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书书书

友恩蚜小蜂成虫历期观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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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松突圆蚧疫区，友恩蚜小蜂经过 20 多年的自然选择，已逐步适应松突圆蚧而成为优势种群，能
持续稳定地控制松突圆蚧的严重危害。在室内黑暗和正常光照条件下进行友恩蚜小蜂成虫历期观察试验，

以探索友恩蚜小蜂在离开野外生活环境成虫历期的变化及其存活情况。结果表明：友恩蚜小蜂在离开原生

境，有营养补给，黑暗条件下可存活 11 ～15 天；而没有营养补给的其寿命只有 2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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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stract　After over twenty year′s naturalselection，Encarsia am icula V iggianietR en has adapted H em i2
berlesia.pitysophila Takagi and becom e the dom inant population progressively on the area infected by the later，
thus itcan preventthe dam age of H.pitysophila Takagi continuously and stably.To seek after the developm ental
duration and livability ofadultE.am icula V iggiani et R en departed from field，indoor observation was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on dark and lightcondi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on condition ofdeparting from its originalhabitat，
adultE.am icula V iggianietR en can survive eleven to fifteen days in dark with food，butsurvive only two or three
days withoutfood.

K ey w ords　Encarsia am icula V iggianietR en，H em iberlesia.pitysophila Takagi

友恩蚜小蜂 Encarsia am icula V iggianietR en，隶属于膜翅目 H ym enoptera，小蜂总科 Chalcidoidea，蚜小蜂
科 A phelinidae，恩蚜小蜂属 Encarsia Foerstes［123］。在研究调查中发现，在松突圆蚧疫区，经过二十多年的自然

选择，出现了少数本地盾蚧寄生蜂逐步适应松突圆蚧而成为它的主要寄生蜂［426］。近两年来，对友恩蚜小蜂

与黄蚜小蜂的林间消长规律及其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友恩蚜小蜂与黄蚜小蜂的林间数量随松突

圆蚧虫口密度而变化，而友恩蚜小蜂在林间能保持一定的种群数量［6］。在信宜、高州等放蜂试验点收集到

的本地蜂种类中，友恩蚜小蜂约占 90%，成为优势种群，对持续稳定地控制松突圆蚧的危害起到明显的作
用［6］。本文是在室内黑暗和正常光照条件下进行友恩蚜小蜂成虫历期观察试验，以探索友恩蚜小蜂在离开

野外生活环境条件下的成虫历期变化及其存活情况，为进一步的研究和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友恩蚜小蜂在惠东、信宜县受松突圆蚧危害的松枝上收集。营养补充为 20%蜜糖水，容器用直径 18
m m，长 70 m m 的玻璃试管，其它材料还有定性滤纸和黑棉布等，黑棉布主要是用来遮光。试验分别在 2006
年 4 月和 5 月进行。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黑暗和正常光照 2 个处理，3次重复，每次重复 6 ～38 头虫不等，以供给清水作为对照，共观察试
验 2 批次。把收集到的友恩蚜小蜂装入玻璃试管，试管口用棉花塞好，贴上标签；将定性滤纸裁剪成长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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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 m，宽 6 ～9 m m 的纸条，放入蜜糖水中备用；将吸透蜜糖水的滤纸条取出，放于器皿边上稍为滴干后，再
放入装有友恩蚜小蜂的试管内，轻压纸条使之贴紧试管壁。每天更换一次蜜糖滤纸条，观察和记录各试管内

存活蜂数后将死亡虫体拾出。连续观察 16 d，直至无存活蜂数。
1.3 数据处理

死亡率（%）=每天死亡头数/每重复总头数×100，黑暗、光照条件下和对照的死亡率均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友恩蚜小蜂成虫历期存活数观察结果见表 1，试验结果表明友恩蚜小蜂十分不耐饥饿，在没有营养（本

试验为蜜源）供给的情况下，其寿命只有 2 ～3 d。观察试验中发现友恩蚜小蜂有 2 个死亡高峰期，分别在第
3天和第 4 天（图 1）。在黑暗条件下的寿命长于正常光照的条件，其主要原因是在黑暗条件下虫体的活动
少，体能消耗少，延长了寿命。

表 1　友恩蚜小蜂成虫历期存活数观察结果　　　　　　　　单位：头

处理时间

（d）
第一批黑暗

1 2 3 ck
第一批正常光照

1 2 3 ck
第二批黑暗

1 2 3 ck
第二批正常光照

1 2 3 ck
1 16 14 32 18 34 19 38 17 11 18 12 6 24 15 10 9
2 16 14 32 18 34 19 36 16 11 18 12 6 24 15 10 9
3 16 14 32 18 4 18 12 0 9 17 10 0 1 1 6 0
4 11 9 20 0 4 17 7 9 13 7 1 1 6
5 10 9 18 3 17 6 9 8 5 1 1 6
6 8 7 15 3 17 4 9 7 3 1 1 6
7 8 5 15 3 2 4 9 7 3 1 1 5
8 7 3 11 0 0 3 9 7 3 1 1 5
9 5 3 11 3 9 7 2 0 0 3
10 5 3 10 1 8 7 2 1
11 3 2 10 0 8 0 1 0
12 3 2 9 8 1
13 2 1 2 7 0
14 0 0 0 5
15 5
16 0

图 1　友恩蚜小蜂成虫历期观察死亡情况

3　讨 论
3.1　 友恩蚜小蜂的个体虽然非常小，体长只有 0.6 ～0.7 m m，但其生命力很强，观察试验中发现在黑暗及
有营养补充的寿命长达 15 d。
3.2　配制蜂蜜液时，应将蜂蜜与水充分搅拌均匀。
3.3　更换蜂蜜滤纸时，要紧贴试管壁，不能留有间隙，以免友恩蚜小蜂爬入间隙，挤压死亡。
3.4　放置蜜糖滤纸时，不能贴在试管壁上进行移动，以免蜂蜜液残留在试管壁上，影响友恩蚜小蜂活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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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动中粘贴翅膀而死亡。

3.5　补充营养的种类、观察试验的器皿、室内温度以及每一个器皿内放多少头成虫等有关问题有待于今后
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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