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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明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捕食潜力ꎮ 【方法】在室内条件下ꎬ研究了黄带犀

猎蝽对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搜寻效应和干扰反应ꎮ 【结果】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

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模型均符合 Ｈｏｌｌｉｎｇ ＩＩ 型ꎬ即其捕食量随猎物密度的增加而增加ꎬ其搜

寻效应随猎物密度的增加而减小ꎬＨｏｌｌｉｎｇⅡ方程依次为:Ｎａ ＝ ０.９７５０Ｎ / (１＋０.０２７３Ｎ)、Ｎａ ＝ １.１６５４Ｎ / (１＋
０.０８０４Ｎ)ꎬＮａ ＝ １. ３０５８Ｎ / ( １ ＋ ０. １７９９Ｎ)ꎻ黄带犀猎蝽成虫自身密度干扰反应符合 ＨａｓｓｅⅡ型 ( Ｅ ＝

０.３３７Ｐ－０.５６５)ꎬ即随着自身密度的增加ꎬ平均捕食量逐渐减少ꎬ捕食作用率逐渐降低ꎮ 【结论】黄带犀猎蝽

成虫对斜纹夜蛾幼虫有较好的防治潜力ꎬ可用于斜纹夜蛾的生物防治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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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猎蝽ꎬ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猎蝽科 Ｒｅｄｕｖｉｉｄａｅꎬ
是农林业中一种重要的捕食性天敌ꎮ 黄带犀猎蝽

为不完全变态昆虫ꎬ分为卵、若虫和成虫 ３ 个虫态ꎬ
若虫共 ５ 个龄期ꎮ 黄带犀猎蝽在国外分布于缅甸

和泰国ꎬ在国内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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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王亚楠等ꎬ２０２０)ꎮ 其猎物范围广泛ꎬ包括蚜

虫、姬缘蜷、蝗虫、蟋蟀、甲虫、蠼螋、叶蜂、菜青虫、
蚊和蜘蛛等(黄增和等ꎬ１９９１ꎻ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ꎬ１９３４)ꎮ

斜纹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隶属鳞翅

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ꎬ俗称莲纹夜蛾、夜
盗虫、夜老虎等(张根顺等ꎬ２００３)ꎮ 据统计ꎬ斜纹夜

蛾的寄主植物有 １０９ 科 ３８９ 种(包括变种)ꎬ主要以

幼虫取食植物叶片、蛀茎(果)等(罗凯等ꎬ２０１５)ꎮ
长期以来ꎬ对斜纹夜蛾的治理主要以化学防治为

主ꎬ但随着 ３Ｒ 问题的日益突出ꎬ生物防治越来越引

起植保工作者的关注(田耀加等ꎬ２０１１)ꎮ 关于斜纹

夜蛾的生物防控已有较多报道ꎬ包括自然天敌的利

用、植物源提取物、性信息素、转基因技术和抗虫品

种选育等(罗凯等ꎬ２０１５)ꎮ 自然天敌的发掘和利用

是生物防治中一个重要的方向ꎬ研究人员已相继研

究了叉角厉蝽 Ｃ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ｉｄｅａ ｆｕｒｃｅｌｌａｔａ (Ｗｏｌｆｆ) (陈
然等ꎬ２０１５)、红彩真猎蝽 Ｈａｒｐａｃｔｏｒ ｆｕｓｃｉｐｅ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
ｕｓ)(邓海滨等ꎬ２０１２)、拟环纹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ｐｓｅｕｄ￣
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 Ｂｏｅｓｅ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Ｓｔｒａｎｄ ) ( 田 耀 加 等ꎬ
２０１１)、蠋蝽 Ａｒｍ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Ｆａｌｌｏｕ) (唐艺婷等ꎬ
２０２０)对斜纹夜蛾的捕食能力ꎮ

笔者在前期香蕉病虫调查中常观察到黄带犀

猎蝽成虫捕食斜纹夜蛾幼虫的现象ꎬ而关于黄带犀

猎蝽对斜纹夜蛾的捕食情况还未见报道ꎮ 为探明

黄带犀猎蝽对斜纹夜蛾的捕食能力、寻找效应和干

扰反应ꎬ在室内开展了黄带犀猎蝽成虫对 ２、３、４ 龄

斜纹夜蛾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试验ꎬ以期为斜纹夜

蛾的天敌防控提供理论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

黄带犀猎蝽成虫和斜纹夜蛾 ２ 龄幼虫均采自

云南省红河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香蕉园ꎮ 斜纹夜

蛾 ３、４ 龄幼虫以新鲜香蕉叶续代饲养建立种群ꎮ
以下试验均在室内自然条件下开展ꎬ试验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１０ 月ꎮ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黄带犀猎蝽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捕食功能反

应　 试验在透明盒子中进行(盒子上开有数个小

孔ꎬ长 １５０ ｃｍꎬ宽 １５.０ ｃｍꎬ高 ８.５ ｃｍ)ꎬ在盒子底部

放入新鲜洗净香蕉叶供斜纹夜蛾幼虫取食ꎬ在盒子

角落放一蘸水棉花团ꎬ供黄带犀猎蝽补充水分ꎮ 斜

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均设置每盒 ３、６、９、１２、１５、１８、

２１ 头 ７ 个梯度ꎬ分别放入 １ 头饥饿处理 ２４ ｈ 的黄

带犀猎蝽ꎬ每处理重复 ４ 次ꎬ２４ ｈ 后统计捕食量ꎮ
１.２.２　 捕食者自身密度对捕食功能反应的影响 　
每个盒子中放入 ４０ 头 ３ 龄斜纹夜蛾幼虫ꎬ分别放

入 １、２、３、４、５ 头经饥饿处理 ２４ ｈ 的黄带犀猎蝽成

虫ꎬ２４ ｈ 后统计捕食情况ꎮ 每处理重复 ３ 次ꎮ
１.３　 数据统计

１.３.１　 ＨｏｌｌｉｎｇⅡ型功能反应　 １
Ｎａ

＝ １
ａＴ

× １
Ｎ

＋
Ｔｈ

Ｔ
ꎮ 式

中ꎬＮ 为供试猎物密度ꎻＮａ 为被捕食的猎物数量ꎻＴ
为猎物暴露于捕食者的时间ꎬ本研究中 Ｔ＝ １ ｄꎻａ 为

瞬时攻击率ꎻＴｈ 为处置时间ꎬ即处置 １ 头猎物所需

时间(Ｈｏｌｌｉｎｇꎬ１９５９)ꎮ

１.３.２　 搜索效应方程 　 Ｓ ＝ ａ
１＋ａＴｈＮ

ꎮ 式中ꎬａ 为瞬

时攻击率ꎬＴｈ 为处置 １ 头猎物的时间ꎬＮ 为被捕食

的猎物数量ꎬＳ 为搜索效应值(范悦莉等ꎬ２０１９)ꎮ
１.３.３ 　 Ｈａｓｓｅｌｌ 干扰模型 　 Ｅ ＝ ＱＰ－ｍ(Ｅ ＝ Ｎｅ / ＮＰ)ꎮ
式中ꎬＥ 为竞争下的捕食作用率ꎻＱ 为搜寻常数ꎻＰ
为捕食者的密度ꎻｍ 为干扰常数ꎻ Ｎｅ 为捕食的猎物

总数ꎻＮ 为初始猎物密度(范悦莉等ꎬ２０１９ꎻ Ｈａｓｓｅｌｌ
＆ Ｖｅｒｌｅｙꎬ１９６９)ꎮ
１.３.４　 分摊竞争强度 　 Ｉ ＝ (Ｅ１ －Ｅｐ) / Ｅ１ꎮ 式中ꎬＥ１

为 １ 头捕食者的捕食作用率ꎻＥＰ 为捕食者密度为 Ｐ
头时的捕食作用率(罗春萍等ꎬ２０１８ꎻ 周军辉等ꎬ
２０２０)ꎮ

以上数据均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和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

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黄带犀猎蝽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

由图 １ 可见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２、３、
４ 龄幼虫的捕食量均随着斜纹夜蛾幼虫密度的增加

而增加ꎬ且增加幅度随着斜纹夜蛾幼虫密度增加而

缓慢减小ꎮ 对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捕食量的倒数随斜纹夜蛾幼虫密度的倒数

变化关系进行线性拟合发现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

纹夜蛾 ２、 ３、 ４ 龄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均符合

ＨｏｌｌｉｎｇⅡ模型ꎮ 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捕功能反应方程依次为 Ｎａ ＝ ０.９７５０Ｎ / (１＋
０.０２７３Ｎ)( ｒ＝ ０.９９２９)ꎬＮａ ＝ １.１６５４Ｎ / (１＋０.０８０４Ｎ)
( ｒ ＝ ０. ９９２４)ꎬ Ｎａ ＝ １. ３０５８Ｎ / ( １ ＋ ０. １７９９Ｎ) ( ｒ ＝
０.９９３１)ꎬ理论捕食量的拟合曲线依次为图 １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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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ꎮ 用拟合模型计算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理论捕食量ꎬ并与实际捕食量进行

卡方检验ꎬ 所得卡方值依次为 ０. ４９０２、 ０. ２１５６、
０.０４９１ꎬ均远小于 χ２

６ꎬ０.０５ ＝ １２.５９ꎬ说明所拟合的模型

公式可较好反应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不同密度下的捕食量变化规律ꎮ

根据拟合得到的 ＨｏｌｌｉｎｇⅡ公式计算可得ꎬ黄带

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瞬间攻击

率( ａ) 依次为 ０. ９７５０、１. １６５４、１. ３０５８ꎬ处置时间

(Ｔｈ)依次为 ０.０２８０、０.０６９０、０.１３７８ ｈꎬ理论最大捕

食量(１ / Ｔｈ)依次为 ３５.７、１４.５、７.３ 头ꎮ 可见ꎬ随着

斜纹夜蛾幼虫龄期的增加ꎬ黄带犀猎蝽成虫捕食斜

纹夜蛾幼虫的瞬间攻击率逐渐增强ꎬ处置时间逐渐

延长ꎬ理论最大捕食量逐渐减小ꎮ 从评价天敌对猎

物捕食效能的综合指标 ａ / Ｔｈ 来看ꎬ黄带犀猎蝽成

虫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捕食能力随着斜纹夜蛾幼虫

龄期的增加而逐渐减弱(表 １)ꎮ

图 １　 黄带犀猎蝽对斜纹夜蛾 ２ 龄(Ａ)、３ 龄(Ｂ)、４ 龄(Ｃ)幼虫的捕食功能曲线
Ｆｉｇ.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ｙｃａｎｕｓ ｃｒｏｃｅｏ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ｌａｒｖａｅ

表 １　 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ｙｃａｎｕｓ ｃｒｏｃｅｏ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ｌａｒｖａｅ

虫态
Ｓｔａｇｅ

瞬间攻击率
(ａ)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ｔｔａｃｋ

处理 １ 头猎物
的时间(Ｔｈ)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 ｐｒｅｙ

Ｈｏｌｌｉｎｇ 方程
Ｈｏ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卡方值 χ２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相关系数
( 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捕食能力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最大取食量
/ 头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２ 龄幼虫 ２ｎｄ ｌａｒｖａｅ ０.９７５０ ０.０２８０ Ｎａ ＝ ０.９７５０Ｎ / (１＋０.０２７３Ｎ) ０.４９０２ ０.９９２９ ３４.８ ３５.７
３ 龄幼虫 ３ｒｄ ｌａｒｖａｅ １.１６５４ ０.０６９０ Ｎａ ＝ １.１６５４Ｎ / (１＋０.０８０４Ｎ) ０.２１５６ ０.９９２４ １６.９ １４.５
４ 龄幼虫 ４ｔｈ ｌａｒｖａｅ １.３０５８ ０.１３７８ Ｎａ ＝ １.３０５８Ｎ / (１＋０.１７９９Ｎ) ０.０４９１ ０.９９３１ ９.５ ７.３

２.２　 黄带犀猎蝽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搜寻效应

将瞬间攻击率(ａ)和处置时间(Ｔｈ)带入搜寻

效应方程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

虫的搜寻效应方程分别为 Ｓ＝ ０.９７５０ / (１＋０.０２７３Ｎ)、
Ｓ＝１.１６５４ / (１＋０.０８０４Ｎ)、Ｓ ＝ １.３０５８ / (１＋０.１７９９Ｎ)ꎮ
通过搜寻效应方程计算可得不同斜纹夜蛾幼虫密

度下的搜寻效应值ꎬ得到的搜寻效应曲线如图 ２ 所

示ꎮ 除猎物密度为 ３ 头盒－１时ꎬ黄带犀猎蝽成虫

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搜寻效应随斜纹夜蛾幼虫龄期

的增加而逐渐减弱ꎻ当斜纹夜蛾幼虫处于同一龄期

时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搜寻效应随

着斜纹夜蛾幼虫密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弱ꎮ 当猎物

密度为 ３ 头盒－１时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

３ 龄幼虫的搜寻效应略大于其对 ２ 龄幼虫的搜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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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ꎬ考虑是由于在猎物密度极低的情况下ꎬ其搜寻

效应值均较大ꎬ趋近于 １ 所致ꎮ

图 ２　 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搜寻效应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ｙｃａｎｕｓ ｃｒｏｃｅｏ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ｏ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ｌｉｔｕｒａ ｌａｒｖａｅ

２.３　 黄带犀猎蝽自身密度对捕食功能的干扰反应

猎物(斜纹夜蛾 ３ 龄幼虫)密度不变的情况下ꎬ
黄带犀猎蝽成虫自身密度对其捕食功能反应的影

响见表 ２ꎮ 由表 ２ 可见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

蛾幼虫的总捕食量随自身密度的增大而增大ꎬ单头

平均捕食量和捕食作用率随自身密度的增大而减

小ꎮ 根据 ＨａｓｓｅⅡ干扰模型得到黄带犀猎蝽成虫捕

食 ３ 龄斜纹夜蛾幼虫的自我干扰反应方程为 Ｅ ＝
０.３３７Ｐ－０.５６５(Ｒ２ ＝ ０.９７５７)ꎬ根据方程计算可得捕食

作用率理论值ꎬ与实测值进行卡方检验ꎬ得到χ２ ＝
０.００２５ꎬ远小于 χ２

４ꎬ０.０５ ＝ ９.４９ꎬ表明所拟合 ＨａｓｓｅⅡ模

型公式能较好地反映黄带犀猎蝽成虫自身密度对

捕食斜纹夜蛾 ３ 龄幼虫的干扰反应ꎮ
根据分摊竞争强度公式计算黄带犀猎蝽成虫

捕食斜纹夜蛾 ３ 龄幼虫的分摊竞争强度( Ｉ)见表 ２ꎮ
黄带犀猎蝽成虫捕食斜纹夜蛾 ３ 龄幼虫的分摊竞

争强度与其自身密度的对数值(ｌｇＰ)拟合得到线性

方程 Ｉ ＝ ０.８６３４ｌｇＰ＋ ０.００３６ (Ｒ２ ＝ ０.９９１６) (图 ３)ꎬ
由图 ３ 可见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分摊竞争强度随其自

身密度对数值的增加呈线性增加ꎮ 分摊竞争强度

方程拟合值与表 ２ 中分摊竞争强度实测值进行卡

方检验得到 χ２ ＝ ０.００７３ꎬ远小于 χ２
４ꎬ０.０５ ＝ ９.４９ꎬ说明拟

合方程能够较好地反应黄带犀猎蝽成虫捕食斜纹

夜蛾 ３ 龄幼虫的分摊竞争情况ꎮ

表 ２　 黄带犀猎蝽自身密度对捕食效应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ｙｃａｎｕｓ ｃｒｏｃｅｏ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ａｄｕｌ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捕食者密度
/ (头皿－１)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猎物密度
/ (头皿－１)

Ｐｒｅ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总捕食量 / 头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捕食量 / 头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捕食作用率(Ｅ)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实测值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理论值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ＨａｓｓｅⅡ方程
ＨａｓｓｅⅡ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卡方值 χ２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

分摊竞争强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１ ４０ １３.００±１.００ｃ １３.００±１.００ａ ０.３２５０ ０.３３７０ Ｅ＝ ０.３３７Ｐ－０.５６５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２ ４０ １９.００±２.６５ｂｃ ９.５０±１.３２ｂ ０.２３７５ ０.２２７８ (Ｒ２ ＝ ０.９７５７) ０.２６９２
３ ４０ ２３.３３±３.２１ａｂ ７.７８±１.０７ｂｃ ０.１９４４ ０.１８１２ ０.４０１７
４ ４０ ２３.００±６.００ａｂ ５.７５±１.５０ｃｄ ０.１４３８ ０.１５４０ ０.５５７７
５ ４０ ２７.００±３.４６ａ ５.４０±０.６９ｄ ０.１３５０ ０.１３５７ ０.５８４６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ꎮ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差异达 ５％显著水平ꎮ
Ｄａｔａ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图 ３　 黄带犀猎蝽种内分摊竞争强度(Ｉ)与
自身密度(Ｐ)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ｙｃａｎｕｓ ｃｒｏｃｅｏ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Ｐ)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对黄带犀猎蝽成虫捕食斜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行为观察ꎬ发现黄带犀猎蝽成虫以口针插

入斜纹夜蛾幼虫虫体吸食其体液ꎬ被取食后的斜纹

夜蛾幼虫呈干瘪状死亡ꎬ有时并不取食完全ꎬ将口

针收回后接着寻找下一头猎物ꎬ该捕食过程与王亚

楠等(２０２０)报道的黄带犀猎蝽 ４、５ 龄若虫对草地

贪夜蛾 ３ 龄幼虫的捕食行为相似ꎬ同时结合黄增和

等(１９９１)关于黄带犀猎蝽的生物学特性研究ꎬ认为

黄带犀猎蝽若虫和成虫的捕食行为特征无明显差

异ꎬ而主要表现为捕食能力和捕食量上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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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 ＨｏｌｌｉｎｇⅡ捕食功能反应方程和

ＨａｓｓｅⅡ干扰模型方程评价了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

纹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捕食反应、搜寻效应和自身

密度干扰反应ꎮ 结果显示: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

夜蛾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符合 ＨｏｌｌｉｎｇⅡ型ꎬ即其捕

食量随猎物密度的增加而增加ꎬ其搜寻效应随猎物

密度的增加而减小ꎻ黄带犀猎蝽成虫自身密度干扰

反应符合 ＨａｓｓｅⅡ型ꎬ即随着其自身密度的增加ꎬ平
均捕食量逐渐减少ꎬ捕食作用率逐渐降低ꎮ 本研究

利用捕食功能反应参数对比了黄带犀猎蝽对斜纹

夜蛾 ２、３、４ 龄幼虫的捕食能力差异ꎬ结果发现ꎬ随
着斜纹夜蛾幼虫龄期的增加ꎬ黄带犀猎蝽成虫捕食

斜纹夜蛾幼虫的瞬间攻击率逐渐增强ꎬ但搜寻效应

逐渐减弱ꎬ处置时间逐渐延长ꎬ理论最大捕食量逐

渐减小ꎮ 从评价天敌对猎物捕食效能的综合指标

ａ / Ｔｈ 来看ꎬ黄带犀猎蝽成虫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捕食

能力随着斜纹夜蛾幼虫龄期的增长而逐渐减弱ꎬ结
合斜纹夜蛾幼虫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表现为随着幼

虫龄期的增长聚集强度逐渐减弱ꎬ１~４ 龄幼虫的空

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ꎬ５~６ 龄幼虫空间分布型由聚

集分布逐渐趋向于均匀分布(杜浩等ꎬ２０２０)ꎮ 因

此ꎬ在利用黄带犀猎蝽成虫控制斜纹夜蛾幼虫的实

践中ꎬ应尽可能在斜纹夜蛾幼虫低龄期实施防控ꎮ
天敌对害虫的控制能力除了受到天敌自身的

密度、害虫的密度影响外ꎬ还受到天敌和猎物的性

别、虫态、龄期、丰富度ꎬ环境温度、湿度、光周期ꎬ寄
主植物种类、生育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邱海燕等ꎬ
２０２０ꎻ 唐敏等ꎬ２０１９)ꎮ 本研究只开展了室内条件

下一定空间内黄带犀猎蝽对斜纹夜蛾的捕食功能

反应及自身密度干扰反应研究ꎬ未进行不同黄带犀

猎蝽虫态、虫龄的捕食功能差异试验ꎻ未开展一定

空间下ꎬ黄带犀猎蝽与斜纹夜蛾比例相同、密度成

倍增加情况下的相互干扰反应试验ꎻ同时ꎬ本研究

建立的 Ｈｏｌｌｉｎｇ 捕食功能反应方程和 ＨａｓｓｅⅡ自身

密度干扰反应方程也未考虑田间环境因素ꎬ以及天

敌和猎物种群的多样性等因素干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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