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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定空间( 23B厘米 )的养虫器内，晖草舞故叶柙戚虫的生殖力醴密度的增加而下降．单对饲葬的 

生殖力最商，平均产卵385．7粒·当密度为1B和25头时·产卵位157．6和50．4鞋．幼 虫期以及蛹帮的死 亡 

率，在不 空筒中均随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随空间的增太。各密度下的死亡率相应减少．食料质量是 影 

响幼虫存活的重要因素之一·用琢草上、中、下部叶片饲养劫虫，其死亡率舟蓦I为lO％，彳。．3％郭口7．6 ． 

幼虫搠景计食叶t可选p0．58毫克鲜t· I擅着 日-孥增加·近似消亿力透{|f下障，摄入讶质转换为悻物质的 

技车和稍化食唧转换为棒糖质的效率随日螗的增加而增加．戚热虚虫的取食t基车恒定，早均每4B小时 

禽叶28．Ol毫直辫重，其迁戗消化力为84．2 ．喇=事l亿出土的戚虫，选割成热进入生殖生长所需 的食 叶 

量约为2I3．22毫克 蚌童． 

关■■ 陬革杂技卧柙，豚草，生毒特性． 

● 

豚草条纹叶岬 (Zyfloflramma suturalis)是豚草(Ambrosia 0rfPⅢfsff，o， )的天敌，苏 

联jfIl用该虫防治豚草取撂了成功““ 我所1987年从苏联、加拿大引进该虫，1987——I989 

年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t豚草条纹叶蚵食性单一，成虫、幼虫均取食豚草 

叶和花序，是一种很有希望的生防作用物 “，。该虫的许 多生态学 特 性 与 马 铃 薯 叶 岬 

(Leptinofarsa decemtimeata)类似，只是取食的植物不同 】。成虫有群聚取食的习性， 

在固间的扩散过程很象草原火灾的蔓延，形成稳定的、形状不变并以一定速度运动的 “昆虫 

波 。其特点是在一条窄带内有特别大的昆虫密度，每平方米选5，000头 ，。这种高密 度 集 

聚的行为对豚草的控制无疑是有利的，本文探讨了在高密度情况下，对种群 自身的影响。 

豚草条纹叶岬在新移植区，适应当地气候、摆脱原产地天敌的控制后，种群增长的主要 

制约因子是食料。了解该虫对食物的要求和利用能力，有利于制定释放计划和对野外释放种 · 

群进行调节，加速其控制作用。 

一

、 材料与方法 

1．不同密度成虫生殖力观察 

用直径16厘米 x高15厘米的塑料花盆，每盆栽株高l5—．2O厘求的豚草2栏，上罩36厘米 

高的透明有机塑料筒罩，顶部蒙一层尼龙纱(空间体积为7 238厘米 )。将室内繁殖 的第 3代 

成虫以2、4、6、1 0、I4、I8相25头的密度(雌摧性比l：】，仅25头的密度处理为0。79：】)移人 

养虫器具内。1O头成虫以下的处理各设 3个重复，I4、l8和25头成虫处理来设重复。每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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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卵数和成虫死亡数，观察至成虫全部死亡。试验在室内恒温：6±1℃，相对湿度50—85％， 

光照16小时条件下进行。 

2．不同密度幼虫的存活率殛发育历期观察 ． 

在室温2l一27℃、相对湿度50—85 光照l6小时条件下，用培养皿 (9S．4厘米。)、透 

明塑料盒(615．8厘米 )及花盆(3 98 厘米。)饲养幼虫。前二种容器的饲养密度为1，3、5、1O 

和2O头，后一种为每盆 5．7、 O、15和20头。每处理各设 5个重复，自放入一龄幼虫之日 

起，每 日上午、下午观 簟记载其死亡数和历期，至成虫羽化结束。 

3．戚虫、幼虫的营养生态特性实验 

(1)食料质量对幼虫存活率的影响 分别剪取株高120厘米豚草的上部(顶部)，中部(离 

地面2／s处)和下部 (1／3处)主茎叶片，在塑料盒内单体饲喂幼虫 实验分设三组处理，每组 

处理饲养20—42头幼虫不等。每 日记载其死亡数。 

(2)幼虫食量、体重及排粪量的测定 取同期孵化的一龄幼虫置于透明塑料盒(直径 11 

厘米，高 4厘米)内群体饲养，每盒】0头幼虫。实验分设两个处理，各 5次重复。第一 处 理 

用于测定幼虫食量、体重及排粪量，第二处理用于测定不同 日龄幼虫的干重，以每二日为间 

隔时间， 自卵孵化之 日起观测至幼虫老熟(12天)。幼虫食置测定采用称重法，每次喂食前， 

自豚草植株顶部同一部位剪取大小基本相同的叶片分成两组，称鲜重后一组用于饲碾幼虫， 

另一组用做对照。饲碾二 日后，将剩余叶片取出。更换新鲜食料。对照叶片及剩余叶片均放 

入8O℃烘箱中烘烤 2小时，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干重，并以此推算幼虫的取食量。幼 

虫粪便也以干重计算。 

(3)成虫食量、体重及排粪量的铡定 取剐羽化出土的成虫和在室外饲喂20天届的成虫 

分两组饲养(雌 ：雄性I：L1：】)。实验设置、方法及测定项目同幼虫。 

上述饲养条件与不同密度成虫生殖力的观察条件相同。 

二、结果与分析 

T．密度对成虫生殖力的影响 

在空问(7 238厘米。)一致、并有足够食料的条件下。成虫总产卵量随密度增加而增如f， 

密度超过18头时，产卵量下降，密度为25头时，总卵量仪 544粒(表 1) 但总卵量并未完全 

反映密度对每雌实际生殖力的影响 实际上每雌卵量和平均每雌日产卵量随成虫密度的增加 

而逐渐下降。从表 1中 可看出，密度为 2头时，雌虫产卵量最高，达386．7粒，而密度为25头 

襄 1 不同密虚成虫的生殖力最其生殖特性 

Table 1 EHect~of adult deas|t~ o[1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Zygograln~za sutu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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酎，仅5o．4粒。由此可见，密度升高，每头雌虫可利用的空简相对缩小，增加了对产卵场所 

的竞争，交尾受 到干扰，导致生殖力下降。 

2．密度对幼虫存活及发育历期的影响 

(1)密度与幼虫存话率的关系 幼虫期以及幼虫至蛹期的 亡率在不两空间中随密度的 

增加而增加，但随空问容积的增大，备密度下的死亡宰相应减少。在容积为 95．4、615．8． 

和3 981叵米。的饲养容器中，幼虫备密度平均死亡率分别为24．0、17．1和 11．8％。幼虫至蛹 

期的死亡率在前二种容器中分别为39．1和34．9 。这些结果表明；在单位空间中，存在一定 

量的幼虫时．可能发生密度制约。用密度制约判断方法进行分析表明：在容积为95．4和615．8 

厘米。的容器中，幼虫爰幼虫至蛹阶段均存在密度制约，而在容积为 3 981厘米。容器 中。不 

存在密度制约。由此可见，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幼虫取食存在干扰现象。由于拥挤阻滞生 

长，导致死亡率增加，这种干扰机理可能是通过某种生态素(Ecomones) 起作用。 

(2)密度与幼虫发育历期的关系 幼 虫及幼 虫至蛹阶段的发育历期随密度增加而延长。 

20头密度下的幼虫及幼虫至蛹的历期分别为 9．9和25．3天，比 1头密度下的分别平均延长近 

1天和 2天。历期的延长证实了密度高时，出现取食干扰发生 密度制约、阻滞生长的现象。 

8．幼虫曹养生态特性 

(1．)食料质置对幼虫存活的影响 用株高120厘米的豚草植株上、中、下部主茎叶片饲喂 

幼虫，其幼虫期的累计死亡率分别为 lO 、70．8％ 和 97．6 。从不 同生理 日龄的死亡率 来 

香，食料质量对 3日龄前幼虫的存活影嗬最大，其死亡率分别为0，41．7相69．O％ 

(2)幼 虫食量 排泄量、体重及对食物的利用能力 由表 2可知，整个幼虫期平均可食 

鲜叶9O．58毫克(干重l8．53毫克)。体重的增加以 8日龄后生长最侠，其体重增加趋势与食物 

累计量(鲜干重)的形式一致。不同日龄的幼虫，对食物的利用能力不同。随着 日龄的增加， 

近似消化力(A．D．)逐渐下降。而摄入物质转换为体物质的效率(E．c．I．)和消化食物转换为 

体物质的效率(E．C．D．)随着 日龄的增加而增加。10日龄后的E．c．I．和E．c．D．急剧增大， 

这与老熟幼虫体重的急剧增加直接相关。 

裹 2 幼虫体重、食■豆排蠢■‘毫克)豆对食嘲的利用力 

Table 2 Ll~ al body weights,food consumpiion,feces(m8)and uiilization ratio for lood 

排 粪量 于 一 O．0‘ D．D8 0．18 0．58 J．08 

A．D( ) 

E．C．D．(，6) 

E⋯C I(％) 

0． O 
— —  

71．2 

92．3 

65． 

4．成虫食叶量、体重、排粪■曩对食物和用能力 

成虫羽化出土后，体重逐渐增加，初羽化时体重平均为 21．]7毫克。12天 后，增 加至 

27．O5毫克 而 22天后体重趋于稳定。在26±l℃恒温条件下，以 4和 6日蔚成虫的食 量 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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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随着日龉的增长，食量逐渐降低，到22日龄后。食星亦趋予稳定。成虫累计食叶置 ( ， 

鲜重)与其发育总积温( )的关系呈线性相关，当总积温小于3I2日度时， =一6．02+O．73T 

(r：0．9949，F：390。7 ，P<0．0000 4)I当总积温大于 572日度 时， =7O．I9+O．55T 

(r：0．9999．F=28961 4．3 )。剐羽化的成虫对食物的消化力以2和 4日龄的较高，分 鄹 

为79。7 和77．5％，22日龄后食物近似消化力趋于稳定，为64．2 (表 3)。 

裹 5 室外饲喂20夭后的成虫体重、★量豆律羹量(毫克) 

Table 5 M ature adult body weight，food C011SH~piiOIt end fecee(m~) 

由此可见，条纹叶岬成虫羽化出土后有一个逐渐成熟过程。其体重 食量及近似消化力 

在未成熟时，均有变化，而成熟后则趋于稳定。12日龄后，所有实验成 虫均开始产卵，因此 

12日龄的累计食叶量可看成是成 虫进入生殖期所必需获得的食物量(鲜重为 213．22毫克，干 

重为40．49毫克) 12日龄时的体重与剐羽化出土时的体重相比增加了2 8％，在此阶段维持其 

生长的需求率需以0．49毫克／天体重增量增加，才能进入生殖期。 

三、讨 论 

条纹叶卿成虫有群集取食的 习性．这对豚草的控制是有利的。但密度与生殖力的实验表 

明：株高15厘米左右的豚草上有 8头以上的雌成 虫时，产卵量会降低，对种群数量的增加有 
一 定的影响。一方面，密度过高对，增加对产卵场所的竞争和发生交配干扰。苏联对产卵选 

择因子的研究认为，植物总量及被取食程度是影响产卵的主要因子，叶部取食程度越重，产 

卵越少 ” 。另一方面，幼虫在高密度下发生取食干扰，同对，由于幼虫活动性差。拥 挤 导 

致转移 过程中的死亡率加大。因此，在豚草条纹叶螂释放后，要监测目问种群的扩展情况， 

保持种群在一定 密度。在室内大量繁殖过程中，每对成 虫的活动空间应保持在 905立方厘米 

之上，以防止产卵干扰，获得最大产卵量的最理想方法是分对饲养。 

用豚草顶部叶片饲喂幼虫存活率高，解释了田间观察到的成 虫、幼虫喜在植株顶部和叶 

腋处取食的现象，同对进一步说明了幼苗期是有利控制时期的结论 。室内幼虫 饲 养，以 

处于营养生长始盛期的豚草为宜，为防止幼虫密度制约的发生及粪便对食科的污染，每捧株 

高25厘米的豚草最多以饲养i 头幼虫为宜。 

豚草营养生长前期生长缓慢，叶部生物量积累量小，此时田问叶岬种群保持多大密度， 

既可避免密度过高时对种群的不利影响，又可达到满意的控 』效果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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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BlONOMlCAL STUDIES ON ZYG0GRAMM A 

SUTURALIS CCOL．：CHRYSOMELIDAE3 

W an Fang～Hao W ang Ren 

(Bfo~oylcai Control Laboratory，Chinese Academy of A cultural Sciences) 

● 

● 

Laboratory studies Ol1 soB2e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Z
．  

sufuralis were conducted during l987— 1989．The total number of eggs laM 

by the experimental population of Z．suturalis v／as influenced by the rearing 

density in a parabolica l pattern．The average fecundity of the females decli— 

ned as the adult density increased in  the containers of a fixed volume
．
A 

maximum of 388．7 eggs was obtained when only one pair of adults were rea— 

red in  a contain er of 7 238cm volum e．W  n 18 and 25 adul~ Vcere reared 

in the containers of the Sa1]2e size， each female laid I57
．6 and 5O．4 eggs． 

respectively． The mortalities of th e larval and larva-pupal stages  increased as 

the rearing density _mcreased．Yet the  mortalities in each dens ity treatment 

decreased in larger contain ers．Food quality ％vas  found to be one of the ’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lm-cal survhra1． 鼢 en the larvae Were fed with 

the leaves ft om uppe r, middle and lower parts of ragweed plants， the ave一 
．  

rage mortalities were lO ，7O．8 and 97．6 ， respectively．Results of the 

larval consumption r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ccumulatice cons umption 

was 90．58 mg (fresh weight)pe r larva．Larvae of 1 O days old had the high— 

est consumption． The approximate digestibility (A．D．)declined and the effi- 

ciencies of conversion for ingested and digested food (E．C．I
． and E．C．D．) 

increased as the larvae developed older．The daily food cons umption by new-～ 

lyemerged adult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by mature adults
．
Each 

adult consumed an average of 213．22 mg of fresh leaves before ovlposition
．  

Keywords；Zyoooramma suturalis，Ambrosia artemisiifoIia，ecological cha— 

racteristj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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