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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胸蓟马 Thrips hawaiiensis 是一种亚洲地区广泛分布的重要栖花害虫。研究了其在玫瑰、郁金香、康

乃馨和百合等 4 种花卉寄主上的生长发育、存活及产卵差异，以期为探讨黄胸蓟马对不同寄主的为害差异及机

制提供基础数据。结果表明，黄胸蓟马在玫瑰上发育最快，其完成一代需要 10. 07 d; 在百合上发育最慢，完成

一代需 11. 22 d。黄胸蓟马的世代存活率在郁金香上最高 ( 0. 76) ，在康乃馨上最低 ( 0. 64) 。不同短时产卵处理

表明，黄胸蓟马最喜好在郁金香上产卵，最不喜好在百合上产卵。因此，根据黄胸蓟马的生长发育、存活及产

卵表现，4 种寄主中，郁金香是黄胸蓟马的最适宜寄主，百合是其最不适宜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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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fferent hos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oviposition of Thrips hawaiiensis

CAO Yu，SHANG Baozhen，ＲAN Guangmei，ZHAO Yanqun，LI Can，ZHANG Ｒunzhi
( 1．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d Engineering of Environment，Key ＆ Special Laboratory of

Guizhou High College for Pest Control and Ｒesource Utilization，

Guiyang University，Guiyang 550005，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Zo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Thrips hawaiiensis is an important flower inhabiting thrip pest，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Asian
regions． The development，survival and oviposition of T． hawaiiensis on four flower hosts ( Ｒosa rugosa，

Tulipa gesneriana，Dianthus caryophyllus and Lilium brownii var． viridulum)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damage difference and damage mechanism to different plant hos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hortest developmental period of T． hawaiiensis was on Ｒosa rugosa flower，which needed
10. 07 d to complete one generation． The longest was on Lilium brownii var． viridulum flower，which nee-
ded 11. 22 d to complete one generation． The highest survival rate was on T． gesneriana flower，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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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st was on D． caryophyllus flower，with the values of 0. 76 and 0. 64，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dif-
ferent treatments for oviposition in short time，we found that T． gesneriana flower was the most preferred
host for oviposition by T． hawaiiensis，while Lilium brownii var． viridulum flower was the least preferred
host． In summary，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of development，survival and oviposition of T． hawaiien-
sis on the four flower hosts，T． gesneriana was the most suitable host for T． hawaiiensis，while L． brownii
var． viridulum was the least．
Key words: Thrips hawaiiensis; flower plant host; development; survival; oviposition

黄胸蓟马 Thrips hawaiiensiss ( Morgan，1913 ) ，

隶属于缨翅目 Thysanoptera 锯尾亚目 Terebrantia 蓟

马科 Thripidae，是一种重要的栖花害虫。黄胸蓟马

起源于环太平洋地区［1］，主要分布于亚洲热带、
亚热带和北美南部，是一种危险性害虫［2］。近年

来，在法国［3］、西班牙［4］和土耳其［5］等欧洲地区

也出现为害报道。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海南、广西、
广东、云南、福建和台湾等省区，是香蕉、蔬菜等

植物花期的常见害虫［6 － 8］。
黄胸蓟马在贵州省蔬菜、花卉寄主花期均有为

害［9 － 10］，且表现出不同的嗜食性，但目前关于黄

胸蓟马与寄主植物相互关系的研究较少。花卉产业

在贵州省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本文以玫瑰 Ｒosa
rugosa、郁金香 Tulipa gesneriana、康乃馨 Dianthus
caryophyllus 和百合 Lilium brownii var． viridulum 等 4
种花卉寄主的花瓣为饲养材料，研究了黄胸蓟马在

4 种花卉寄主上的生长发育、存活及产卵差异，以

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其对不同寄主的为害差异，为

花卉上黄胸蓟马的防治提供基础数据，保护花卉产

业的健康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 1 寄主植物

玫瑰、郁金香、康乃馨和百合采自贵阳学院生

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园林专业的苗圃基地。寄主植物

种植于温室大棚，生长期间无虫为害，且未喷洒农

药，取其花蕾期的花瓣用于实验。
1. 2 供试虫源

黄胸蓟马采自贵阳学院各类植物上，将其带回

实验室置于塑料养虫盒内，分别以玫瑰、郁金香、
康乃馨和百合 4 种寄主的花瓣为食料，在温度为

( 25 ± 1) ℃、相对湿度 ( 70 ± 5) %、光照 L∶ D
=14∶10) 的人工气候箱 ( ＲXZ 系列多段可编程智能

人工气候箱，ＲTOP － Y 系列) 中饲养 3 代后备用。
1. 3 方 法

1. 3. 1 黄胸蓟马的生长发育及存活观察 将若干

黄胸蓟马成虫 ( 雌 ∶ 雄 = 1 ∶ 1 ) 分别置于食料为玫

瑰、郁金香、康乃馨和百合 4 种寄主的花的养虫盒

内，每种 寄 主 2 盒，每 盒 放 入 黄 胸 蓟 马 200 头

( 雌∶ 雄 = 1 ∶ 1 ) ，任其产卵，24 h 后移去成虫，将

养虫盒置于人工培养箱中直到孵化出若虫，饲养条

件同 1. 2。参考张治军等方法［11］，挑取黄胸蓟马 1
龄若虫单头饲养于直径 4. 0 cm 小塑料培养皿，皿

内装有润湿滤纸片和直径约 3. 5 cm2 的寄主花 1
片，每种寄主饲养 100 头，每头若虫为 1 个重复，

每日 8: 00 和 19: 00 时观察 2 次，记录各虫态的

发育和存活情况，直到若虫死亡或发育为成虫，卵

的历期记录为从成虫产卵至卵孵出若虫的时间。每

天更换新鲜植物的花瓣。
1. 3. 2 黄胸蓟马的产卵量观察 分别取玫瑰和康

乃馨的花 10 ～ 15 片，由于郁金香和百合花瓣较大，

取 5 ～ 6 片即可。将 4 种花瓣分别放入塑料瓶 ( 规

格: 高 10 cm，直径为 4 cm) 内，每个瓶各接入羽

化 3 d 后的黄胸蓟马成虫 20 头 ( 雌∶ 雄 = 1∶ 1) ，以

200 目纱布封住瓶口，防治蓟马逃逸，然后放入气

候箱中任其产卵，在其分别产卵 12，24，36 和 48
h 后移除昆虫，各产卵处理重复 4 次，将含有虫卵

的花瓣放入底部铺置湿润滤纸片的培养皿中 ( 直

径 4 cm) ，皿口用 Parafilm 膜封住，并刺数小孔，

保持通气，直至卵全部孵化成若虫［11 － 12］，以一龄

若虫作为黄胸蓟马产卵量的衡量［13］。实验条件同

1. 2。
1. 4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SPSS18. 0 软 件 处 理 所 测 数 据， 采 用

Tukey’s 多重比较检验，比较不同寄主间的差异

显著性 ( P ＜ 0. 05) 。

2 结果与分析

黄胸蓟马各虫态在不同花卉寄主上具有不同的

差异显著性 ( 表 1) 。卵期在 4 种花瓣上无显著差

异。一龄若虫在玫瑰上发育最快 ( 1. 81 d) ，与郁

金香无显著差异; 在百合上发育最慢 ( 2. 05 d) ，

与郁金香和康乃馨均无显著差异。二龄若虫在不同

花瓣上的发育快慢与一龄若虫相似。预蛹在玫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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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最快 ( 1. 46 d) ，与郁金香、康乃馨无显著差

异; 在百合上发育最慢 ( 1. 63 d ) ，也与郁金香、
康乃馨无显著差异。寄主对黄胸蓟马蛹和整个未成

熟期 ( 卵—成虫) 的影响相似，其在玫瑰上的发

育最快，分别为 2. 13 和 10. 07 d; 在百合上最慢，

分别为 2. 55 和 11. 22 d; 两者在郁金香和康乃馨之

间均无显著差异。

表 1 不同虫态黄胸蓟马在不同寄主上的发育历期1)

Table 1 Development period of Thrips hawaiiensis at different stages on flowers of different hosts

寄 主 卵 期 /d 一龄若虫 /d 二龄若虫 /d 预 蛹 /d 蛹 /d 卵—成虫 /d

玫 瑰 2. 05 ± 0. 05a 1. 81 ± 0. 04b 2. 59 ± 0. 05b 1. 46 ± 0. 04b 2. 13 ± 0. 09c 10. 07 ± 0. 25c
郁金香 2. 09 ± 0. 04a 1. 96 ± 0. 03ab 2. 75 ± 0. 06ab 1. 49 ± 0. 04ab 2. 32 ± 0. 07b 10. 62 ± 0. 65b
康乃馨 2. 09 ± 0. 05a 2. 03 ± 0. 05a 2. 83 ± 0. 09a 1. 52 ± 0. 05ab 2. 38 ± 0. 08b 10. 80 ± 0. 58b
百 合 2. 11 ± 0. 05a 2. 05 ± 0. 04a 2. 89 ± 0. 07a 1. 63 ± 0. 05a 2. 55 ± 0. 09a 11. 22 ± 0. 41a

1)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 标准误。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寄主花上黄胸蓟马的生长发育差异达显著水平 ( P ＜ 0. 05;

Tukey’s 多重比较检验) 。

图 1 不同虫态黄胸蓟马在不同寄主上的存活率

Fig. 1 Survival rate of Thrips hawaiiensis at
different stages on flowers of different hosts

不同花瓣上，黄胸蓟马不同虫态的存活率同样

呈现不同差异 ( 图 1 ) 。一龄若虫的存活率在康乃

馨上最低，为 0. 91; 在郁金香上最高，为 0. 94。
二龄若虫的存活率在康乃馨上最低，为 0. 77; 在

玫瑰和郁金香上最高，均为 0. 87。预蛹及蛹期在 4
种花瓣上的存活率较高，均超过 90%。整个未熟

期的存活率在康乃馨上最低 ( 0. 64) ，在郁金香上

最高 ( 0. 76) 。另外，同一花瓣上，黄胸蓟马不同

龄期的存活率也表现出不同差异。因此，黄胸蓟马

相同龄期在不同寄主上的存活率、不同龄期在相同

寄主上的存活率，均受寄主影响。
由于黄胸蓟马产卵于花瓣组织中，无法统计其

存活率，因此假设卵均能孵化为若虫，其孵化率为

100%，以此计算黄胸蓟马整个未成熟期的累积存

活情况［14］。如图 2 所示，不同花卉寄主上，黄胸

蓟马各虫态的累积存活率均逐渐下降，其在康乃馨

图 2 不同虫态黄胸蓟马在不同寄主上的累积存活曲线

Fig. 2 Cumulative survival curve of Thrips hawaiiensis at
different stages on different flower hosts

上表现最为剧烈，到羽化时累积存活率仅为 0. 41;

在郁金香上各虫态的累积存活率最高，到羽化时为

0. 58。4 种寄主上，黄胸蓟马在预蛹和蛹期阶段，

曲线平缓，说明此时期死亡率较低。因此，寄主引

起蓟马死亡的时期，主要集中于若虫和羽化阶段。

不同产卵时间处理下，黄胸蓟马在 4 种花卉寄

主上的产卵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表 2 ) 。产卵

12 h 处理下，黄胸蓟马的总产卵量在 4 种寄主之间

无显 著 差 异， 但 平 均 产 卵 量 在 郁 金 香 上 最 高

( 4. 25) ，在百合上最低 ( 3. 15 ) 。产卵 24 h 处理

下，其总产卵量在郁金香 ( 47. 50) 和康乃馨上最

高 ( 43. 75) ，两者显著高于玫瑰 ( 40. 50 ) 和百合

( 37. 50) ; 平均产卵量则在郁金香上最高 ( 4. 75) ，

在玫瑰上最低 ( 3. 75) 。产卵 36 h 处理下，总产卵

量同样 在 郁 金 香 上 最 高 ( 70. 25 ) ，但 与 康 乃 馨

( 63. 75) 无显著差异; 在玫瑰 ( 55. 00 ) 上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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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百合 ( 61. 50) 无显著差异; 平均产卵量在 4
种寄主间的显著性差异与总产卵量类似。产卵 48 h
处理下，总产卵量及平均产卵量在 4 种寄主间的显

著性差异与 36 h 处理下相似，其总产卵量、平均

产卵量均在郁金香上最高，分别为 94. 50 和 4. 73;

在玫瑰上最低，分别为 75. 50 和 3. 78。
相同寄主上，随着产卵时间的延长，其总产卵

量显著增加，因此，在 4 种寄主上，不同处理下黄

胸蓟马的总产卵量均为 48 h ＞ 36 h ＞ 24 h ＞ 12
h。相同寄主上，黄胸蓟马的平均产卵量受产卵时

间的影响较小，如在玫瑰上，其平均产卵量在 4 种

产卵时间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在郁金香、康乃

馨和百合上，其平均产卵量均在 24 h、36 h 和 48 h
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但三者处理下的平均产卵量

显著高于 12 h 处理。

表 2 不同处理下黄胸蓟马在不同寄主上的产卵量1)

Table 2 Oviposition of Thrips hawaiiensis on different flower hosts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

寄主
总产卵量

12 h 24 h 36 h 48 h
每雌每天产卵量

12 h 24 h 36 h 48 h
玫 瑰 17. 00 ± 1. 29abD 37. 50 ± 2. 48bC 55. 00 ± 5. 02cB 75. 50 ± 4. 20cA 3. 40 ± 0. 17abA 3. 75 ± 0. 12bA 3. 67 ± 0. 14cA 3. 78 ± 0. 11cA

郁金香 21. 25 ± 1. 11aD 47. 50 ± 2. 18aC 70. 25 ± 5. 33aB 94. 50 ± 4. 43aA 4. 25 ± 0. 22aB 4. 75 ± 0. 21aA 4. 68 ± 0. 28aAB 4. 73 ± 0. 25aA
康乃馨18. 50 ± 1. 50abD 43. 75 ± 3. 40abC 63. 75 ± 4. 82abB 88. 50 ± 5. 12abA 3. 70 ± 0. 30abB 4. 38 ±0. 17abAB 4. 25 ± 0. 19abA 4. 43 ± 0. 19abA
百 合 15. 75 ± 1. 33bD 40. 50 ± 4. 12bC 61. 50 ± 3. 96bcB 82. 50 ± 5. 29bcA 3. 15 ± 0. 26bB 4. 05 ± 0. 12bA 4. 10 ± 0. 22bcA 4. 13 ± 0. 25bcA

1)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 ± 标准误。同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相同处理下，不同寄主之间差异显著; 同行中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相同寄主上，

不同处理之间差异显著 ( P ＜ 0. 05; Tukey’ s 多重比较检验) 。

3 讨 论

昆虫在不同寄主上的生长发育、存活及产卵等

差异，可从不同侧面反映其对寄主的偏好性［15 － 16］。
本研究中，从未成熟期来看，黄胸蓟马对玫瑰的偏

好性最强; 从存活率来看，其对郁金香的偏好性最

强; 从产卵量来看，其对郁金香和康乃馨的偏好性

最强。相关研究表明，相同实验温度下，在茶花粉

上，黄胸蓟马的发育历期为 8. 90 d［2］，低于本文

中的所有结果; 世代存活率为 82. 70%，高于本文

中的所有寄主。同样，相同温度下的香蕉花上，其

发育历期为 10. 61 d［17］，与本文中郁金香上的发育

历期相当，高于玫瑰，低于康乃馨和百合; 存活率

为 63. 16%，与康乃馨相当，低于其它 3 种花卉寄

主。因此，寄主种类对黄胸蓟马的生长发育及存活

存在显著影响。关于黄胸蓟马的产卵研究，报道较

少。Cheng 等的研究表明，25 ℃下，其一生在油桐

花上的产卵量为 41. 9［18］; 相同温度下，其在茶花

粉上的一生的产卵量为 203. 5，平均每天每雌产卵

量为 7. 32［2］，其平均产卵量显著高于本文中的研

究结果。但本文仅研究了黄胸蓟马短时处理下的产

卵比较，关于不同花卉寄主上其一生的繁殖力比

较，需进一步探讨。综合生长发育、存活率及短时

产卵量来看，本研究 4 种寄主中，郁金香是黄胸蓟

马的最适宜寄主，而百合则是其最不适宜寄主。
除寄主外，温度对黄胸蓟马的生长发育、存活

等也存在显著影响。如茶花粉上，在 10 ～ 30 ℃ 之

间，随 着 温 度 的 升 高， 其 发 育 历 期 显 著 缩 短

( 52. 1 ～ 7 d ) ; 20 ℃ 时， 其 世 代 存 活 率 最 高

( 96. 7% ) ，10 ℃ 下的存活率最低 ( 25% ) ［2］。香

蕉花上，在 14 ～ 30 ℃ 之间，其发育历期最短为

6. 19 d，最长为 28. 54 d［17］，存活率介于 46. 34%
～63. 16%之间; 但卢辉等发现在 20 ～ 36 ℃ 温度

下，黄胸蓟马在香蕉花上的发育历期最短为 9. 68
d，最长为 22. 45 d，世代存活率最高为 38. 5%，

最低为 10. 22%［19］。因此，同在香蕉花上的不同研

究结果，可能与香蕉品种、蓟马地理种群差异有

关，也可能与实验方法、实验条件等有关。而仅从

温度对黄胸蓟马生长发育及存活等的影响来看，黄

胸蓟马的适温范围较广，尤其在高温条件下，发育

历期短，具备短时间内暴发成灾的特性［2，17］，需

在生产和科研上加以重视。除寄主、温度外，湿

度、天敌等因素都会影响蓟马的生存［20 － 21］。因此，

要系统了解黄胸蓟马对不同花卉植物的偏好性及偏

好机制，其需进一步研究自然条件下的生物与非生

物因子作用下，黄胸蓟马在不同寄主上的生长发

育、存活、繁殖等差异。
寄主理化性状对昆虫的寄主选择有着重要影

响［22 － 23］，如某些寄主特定的体表性状能够有效抵

御美洲斑潜蝇的为害 ［24］，而不同寄主的营养物

质、次生物质差异等可显著影响斑潜蝇、蓟马等害

虫的种群发展［25 － 26］。同样，取食不同寄主，可引

起昆虫体内保护酶、解毒酶等发生不同变化，从而

影响昆虫对寄主不同的适应性［27 － 28］。因此，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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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讨黄胸蓟马对不同花卉寄主的偏好性，需进一

步从寄主—昆虫双方面加强生理生化测定。
致谢: 衷心感谢吉林大学王军博士对黄胸蓟马标本的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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