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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纹夜蛾取食四种植物对马尼拉侧沟茧蜂
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吴天德，李霜霜，许再福*

(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学系，广州 510640)

摘要: 研究斜纹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幼虫取食 4 种植物后对马尼拉侧沟茧蜂 Microplitis manilae 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

响，为利用该蜂开展斜纹夜蛾的生物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在人工气候箱内 ( 26℃ ± 1℃、ＲH 65% ± 5%、L ∶ D =
12 ∶ 12) 研究了斜纹夜蛾取食豇豆 Vigna unguiculata、芋艿 Colocasia esculenta、烟草 Nicotiana tabacum 和芥蓝 Brassica
alboglabra 4 种植物对马尼拉侧沟茧蜂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 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豇豆的夜蛾

幼虫，其幼虫期最短，化蛹率、羽化率和累计存活率最高，性比最低，寿命最长; 寄生取食烟草的夜蛾幼虫，其

幼虫期最长，化蛹率、羽化率和累计存活率最低，蛹重最轻，蛹期最长; 从取食芥蓝的斜纹夜蛾幼虫体内育出的

雌蜂产卵量最高，但成蜂寿命最短; 斜纹夜蛾取食 4 种植物对雌蜂个体大小无显著影响，但取食烟草的夜蛾幼虫

体内育出的雄蜂个体最小。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不同植物的斜纹夜蛾幼虫，马尼拉侧沟茧蜂的发育和繁殖存

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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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podoptera litura feeding on four host plants on development and
fecundity of Microplitis manilae ( Ashmead)
WU Tian-De，LI Shuang-Shuang，XU Zai-Fu* (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biological control of Spodoptera litura with Microplitis
manilae.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temperature 26℃ ± 1℃，ＲH 65% ± 5% and photoperiod 12 h ∶
12 h，the effects of S. litura larvae after feeding four kinds of plants，Vigna unguiculata，Colocasia
esculenta，Nicotiana tabacum，Brassica alboglabra，on de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fecundity of M. manilae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 manilae parasitized S. litura larvae feeding on V. unguiculata
had the shortest larvae duration，the highest pupation rate，eclosion rate and total survival rate，the lowest
sex ratio and the longest adult lifespan; M. manilae parasitized S. litura larvae feeding on N. tabacum，the
longest larvae duration，the lowest pupation rate，eclosion rate and total survival rate，the lightest pupal
weight and the longest pupal duration were observed; M. manilae developed from S. litura larvae feeding
on B. alboglabra，female adult had the highest fecundity and the lowest lifespa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ize of individual females parasitoids when S. litura feeding on four kinds of plants. However，
the male parasitoids emergenced from S. litura larvae feeding on N. tabacum had the smallest siz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 manilae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when wasps parasitized S. litura
larvae feeding different plants.
Key words: Microplitis manilae Ashmead; Spodoptera litura; host plants; development; fecun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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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进化中，植物对植食性昆虫形成了

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防御系统，影响植食性昆虫

的生长发育 ( Müller and Ｒiederer，2005; Fortuna
et al. ，2013) 。另一方面，很多植食性昆虫具有与

之相适应的代谢能力，能够排泄或分解植物产生

的次生物质 ( Ｒatzka et al. ，2002; Wittstock et al. ，

2004) 。甚至，有些昆虫能够利用植物次生物质来

防御天敌 ( Singer et al. ，2009) 。但也有研究表明，

植食性昆虫取食有毒或低营养的植物后免疫力会

降低， 从 而 更 易 受 到 寄 生 蜂 和 病 原 体 的 侵 害

( Cory and Hoover，2006; Caron et al. ，2008 ) 。研

究发现植物的次生物质可以通过食物链对寄生蜂

产生 消 极 作 用 ( Traugott and Stamp，1996; Soler
et al. ，2005) 。寄主取食不同的植物后，寄主及其

寄生蜂的生长发育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植物次生

物质的影响 ( Harvey et al. ，2007a) 。所以，在植

物 － 植食性昆虫 － 天敌三级营养互作中，植物能

影响寄 生 蜂 对 寄 主 的 搜 寻、生 长 发 育 和 适 生 性

( Turlings and Benrey，1998; Sétamou et al. ，2005;

Karimzadeh et al. ，2012) 。
斜纹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 Fabricius) 属鳞翅

目 Lepidoptera 夜蛾科 Noctuidae，是 一 种 食 性 广、
爆发性害虫，已知寄主植物有 109 科 389 种 ( 秦

厚 国 等，2006 ) 。马 尼 拉 侧 沟 茧 蜂 Microplitis
manilae Ashmead 是 斜 纹 夜 蛾 的 一 种 幼 虫 寄 生 蜂

( 何俊华等，2002) ，能够寄生 1 － 4 龄的幼虫，可

以有效地抑制烟田中的斜纹夜蛾 ( Torreno，1990;

Ando et al. ，2006 ) 。影响寄生蜂适生性的因素有

很多，如寄主种类、龄期，大小等以及环境因素

( Harvey，2005; Hance et al. ，2007 ) 。目前，对于

马尼拉侧沟茧蜂的研究主要为寄主龄期和温度对

其生长发育的影响 ( Ando et al. ，2006; 邱波和唐

雅丽，2010; Qiu et al. ，2012 ) 。对于该寄生蜂寄

主取食不同植物后对其生长发育的影响尚无报道。
本研究在室内条件下以豇豆 Vigna unguiculata、芋

艿 Colocasia esculenta、烟草 Nicotiana tabacum、芥

蓝 Brassica alboglabra 为斜纹夜蛾的供试寄主植物，

观察比较斜纹夜蛾分别取食豇豆、芋艿、烟草、
芥蓝后对马尼拉侧沟茧蜂生长发育、繁殖的影响，

以期为植物 － 植食性昆虫 － 天敌三级营养关系互

作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也为该蜂大田应用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寄主植物及栽培条件

植物: 豇豆 V. unguiculata: 品种是玉丰油白，

广州先科联蔬菜技术中心。
芋艿 C. esculenta: 品种是红芽芋，芋种购于广

州长湴市场。
芥蓝 B. alboglabra: 品种是中花芥蓝，广州长

合种子有限公司。
烟草 N. tabacum: 品种是 PVH19，玉溪中烟种

子有限责任公司。
寄主植物栽培条件: 室外用直径 12 cm 塑料花

盆栽培豇豆、芥蓝、烟草 3 种植物，芋艿在室外

田间种植。植物生长过程中，适量肥水，人工除

虫，不使用任何化学农药，采集成株期幼嫩叶片

供试。
1. 2 供试昆虫及饲养条件

斜纹 夜 蛾: 在 温 度 26℃ ± 1℃、ＲH 50% ±
5%、光照 L ∶ D = 13 ∶ 11 的 人 工 气 候 箱 ( PQX-
330A-12WM 型，宁波莱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用

人工饲料繁殖饲养 30 代以上。人工饲料由黄豆

粉，麦麸，干酪素，胆固醇，氯化胆碱，酵母粉，

肌醇，山梨酸和维生素混合，蒸煮 30 min。
马 尼 拉 侧 沟 茧 蜂: 在 温 度 26℃ ± 1℃、ＲH

65% ±5%、光 照 L ∶ D = 12 ∶ 12 的 人 工 气 候 箱

( PQX-330A-12WM 型，宁波莱福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 内以斜纹夜蛾 2 龄幼虫为寄主，经多代饲养

并建立试验种群，供实验用。
1. 3 试验方法

1. 3. 1 斜纹夜蛾取食四种植物后对马尼拉侧沟茧

蜂生长发育的影响

将 30 头取食不同植物叶片饲养的 2 龄斜纹夜

蛾幼虫，分 别 接 入 养 虫 盒 ( 15. 5 cm × 11 cm ×
5 cm，下同) ，并放入 1 对羽化 1 d 后已交配的马

尼拉侧沟茧蜂，让斜纹夜蛾幼虫被寄生。养虫盒

放入相 应 的 植 物 嫩 叶 和 10% 蜂 蜜 水 的 棉 花 球，

24 h 后将寄生蜂移走。每天定时观察幼虫发育情

况，根据幼虫取食情况及时更换寄主叶片，清理

粪便，直至马尼拉侧沟茧蜂化蛹。化蛹后，将单

个蜂蛹挑进单个试管，待蜂羽化。羽化后，试管

内放入 10% 蜂蜜水的棉花球供蜂取食，直至寄生

蜂死亡。记录马尼拉侧沟茧蜂发育历期、化茧率、
蛹重、羽化时间、羽化率、雌雄性比、后足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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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寿命等。每个重复 10 次，寄生取食人工饲料

斜纹夜蛾幼虫马尼拉侧沟茧蜂为对照试验。
化蛹率 ( % ) = 化蛹数 /预蛹数 × 100
羽化率 ( % ) = 羽化蜂数 /化蛹数 × 100
寄生蜂累计存活率 ( % ) =成蜂数 /寄生数 ×100
子代性比 = 羽化雌蜂数 /羽化雄蜂数

1. 3. 2 斜纹夜蛾取食四种寄主植物后对马尼拉侧

沟茧蜂繁殖的影响

将 60 头 2 龄斜纹夜蛾幼虫放入养虫盒中，加

入适量人工饲料供幼虫取食。每盒分别接入 1 对

从取食豇豆、芋艿、烟草、芥蓝和人工饲料的夜

蛾幼虫体内育出的马尼拉侧沟茧蜂，在养虫盒内

放浸有 10% 蜂蜜水的棉球供蜂取食，将养虫盒放

入人工气候箱内。寄生 24 h 后将成蜂取出，之后

每天定时更换同一龄期的寄主，直至雌蜂死亡。
将寄生过的夜蛾幼虫在人工气候箱内饲养，直至

寄生蜂结茧化蛹，饲养期间每天观察 3 次，根据

幼虫取食情况及时更换饲料，清理粪便。将正常

生 长 的 斜 纹 夜 蛾 在 立 体 显 微 镜 ( SZ61，

OLYMPUS) 解剖观察是否被寄生上，记录寄生总

数，每日产卵数。重复 5 次。
1. 4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先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初期统计分

析，后期采用统计软件 SPSS Statistics 17. 0 进行多

重分析，计算相应显著水平。

2 结果与分析

2. 1 斜纹夜蛾取食四种植物对侧沟茧蜂发育历期

的影响

斜纹夜蛾取食 4 种植物对马尼拉侧沟茧蜂发

育的影响结果见表 1。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豇

豆的斜纹夜蛾幼虫，其幼虫期为 7. 27 d，显著短

于其他 3 种处理，但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寄生取

食烟 草 的 夜 蛾 幼 虫，侧 沟 茧 蜂 幼 虫 期 最 长，为

8. 67 d，显 著 长 于 其 他 3 种 处 理 和 对 照 ( F =
107. 58，P ＜ 0. 001) 。从取食烟草的斜纹夜蛾幼虫

体内育出的侧沟茧蜂的蛹期为 5. 74 d，显著长于

其他 3 种处理和对照 ( F = 8. 91，P ＜ 0. 001 ) 。寄

生取食豇豆的夜蛾幼虫，侧沟茧蜂卵 － 成虫历期

最短; 寄生取食烟草的夜蛾幼虫，侧沟茧蜂卵 －
成虫历期最长 ( F = 91. 15，P ＜ 0. 001) 。

因此，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豇豆的斜纹

夜蛾幼虫，其幼虫期和卵 － 成虫历期最短; 寄生

取食烟草的夜蛾幼虫，其幼虫期、蛹期、卵 － 成

虫的历期最长。

表 1 寄生取食 4 种植物的斜纹夜蛾幼虫的侧沟茧蜂的发育历期的比较

Table 1 The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Microplitis manilae parasitized Spodoptera litura feeding on four host plants

寄主植物 幼虫期 ( d) 蛹期 ( d) 卵 － 成虫 ( d)

Host plants Larval duration Pupal duration Development duration ( Egg-adult)

豇豆 V. unguiculata 7. 27 ± 0. 08 c 5. 23 ± 0. 14 b 12. 50 ± 0. 15 c

芋艿 C. esculenta 8. 28 ± 0. 04 b 5. 40 ± 0. 04 b 13. 68 ± 0. 05 b

烟草 N. tabacum 8. 67 ± 0. 05 a 5. 74 ± 0. 04 a 14. 41 ± 0. 07 a

芥蓝 B. alboglabra 8. 12 ± 0. 05 b 5. 38 ± 0. 01 b 13. 50 ± 0. 05 b

对照 Artificial diet 7. 51 ± 0. 05 c 5. 17 ± 0. 05 b 12. 69 ± 0. 05 c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同一列数据后的不同字母表示在 0. 05 水平上差异显著。下表同。Note: Data in the table
are represented as mean ± SE，means followed by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 05 level. The
same as belows.

2. 2 斜纹夜蛾取食四种植物对侧沟茧蜂存活率的

影响

斜纹夜蛾取食 4 种植物对马尼拉侧沟茧蜂存

活率的影响结果见表 2。马尼拉侧沟茧蜂幼虫在取

食芋艿和烟草的斜纹夜蛾幼虫体内发育的存活率

分别为 71. 33% 和 77. 00%，显著低于豇豆、芥蓝

2 种处理和对照 ( F = 13. 24，P ＜ 0. 001) ; 在取食

豇豆和芥蓝的夜蛾幼虫体内发育的存活率与对照

无显著差异。侧沟茧蜂在取食豇豆和芋艿的斜纹

夜蛾幼虫体外的化蛹率分别为 90. 47%和 88. 59%，

与对照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另外 2 种处理;

在取食 烟 草 的 夜 蛾 幼 虫 体 外 的 化 蛹 率 最 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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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47%，显著 低 于 其 他 3 种 处 理 和 对 照 ( F =
44. 01，P ＜ 0. 001 ) 。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豇

豆的斜纹夜蛾幼虫，其羽化率和累计存活率最高，

分别为 91. 84%、84. 17%，显著高于其他 3 种处

理，但与对照无显著差异; 寄生取食烟草的夜蛾

幼虫，其羽化率为 73. 67%，显著低于豇豆、芥蓝

2 种处理和对照 ( F = 22. 92，P ＜ 0. 001) ; 寄生取

食 烟 草 的 夜 蛾 幼 虫， 累 计 存 活 率 最 低， 为

46. 16%，显著 低 于 其 他 3 种 处 理 和 对 照 ( F =
79. 00，P ＜ 0. 001) 。

因此，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豇豆的斜纹

夜蛾幼虫，其幼虫存活率、化蛹率、羽化率和累

计存活率最高; 寄生取食烟草的夜蛾幼虫，其化

蛹率、羽化率和累计存活率最低。

表 2 寄生取食 4 种植物的斜纹夜蛾幼虫的侧沟茧蜂存活率的比较

Table 2 The survivorship of Microplitis manilae parasitized Spodoptera litura feeding on four host plants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幼虫存活率 ( % )

Larval survival rate
化蛹率 ( % )

Pupation rate
羽化率 ( % )

Eclosion rate
累积存活率 ( % )

Total survival rate

豇豆 V. unguiculata 89. 67 ± 2. 41 a 90. 47 ± 1. 00 a 91. 84 ± 1. 02 a 84. 17 ± 1. 67 a

芋艿 C. esculenta 71. 33 ± 1. 51 b 88. 59 ± 1. 30 a 77. 21 ± 1. 82 bc 68. 73 ± 1. 25 b

烟草 N. tabacum 77. 00 ± 1. 89 b 64. 47 ± 1. 62 c 73. 67 ± 1. 89 c 46. 16 ± 2. 01 c

芥蓝 B. alboglabra 84. 67 ± 2. 73 a 74. 33 ± 68. 60 b 81. 42 ± 2. 09 b 70. 97 ± 1. 87 b

对照 Artificial diet 88. 33 ± 2. 00 a 92. 17 ± 2. 20 a 89. 84 ± 1. 12 a 82. 70 ± 1. 69 a

2. 3 斜纹夜蛾取食四种植物对侧沟茧蜂蛹重和成

蜂个体大小的影响

斜纹夜蛾取食 4 种植物对马尼拉侧沟茧蜂蛹

重和成蜂个体大小的影响结果见表 3。马尼拉侧沟

茧蜂寄生取食烟草的斜纹夜蛾幼虫，其蛹重最轻，

显著低于豇豆、芥蓝 2 种处理和对照 ( F = 12. 12，

P ＜ 0. 001) 。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 4 种植物的

斜纹夜蛾幼虫，其子代雌蜂的后足胫节长度无显

著差异 ( F = 1. 88，P = 0. 13 ＞ 0. 05) ; 寄生取食烟

草的夜蛾幼虫，其子代雄蜂后足胫节显著短于豇

豆、芋艿 2 种处理和对照 ( F = 9. 70，P ＜ 0. 001) 。
因此，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烟草的夜蛾

幼虫，其蛹最轻，子代雄蜂个体最小。

表 3 取食 4 种植物的斜纹夜蛾幼虫体内育出的侧沟茧蜂蛹重和后足胫节长度的比较

Table 3 The pupal weight and hind tibia length of Microplitis manilae parasitized Spodoptera litura feeding on four host plants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蛹重 ( mg)

Pupal weight

后足胫节长度 ( μm) Hind tibia length

雌 Female 雄 Male

豇豆 V. unguiculata 2. 08 ± 0. 02 b 907. 49 ± 6. 04 b 889. 34 ± 4. 03 ab

芋艿 C. esculenta 2. 01 ± 0. 10 bc 910. 99 ± 2. 43 ab 901. 86 ± 2. 67 a

烟草 N. tabacum 1. 86 ± 0. 06 c 913. 91 ± 3. 84 ab 869. 73 ± 5. 21 c

芥蓝 B. alboglabra 2. 07 ± 0. 06 b 917. 53 ± 3. 44 ab 880. 35 ± 5. 21 bc

对照 Artificial diet 2. 46 ± 0. 04 a 925. 26 ± 7. 83 a 900. 73 ± 4. 58 a

2. 4 斜纹夜蛾取食四种植物对侧沟茧蜂性比、寿

命和产卵量的影响

斜纹夜蛾取食 4 种植物对马尼拉侧沟茧蜂性

比、寿命和产卵量的影响结果见表 4。马尼拉侧沟

茧蜂寄生取食豇豆的斜纹夜蛾幼虫，其子代的性

比为 0. 54，显著低于其他 3 种处理和对照; 寄生

取食芋艿、烟草和芥蓝的夜蛾幼虫，其子代的性

比无 显 著 差 异，但 均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 F = 9. 13，

P ＜ 0. 001) 。从取食豇豆的夜蛾幼虫体内育出的雌

蜂寿命为 24. 62 d，显著长于其他 3 种处理和对照

( F = 131. 53，P ＜ 0. 001) 。取食芥蓝幼虫体内育出

的雌、雄蜂寿命最短，分别为 17. 05 d、15. 90 d
( F = 40. 20，P ＜ 0. 001 ) 。从取食芥蓝的斜纹夜蛾

幼虫 体 内 育 出 的 雌 蜂 的 产 卵 量 最 高， 平 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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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粒 /雌，显著高于其他 3 种处理和对照 ( F =
18. 06，P ＜ 0. 001) 。

因此，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豇豆的夜蛾

幼虫，其子代成蜂性比最低; 寄生取食芥蓝的夜

蛾幼虫，其子代雌蜂产卵量最高。

表 4 取食 4 种植物的斜纹夜蛾幼虫体内育出的侧沟茧蜂性比、寿命和产卵量的比较

Table 4 Sex rate，longevity，and fecundity of Microplitis manilae parasitized Spodoptera litura feeding on four host plants

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性比 ( 雌: 雄)

Sex rate

成虫寿命 ( d) Adult longevity

雌 Female 雄 Male

产卵量 ( 粒 /雌)

Fecundity

豇豆 V. unguiculata 0. 54 ± 0. 03 c 24. 62 ± 0. 48 a 20. 73 ± 0. 51 a 201. 4 ± 5. 36 c

芋艿 C. esculenta 0. 71 ± 0. 03 b 20. 40 ± 0. 09 b 20. 23 ± 0. 10 a 191. 2 ± 4. 40 c

烟草 N. tabacum 0. 71 ± 0. 05 b 19. 49 ± 0. 25 c 17. 49 ± 0. 53 b 183. 00 ± 5. 63 c

芥蓝 B. alboglabra 0. 77 ± 0. 04 b 17. 05 ± 0. 19 d 15. 90 ± 0. 11 c 278. 00 ± 18. 39 a

对照 Artificial diet 1. 01 ± 0. 10 a 17. 16 ± 0. 15 d 16. 73 ± 0. 10 bc 244. 4 ± 5. 68 b

3 结论与讨论

寄生蜂对不同寄主植物的表现主要是受植物

化学物质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寄生蜂的寄主

食物中的化感物质对寄生蜂的生长发育和存活有

消极 影 响 ( Barbosa et al. ，1986; Harvey et al. ，

2003) 。本实验表明，斜纹夜蛾幼虫取食不同植物

后，马尼拉侧沟茧蜂的发育历期、存活率、性比

和繁殖力等都有差异。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

豇豆的斜纹夜蛾幼虫，其子代幼虫发育历期最短，

蛹较重，化蛹率和羽化率高，雌蜂较少; 而寄生

取食烟草的夜蛾幼虫后，寄生蜂子代的发育历期

延长，存 活 率 降 低，蛹 最 轻。Sarfraz 等 ( 2009 )

报道，小菜蛾 Plutella xylostella 取食 4 种植物后，

对其寄生蜂 Diadegma insulare 的寄生率、发育历

期、蛹重和成蜂寿命有显著影响。寄主取食不同

植物后，寄主体内寄生蜂的卵发育到蛹的时间受

寄主食物影响 ( Sétamou et al. ，2005 ) 。寄主取食

不同的食物影响体内寄生蜂的发育历期，可能原

因是寄主食物营养的差异，或是植物次生物质的

作用，也有可能是食物营养与植物次生物质之间

的共同影响 ( Turlings and Benrey，1998 ) 。寄主的

质量，如寄主大小和龄期等因素可以影响寄生蜂

的生 长 发 育 和 繁 殖 ( Colinet et al. ，2005; Kant
et al. ，2012) 。本实验对照中，马尼拉侧沟茧蜂寄

生取食人工饲料的斜纹夜蛾幼虫，其发育历期短、
存活率高、寿命长、繁殖力高，表明室内饲养的

马尼拉侧沟茧蜂更适合寄生取食人工饲料的斜纹

夜蛾幼虫，可能原因是马尼拉侧沟茧蜂的长期室

内饲养，已经适合寄生取食人工饲料的斜纹夜蛾

幼虫。
当寄主幼虫取食不同植物时，寄生蜂的蛹重

没有显著差异 ( Harvey et al. ，2003) 。本实验结果

表明，斜纹夜蛾幼虫取食烟草时，马尼拉侧沟茧

蜂的蛹重最轻; 但斜纹夜蛾幼虫取食其他 3 种植

物，马尼拉侧沟茧蜂的蛹重没有显著差异。Eben
等 ( 2000) 发现，从后代寿命、个体大小和性比

考虑，取食西柚的果蝇 Anastrepha ludens 是前裂长

管茧蜂 Diachasmimorpha longicaudata 的最好寄主，

但是寄生取食芒果 Mangifera indica L. 的果蝇的前

裂长管茧蜂雌性后代有更高的生殖力。同样，本

研究发现马尼拉侧沟茧蜂寄生取食芥蓝的斜纹夜

蛾幼虫后，其子代成蜂寿命短，但繁殖力最高。
可能原因是芥蓝中含有对马尼拉侧沟茧蜂繁殖有

益的因子。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寄生蜂个体的大小受植物质量的影响，雌蜂

比雄蜂更为显著 ( Harvey et al. ，2007b) 。但本实

验结果相反。在取食不同植物的斜纹夜蛾幼虫体

内育出的雌蜂个体大小差异不显著，但雄蜂之间

有差异。烟草对雌性个体大小的影响比雄性小，

这可能是雌蜂比雄蜂对植物次生物质有更好的耐

受 性 或 是 能 更 有 效 地 进 行 代 谢 ( Ode et al. ，

2004) 。关于植物次生化合物对性别的影响的研究

相对较少，一些农药毒理研究也表明雄蜂相比雌

蜂更易受影响 ( Scott et al. ，1988; Ｒathman et al. ，

1992) 。
综上所述，斜纹夜蛾幼虫取食 4 种植物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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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侧沟茧蜂的发育历期、存活率、蛹重、寿命

和繁殖力等都有影响。马尼拉侧沟茧蜂在取食豇

豆的斜纹夜蛾幼虫体内发育好，存活率高; 在取

食烟草的斜纹夜蛾幼虫体内发育较差，存活率低。
在田间应用中，应根据种植的植物来选择蜂种和

放蜂量，以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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