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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胚跳小蜂属一新记录种的外部形态记述及其相关特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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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更好地识别和保护在农业生产上有应用价值的稻纵卷叶螟寄生蜂，采用田间与室内观察相
结合的方法，对寄生稻纵卷叶螟的角胚跳小蜂属一新记录种锥角胚跳小蜂（Ｃｏｐｉｄｏｓｏｍｏｐｓｉｓ　ｃｏｎｉ）的形态特
征、寄生特性及其对 吡 虫 啉 和 苦 参 碱 的 敏 感 性 进 行 观 察 和 测 试。结 果 表 明：该 蜂 的 田 间 寄 生 率 最 高 可 达
１８．４％，其寄生可使稻纵卷叶螟幼虫表现为僵虫，１头被寄生幼虫可育出２００～４００头锥角胚跳小蜂成虫；该
蜂对吡虫啉和苦参碱２种杀虫剂都很敏感，药膜法处理成蜂１２ｈ后ＬＣ５０分别为６．８ｍｇ／Ｌ和１３．４５ｍｇ／Ｌ，
２４ｈ后ＬＣ５０分别为３．２６ｍｇ／Ｌ和８．５２ｍｇ／Ｌ。结论：该寄生蜂虽然对稻纵卷叶螟寄生率高，繁殖量大，但对
稻田常用杀虫剂较敏感，在使用杀虫剂时要注意保护该天敌，避开天敌敏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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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 纵 卷 叶 螟 （Ｃｎａｐｈａｌｏｃｒｏｃｉｓ　ｍｅｄｉｎａｌｉｓ
Ｇｕｅｎéｅ）是水稻上的重要害虫，２１世纪以来，稻纵卷

叶螟的危害明显加重，给水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

失，正常年份导致田块减产１～２成，严重的可减产

５成以上［１－２］。
近年来，稻纵卷叶螟的防治一直以化学防治为

主［３－４］，忽略了其他因子对该虫的控 制 作 用，尤 其 是

田间物理因 子 对 稻 纵 卷 叶 螟 的 控 制 作 用。２０世 纪

７０～８０年代人们对稻纵卷叶螟的天敌进行调查 发

现，世界范围内稻纵卷叶螟的天敌超过１００种，我国

的寄生性天敌有４２种。笔者前期研究发现，稻纵卷

叶螟寄生蜂可以对该虫有很好的控制作用［５］；广西

南宁市稻纵卷叶螟寄生蜂种类达６科１８种，尤其是

稻纵卷叶螟姬小蜂、稻纵卷叶螟绒茧蜂及赤带扁股

小蜂都是其优势寄生蜂，在控制稻纵卷叶螟种群数

量上发挥了很大作用［５－７］。
笔者在近２年对南宁市稻纵卷叶螟寄生蜂进行

调查时发现，锥角胚跳小蜂（Ｃｏｐｉｄｏｓｏｍｏｐｓｉｓ　ｃｏｎｉ）［８］可

寄生稻纵卷叶螟，并使大量稻纵卷叶螟幼虫变为僵

虫，该现象始于２０１３年６月，之后持续发现该蜂的

寄生，其种群数量大有超过其他寄生蜂的趋势，这是

该蜂首次 在 我 国 发 现。有 关 该 蜂 的 报 道 最 早 见 于

１９８７年，主要发 现 于 越 南 等 地，广 泛 寄 生 稻 纵 卷 叶

螟幼虫［９］。该蜂属跳小蜂科（Ｅｎｃｙｒｔｉｄａｅ）角胚跳 小

蜂属（Ｃｏｐｉｄｏｓｏｍｏｐｓｉｓ），与 其 同 属 的 寄 生 蜂 全 世 界

共有１１种，分布于东洋区、古北区、新热带区和澳洲

　贵州农业科学　２０１５，４３（６）：７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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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寄生鳞翅目螟蛾科和卷蛾科。该属寄生蜂

于２０００年在我国山东首次发现，当年仅记录１种，
即三角节胚跳小蜂（Ｃ．ｔｒｉ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ｓ）［１０］。在随后的

研究中发现，该 属 昆 虫 在 中 国 已 有５种，包 括２０１０
年发现的１个 新 种 东 方 角 胚 跳 小 蜂（Ｃ．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和３个新记录种（Ｃ．ｂｏｈｅｍｉｃｕｓ，Ｃ．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和

螟克角胚跳小蜂Ｃ．ｎａｃｏｌｅａｉｅ）［１１］。该属小蜂与多

胚跳小蜂属（Ｃｏｐｉｄｏｓｏｍａ）［１２］小 蜂 都 是 农 业 生 产 上

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寄生蜂，在生物防治上有很大

的应用前景。为此，笔者于２０１３年采用田间与室内

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寄生稻纵卷叶螟的角胚跳小蜂

属一新记录 种 锥 角 胚 跳 小 蜂（Ｃ．ｃｏｎｉ）的 形 态 特 征

和寄生特性进行观察记述，结合采用药膜法测定其

对吡虫啉和苦参碱２种药剂的敏感性，以期更好地

识别和保护该蜂种，为稻纵卷叶螟的生物防治提供

良好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采集和鉴定

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和９—１１月 在 广 西 南 宁 市 广 西

大学农场水稻田采集稻纵卷叶螟幼虫，将其在指形

管（长７ｃｍ，直径１．５ｃｍ）中单头饲养直至幼虫化蛹

或出蜂，收集羽化的寄生蜂。按张宏瑞等［１３］的方法

进行该蜂的玻片标本制作，采用实体显微镜和生物

显微镜观察其形态特征，并根据参考文献［８］的方法

进行种类鉴定。

１．２ 寄生特性观察

采用在田间与室内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初步观察

该蜂的寄生特性。观察记录每１只被该蜂寄生的稻

纵卷叶螟幼虫的被寄生状态和出蜂状态，记录１０头

以上稻纵卷叶螟幼虫的出蜂量。采用５点取样法在

有稻纵卷叶螟高龄幼虫的田块进行调查，每点随机

采２５头稻纵卷叶螟幼虫，连同虫苞放于指形管带回

实验室观察，记录寄生的虫口数量，统计寄生率。

１．３　 ２种常用药剂的敏感性测定

采用药膜法测定锥角胚跳小蜂对吡虫啉和苦参

碱２种药剂的敏感性。

１）１０％吡 虫 啉 可 湿 性 粉 剂（Ａ）。将 吡 虫 啉 稀

释成４４ｍｇ／Ｌ、２２ｍｇ／Ｌ、１１ｍｇ／Ｌ、５．５ｍｇ／Ｌ和

２．７５ｍｇ／Ｌ共５个 浓 度 梯 度（Ａ１～Ａ５）。以 蒸 馏 水

处理作为对照。吸取５～１０ｍＬ不同浓度的药液于

指形管内，待药液均匀地涂于管内壁，将多余的药液

倒出，在室温条件晾干即成药膜管。每支药膜管内

接入羽化后１２ｈ内 的 锥 角 胚 跳 小 蜂 成 蜂１５～２０
头。在温度为（２６±２）℃、相 对 湿 度 为７０％～７５％
的条件下让蜂在药膜管内自由爬行２０ｍｉｎ后，转入

无药的干净指形管中，饲以１０％蜂蜜水。分别于处

理后１２ｈ和２４ｈ检查成蜂死亡情况。以蜂是否能

动作为判别存活的标准，每处理３次重复。

２）０．３％苦 参 碱 水 剂（Ｂ）。将 苦 参 碱 稀 释 成

１００ｍｇ／Ｌ、５０ｍｇ／Ｌ、２５ｍｇ／Ｌ、１２．５ｍｇ／Ｌ和６．２５
ｍｇ／Ｌ共５个浓度 梯 度（Ｂ１～Ｂ５），以 蒸 馏 水 处 理 作

为对照。其他处理方法同上。

１．４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电 脑 软 件 对 试 验 数 据 进 行 统

计和分析，计算死亡率、校正死亡率，并以浓度对数

为ｘ，校正死亡率机率值为ｙ，用ＤＰＳ软件计算求毒

力回归方程、致死中浓度ＬＣ５０及９５％置信区间。
死亡率＝（死虫数÷试虫数）×１００％

校正死亡率＝ 处理组死亡率－对照组死亡率
１００－对照组死亡率 ×１０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锥角胚跳小蜂的形态特征

雄虫（图 示１～３）：体 长０．８ｍｍ，其 中，头 部

０．１ｍｍ，胸部０．３８ｍｍ，腹部０．３２ｍｍ；体色黑色，
被褐色纤毛。触角柄节、梗节深褐色，索节１、２节浅

褐色，其余索节和棒节棕黄色；胸部黑色无光泽，足

除前、中、后足转节、腿节基部和端部、胫节基部、中

足附节前４节浅褐色外，其余褐色；中足腿节、胫节

较前、后足色浅。翅大部分无色，仅前翅缘脉及翅脉

基部淡褐色；翅面密生褐色短纤毛。腹部黑色，有蓝

绿色金属闪光。
头部：背 面 观 宽 为 长 的２倍，单 眼 区 呈 钝 三 角

形，前后单眼间距为后单眼间距的０．６倍；头前面高

为宽的１．３倍；触角窝长径为其间距的１．７倍，为触

角窝、唇基间距的６．７倍，触角窝上缘在复眼下缘连

线以下。触角柄节细长，长为宽的４倍；梗节长宽相

似，索节６节，各节等长，长稍长于宽，棒节不分节，
长为宽的２倍，为末二节索节之和，端部稍微倾斜至

棒节中央。上颚三齿，中齿稍长过边齿。
胸部：中胸盾片及小盾片隆起；小盾片 大，上 有

２０多根刚毛。中足胫节末端外侧有１个刺，距长稍

长于基跗节。前翅宽阔，长为宽的２倍；亚缘脉上具

有７～９根刚毛；缘脉点状，后缘脉不发育；亚缘脉、

缘脉长分别为痣脉的８倍和０．８倍；翅基透明斑内

有１６～１８根毛组成“Ｙ”字形，透明斑外均匀着生纤

毛。

腹部：呈三角形，末端尖。

寄 主：稻 纵 卷 叶 螟（Ｃｎａｐｈａｌｏｃｒｏｃｉｓ　ｍｅｄｉｎａｌｉｓ

Ｇｕｅｎｅｅ）。

分布：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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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注：１，锥角胚跳小蜂雄成虫；２，锥角胚跳小蜂前、后翅；３，锥角胚跳小蜂雄成虫触角；４，锥角胚跳小蜂寄生后稻纵卷叶螟幼虫的僵虫。

　　Ｎｏｔｅ：１，Ｃ．ｃｏｎｉ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２，ｆｏｒｅ　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ｎｄ　ｗｉｎｇ；３，ａｎｔｅｎｎａ；４，ｉ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ｍｅｄｉｎａｌｉｓ　ｌａｒｖａ．

图示 锥角胚跳小蜂形态特征与寄生特性

Ｆｉｇ．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Ｃ．ｃｏｎｉ

　　标 本 记 录：广 西 南 宁 广 西 大 学 农 场，２０１３年６
月和９—１１月，冯菲阳、黄美艳、李小薇采。

雌虫与雄虫的差别：雄虫的触角索节６节，雌虫

５节；雄虫的前翅透明斑内的纤毛１６～１８根，排 列

成“Ｙ”字形，雌虫前翅透明斑内的纤毛仅１０根，排

成２排。
锥角胚 跳 小 蜂 与 三 节 角 胚 跳 小 蜂（Ｃ．ｔｒｉｓｅｇ－

ｍｅｎｔｉｓ）很相似，其主要区别在于：１）前者的触角棒

节不 分 节，末 端 稍 微 倾 斜，柄 节 长 为 宽 的４倍，为

１～３索节之和；而后者棒节分成３节，强烈斜截，柄

节长过索节第１～５节之和；２）前者雄虫的前翅透

明斑中有１６～１８根毛，约排成“Ｙ”字形，雌虫前 翅

透明斑中有１０根毛，排成２列，而后者的透明斑中

有８根毛，排成２列。
２．２ 锥角胚跳小蜂的寄生特性初步观察

锥角胚跳小蜂是跨期寄生蜂，其生殖方式为多

胚生殖，被寄生虫态为稻纵卷叶螟卵［１４］。螟卵可以

照常孵化为幼虫，幼虫在发育前期照常取食、活动，
不表现行动迟缓、体表变色等寄生症状，从寄主幼虫

幼龄期体表不能判断是否被寄生，但此时蜂卵在寄

主体内迅速分裂成多个胚胎。寄主幼虫发育后期该

蜂的每个胚胎都发育成１只幼蜂，透过寄主体壁可

以看到大量幼蜂充满寄主体内，并随后在寄主体内

化蛹，此时稻纵卷叶螟幼虫虫体丰满、僵硬、变直，成
僵虫（图示－４）。蜂蛹羽化后即钻出寄主幼虫体壁。
１头稻纵卷 叶 螟 幼 虫 可 育 出２００～４００头 锥 角

胚跳小蜂成蜂，成蜂在出蜂前用上颚咬破僵虫体壁，
并逐步将孔咬大，每１头僵虫可被蜂咬破数十个至

上百个孔洞，当第１只蜂成功钻出后，其他的蜂沿孔

洞陆续钻出，在几分钟内所有个体出蜂完毕。刚出

来的蜂行动慢，但１～２ｍｉｎ后活动迅速，在指形管

内来回活动，有时出现跳跃动作。用１０％的蜂蜜水

喂养可活１周左右，但是在用蜂蜜饲养的第３天活

动开始有些迟缓，生命力开始减弱。
对该蜂进行田间寄生率调查发现，从６月开始，

由于该蜂的寄生使稻纵卷叶螟幼虫出现僵虫，９～１１
月也一直有僵虫出现；田间僵虫的出现率最高可达

１８．４％，最低为６．４％，平均为１０．２４％。
２．３ 锥角胚跳小蜂成虫对２种常用药剂的敏感性

从表可见：１）吡 虫 啉。随 着 吡 虫 啉 浓 度 的 增

加，锥 角 胚 跳 小 蜂 的 敏 感 性 逐 渐 增 强。其 中，以

４４ｍｇ／Ｌ浓度下的敏感 性 最 强，１２ｈ后 锥 角 胚 跳 小

蜂的校正死亡率 为９３．３３％，２４ｈ后 锥 角 胚 跳 小 蜂

的校正死亡率达１００％；在２．７５ｍｇ／Ｌ浓度下的敏

感性最弱，１２ｈ后校正死亡率为２０．４１％，２４ｈ后为

４０．４３％。毒 性 测 定 结 果 表 明，１２ｈ后 吡 虫 啉 的

ＬＣ５０ 值 为 ６．８ ｍｇ／Ｌ，２４ ｈ 后 的 ＬＣ５０ 值 为

３．２６ｍｇ／Ｌ。２）苦 参 碱。随 着 苦 参 碱 浓 度 的 增 加，
锥 角 胚 跳 小 蜂 的 敏 感 性 逐 渐 增 强。其 中，以

１００ｍｇ／Ｌ浓度的敏感性最强，１２ｈ后锥角胚跳小蜂

的校 正 死 亡 率 为９２．７２％，２４ｈ后 校 正 死 亡 率 达

１００％；在６．２５ｍｇ／Ｌ浓度下的敏感性最弱，１２ｈ后

校正死亡率为３１．５９％，２４ｈ后为４１．５３％。毒性测

定 结 果 表 明，１２ ｈ 后 苦 参 碱 的 ＬＣ５０ 值 为

１３．４５ｍｇ／Ｌ，２４ｈ后的ＬＣ５０值为８．５２ｍｇ／Ｌ。
由此可见，不论是１２ｈ还是２４ｈ后，苦参碱的

毒性都要小于吡虫啉的毒性。说明，在田间使用苦

参碱对锥角胚跳小蜂比吡虫啉更安全。
表 锥角胚跳小蜂成虫对吡虫啉和苦参碱的敏感性

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ｃｏｎｉ　ａｄｕｌｔｓ　ｔｏ　ｔｗｏ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ｓ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２ｈ

校正

死亡率／％
ＬＣ５０／
（ｍｇ／Ｌ）

ＬＣ５０９５％
置信区间／（ｍｇ／Ｌ）

２４ｈ
校正

死亡率／％
ＬＣ５０／
（ｍｇ／Ｌ）

ＬＣ５０９５％
置信区间／（ｍｇ／Ｌ）

Ａ１ ９３．３３　 ６．８　 ５．１２～８．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６　 １．８４～４．６０
Ａ２ ８２．６９　 ９５．５８
Ａ３ ６４．５８　 ８６．４９
Ａ４ ４６．６７　 ７３．５７
Ａ５ ２０．４１　 ４０．４３
Ｂ１ ９２．７２　 １３．４５　 ９．７９～１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２　 ５．３２～１１．５１
Ｂ２ ８９．６５　 ９２．５９
Ｂ３ ６０．３８　 ８５．８０
Ｂ４ ４４．０７　 ５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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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角胚跳小蜂属一新记录种锥角胚跳

小蜂对稻纵卷叶螟幼虫有很高的寄生率和育出率，
是１种很好的稻纵卷叶螟寄生性天敌，但其对杀虫

剂较敏感。
锥角胚跳小蜂是跨期寄生蜂，其生殖方式为多

胚生殖，被寄生虫态为稻纵卷叶螟卵。该蜂在寄主

体内孵化、生长和化蛹。该寄生特性与棉铃虫多胚

跳小蜂（Ｌｉｔｏｍａｓｔｉａ　ｈｅｌｉｏｔｈｉｓ　Ｌｉａｏ）［１５］、巢 蛾 多 胚 跳

小蜂（Ａｇｅｎｉａｓｐｉｓ　ｆｕｓｃｉｃｏｌｌｉｓ　Ｄａｌｎａｎ）［１６］、舟峨跳小

蜂（Ｏｏｅｎｅｃｙｒｔｕｓｓｐ．）［１７］等寄生特性相似。该寄生蜂

对当代幼虫的危害程度控制不大，但其能降低当代

稻纵卷叶螟成虫的存活数量、成虫交配和产卵量，从
而控制下一代稻纵卷叶螟对水稻的取食危害。该蜂

的寄生并繁育又为持续控制稻纵卷叶螟种群提供了

大量的蜂源，因此，该蜂也是田间持续控制稻纵卷叶

螟种群数量增长的重要的生物因子。
研究发现，锥角胚跳小蜂对生存环境要求不严

格，易于生长，繁殖能力强，寄生比例高，很有可能成

为生物防治上具有希望的蜂种。如果对该蜂的生物

学、生态学及饲养繁殖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其
成为生防蜂的可能性较大。

锥角胚跳小蜂对吡虫啉和苦参碱的敏感程度很

高，这２种药剂均为低毒药剂，但其田间施用浓度均

对该蜂有较强的杀伤作用。因此，在施药时要特别

注意尽可能避开稻田寄生蜂羽化高峰期；同时，尽量

选用防治效果好、对天敌杀伤力小的药剂进行害虫

防治。
该蜂的分类 地 位 可 能 会 有 变 动，Ｙｕ等［１８］通 过

对５８个 样 品 的 细 胞 核（１８Ｓ 和２８Ｓ ）和 线 粒 体

（ＣＯＩ）基因的 核 苷 酸 序 列 进 行 分 析 发 现，角 胚 跳 小

蜂属和多胚跳小蜂属的相关基因序列相似性很高，２
个属在基因序列方面不能截然分开，故建议将角胚

跳小蜂属作为多胚跳小蜂属的异名。因此，锥角胚

跳小蜂可能成为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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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ａｔ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２００５，３０（１）：９７－１７４

［１３］ 张宏瑞，Ｓｈｕ　Ｏ，Ｍｏｕｎｄ　Ｌ　Ａ．蓟 马 采 集 和 玻 片 标 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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