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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二代区玉米螟落卵与赤眼蜂
寄生动态关系研究

周淑香，鲁 新，李丽娟，张国红，丁 岩，常 雪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吉林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通过 11年的田间系统调查，明确玉米螟落卵与赤眼蜂寄生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一代玉米螟发生时

期，玉米螟卵大部分孵化，孵化率达80%以上，只有少量被赤眼蜂寄生。二代玉米螟发生期赤眼蜂寄生率较高，卵块

寄生率达70%以上，卵粒寄生率达60%以上。赤眼蜂寄生一般发生在玉米螟落卵中后期，且很少存在1个卵块被完

全寄生的情况，赤眼蜂寄生情况年度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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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sian Corn Borer Egg-laying
and the Parasitism of Trichogramma in Two

Generation Regions in Jilin Province
ZHOU Shu-xiang, LU Xin, LI Li-juan, ZHANG Guo-hong, DING Yan, CHANG Xue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Jil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ongzhuling 136100, China)
Abstract: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viposition of corn borer and the parasitism of Trichogramma

was clarified through 11 years field investigations. Dur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corn borer egg stage, most of the eggs
hatched, and the hatching rate reached more than 80%, only a small number of eggs were parasitized by Trichogram⁃
ma. The parasitic rat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was higher, the parasitic rate of egg masses was more than 70%, and
the parasitic rate of eggs was more than 60%. Trichogramma parasitism usually occurr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
es of corn borer oviposition, and few egg masses were completely parasitized. The parasitic rate of Trichogramma
was varied in different years.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sts and
natural en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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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

玉米播种面积380万hm2左右，占全国的10％以上，

年产量在270亿kg左右。玉米作为我省的主要粮食

作物和饲料作物，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亚洲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 (Guenée)属于鳞

翅目Lepidoptera，螟蛾科Pyralidae，秆野螟属Ostrin⁃
ia，是世界性的玉米重要害虫。一般年份可造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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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减产 10%左右，大发生年玉米减产可达 30%以

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亚洲玉米螟分布广泛，

生态适应性强，在我国自北向南1年可发生1～7代[2]，

在吉林省 1年发生 1～2.5代，其中吉林省中西部生

态区(长春地区、松原地区、四平地区和白城地区的

大部分市县)为二代玉米螟发生区[1]。此区域地处世

界黄金玉米带，是我省玉米主要种植地，也是我省受

玉米螟危害最严重地区。

赤眼蜂Trichogramma spp.隶属于膜翅目 Hyme⁃
noptera、赤眼蜂科 Trichogrammatidae，是玉米螟的主

要寄生性天敌，是玉米螟自然种群变动的主要影响

因子[3，4]，释放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是生物控制玉米螟

的主要手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利用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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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进行玉米螟的防治，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 [5，6]。近年来，随着栽培模式、作物布局的变

化、栽培品种的更替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二代玉米

螟的发生日趋严重[7]。二代玉米螟发生区两代玉米

螟重复危害，对玉米产量和质量造成巨大威胁。一

般认为，赤眼蜂对二代玉米螟的寄生率很高，不加防

治，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即可控制二代螟的危害。

在二代螟卵期赤眼蜂出现时期和数量年度间有波

动，造成二代螟间歇大发生 [8]。关于不同地区寄生

玉米螟的赤眼蜂种类和寄生情况目前已有研究报

道 [9～13]，玉米螟自然落卵和赤眼蜂寄生的动态关系

未见系统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二代玉米螟发生区玉

米田中玉米螟自然落卵和赤眼蜂寄生情况的调查分

析，明确玉米螟落卵与赤眼蜂寄生的动态关系，对于

揭示害虫天敌关系，正确开展玉米螟防治具有重要

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玉米品种

2002～2005 年玉米品种为吉单 159，2011～
2017年玉米品种为先玉335。

1.2 试验地概况

调查地点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公主岭试验地

(地处吉林省公主岭市，所在区域为典型二代玉米螟

发生区)，调查地块面积0.3 hm2，水肥管理常规，不进

行任何害虫防治措施。

1.3 调查项目与方法

调查从 6月上旬开始至 9月上旬结束。调查采

取 5点取样法，每点 20株玉米，每次重复调查 100
株，3次重复。对调查株进行标记，以便每次均在标

记株上调查，调查株损伤，另选新株代替。每隔 2 d
调查 1次，遇到极特殊天气导致调查无法进行时调

查时间顺延，调查每株全部叶片上的落卵数量，每次

查到的卵块进行标记，以便下次调查时判断被寄生、

被捕食和脱落与否，同时避免下次调查重复记数。

每次调查记录卵块数、每个卵块的总粒数、孵化及被

寄生卵粒数。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Excel 2007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代玉米螟卵被赤眼蜂寄生及孵化情况

图1 一代玉米螟落卵量、孵化量和被寄生量动态关系

Fig.1 Dynamic of egg-laying, hatching, and parasitic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sian corn b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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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代玉米螟从6月6日开始落卵，6月20
日达到落卵高峰，7月 6日落卵结束，百株落卵量为

24.3块；6月 16日第一次发现被赤眼蜂寄生的玉米

螟卵块，但寄生量较少，为1.3块，占总玉米螟卵块数



的5.35%。2017年一代玉米螟从6月8日开始落卵，

6月 26日达到落卵高峰，7月 4日落卵结束，百株落

卵量7.0块；6月26日第一次发现被赤眼蜂寄生的玉

米螟卵块，赤眼蜂寄生量很小，仅为0.3块，占总玉米

螟卵块数的 4.29%(图 1，图 2)。2016年一代玉米螟

百株卵粒数 751.4粒，孵化 689.7粒，卵粒孵化率为

91.79%；被寄生卵粒数 21.6 粒，占总卵粒数的

2.87%。2017年百株卵粒数182.2粒，孵化147粒，卵

粒孵化率为80.67%，被寄生卵粒数9.6粒，占总卵粒

数的 5.31%。一代玉米螟卵大部分孵化，孵化率达

80%以上，只有少量被赤眼蜂寄生，寄生率不到

10%，寄生一般发生在落卵中后期，且很少存在1个
卵块被完全寄生的情况(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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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代亚洲玉米螟卵块寄生率

Fig.2 Egg masses parasitic rat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sian corn borer

图 3 一代亚洲玉米螟卵粒寄生率

Fig.3 Eggs parasitic rat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sian corn b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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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二代玉米螟卵被赤眼蜂寄生及孵化情况

2016年二代玉米螟从7月29日开始落卵，8月8
日达到落卵高峰，8月25日落卵结束，二代百株落卵

量 146.7块；被寄生卵块数为 110块，占总卵块数的

74.98%。2017年二代玉米螟从7月27日开始落卵，

8月15日达到落卵高峰，8月22日落卵结束，百株落

卵量71.8块；被寄生卵块数为48.7块，占总卵块数的

67.83%(图4，图 5)。2016年二代玉米螟百株卵粒数

6 605.1粒，被寄生卵粒数 4 804.9粒，占总卵粒数的

72.75%，2017年百株卵粒数3 471粒，被寄生卵粒数

1923粒，占总卵粒数的 55.40%(图 6)。二代玉米螟

落卵前期赤眼蜂寄生率相对较低，落卵中后期寄生

率逐渐增加。二代玉米螟卵寄生率大于孵化率，赤

眼蜂寄生情况年度间存在差异，2016年卵块寄生率

和卵粒寄生率均高于 2017年，2年平均卵块寄生率

为71.405%，卵粒寄生率为64.075%。赤眼蜂寄生存

在跟随效应，落卵前期寄生率相对较低，随着落卵量

增加赤眼蜂寄生率逐渐增加。除赤眼蜂寄生，玉米

螟卵存在被捕食现象，捕食率较低，说明除赤眼蜂外

二代玉米螟存在其他天敌，赤眼蜂是玉米螟的主要

天敌。

2.3 不同年份玉米螟卵被赤眼蜂寄生情况差异

一代玉米螟卵赤眼蜂寄生率较低，卵块寄生率

为0～40%，平均卵块寄生率为13.85%；卵粒寄生率

为0～30%，平均卵粒寄生率为8.63%。一代玉米螟

卵赤眼蜂寄生率在不同年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

2012年寄生最高，卵块寄生率达到 35.56%，2011年
次之，2005年寄生率最低，为0(图7)。二代玉米螟卵

1671期 周淑香等：吉林省二代区玉米螟落卵与赤眼蜂寄生动态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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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二代玉米螟落卵量、孵化量和被寄生量动态关系

Fig.4 Dynamic of egg-laying, hatching, and parasitic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Asian corn b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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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二代玉米螟卵块寄生率

Fig.5 Egg masses parasitic rat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Asian corn borer

图6 二代玉米螟卵粒寄生率

Fig.6 Eggs parasitic rat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Asian corn b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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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眼蜂寄生率高于一代，二代玉米螟卵块寄生率在

40%～90%，平均卵块寄生率为70.92%；卵粒寄生率

在 40%～80%，平均卵粒寄生率为 61.64%。2002年
二代玉米螟卵赤眼蜂寄生率最高，卵块寄生率达

84.39%，2011年次之，2005年二代玉米螟赤眼蜂寄

生率最低，卵块寄生率为 47.62%，卵粒寄生率为

43.55%(图7)。
3 结论与讨论

赤眼蜂是玉米螟的主要寄生性天敌，对玉米螟

卵具有很好的寄生效果，是玉米螟种群变动的重要

影响因子。玉米螟的不同发生时期赤眼蜂寄生情况

不同。在辽宁省沈阳市寄生于第一代玉米螟卵的赤

眼蜂种类比较少，发生晚且寄生率偏低，自然控制作

用不大，认为在一代玉米螟发生期应人工释放赤眼

蜂对玉米螟进行控制。本研究发现，在一代玉米螟

发生时期，玉米螟卵大部分孵化，孵化率达到80%以

上，只有少量被赤眼蜂寄生，寄生一般发生在落卵中

后期，且很少存在1个卵块被完全寄生的情况，与前

人报道相似。

二代玉米螟发生期赤眼蜂寄生率较高，寄生情

况年度间存在差异。赤眼蜂寄生存在跟随效应，落

卵前期寄生率相对较低，随着落卵量增加赤眼蜂寄

生率逐渐增加。除赤眼蜂寄生，玉米螟卵存在被捕

食现象，捕食率较低，说明除赤眼蜂外二代玉米螟存

在其他天敌，赤眼蜂是玉米螟的主要天敌。根据二

代玉米螟防治指标为 11.8的标准[14]，发现在调查的

11年间，只有 2002年、2005年、2012年和 2013年二

代玉米螟未被寄生卵块数低于防治指标值，其他年

度均大于指标值。通过对照玉米螟发生情况数据发

现，2002年、2005年、2012年和 2013年二代玉米螟

落卵量都较低。说明在玉米螟发生较轻年份，赤眼

蜂的自然控制作用即可控制二代螟的危害，但是二

代玉米螟发生偏重年份，依靠田间自然寄生的赤眼

蜂不足以控制二代玉米螟危害。由于赤眼蜂寄生二

代玉米螟主要集中在螟卵始盛期以后，在二代玉米

螟落卵初期人工放蜂，增加前期寄生率，对控制二代

玉米螟起到重要重用[15]。长期以来化学防治仍为控

制害虫的主要手段，农药的频繁及不合理使用，在杀

死靶标有害生物的同时也可能杀伤天敌，影响其对

栖境内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进而对生态系统产生

影响 [16，17]。研究表明，化学农药尤其是高毒农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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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年份玉米螟卵被赤眼蜂寄生情况

Fig.7 Parasitic rate of Asian corn borer from 2002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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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眼蜂有很大的杀伤力，常规的有机鳞类、氨基甲酸

酯类和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以及部分新烟碱类杀虫

剂和大环内酯类药剂(阿维菌素)对赤眼蜂具有极高

的安全风险[18，19]，因此，在防治玉米虫害过程中必须

使用化学农药应尽量选择风险性低的药剂以保护赤

眼蜂。

王金玲等研究发现，沈阳地区寄生第一、二代玉

米螟卵的赤眼蜂种类不同，寄生第一代玉米螟卵的

优势赤眼蜂为松毛虫赤眼蜂，寄生第二代玉米螟卵

的优势赤眼蜂为玉米螟赤眼蜂。张荆等调查发现，

吉林省亚洲玉米螟主要赤眼蜂种类有玉米螟赤眼

蜂、松毛虫赤眼蜂、螟黄赤眼蜂、广赤眼蜂。本研究

发现，寄生亚洲玉米螟卵的主要赤眼蜂种类为玉米

螟赤眼蜂、松毛虫赤眼蜂和螟黄赤眼蜂，未对寄生不

同世代玉米螟卵的赤眼蜂种类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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