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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植物对桃蛀螟生长发育及产卵选择行为的影响

汤金荣，董少奇，李为争，王高平，原国辉，郭线茹，赵　 曼∗

河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为明确寄主植物对桃蛀螟生长发育及产卵选择行为的影响，利用实验种群生命表和二项产卵选择试验，研究了玉米、大

豆、棉花和桃等 ４ 种寄主植物对桃蛀螟种群生长发育及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取食棉花的桃蛀螟幼虫存活率最低、幼

虫历期最长，取食玉米的幼虫存活率最高、幼虫历期最短，取食桃和大豆的幼虫存活率和历期居于棉花处理组和玉米处理组之

间；玉米处理组的桃蛀螟化蛹率、蛹重和蛹历期均为最高，棉花处理组为最低，大豆和桃处理组的这些参数均显著小于玉米处理

组而大于棉花处理组；发育至成虫后，取食玉米的桃蛀螟羽化率显著高于其他 ３ 个处理组；取食桃的桃蛀螟成虫寿命（雌虫和雄

虫）及个体发育历期均显著高于其他 ３ 种处理组；同时取食桃的桃蛀螟单雌产卵量最高，其次是玉米处理组，两者均显著高于大

豆和棉花处理组。 二项产卵选择试验结果显示，桃蛀螟雌蛾在棉花和玉米处理组、玉米和大豆处理组或棉花和大豆处理组间的

落卵量差异不显著；但在包含桃的处理组中，桃蛀螟在棉花、玉米或大豆处理区的落卵量均显著高于桃处理区。 上述结果表明，

供试 ４ 种寄主植物中，桃蛀螟偏好在棉花、玉米和大豆上产卵，其中玉米对桃蛀螟的适合度相对较高，棉花对桃蛀螟的适合度相

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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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蛀螟 Ｃｏｎｏｇｅｔｈｅｓ 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属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螟蛾科（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是一种多食性钻蛀性害虫，寄主

植物广泛，既能为害桃、苹果、板栗等果树的果实，也能为害玉米、大豆、棉花等农作物［１⁃２］。 随着作物种植结

构改革和果树果实套袋技术的推广，桃蛀螟在果园的为害逐渐减轻，但对农作物尤其是对玉米的为害逐年加

重，已成为黄淮海地区玉米穗期的主要害虫［３⁃４］。 桃蛀螟幼虫钻蛀性强，化学防治效果不理想，同时还会造成

农药残留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利用对桃蛀螟适合度不同的寄主植物来合理规划农田作物布局，是一种有效

的绿色防控策略和措施，可达到减轻桃蛀螟为害的目的［５］。 因此，研究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蛀螟生长发育及产

卵选择行为的影响，对于科学制定桃蛀螟绿色防控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寄主植物种类影响多食性昆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力［６］。 其中寄主植物对植食性昆虫幼虫期适合度的差

异主要受其表面理化性状、体内次生代谢物质和营养物质等的影响，而植食性昆虫能否在某种植物上产卵则

主要由植物释放的气味物质所决定［７⁃１０］。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体现在植食性昆虫的生长发育及其对植

物产卵选择性的差异上［６， １１］。 因此，将对昆虫幼期适合度低但对成虫具有产卵引诱活性的植物在农田合理

布局，可望实现对重要作物上主要害虫的绿色防控，例如利用香根草控制水稻田二化螟 Ｃｈｉｌ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ｉｓ［１２］、
利用苘麻控制棉田绿盲蝽 Ａｐｏｌｙｇｕｓ ｌｕｃｏｒｕｍ［１３］、利用大豆或马铃薯控制花椒园中的桑拟轮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 等害虫［１４］，依据的均是这种害虫防治原理。

虽然关于桃蛀螟的为害、发生规律、化学防治技术、性诱剂配方优化及嗅觉识别机制等方面［４， １５⁃１８］已有不

少研究，但关于桃蛀螟的寄主植物为何随农田作物布局的变化而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机理目前尚未可

知。 桃和玉米均是桃蛀螟的主要寄主植物，棉花和大豆据报道也是桃蛀螟的寄主植物，但在生产中鲜见桃蛀

螟为害棉花和大豆。 因此本研究拟选择来源于不同科的这 ４ 种植物，通过研究这些植物对桃蛀螟生长发育和

产卵选择性的影响，评价其对桃蛀螟的寄主适合度，以期为通过生态调控措施防控桃蛀螟的为害提供科学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试验所用桃蛀螟由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棉花害虫研究组提供，为室内连续饲养多代的敏感

品系，饲养期间未接触任何杀虫物质，饲养参照杜艳丽等方法［１９］，饲养环境条件为：温度（２７±１） ℃，相对湿度

７５±５％，光周期 １４∶１０（Ｌ ∶Ｄ）。
１．２　 供试植物

试验所用寄主植物玉米（品种：郑单 ９５８）、大豆（品种：中黄 １１）和棉花（品种：中棉 ４９）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种植于河南农业大学试验田，整个植物生长期不施用任何农药，人工定期除虫，其他栽培管理措施按常规进

行；试验所用桃（品种：春密）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提供。
１．３　 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蛀螟生长发育的影响

采集供试 ４ 种寄主植物的果实（玉米为乳熟期果实、大豆为鼓粒期果实、棉花为花铃期果实、桃为果实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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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期果实），用蒸馏水冲洗干净、晾干后，切成小方块（１ ｃｍ×１ ｃｍ，其中豆荚厚度不足 １ ｃｍ 的相应增大边长，
使其体积相同）以供桃蛀螟初孵幼虫（孵化时间＜１２ ｈ）取食。 桃蛀螟幼虫单头饲养在玻璃指形管中（直径 ２．５
ｃｍ；高 ８ ｃｍ），管口用灭菌的脱脂棉塞封紧。 每天同一时间观察并记录幼虫存活及蜕皮情况，发育至蛹时，称
取不同处理的蛹重。 成虫羽化后，将来源于同一处理的桃蛀螟雌、雄成虫随机配对，在透明塑料杯中（直径 １２
ｃｍ；高 ９ ｃｍ）单对饲养，杯底部放置一个浸有 １０％蔗糖水的脱脂棉球以供成虫补充营养，杯口用脱脂棉纱布封

紧（脱脂棉纱布也作为桃蛀螟雌虫的产卵介质）。 每天调查并记录成虫的存活情况及产卵量，直至成虫全部

死亡。 每个处理设置 ４ 次重复，每个重复观察 ３０ 头初孵幼虫，寄主植物每 ２ 天更换 １ 次。
１．４　 不同寄主植物对桃蛀螟产卵选择行为的影响

采用二项产卵选择试验［２０］。 试验时，采集 ４ 种供试寄主植物的果实（果实发育程度同前），用蒸馏水冲洗

干净、晾干后，制备成直径为 １ ｃｍ 的果碟以供成虫产卵选择。 具体试验方法如下：将羽化后 ３ ｄ 的成虫放置

于圆柱形昆虫产卵笼中（直径 ３０ ｃｍ；高 ２８ ｃｍ），每笼放 ３ 头雌虫和 ５ 头雄虫；产卵笼底部放一塑料培养皿（直
径 ６ ｃｍ），皿中放入蘸有 １０％蔗糖水的脱脂棉以供成虫取食，笼口罩上单层脱脂棉纱布作为成虫产卵介质，再
用固定圈罩住纱布并封紧产卵笼口；每次将 ２ 种寄主植物果碟分别交叉放置在纱布的 ４ 个等分区域内，果碟

紧靠产卵笼边缘且果碟之间距离相等；连续 ３ 天记录 ４ 个果碟区域内的桃蛀螟落卵量。 ４ 种寄主植物两两一

组设置如下处理组：（１）玉米和大豆；（２）玉米和棉花；（３）玉米和桃；（４）大豆和棉花；（５）大豆和桃；（６）棉花

和桃。 供试寄主植物果碟每天更换，每组处理重复 １５ 次。
１．５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统计分析均在 ＳＰＳＳ（版本 １９．０）软件中进行，不同处理间桃蛀螟幼虫发育历期、化蛹率、蛹重等

生命表参数在软件中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再利用 ＬＳＤ′ｓ ｔｅｓｔ 进行不同处理间各参数的差异显著性比较，
化蛹率和羽化率需经平方根反正弦转换后再进行统计分析；桃蛀螟在不同寄主植物处理区域的产卵量比较采

用配对 ｔ 测验法进行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寄主植物对桃蛀螟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寄主植物影响桃蛀螟幼虫的发育历期。 取食棉花的 １ 龄幼虫发育历期最长，显著高于取食其他 ３ 种寄主

的幼虫历期；取食桃的 ２ 龄幼虫发育历期最长，其次是取食棉花的；取食玉米和桃的 ３ 龄幼虫发育历期均显著

大于取食大豆和棉花的 ３ 龄幼虫历期；４ 龄幼虫以取食棉花和桃的发育历期最长，５ 龄幼虫以取食棉花的发育

历期最长，且显著大于取食其他 ３ 种寄主植物的幼虫历期。 从幼虫发育历期看，以取食棉花的幼虫发育历期

最长，达 １８．９９ ｄ；其次是取食桃的（１６．４０ ｄ），而取食玉米和大豆的幼虫发育历期分别只有 １３．９４ ｄ 和 １４．９３ ｄ
（表 １）。 可见不仅不同寄主植物而且同一种寄主植物对不同发育阶段幼虫的营养效应及其生长发育也有不

同影响。

表 １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桃蛀螟幼虫的生长发育历期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 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ｆ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寄主植物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各龄幼虫历期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 ｄ

１ 龄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２ 龄

２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３ 龄

３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４ 龄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５ 龄

５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幼虫历期
Ｌａｒｖ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ｄ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２．８３±０．０４ ｂ ２．３２±０．１２ ｂ ２．９３±０．１６ ａ ２．３２±０．０９ ｂ ３．６７±０．１３ ｃ １３．９４±０．０４ ｄ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２．７７±０．０８ ｂ ２．３９±０．０７ ｂ ２．２０±０．０９ ｂ ２．３７±０．１２ ｂ ５．３３±０．１２ ｂ １４．９３±０．２１ ｃ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３．７６±０．３１ ａ ２．５３±０．１１ ａｂ ２．２９±０．１１ ｂ ２．９８±０．１２ ａ ７．４８±０．６６ ａ １８．９９±０．４７ ａ

桃 Ｐｅａｃｈ ３．１４±０．０１ ｂ ２．７２±０．０５ ａ ３．０６±０．０９ ａ ２．７６±０．０８ ａ ４．７２±０．１２ ｂｃ １６．４０±０．１４ ｂ
　 　 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误，不同列字母相同表示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不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Ｐ ＜ ０．０５）

２．２　 寄主植物对桃蛀螟存活率的影响

寄主植物不仅影响桃蛀螟各龄幼虫的存活率，而且不同寄主植物对低龄幼虫（１—３ 龄幼虫）和高龄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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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龄幼虫）存活率的影响也有差异（表 ２）。 取食 ４ 种寄主植物的低龄幼虫，其存活率高低顺序均为玉米＞
桃＞大豆＞棉花；发育至 ４ 龄和 ５ 龄时，取食玉米的幼虫存活率最高，且显著高于取食其他寄主植物的幼虫存

活率，其次是取食大豆和桃的幼虫，取食棉花的 ４ 龄和 ５ 龄幼虫存活率分别只有 ３１．６７％和 ２０．８３％，显著低于

取食其他寄主植物的幼虫。

表 ２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桃蛀螟幼虫的存活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Ｃ． 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ｆ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寄主植物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幼虫存活率 Ｌａｒｖ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

１ 龄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２ 龄

２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３ 龄

３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４ 龄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５ 龄

５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９８．３３±０．９６ａ ９５．００±２．８９ａ ８８．３３±５．００ａ ８１．６７±２．８９ａ ７８．３３±２．１５ａ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７０．８３±３．７０ｃ ６２．５０±３．４４ｃ ５５．８３±２．１０ｃ ５２．５０±２．５０ｂ ４９．１７±２．５０ｂ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４９．１７±２．５０ｄ ４９．１７±２．５０ｄ ３７．５０±６．５８ｄ ３１．６０±７．９９ｃ ２０．８３±４．５９ｃ

桃 Ｐｅａｃｈ ８４．１７±５．５１ｂ ８０．８３±５．８３ｂ ７０．００±３．０４ｂ ５８．３３±２．１５ｂ ５３．３３±１．９２ｂ

图 １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桃蛀螟的存活率曲线

　 Ｆｉｇ． １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Ｃ． 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ｆ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由桃蛀螟存活率曲线（图 １）可以看出，取食棉花和

大豆的桃蛀螟，其早期存活率下降较为急剧，尤其是棉

花处理组，其存活率曲线接近于 Ｐｅａｒｌ 等所划分的Ⅲ型；
取食桃的桃蛀螟各年龄存活率变化都比较均匀，其存活

率曲线近似于Ⅱ型；取食玉米的桃蛀螟早期存活率下降

比较缓慢，但达到一定生理年龄时，其存活率急剧下降，
存活率曲线接近于Ⅰ型。
２．３　 寄主植物对桃蛀螟蛹及成虫生长发育的影响

以 ４ 种寄主植物为食的桃蛀螟，以取食玉米的桃蛀

螟幼虫化蛹率最高、蛹重最大、蛹历期最长；同样地，以
玉米为食的桃蛀螟，其成虫羽化率也显著高于其他处理

组；幼虫取食桃时，其雌虫寿命、雄虫寿命和个体发育历

期均显著长于取食玉米、大豆和棉花的。 从产卵量来

看，桃处理组的单雌产卵量最高（１３７．８７ 粒），其次为玉

米处理组（１２６．０６ 粒），二者均显著高于大豆处理组（７６．５４ 粒）和棉花处理组（３３．１３ 粒）（表 ３）。

表 ３　 幼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时桃蛀螟蛹和成虫的发育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 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ｐｕｐａ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ｗｈｅｎ ｌａｒｖｅａ ｆ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玉米 Ｍａｉｚｅ 大豆 Ｓｏｙｂｅａｎ 棉花 Ｃｏｔｔｏｎ 桃 Ｐｅａｃｈ
化蛹率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７８．３３±２．１５ａ ４９．１７±２．５０ｂ ２０．８３±４．５９ｃ ５３．３３±１．９２ｂ
蛹重 Ｐｕｐａ ｗｅｉｇｈｔ ／ ｍｇ ６４．２６±１．２７ａ ５７．９９±０．８２ ｂ ３４．５８±３．４３ｃ ５２．１９±１．０４ｂ
蛹历期 Ｐｕｐ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ｄ ９．４１±０．１１ａ ８．４３±０．１６ｂ ７．９９±０．０９ｃ ８．８８±０．７４ｂ
羽化率 Ｅｃｌｏ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９２．６１±３．０９ａ ６６．０５±６．７０ｂ ７４．５１±６．０７ｂ ７９．５１±４．４０ｂ
雌成虫寿命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 ｄ ４．７３±０．６６ｂ ６．６９±１．３９ｂ ４．２５±１．４８ｂ １５．１０±１．７２ａ
雄成虫寿命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 ｄ ６．３７±０．７４ｂ ６．２８±０．３１ｂ ５．３８±０．９０ｂ １１．９４±０．６４ａ
个体发育历期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ｄ ３３．３６±０．４２ｂ ３４．０１±０．４９ｂ ３２．３８±１．３７ｂ ４３．１３±１．０５ａ
单雌产卵量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 （ｅｇｇｓ） １２６．０６±１３．０７ａ ７６．５４±９．７８ｂ ３３．１３±１２．３２ｂ １３７．８７±２１．９０ａ

２．４　 寄主植物对桃蛀螟成虫产卵选择行为的影响

从桃蛀螟成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反应（图 ２）可以看出，桃蛀螟在棉花和玉米（ ｔ ＝ －０．４９３，Ｐ ＝
０．６３０）、玉米和大豆（ ｔ＝ －１．９１４，Ｐ＝ ０．０７６）以及棉花和大豆（ ｔ ＝ ０．９５９，Ｐ ＝ ０．３５４）之间的产卵选择性差异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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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但对棉花的产卵偏好性显著大于桃（ ｔ＝ ６．７０８，Ｐ＜０．００１），对玉米（ ｔ ＝ ８．００７，Ｐ＜０．００１）和大豆（ ｔ ＝ －８．３０６，
Ｐ＜０．００１）的产卵偏好性也均显著大于桃（图 ２）。

图 ２　 桃蛀螟雌蛾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

Ｆｉｇ．２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ｐｕｎｃｔｉｆｅｒａｌ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ｎｓ 表示处理间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星号表示处理间差异显著（∗：０．０１＜Ｐ ＜０．０５；∗∗：Ｐ ＜ ０．０１）

３　 讨论

桃蛀螟作为一种既能为害木本植物果树，又能为害草本农作物的多食性害虫，其寄主植物范围广，多达

１００ 余种，近来发现桃蛀螟还能为害蔬菜如青茄［２１］。 为害果树时，桃蛀螟以幼虫钻蛀果实，使果实不能正常

发育、变色脱落且内部充满虫粪，为害严重程度曾有“十果九蛀”之称［５］。 随着作物种植制度和种植结构的改

革以及果树果实套袋技术的推广应用，桃蛀螟的为害逐渐从果园转移至农田，尤其是对夏玉米的为害逐年加

重，除蛀食玉米籽粒、雌穗轴和玉米茎秆造成直接为害外，还会诱发玉米穗腐病从而造成更大为害，严重影响

夏玉米产量和品质［２２］。
寄主植物不仅是植食性昆虫的食物来源，还是它们生活和繁殖后代的主要场所，因此寄主选择对昆虫的

适应性进化具有重要作用［１１］。 对于多食性害虫而言，不同种类寄主植物对其生长发育和繁殖力的影响不尽

相同［２３］。 如番茄对番茄潜叶蛾 Ｔｕｔ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的适合度较土豆和茄子要高，取食番茄的番茄潜叶蛾幼虫生长

发育快、存活率高且雌虫产卵量大，而取食土豆和茄子的番茄潜叶蛾幼虫生长发育缓慢且成虫繁殖力低［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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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芊等通过分析黏虫 Ｍｙｔｈｉｍｎ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ａ （Ｗａｌｋｅｒ）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生命表参数发现，玉米对黏虫的适合度

最高，其次是水稻和稗草，甘蔗对黏虫的适合度最低［２４］。 本研究通过分析桃蛀螟取食玉米、大豆、棉花和桃的

生命表参数，发现当取食棉花时，桃蛀螟幼虫的存活率最低，但发育时间最长；取食玉米的幼虫存活率最高且

发育时间最短。 玉米处理组和桃处理组的桃蛀螟产卵量均显著高于大豆处理组和棉花处理组。 由此可以看

出，供试 ４ 种寄主植物中，玉米对桃蛀螟的适合度最高，其次为桃和大豆，棉花对桃蛀螟的适合度最低，这与其

他研究报道的玉米对桃蛀螟的适合度高于李子、苹果和桃等寄主植物相一致，均说明玉米是桃蛀螟比较偏好

的寄主植物［６］，这应该是近年来桃蛀螟为害玉米严重的主要原因。 据报道，在缺乏偏好寄主植物时，多食性

昆虫可以利用其具有的寄主适应因子如唾液效应子、中肠解毒酶等来更快、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生存环

境［９， ２５⁃２６］。 桃蛀螟取食不同寄主植物时唾液效应子及中肠解毒酶活性是否有差异，寄主转移是否会改变桃蛀

螟的寄主适应能力，对这些问题的继续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农田作物布局及耕作制度的变化与多食性

昆虫寄主转移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好对害虫非偏好寄主的预防保护。
鳞翅目幼虫由于活动能力有限，其对寄主植物的选择性主要取决于成虫对产卵寄主的选择。 植物挥发性

气味物质在很多植食性昆虫产卵寄主选择过程中起着信号作用，而植物释放的挥发性气味物质组成及比例具

有种或品种的特异性，因此寄主植物种类或品种会影响昆虫对产卵寄主植物的趋性［２７］。 张文璐等研究发现，
亚洲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ｃａｌｉｓ 对葎草的产卵趋性显著高于玉米、苘麻、稗草和酸模叶蓼，其中葎草释放的挥发

性物质芳樟醇、α⁃葎草烯和桧烯等在亚洲玉米螟对葎草的产卵趋性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１］；本研究发现，相比桃，
桃蛀螟更偏好在玉米、大豆和棉花上产卵，但是取食桃子的桃蛀螟单雌产卵量最高，这可能是因为桃子能够给

桃蛀螟幼虫提供更好的营养，而玉米、大豆和棉花释放的某种或某些挥发性气味物质更能吸引桃蛀螟成虫产

卵，如李倩等［２８］研究发现，玉米花丝中的气味物质 １⁃己醇、１⁃庚醇、β⁃蒎烯和 β⁃紫罗酮对桃蛀螟雌成虫具有显

著引诱作用，但关于大豆和棉花中释放的哪些气味物质能够引诱桃蛀螟产卵，目前尚未见报道。 同时，许多研

究也发现，鳞翅目成虫的产卵偏好寄主与其幼虫偏好寄主并不完全一致［２９⁃３０］，因此，今后还需进一步探明究

竟大豆和棉花释放的哪些物质对桃蛀螟产卵具有引诱作用，这可为桃蛀螟产卵引诱物质的筛选和引诱剂的研

制提供参考依据。

４　 结论

供试 ４ 种寄主植物中，玉米对桃蛀螟幼虫的适合度最高，其次是桃和大豆，棉花对桃蛀螟幼虫的适合度最

低，同时桃蛀螟成虫偏好在棉花、玉米和大豆上产卵，因此可以考虑在玉米田合理布局棉花来减轻桃蛀螟对玉

米的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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