云 金 杆 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 (张生芳ꎬ１９９４ａꎬ１９９４ｂꎻ Ｌｏｇ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７ꎻ Ｏ′Ｎｅｉｌ ＆ Ｃａｎａｓꎬ２００５)ꎮ 研究人员在中国的

马铃薯甲虫适生区调查到 ５４ 种天敌ꎬ多以中华通

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Ｔｊｅｄｅｒ)、蓝蝽 Ｚｉｃｒｏｎａ ｃａｅｒｕ￣
ｌａ (Ｌｉｎｎ.)、多异瓢虫 Ａｄｏ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Ｇｏｅｚｅ)、蠋
蝽 Ａｒｍ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ａｌｌｏｕ)等捕食性天敌为主ꎮ

蠋蝽隶属于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蝽科 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
ａｅ 益蝽亚科 Ａｓｏｐｉｎａｅꎬ是一种重要的捕食性天敌ꎬ
分布于北京、天津、四川、新疆、云南、浙江等地(邹
德玉等ꎬ２０１６)ꎮ 蠋蝽的若虫和成虫可以捕食多种

鳞翅目和鞘翅目幼虫ꎮ 在已知的马铃薯甲虫天敌

中ꎬ蠋蝽的人工饲养技术已经取得明显进展ꎬ正进

行规模化养殖(李娇娇等ꎬ２０１６ꎻ 廖平等ꎬ２０１９ꎻ 潘

明真等ꎬ２０１８ꎻ 张健等ꎬ２０１７ꎻ Ｚｏ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而

蠋蝽防治田间害虫的研究ꎬ也只针对榆紫叶甲 Ａｍ￣
ｂｒｏｓｔｏｍａ ｑｕａｄｒｉｉｍｏｐｒｅｓｓｕｍ (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 (张晓军

等ꎬ２０１６)、双斑长跗萤叶甲 Ｍｏｎｏｌｅｐｔａ ｈｉｅｒｏｇｌｙｐｈｉｃａ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陈静等ꎬ２００７)、黄栌胫跳甲 Ｏｐｈｒｉｄａ
ｘａｎｔｈｏｓｐｉｌｏｔａ (Ｂａｌｙ.)(陈倩等ꎬ２０２０)、小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

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 (Ｌｉｎｎ.) (唐艺婷等ꎬ２０２０ａ)、斜纹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唐艺婷等ꎬ２０２０ｂ)、草
地贪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 Ｊ. Ｅ. Ｓｍｉｔｈ) (王燕

等ꎬ２０１９)等捕食功能作用研究ꎬ而有关蠋蝽对马铃

薯甲虫的捕食功能作用研究较少ꎬ仅在郭文超等

(２０１１)、冯丽凯等(２０１３)的研究中提到过蠋蝽捕

食马铃薯甲虫ꎬ且在冯丽凯等(２０１３)的研究中ꎬ蠋
蝽对马铃薯甲虫卵和低龄幼虫的平均捕食量为 ７.３
粒和 １５.４ 头ꎬ可证明蠋蝽确实为马铃薯甲虫的天敌

昆虫ꎮ
本研究通过拟合捕食者的捕食功能反应模型

及搜寻效应ꎬ在实验室内研究了蠋蝽成虫对马铃薯

甲虫卵和低龄幼虫的捕食作用ꎬ以期为确定蠋蝽控

制马铃薯甲虫的最佳释放比例提供科学依据ꎬ为马

铃薯甲虫的有效防控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蠋蝽成虫来自湖南省林业科学院ꎬ在新疆农业

大学农学院农林有害生物监测与安全防控重点实

验室饲养ꎬ先用柞蚕蛹连续饲养 ３ 代ꎬ然后用印度

谷螟 Ｐｌｏｄｉａ ｉｎｔｅｒｐｕｎｃｔｅｌｌａ (Ｈüｂｎｅｒ)饲养ꎮ 每个养虫

皿中释放 ４ 头蠋蝽成虫(２♀＋２♂)ꎬ置于智能人工

培养箱内ꎬ培养箱温度为(２７±１)℃、相对湿度(７０±
５)％ꎬ每天更换印度谷螟幼虫和蛹ꎮ

柞蚕蛹来自辽宁本溪ꎬ于 ４ ℃冰箱冷藏ꎬ以保

证饲喂蠋蝽时柞蚕蛹处于活体状态ꎮ
印度谷螟幼虫来自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昆虫生

态实验室ꎬ于智能人工气候箱内饲养ꎬ饲养温度(２８±
１)℃、相对湿度(５０±５)％、光周期 Ｌ ∶ Ｄ＝１６ ∶ ８ꎮ

马铃薯甲虫的卵和低龄幼虫为实验室内人工

养殖ꎬ每天更换新鲜的马铃薯叶片ꎬ确保马铃薯甲

虫雌成虫的产卵量足够蠋蝽食用ꎮ
１.２　 试验方法

在直径 ９ ｃｍ 的一次性培养皿中放入 １ 张湿润

滤纸ꎬ每个培养皿分别放入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头马铃

薯甲虫卵、低龄幼虫(１ 和 ２ 龄幼虫)ꎬ再分别放入 １
头已饥饿 ２４ ｈ 的蠋蝽成虫ꎬ２４ ｈ 后检查并记录培养

皿中的未被捕食的马铃薯甲虫卵数、低龄幼虫数ꎬ
同时更换 １ 次相同数量的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

虫ꎬ每个处理重复 ５ 次ꎮ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 ２１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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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ꎬ用 Ｓｉｇｍａ Ｐｌｏｔ １２.０ 软件作图ꎮ
捕食 功 能 反 应 用 Ｈｏｌｌｉｎｇ Ⅱ 型 圆 盘 方 程

(Ｈｏｌｌｉｎｇꎬ１９５９)拟合ꎬＮａ ＝
ａＴＮ

１＋ａＴｈＮ
ꎮ 式中ꎬＮ ＝猎物

密度ꎻＮａ ＝被捕食的猎物数量ꎻＴ ＝捕食者可利用发

现猎物的时间(本实验 Ｔ＝ １ ｄ)ꎻａ ＝瞬间攻击率ꎻＴｈ

＝对 １ 头猎物的处理时间ꎮ
将 Ｈｏｌｌｉｎｇ Ⅱ方程线性化后用最小二乘法求解

ａ、Ｔｈ 的值(丁岩钦ꎬ１９８０)ꎮ

寻找效应估计公式为 Ｓ＝ ａ
１＋ａＴｈＮ

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虫的捕食

功能作用

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及低龄幼虫的捕食

量如表 １ 所示ꎬＴ 检验表明ꎬ当马铃薯甲虫的卵及低

龄幼虫的密度分别为 ５ 粒皿－１、５ 头皿－１时ꎬ蠋
蝽对卵及低龄幼虫的捕食量有差异ꎬ其他猎物密度

下ꎬ捕食量无差异ꎮ
Ｈｏｌｌｉｎｇ ＩＩ 型圆盘方程拟合结果(表 ２)显示ꎬ蠋

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虫的功能反应方程

分别为 Ｎａ ＝ ０.２８６２Ｎ / (１＋０.０１９８Ｎ)和 Ｎａ ＝ ０.８４００
Ｎ / (１＋０.０７０９Ｎ)ꎬ拟合后的功能反应方程中 １ / Ｎ 与

１ / Ｎａ 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值为 ０.８６７０、０.８９２９ꎬ均大

于 Ｒ０.０５(０.８１１４)ꎬ表明蠋蝽成虫的捕食量与马铃薯

甲虫卵、低龄幼虫的密度显著相关ꎮ 当猎物密度 Ｎ
→∝时ꎬＮａ 为捕食量上限ꎬ即最大捕食量ꎬ此时ꎬＮａ

＝ １ / Ｔｈꎮ 因此ꎬ２４ ｈ 内ꎬ１ 头蠋蝽成虫捕食马铃薯甲

虫卵、低龄幼虫的上限分别为 １４ 粒和 １２ 头ꎻ捕食 １
粒马铃薯甲虫卵需要 １.６６３２ ｈꎬ捕食 １ 头低龄幼虫

需要 １.８４５７ ｈꎻ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虫的瞬时攻

击率分别为 ０.２８６２、０.８４００ꎻ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

幼虫的控害效能 ａ / Ｔｈ 值分别为 ４.１２９９、９.９５２６ꎮ
对马铃薯甲虫的卵及低龄幼虫的理论值与实

际值进行适合性检验ꎮ 经卡方适合性检验ꎬχ２ 值均

为 ０.２２０ꎬ小于 χ２(０.０５ꎬ１６)＝ ２.１２ꎬ理论捕食量与实

际捕食量吻合ꎬ说明模型能够反映蠋蝽成虫对马铃

薯甲虫低龄幼虫的捕食变化规律(表 ３)ꎮ 其拟合

后曲线如图 １ꎮ

表 １　 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及低龄幼虫的捕食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ｎ Ｌ.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ｅｇｇ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虫态
Ｓｔａｇｅ

捕食量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５ 头皿－１ １０ 头皿－１ １５ 头皿－１ ２０ 头皿－１ ２５ 头皿－１

卵 / 粒 Ｅｇｇ １.２０±０.３２ａ ４.１６±０.８０ ３.５２±０.７１ ５.５６±１.２８ ３.４１±０.６８
低龄幼虫 / 头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２.９２±０.３４ｂ ６.７２±０.５１ ６.００±０.７１ ７.２０±０.５３ ５.９２±０.５２

　 　 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Ｄａｔａ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表 ２　 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及其参数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ｏ Ｌ.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ｅｇｇ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虫态
Ｓｔａｇｅ

功能反应方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瞬间攻击率
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

处置时间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ｈ / ｄ)

最大日平均
捕食量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１ / Ｔｈ)

控害效能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 / Ｔｈ)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

卵 Ｅｇｇ Ｎａ ＝ ０.２８６２Ｎ / (１＋０.０１９８Ｎ) ０.２８６２ ０.０６９３ １４.４３００ ４.１２９９ ０.８６７０
低龄幼虫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Ｎａ ＝ ０.８４００Ｎ / (１＋０.０７０９Ｎ) ０.８４００ ０.０８４４ １２.３３０５ ９.９５２６ ０.８９２９

表 ３　 理论捕食量与实际捕食量比较及模型适合度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虫态
Ｓｔａｇｅ

猎物密度
/ (粒皿－１)
Ｐｒｅ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实际捕食量 / 粒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理论捕食量 / 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χ２ 虫态
Ｓｔａｇｅ

猎物密度
/ (头皿－１)
Ｐｒｅ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实际捕食量 / 头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理论捕食量 / 头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χ２

卵 ５ １.２０ １.２８５７ ０.２２０ 低龄幼虫 ５ ２.９２ ３.１００８ ０.２２０
Ｅｇｇ １０ ４.１６ ２.３５８９ Ｙｏｕｎｇ １０ ６.７２ ４.９１５２

１５ ３.５２ ３.２６８３ ｉｎｓｔａｒ １５ ６.００ ６.１０６１
２０ ５.５６ ４.０４８７ ｌａｒｖａｅ ２０ ７.２０ ６.９４７９
２５ ２.６４ ４.７２５８ ２５ ５.９２ ７.５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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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虫的

功能反应拟合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ｏ Ｌ.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ｅｇｇ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Ａ:卵实测值ꎻＢ:卵理论值ꎻＣ:低龄幼虫实测值ꎻＤ:低龄幼虫理论值ꎮ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ｇｇｓꎻ Ｂ: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ｇｇｓꎻ
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ꎻ
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２.２　 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虫的寻找

效应

寻找效应是捕食过程中对寄主攻击的一种行

为效应ꎮ 由图 ２ 可知ꎬ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
低龄幼虫的寻找效应随着猎物密度的增加ꎬ均呈规

律性下降ꎬ对卵的寻找效应变化下降缓慢ꎬ对低龄

幼虫的寻找效应变化下降快速ꎻ在猎物密度相同的

条件下ꎬ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低龄幼虫的寻找效

应高于对卵的寻找效应ꎮ

图 ２　 蠋蝽成虫寻找效应与猎物密度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ｅｙ

３　 讨论
本试验发现ꎬ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及低龄

幼虫的捕食作用受猎物密度影响ꎬ其捕食量随着猎

物密度的增加而增加ꎬ但其捕食量的增加与马铃薯

甲虫卵与低龄幼虫密度的增加不是线性关系ꎬ而是

呈现一种减速增长ꎬ到达一定的密度后不再增长ꎮ

蠋蝽成虫捕食马铃薯甲虫卵及低龄幼虫符合

ＨｏｌｌｉｎｇⅡ圆盘方程ꎮ
在本试验中ꎬ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及低龄

幼虫具有较强的捕食能力ꎮ 试验结果显示ꎬ蠋蝽成

虫对马铃薯甲虫卵及低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分

别为 １４ 粒和 １２ 头ꎮ 冯丽凯等(２０１６)研究显示ꎬ苜
蓿盲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ｃｏｒｉｓ ｌｉｎｅｏｌａｔｕｓ Ｇｏｅｚｅ 对马铃薯甲虫

１、２ 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分别为 １１ 和 ９ 头ꎮ 相

比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的捕食能力ꎬ苜蓿盲蝽的

捕食能力较低ꎮ 蠋蝽对于马铃薯甲虫的控害能力

较大ꎬ这对害虫生物防治应用非常有益ꎮ 寻找效应

是捕食过程中对寄主攻击的一种行为效应ꎮ 蠋蝽

成虫对马铃薯甲虫卵、低龄幼虫的寻找效应随着猎

物密度的增加ꎬ均呈现规律性的下降ꎮ
蠋蝽是国内外应用较多的捕食性昆虫ꎬ对多种

农林害虫具有较强的自然控制作用ꎮ 根据本研究

结果可知ꎬ蠋蝽成虫对马铃薯甲虫有一定的捕食能

力ꎬ理论上可通过释放蠋蝽防治马铃薯甲虫ꎮ 本研

究还分析了蠋蝽捕食能力与马铃薯甲虫卵及低龄

幼虫密度关系ꎬ为选择合适的蠋蝽释放比例提供理

论依据ꎮ 由于本试验只是在室内对蠋蝽成虫对马

铃薯甲虫卵及低龄幼虫的捕食功能进行了初步研

究ꎬ若处于自然环境条件下ꎬ则外界环境也可能影

响蠋蝽对猎物的捕食效率ꎮ 因此ꎬ确定蠋蝽对马铃

薯甲虫的具体控害效能还需通过田间试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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