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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斑月瓢虫取食不同猎物的生长发育及繁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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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斑月瓢虫是我国农、林、蔬、果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捕食性天敌之一，能够捕食多种猎物。 不同的猎物质量显著影响捕食

性天敌昆虫的活力。 为评价取食不同猎物对六斑月瓢虫生物学特性的影响，采用实验种群生命表的方法研究了六斑月瓢虫取

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情况。 结果表明，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的世代发育历期最长、存活率、雌虫寿命和

繁殖力最低，分别为（２６．１５±０．４２）ｄ、（５２．９５±１．９８）％、（５３．７３±２．１７）ｄ 和（１５７．６７±１６．７９）粒 ／雌；而取食玉米蚜的世代发育历期最

短、存活率、雌虫寿命和繁殖力最高，分别为（１６．４０±０．４９）ｄ、（７７．９３±０．７６）％、（６８．３３±４．３１）ｄ 和（７９８．７７±４４．２９）粒 ／雌；取食豆蚜

时的各生物学参数介于两者之间。 种群生命表参数也反映了类似的结果，取食烟粉虱的净增殖率（Ｒ０）、内禀增长率（ ｒｍ）和周

限增长率（λ）最低分别为 ７１．２１６、０．０９２ 和 １．０９４，世代平均历期（Ｔ）最长为 ４７．３７７ｄ；取食玉米蚜的 Ｒ０、ｒｍ 和 λ 最高分别为

２９０．２８１、０．１３１ 和 １．１４３，Ｔ 最短为 ４２．４２８ｄ。 总体来看，相对于烟粉虱而言，蚜虫更适合六斑月瓢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且玉米蚜

优于豆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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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ｍａｉｄ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ｅｙ ｆｏｒ Ｍ．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ｄｉｅｔ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ｏｃｈｉｌｕｓ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 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Ｆｉｔ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瓢虫是捕食性天敌中一个庞大的簇群，在自然调控农林作物害虫种群动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瓢虫

资源十分丰富，瓢虫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种群数量大，开发应用前景广阔。 其中，六斑月瓢虫 Ｍｅｎｏｃｈｉｌｕｓ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ｅ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分布广泛［１］，是我国华南地区的常见种类［２⁃４］，是蚜虫［５⁃１２］、粉虱［１３］、木虱［１４⁃１５］和其它

小型昆虫的重要天敌。 该瓢虫具有年发生世代数多、捕食量大以及成虫寿命长、产卵量大等优点，因而在生物

防治中的应用（其开发利用）潜能巨大。 天敌昆虫开发利用的前提是成功进行规模化繁殖，而饲料是规模化

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饲养成本和饲养效果。 针对瓢虫饲料的研究已有不少文献资料报

道，以动物源（动物内脏或昆虫蛹为原材料添加化学组分）饲料进行饲养，虽然部分能够满足瓢虫的生长发

育，但通常存活率较低、幼虫发育历期较长和成虫不能产卵等问题［１６⁃２１］。 化学人工饲料具有不受季节限制、
成本低廉、操作方便等诸多优点，非常适合天敌昆虫的规模化饲养，但人工饲料的剂型和营养成分的组配没有

得到实质性的攻破，至今还没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配方［２２］。 天然猎物饲养基本上都能完成瓢虫生长发育和

繁殖后代，但不同猎物间差异较大［２３⁃２７］。 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和玉

米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Ｆｉｔｃｈ）都是农业生产上的重要害虫，也是六斑月瓢虫田间捕食的重要对象，为了明

确取食这 ３ 种害虫对六斑月瓢虫生物学特性的影响，进而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一有价值的自然天敌，发挥其

在生物防治中的作用，本文采用编制种群生命表的方法探讨了豆蚜、玉米蚜和烟粉虱对六斑月瓢虫的生长发

育及繁殖特性的影响，旨在为筛选大规模繁育六斑月瓢虫的天然饲料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

六斑月瓢虫采自华南农业大学试验基地，在室内用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混合种群饲养 １ 代后供试。 豆

蚜采自豇豆田，在室内培育蚕豆苗 Ｖｉｃｉａ ｆａｂａ Ｌ．饲养，玉米蚜和烟粉虱是分别用小麦苗 Ｔｒｉｔｉｃｕｍ ａｅｓｔｉｖｕｍ Ｌ．和扶

６６７５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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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苗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ｒｏｓ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长期饲养的室内种群，饲养条件均为（２６ ± １）℃，相对湿度（７５ ± ５）％，光周期

１４Ｌ ∶１０Ｄ。 　
１．２　 试验条件

试验在人工气候箱（ＰＱＸ⁃２５０）中进行，试验条件同 １．１ 中供试昆虫的饲养条件。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发育历期及存活率

在双通玻璃管（Φ＝ ２．５ ｃｍ，Ｌ＝ ２５ ｃｍ，一头用保鲜膜绷管后，均匀扎孔，另一头用棉花塞封口）中放入带有

烟粉虱、豆蚜及玉米蚜的新鲜叶片的混合猎物供瓢虫取食，待瓢虫产卵后，随机挑取当天所产卵 １００ 粒，即每

个处理 １００ 头，观察其孵化情况。 用小毛笔将初孵幼虫移入玻璃管中单头饲养，分别用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

作为猎物饲喂瓢虫（试验所用烟粉虱为卵和若虫的混合种群，豆蚜和玉米蚜为若虫与成虫的混合种群），于每

日 ８：００ 和 ２０：００ 更换新鲜食物，记录瓢虫的发育历期、存活数量及成虫性比。
１．３．２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繁殖力

收集当日羽化的瓢虫成虫于玻璃管（同 １．３．１）中，待其交配时将其引入新的管中，每管 １ 对，共挑取 １５ 对

瓢虫进行繁殖力和寿命观察。 置于人工气候箱内，每天更换新鲜寄主，饲料与幼虫期一致。 每日检查成虫的

产卵情况，直到所有成虫自然死亡，并记录六斑月瓢虫产卵前期及成虫寿命等参数。
１．３．３　 实验种群生命表的组建与分析

从卵期开始每天记录瓢虫未成熟期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及存活数量及成虫每日产卵量和寿命，用于组建瓢

虫的实验种群生命表。 根据昆虫特征年龄（χ）、特征存活率（Ｌχ）和产雌虫数（Ｍχ）等参数，按照 Ａｎｄｒｅｎｗａｒｔｈａ
等［２８］、林昌善等［２９］、赵志模等［３０］的方法，组建六斑月分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生命生殖力表，并计

算六斑月瓢虫的世代净增殖率（Ｒ０）、内禀增长率（ ｒｍ）、世代平均历期（Ｔ）和周期增长率（λ）等生命表参数。
计算公式如下：

Ｒ０ ＝∑ＬχＭχ （１）
Ｔ＝∑ＬχＭχχ ／ Ｒ０ （２）
ｒｍ ＝ ｌｎＲ０ ／ Ｔ （３）
λ＝ｅｘｐ（ ｒｍ） （４）

式中，世代净增殖率（Ｒ０），表示每雌虫经历 １ 个世代所产生的雌性个体数；世代平均历期（Ｔ），表示昆虫经历

１ 个世代所需的平均时间；内禀增长率（ ｒｍ），表示种群在无限时间、空间、食物等优越条件下特定瞬时增长率；
周期增长率（λ），表示每雌虫经过单位时间后的增长倍数。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获实验数据均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以及 ＳＰＳＳ １０． ０ 进行统计与分析。 取食不同猎物的六斑月瓢

虫的发育历期和繁殖特性等参数在不同猎物间的差异用 Ｄｕｎｃａｎ 新复极差法进行比较。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发育历期及存活率

不同猎物（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显著影响六斑月瓢虫的发育历期（表 １）和存活率（表 ２）。 从发育历期

来看，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的卵期、各幼虫龄期和蛹期的发育历期均显著长于取食豆蚜和玉米蚜；而取食两

种蚜虫的发育历期虽在 １ 龄幼虫和 ４ 龄幼虫间有显著差异，而两者的世代发育历期则差异不显著。 六斑月瓢虫

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整个世代发育历期分别为（２６．１５±０．４２）ｄ、（１７．８５±０．５８）ｄ 和（１６．４０±０．４９）ｄ（表 １）。
从存活率而言，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的存活率在高龄（４ 龄）幼虫及蛹期均显著低于取食豆蚜和玉米蚜的存活

率，另外在卵期和低龄（１ 龄）幼虫也分别显著低于取食豆蚜和玉米蚜的存活率。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

和玉米蚜的整个世代的存活率分别为（５２．９５±１．９８）％、（７４．７６±０．７８）％和（７７．９３±０．７６）％（表 ２）。

７６７５　 １７ 期 　 　 　 唐良德　 等：六斑月瓢虫取食不同猎物的生长发育及繁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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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发育历期 ／ ｄ（平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ｅｎｏｃｈｉｌｕｓ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ｙｓ （Ｍ±ＳＥ）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卵期
Ｅｇｇ

１ 龄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２ 龄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３ 龄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４ 龄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蛹期
Ｐｕｐａｌ

产卵前期
Ｐｒｅ⁃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世代历期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３．１２±０．０３ ａ ２．４９±０．０４ ａ １．８９±０．０３ ａ １．９６±０．５４ ａ ２．８８±０．０６ ａ ４．８０±０．０５ ａ ８．４０±０．３７ ａ ２６．１５±０．４２ ａ

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２．７７±０．０３ ｂ １．３７±０．０２ ｃ ０．７７±０．０３ ｂ ０．８１±０．０３ ｂ ２．３５±０．０６ ｂ ３．７５±０．０５ ｂ ５．３３±０．３０ ｂ １７．８５±０．５８ ｂ

玉米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Ｆｉｔｃｈ）

２．８６±０．０３ ｂ １．５０±０．０３ ｂ ０．７１±０．０３ ｂ ０．７７±０．０３ ｂ １．８９±０．０５ ｃ ３．６４±０．０５ ｂ ５．１３±０．２８ ｂ １６．４０±０．４９ ｂ

　 　 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英文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５）

表 ２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存活率 ／ ％（平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ｅｎｏｃｈｉｌｕｓ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ｙｓ （Ｍ±ＳＥ）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卵期
Ｅｇｇ

１ 龄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２ 龄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３ 龄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４ 龄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蛹期
Ｐｕｐａｌ

产卵前期
Ｐｒｅ⁃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世代历期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８２．９７±２．３２ ｂ ９４．６７±０．６７ ｂ ９４．３６±０．７４ ａ ９４．７８±０．７２ ａ ７８．５７±２．７５ ｂ ９２．２２±１．１１ ｂ ９７．４６±１．２９ ａ ５２．９５±１．９８ ｂ

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９２．９６±０．９９ ａ ９７．３３±１．３３ ａｂ９６．５３±１．８４ ａ ９０．２２±４．６１ ａ ９６．６７±０．８３ ａ ９７．４４±１．４８ ａ ９６．３６±１．８０ ａ ７４．７６±０．７８ ａ

玉米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Ｆｉｔｃｈ） ８６．３３±３．００ ａｂ９８．６７±０．６７ ａ ９７．９６±０．８０ ａ ９７．２８±０．６４ ａ ９８．５８±０．７１ ａ ９８．５５±０．７２ ａ ９７．４６±１．４８ ａ ７７．９３±０．７６ ａ

２．２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繁殖力

六斑月瓢虫取食不同猎物种类的繁殖特征如表 ３ 所示。 取食不同猎物种类显著影响六斑月瓢虫成虫性

比、产卵前期、雌虫寿命及产卵量。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的产卵前期最长、雌虫寿命最短以及平均每雌产卵

量最低，分别为 ８．４０ ｄ、５３．７３ ｄ 和 １５７．６７ 粒；取食玉米蚜的雌虫寿命和平均每雌产卵量均最大，分别为 ６８．３３
ｄ 和 ７９８．７７ 粒，与取食豆蚜和烟粉虱相比均差异显著，而取食玉米蚜和豆蚜间的雌虫寿命则没有显著性差异。
其中，取食玉米蚜和豆蚜的平均每雌产卵量分别是取食烟粉虱平均每雌产卵量的 ５ 倍和 ４ 倍以上，表明蚜虫

更利于六斑月瓢虫的生长发育、存活和繁殖。

表 ３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繁殖情况（平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ｎｏｃｈｉｌｕｓ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ｙｓ （Ｍ±ＳＥ）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雌性比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ｉｏ

产卵前期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雌虫寿命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平均每雌产卵量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ｐｅｒ ｆｅｍａｌｅ

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０．６２４±０．０２８ ａ ８．４０±０．３７ ａ ５３．７３±２．１７ ｂ １５７．６７±１６．７９ ｃ

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０．５０７±０．０１４ ｂ ５．１３±０．２８ ｂ ５５．７０±１．２６ ｂ ６２３．８７±６０．８４ ｂ

玉米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Ｆｉｔｃｈ） ０．５２８±０．００６ ｂ ５．３３±０．３０ ｂ ６８．３３±４．３１ ａ ７９８．７７±４４．２９ ａ

２．３　 六斑月瓢虫实验种群生命表的组建与分析

六斑月瓢虫成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生命表参数如表 ４ 所示。 六班月瓢虫取食玉米蚜的世代净

增殖率（Ｒ０）、内禀增长率（ ｒｍ）和周限增长率（λ）均最大，世代历期（Ｔ）最短，分别为 ２９０．２８１、０．１３４、１．１４３ 和

４２．４２８，而取食烟粉虱的 Ｒ０、ｒｍ和 λ 值均最小，Ｔ 最长，分别为 ７１．２１６、０．０９０、１．０９４ 和 ４７．３７７。 取食豆米蚜的各

生命表参数介入豆蚜和烟粉虱之间，但 Ｒ０、ｒｍ和 λ 值远大于取食烟粉虱的相应值。

８６７５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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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豆蚜和玉米蚜的生命表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ｔａｂ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ｎｏｃｈｉｌｕｓ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ｅｙｓ

猎物种类
Ｐｒｅ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世代净增殖
Ｎｅ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Ｒ０）

平均世代历期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

内禀增长率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 ｒｍ）

周限增长率
Ｆｉｎｉｔ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λ）

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７１．２１６ ４７．３７７ ０．０９０ １．０９４

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 ２７９．３２８ ４５．０８７ ０．１２５ １．１３３

玉米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ｍａｉｄｉｓ （Ｆｉｔｃｈ） ２９０．２８１ ４２．４２８ ０．１３４ １．１４３

３　 结论与讨论

节肢动物广食性捕食者可取食多种猎物，当取食适宜猎物时，可显著提高其存活率、生长发育速率和繁殖

力等［２２⁃２５，３１］。 本研究结果表明六斑月瓢虫取食玉米蚜时，其世代发育历期最短（（１６．４０±０．４９） ｄ）、存活率

（（７７．９３±０．７６）％）和繁殖力（（７９８．７７±４４．２９）粒 ／雌）均最高，明显优于取食烟粉虱时的各生物学特性。 种群

生命表参数也反映出六斑月瓢虫取食玉米蚜时的世代净增殖率（Ｒ０）、内禀增长率（ ｒｍ）和周限增长率（λ）最
大且世代历期（Ｔ）最短（Ｒ０ ＝ ２９０．２８１；ｒｍ ＝ ０．１３４；λ＝ １．１４３；Ｔ＝ ４２．４２８）。 综合分析六斑月瓢虫取食不同供试猎

物的生物学和种群生命表参数表明，玉米蚜是六斑月瓢虫 ３ 种食物中最适宜取食的猎物，豆蚜也是六斑月瓢

虫较适宜取食的猎物，相比之下烟粉虱则是六斑月瓢虫最不适宜的猎物。 在其它广食性瓢虫中，也发现了类

似的结果。 当以烟粉虱卵、若虫和桃蚜为食时，烟粉虱若虫虽能完成龟纹瓢虫的生长发育，但取食桃蚜的龟纹

瓢虫发育和繁殖更好［２３］。 蚜虫可以作为更好的天然猎物大量繁殖瓢虫应用于生物防治。
烟粉虱是园艺作物上非常重要的害虫，且几乎对所有商品化杀虫剂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３２⁃３ ５］。

寻求化学防治以外的方法控制烟粉虱意义非凡。 本研究结果表明，六斑月瓢虫取食烟粉虱不仅能够完成其生

长发育而且能够大量繁殖后代（平均每雌产卵量为（１５７．６７±１６．７９）粒 ／头），虽然与蚜虫相比，存在明显的劣

势，但也可能是由于六斑月瓢虫与蚜虫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因此六斑月瓢虫仍可作为烟粉虱的重要天敌进

行驯化利用。
另外，田间的生态环境复杂多变，天敌与猎物的关系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粉虱和蚜虫均为半翅目昆虫，都

有众多共同的寄主植物和相同的栖境。 六斑月瓢虫既可捕食蚜虫也可捕食粉虱或其它猎物，同时也不可能总

有充足的食物资源供给。 因此，在田间可能存在下列情形，即：（１）在蚜虫和粉虱共存时，六斑月瓢虫优先捕

食蚜虫或（２）混合捕食；（３）当仅有粉虱或蚜虫时，则只能取食粉虱或蚜虫。 有文献报道，混合捕食不同猎物

可提高繁殖力等特性［３６］。 本实验仅开展了六斑月瓢虫单独取食 ３ 种猎物的生长发育及繁殖情况，对于不同

食料组合以及温、湿度条件对六斑月瓢虫个体生长发育及种群动态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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