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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委夜蛾对不同植物的产卵和取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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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室内非选择性试验和皿内饲料吸引选择试验测定了二点委夜蛾对不同植物的产卵选择和取食性的差

异。结果表明，二点委夜蛾成虫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产卵选择顺序为小麦（麦茬＞麦苗）＞大豆＞棉花＞玉米；成虫

在同一寄主植物上不同部位的产卵率有一定的差异，小麦和玉米下层产卵率高于上层和中层，而大豆和棉花上层产

卵率显著高于中、下层。二点委夜蛾初孵幼虫对寄主植物取食选择顺序为：甘薯＞棉花＞大豆＞马齿苋＞马唐＞花

生＞玉米＞小麦，而叶片取食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甘薯＞马唐＞花生＞棉花＞大豆＞小麦＞马齿苋＞玉米。二点

委夜蛾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显著不同，对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性和幼虫取食选择性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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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点委夜蛾［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Ｍｓｃｈｌｅｒ）］，隶

属鳞翅目，夜蛾科，委夜蛾属，分布于欧洲及亚洲的

朝鲜、日本等国家［１２］。２００５年首次发现在我国河

北省夏玉米田发生为害［３］，该虫主要在玉米苗近土

表处为害，形成钻蛀性孔洞，致使玉米苗心叶出现萎

蔫，造成玉米缺苗断垄［４］。２０１１年，二点委夜蛾在



２０１６

华北６省暴发，发生面积超过２００万ｈｍ２，占夏玉米

播种面积的２０％。少数地块因二点委夜蛾而导致

玉米毁种，夏玉米产量损失惨重［５］。随着我国大田

作物耕作制度（麦收后免耕和贴茬播种）的变革，二

点委夜蛾已成为夏玉米苗期的重要害虫，其为害范

围逐年扩大［６］。二点委夜蛾的为害严重影响了玉米

精量播种技术的推广应用，制约了玉米产业健康快

速发展。该虫为害隐蔽，具有暴发性、幼虫聚集性等

特征，尤其在小麦收获后免耕直播且麦糠、麦秸覆盖

厚的夏玉米田发生为害严重。

二点委夜蛾幼虫食性杂，喜食多种作物、杂草、

蔬菜，甚至可以取食枯叶。据调查在我国二点委夜

蛾幼虫至少可以取食１３个科３０种以上植物的叶片

或果实［７］。该虫越冬场所复杂，冬前幼虫多栖息于

地表有植物残体遮蔽或落叶覆盖的地块，在甘薯、大

豆、花生和棉花田虫量较多，果园、杨树林及蔬菜、小

麦、玉米等田块也有少量幼虫［７］。关于该虫发生为

害的原因及防治对策已有报道［５６，８］，但关于二点委

夜蛾在不同寄主上产卵、取食特点未见报道。因此，

本试验选取主要大田作物玉米、小麦、棉花和大豆进

行成虫产卵选择试验，并选取玉米、小麦、棉花、大

豆、玉米田杂草（马唐和马齿苋）和同生长季节其他

作物（甘薯和花生），进行初孵幼虫取食选择性试验，

以期为二点委夜蛾的生态防治及可持续治理提供理

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供试植物

用于成虫产卵选择试验的植物有小麦（犜狉犻狋犻犮

狌犿犪犲狊狋犻狏狌犿 Ｌ．）（品种为‘济麦２２’）、玉米（犣犲犪

犿犪狔狊Ｌ．）（品种为‘农大１０８’）、棉花（犌狅狊狊狔狆犻狌犿

犺犻狉狊狌狋狌犿Ｌ．）（品种为‘新棉３３Ｂ’，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棉花中心提供）和大豆［犌犾狔犮犻狀犲犿犪狓 （Ｌ．）Ｍｅｒｒ．

］（品种为‘齐黄３４’）；用于初孵幼虫取食选择试验

的植物有小麦、玉米、棉花、大豆、马唐［犇犻犵犻狋犪狉犻犪

狊犪狀犵狌犻狀犪犾犻狊（Ｌ．）Ｓｃｏｐ．］、马齿苋（犘狅狉狋狌犾犪犮犪狅犾犲狉犪

犮犲犪Ｌ．）、花生（犃狉犪犮犺犻狊犺狔狆狅犵犪犲犪Ｌ．）（品种为‘花育

２２’）和甘薯［犐狆狅犿狅犲犪犫犪狋犪狋犪狊（Ｌ．）Ｌａｍ．］（品种为

‘鲁薯７号’，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提供）。

杂草移栽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温室基地，其余作物种子采购于山东省农业科学

院科技服务中心。根据各供试植物的播种适期在

４月下旬至５月中旬种植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温室基地花盆中（钵口直径１５ｃｍ，

高１３ｃｍ）。

１．１．２　供试昆虫

二点委夜蛾为室内人工饲料饲养６代的敏感种

群，饲养条件为温度（２５±１）℃，ＲＨ＝６０％±１０％，

Ｌ∥Ｄ＝１４．５ｈ∥９．５ｈ，成虫饲喂１０％的蜂蜜水。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二点委夜蛾成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产卵选

择试验

　　参考张勇等
［９］和张娜等［１０］的室内非选择性试

验方法。因二点委夜蛾在玉米田发生时，田间同时

存在麦茬和小麦自生苗，故均选取作为试验材料。

供试植物的生长期分别为：小麦处于三叶期，麦茬高

３０ｃｍ，玉米处于３～４叶期，棉花处于苗期，大豆处

于花芽分化期，试验前人工清除试验植株上的虫卵

和蜘蛛等，使其植冠处于同一水平。供试植物各１

盆置于５面为无色有机玻璃，１面为白色８０目尼龙

纱网做成的产卵笼（６０ｃｍ×５０ｃｍ×５０ｃｍ）内，随机

排列，重复５次。成虫在养虫室羽化笼中羽化、群体

自然交配，自第３天产卵高峰起，从中取出１０对健

康成虫释放于产卵笼内。笼外覆盖黑布，减少光照对

其产卵的影响；笼内中央放置蜂蜜水，供其补充营养。

７２ｈ后记录植株上各部位的落卵量（花盆外及笼壁上

的卵不计算在内）。规定植株自下向上≤１０ｃｍ为下

层，＞１０～＜２０ｃｍ为中层，≥２０ｃｍ为上层。

不同寄主上的落卵率（％）＝（该寄主植物上产

卵量／所有寄主植物上产卵总量）×１００；

不同部位的落卵率（％）＝（某部位产卵量／整个

植株上的产卵量）×１００。

１．２．２　二点委夜蛾初孵幼虫对不同寄主植物取食

选择试验

　　参考张勇等
［９］的方法。将圆形滤纸（犱＝１４ｃｍ）

划分为８等份，放入培养皿（犱＝１４ｃｍ）内，加适量水

保湿，以防植物叶片萎蔫。每等份离圆心５ｃｍ处随

机放置一种供试植物嫩叶圆片（犱＝０．８ｃｍ）。试验

开始时在培养皿中央放入初孵幼虫１３０头左右，为

防止其逃逸，用保鲜膜封口，培养皿上覆盖黑布遮

光，重复１６次。１２、２４ｈ记录不同植物叶片区域内的

幼虫数，并计算取食量。根据汤清波和王琛柱的方

法［１１］制作测量工具，计数减少的叶片面积所占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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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面积大于半格的记为１格，小于半格的忽略不计。

幼虫选择率（％）＝（该寄主叶片区域内虫数／所

有供试植物叶片区域幼虫总数）×１００；

幼虫取食率（％）＝（被取食的叶片面积所占网

格数／嫩叶圆片总网格数）×１００。

１．３　数据处理

二点委夜蛾对不同植物的产卵选择和取食选择

的差异，经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采

用Ｄｕｎｃａｎ氏多重比较法（α＝０．０５）。所有分析借助

ＳＰＳＳ１７．０完成。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二点委夜蛾成虫对４种寄主植物的产卵选择

二点委夜蛾在４种供试植物上落卵率有明显差

异，以小麦上的落卵量最高，占总产卵量的６２．２１％，

其中麦茬上落卵率最高，达３２．４３％，小麦植株次之，

为２９．７８％，玉米最低，仅４．６６％（图１）。

二点委夜蛾成虫在同一寄主的不同部位落卵率

差异显著。在禾本科的小麦植株、麦茬和玉米植株的

下层产卵量最高，小麦植株下层落卵率显著高于中

层，麦茬、玉米下层落卵率显著高于上层和中层，在

小麦、麦茬和玉米下层平均落卵率为７２．５２％，其中

玉米下层的落卵率高达９４．４１％；而在阔叶类的大

豆和棉花上，上层产卵量显著高于中、下层，上层平

均落卵率达８２．２４％，其中棉花的上层落卵率高达

９８．１８％（表１）。

图１　二点委夜蛾成虫对不同寄主的产卵选择性

犉犻犵．１　犗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狅犳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

犪犱狌犾狋狊狋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

表１　二点委夜蛾成虫在寄主不同部位的落卵率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狏犻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狅犳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狉狋狊狅犳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

部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

落卵率／％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麦茬 Ｗｈｅａｔｓｔｕｂｂｌｅ 小麦 Ｗｈｅａｔ 大豆Ｓｏｙｂｅａｎ 棉花Ｃｏｔｔｏｎ 玉米 Ｍａｉｚｅ

上层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 （２０．８３±５．６８）ｂ （３９．４４±１７．５３）ａｂ （６６．３０±１２．９８）ａ （９８．１８±１．８２）ａ （５．５９±２．８２）ｂ

中层 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 （１２．９８±５．４３）ｂ （３．６０±２．２２）ｂ （１８．５５±１０．８４）ｂ （１．８２±１．８２）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下层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 （６６．１９±７．４２）ａ （５６．９６±１６．９６）ａ （１５．１４±３．９８）ｂ （０．００±０．００）ｂ （９４．４１±２．８３）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检验）。

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ｄｉｆｆ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ｕｎｃａ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犘＜０．０５）．

２．２　二点委夜蛾初孵幼虫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取食

选择

　　供试二点委夜蛾初孵幼虫对不同寄主的取食选

择性不同（图２），初孵幼虫在１２ｈ时对叶片的选择

率以甘薯最高，达１８．１４％；马唐次之，为１７．１０％；

玉米最低，仅８．６２％，选择顺序依次为：甘薯＞马唐

＞花生＞大豆＞棉花＞马齿苋＞小麦＞玉米，对甘

薯、马唐、花生的选择率显著大于棉花、小麦、玉米和

马齿苋；２４ｈ初孵幼虫对叶片的选择率有所变化，甘

薯的被选择率最高，达１６．８２％；棉花次之，为

１６．４９％；小麦最低，为７．５８％，选择顺序依次为：甘

薯＞棉花＞大豆＞马齿苋＞马唐＞花生＞玉米＞小

麦，对甘薯、棉花的选择率显著大于花生、玉米、

小麦。

二点委夜蛾初孵幼虫对不同寄主的取食率不同，

初孵幼虫在１２ｈ对马唐取食率最高，达３４．０４％；甘薯

次之，为３２．３８％，取食顺序依次为：马唐＞甘薯＞花

生＞大豆＞小麦，对棉花、玉米和马齿苋没有取食，对

马唐、甘薯的取食率显著大于其他６种供试植物；初

孵幼虫２４ｈ取食率以甘薯最高，为３２．９４％；其次是

马唐，为１９．８２％；顺序依次为：甘薯＞马唐＞花生

＞棉花＞大豆＞小麦＞马齿苋，对玉米没有取食，对

甘薯的取食率显著大于其他７种供试植物。

随着试验时间的延长，二点委夜蛾初孵幼虫对

甘薯、马唐、花生、小麦、玉米叶片的选择率呈下降趋

势，而对大豆、棉花和马齿苋叶片的选择率呈上升趋

势。从取食率来看，甘薯和马唐是二点委夜蛾初孵

幼虫适口食物，１２ｈ和２４ｈ取食率均很高，马齿苋、

小麦、玉米对初孵幼虫适口性差，其中对玉米在１２ｈ

和２４ｈ均未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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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二点委夜蛾初孵幼虫对不同供试植物的取食选择

犉犻犵．２　犉犲犲犱犻狀犵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狅犳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狀犲狑犾狔犺犪狋犮犺犲犱犾犪狉狏犪犲狋狅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

３　讨论

黄淮海夏玉米区二点委夜蛾１年发生４代。越

冬代成虫及一代幼虫在小麦地大量栖息和繁衍，小

麦秸秆还田的玉米地是一代成虫和二代幼虫的适生

环境，二代成虫、三代幼虫直到四代幼虫栖息场所复

杂，可在玉米田、豆类、薯类、蔬菜田或草坪等有地面

覆盖物的田块产卵、取食［７］。本试验选用二点委夜

蛾第一代成虫发生期田间种植面积较大的作物玉

米、大豆、棉花和玉米田同时存在的麦茬和小麦植

株，测试二点委夜蛾成虫在上述植株上的产卵选择。

结果表明，二点委夜蛾成虫优先选择在小麦上产卵

（麦茬落卵量３２．４３％，小麦植株落卵量２９．７８％），

在玉米植株上产卵量最少（落卵量４．６６％）。这与田

间调查结果一致，小麦秸秆还田玉米地块二点委夜

蛾百株虫量显著大于无小麦秸秆的玉米地［１２］。成

虫在小麦（麦茬）、玉米上的产卵位置多为下层，而在

大豆、棉花上层产卵较多。推测可能与二点委夜蛾

幼虫喜阴暗、潮湿的环境，畏强光，常躲在玉米幼苗

周围的麦茬和碎麦秸下为害的习性相吻合［５］，单子

叶植物下层近地面处湿度较大，双子叶植物上层叶

片密度大（形成具一定湿度的微环境）且隐蔽性好。

其产卵选择是否和寄主的挥发性信息物以及表面结

构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通常，昆虫会选择营养丰富的寄主产卵以保证

后代顺利完成世代发育，但也有成虫产卵选择与幼

虫取食选择寄主不一致的例子，如对甜菜夜蛾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Ｈüｂｎｅｒ）的研究发现，成虫优

先选择产卵的寄主并不是幼虫最喜欢取食的寄

主［１０，１３］。本试验也发现类似现象，选用８种供试植

物供二点委夜蛾幼虫取食，结果显示，初孵幼虫对甘

薯、马唐叶片的选择率和取食率高，而对成虫产卵量

高的小麦取食率较低，成虫和初孵幼虫均不喜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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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田产卵或取食。这与李立涛等［１４］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二点委夜蛾幼虫取食小麦、玉米叶片的存

活率低，取食甘薯叶片存活率高。甘薯、马唐可匍匐

生长，郁蔽性良好，推测甘薯、马唐是二点委夜蛾的

适生植物。二点委夜蛾不喜在玉米上产卵，初孵幼

虫也不喜取食玉米，说明玉米并不是二点委夜蛾喜

好的寄主植物，二点委夜蛾对玉米苗的为害应该与

二点委夜蛾的杂食性以及夏玉米苗期田间缺乏其他

寄主植物有关。

本文初步探讨了寄主植物对二点委夜蛾产卵选择

和取食选择的影响。从二点委夜蛾产卵趋性和幼虫取

食趋性高的寄主植物中分离和鉴定挥发性信息化合

物，从中筛选对二点委夜蛾取食和产卵有引诱作用的

信息化合物，对于二点委夜蛾的诱集和防治具有重要

应用价值，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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