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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榕树与其传粉小蜂形成了高度专一的互惠共生系统。非传粉小蜂则是该系统的资源掠夺者，但它与该系统

共存的机制仍不清楚。于2003年12月—2004年4月在西双版纳以聚果榕(Ficus racemosa L.)为材料，研究了

寄生在聚果榕榕果内的5种非传粉小蜂的食性及相互关系，以探讨非传粉小蜂与榕树-传粉小蜂系统共存的机制。

结果表明：寄生在聚果榕榕果内的5种非传粉小蜂中，仅Platyneura testacea Motschulsky和Platyneura 
mayri Rasplus能刺激子房发育成瘿花，是造瘿者；Apocrypta sp.，Apocrypta westwoodi Grandi和
Platyneura agraensis Joseph不能刺激子房发育成瘿花，是拟寄生者。传粉小蜂的拟寄生者和造瘿者对传粉
小蜂有负的影响，但在蚂蚁和造瘿者的拟寄生蜂作用下，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它们对榕树繁殖没有显著
影响。对小蜂自然种群的分析表明，传粉小蜂处于优势地位。说明在自然情况下传粉小蜂的拟寄生者和造瘿者的

种群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对榕树-传粉小蜂系统稳定性影响较小，故能与之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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