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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陷阱法研究 了捕食性步 甲在玉 米田 与牧草带 (紫花 首稽 Me di c a g o , at i、

、

鲁梅克斯

R “

~ Pa 比瓜她 x R
.

t她。ch a n ic us )之间的迁移规律
。

在 以首着带
、

鲁梅克斯带为边界的玉 米 田
,

捕食性步甲大 量迁入玉米 田
,

平均是迁 出玉 米田 的 1
.

6 倍和 2
.

4 倍
。

而 对照 田边界为杂草
,

迁

入相对较少
。

在 9 月份的大部分 时间迁入 玉米 田的步甲数量均大于迁 出玉 米 田的
。

因此
,

首

着和鲁梅克斯作为边界植物可 以对天敌步 甲起到保护作用
。

建议重视农田边界功能
,

对田埂
、

坡地的杂草进行管理
,

增加边界植物多样性和覆盖物
,

以提供天 敌合适 的生境
,

充分发 挥天 敌

对害虫的 自然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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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董兆克等
:
捕食性步甲在玉米与牧草之 间的迁移

捕食性节肢动物作为天敌在控制农 田害虫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

以生境管理的手段保护利

用天敌
,

从而实现对害虫的生物防治
,

这方面的研究在近些年受到广泛关注〔’
,

2 }
。

生境管理即

创造适合天敌生存繁殖的生境
,

能够为天敌提供避难所或替代食物等
,

达到保持天敌种群数 址

的目的
。

相关研究在国内有很多报道
,

例如在苹果园长期种植地表覆盖作物后
,

天敌 自然控制

作用加强
,

有较好的植保效应 [’
,

4 ]
。

利用棉 田边缘首楷带控制棉蚜 (助his 90 55 ”ii)
,

对棉蚜有较

好的控制效果 [5l
。

生境管理明显增加地表捕食者如步甲
、

隐翅 甲和蜘蛛等囚
。

这些捕食者通

常在边界越冬
,

春季迁入农田
,

并且在农田与边界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移动
。

尽管在春季有大

量种类迁到农 田
,

但在夏天仍可以发现有许多种类滞留边界 [“]
。

选择合适 的生境管理植物
,

监

测天敌的迁移规律对利用天敌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分别以首楷和鲁梅克斯两种牧草为生境管

理植物
,

对捕食性步 甲在农 田 与牧草之间的迁移规律进行研究
。

本研究要解决的两个 问题
:

哪种植物作为边界能提供大量天敌 ? 天敌是否会迁入农田还是滞留边界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地的选择与处理

在 山东省禹城市选择 3 块玉米 田
,

面积分别是 0
.

5h衬
、

0
.

5h 衬
、

0
.

3h 澎
,

上茬作物均 为小

麦
。

田块 l 和 田块 2 相邻
,

在两块田同一面分别种有 Z m 宽
,

120 m 长的首蓓和鲁梅克斯
。

首蓓

品种为紫花首蓓 (Me d ic 尽9 0 ; at i二 ); 鲁梅克斯是以天山酸模 (R “

~
ti a ns ch an ic 。 )为父本

,

巴夭

酸模 (R
.

Pa tie nt i。 )为母本
,

进行杂交而成的饲料作物新 品种
,

学名 为现代营养酸模
,

俗称 高秆

菠菜
,

既具有高产
、

速生和品质优 良的特性
,

又有极强的抗逆性
、

耐盐碱性
,

按单位面积粗蛋白

产量计算
,

是首蓓 的 2 一 3 倍
。

两种牧草的播种时间均为 200 8 年 4 月
,

播种方式为撒播
,

8 月 23

日刘割除草
,

刘割后牧草高度约为 30c m
。

田块 3 距离田块 1 和田块 2 约 100 0 m
,

以 田块 3 为对

照 田块
,

边界三面是 自然生长的禾本科杂草
,

主要是马唐和牛筋草
,

另一面是过道
。

1
.

2 捕食性步甲的取样

方法参考俞晓平等川的陷阱法 (p itfal l to p )
,

略做改动
。

在玉米田 和牧草带之间的田 埂 上

设置一个与田埂走向平行的透 明塑料硬膜 (宽 0
.

5 m
,

高 0
.

3 m )作为隔离屏
,

两端用铁丝固定在

地面
,

在隔离屏的两面地上设置两个陷阱
,

一个朝 向玉米田
,

一个朝 向牧草带
。

每 一边陷 阱的

捕获物代表该方向迁移来 的节肢动物数量和种类
。

陷阱采用直径 7
.

sc m
、

深 10
.

2c m 塑料杯制

成
,

埋入地下后
,

两杯的内称轴与 田埂平行
,

杯 口 与田埂齐平
,

在杯 中倒人约 1/4 杯容积的酒

精
、

洗洁精和水的混合液
,

可以有效地杀死和保存陷人的步甲
,

即制成捕捉爬行类捕食性天敌

的陷阱
。

每处理重复 8 次
,

重复间相隔 3 m
。

田间放置作为陷阱的塑料杯
,

每隔 5d 取 回一次
,

拣出陷人的步甲
,

用 75 % 的酒精保存
,

带回实验室鉴定
。

对照 田块为周边是杂草的田块 3
,

陷

阱设置方法同上
。

调查时间 : 2 00 8 年 9 月至 10 月
,

每隔 5d 一次
,

共计调查 7 次
。

数据处理使

用 Ex ce l软件和 sPs s 16
.

0 统计软件
,

方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o ne
一

w ay ANo vA)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捕食性步甲的鉴定
、

种类及数量

在玉米田和边界之间相互迁移的节肢动物包括鞘翅 目步 甲
、

隐翅甲 (尼负葬甲属 )
、

蜘蛛
、

双尾 目及其它昆虫 (表 1 )
。

属于捕食性天敌的有赤胸长步甲〔Do lich us ha le ns is (sch all er )]
、

黄斑

青步甲 [Ch lae n ius 而ca ns (Fab d e iu s)〕
、

单齿缕步甲(Sc a ri ‘es te沉co la B o n e lli)
、

黑足婪步甲 (Ha 甲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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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ni n us Ba tes )
、

毛婪步甲【Ha , 以璐 g 门活粉uS (几甩e r )〕和单齿婪步甲 (伪, 创。 si呷2交沁心 Sc ha u悦咭
-

er )
。

对所获得的步甲进行数量汇总
,

其中赤胸长步甲和单齿缕步甲分别 占步 甲总数的 33
.

6 % 和

22
.

1%
,

为优势种
。

其次是黄斑青步甲和毛婪步甲
,

分别占总数的 18
.

1%和 14
.

8 %
。

襄 1 在玉米田与牧草之间迁移的捕食性步甲种类及 傲 t

首猎

迁 出

鲁梅克斯
步甲种类

迁人 小计 迁人 迁 出 小计 迁人

杂草

迁 出 小计

8 5 10 9

I3

l9

邓

7

37

1

:

296410180

33ro25~0170
,‘9090

�、一,.., ,

48333027l l

I 0

9

3

0

0

33

23372142赤胸长步 甲

黄斑青步甲

单齿竣步甲

黑足赞步 甲

毛婪步甲

单齿婪步甲

总计 67 团 12 7

一12lll0总体上看
,

从边界植物迁往农 田 的步 甲数量明显 多于农 田迁往边界 ( p 二 0
.

01 2 < 0
.

05 )
。

由表 1 可知
,

从首楷
、

鲁梅克斯迁人玉米田 的步甲总数分别是迁出玉米田步 甲总数 的 2
.

4 倍和

1
.

6 倍
,

从杂草迁人玉米田的步甲总数与迁出玉米 田步 甲总数基本持平
。

步 甲在鲁梅克斯与

玉米田之间的迁移总数为 180 头
,

多于首楷
、

杂草与玉米田之间的步 甲迁移总数
。

各处理 田块步 甲迁移量 占步 甲总量的 比

例如图 l 所示
,

迁人农 田的步甲数量
:
鲁梅克

斯 > 首楷 > 杂草
。

从 步甲种类 来看
,

以首蓓
、

鲁梅克斯为边界的两个田块 的步 甲优势种相

同
,

即赤胸长步甲和单齿缕步甲
。

这两种步甲

的个体 数量 上 田 块 2 比 田块 l 多 0
.

7 一 0
.

8

倍
。

以杂草为边界的 田块 3 步 甲优势种为毛

婪步甲
,

占其步甲总数的 50
.

4 %
,

而赤胸长步

甲和单齿缕步甲则明显少于首楷和鲁梅克斯
。

黄斑青步甲在田块 1
、

2
、

3 中分别 占其 步甲总
数的 2 7

·

2 %
、

16
.

1 % 和 巧
.

8 %
。

圈 1 步 甲在 不同边界植 物与玉 米田之间的迁移傲-

2
.

2 捕食性步甲在牧草和玉米 田之间的迁移动态

步甲在鲁梅克斯与玉米田之间的迁移动态见 图 2a
。

9 月初大量步甲由鲁梅克斯迁人玉米

田
,

平均达 2
.

75 头 / 杯
,

是玉米田迁往鲁梅克斯的 3
.

7 倍
。

9 月 11 日迁人玉米 田 的数量降至最

低
,

每杯 0
.

63 头
。

9 月 16 日是步 甲的迁人迁出高峰
,

迁往玉米 田的步 甲数量每杯 3
.

63 头
,

迁

往鲁梅克斯的步甲数量每杯 2
.

13 头
。

随后在两种生境间迁移的步 甲数量呈下降趋势
,

9 月 26

日两个方向上迁移量大致相等
,

即每杯 2 头
。

ro 月 6 日玉米 即将收割时
,

迁入玉米 田的步甲数

量约每杯 l 头
,

而迁 出玉米 田的步 甲数量下降到最低
,

即每杯 0
.

25 头
。

整个调查期间
,

由首稽迁人玉米 田 的步 甲数量均大 于由玉米 田迁往首蓓的步 甲数量
。

9

月初大量步甲由首楷迁人玉米 田
,

约每杯 1
.

63 头 ;迁人数量在 9 月 11 日有所下降
,

随后上升 ;

9 月 16 日达到高峰
,

达每杯 3 头 ; 高峰期 以后迁人量呈现有波动的下降
。

迁出玉米田的步甲数

量从 9 月初到 9 月 16 日呈上升趋势
,

随后数量下降
,

保持在每杯 0
.

25 一 0
.

5 头之间 (图 Z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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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董兆克等
:
捕食性步甲在玉米与牧草之间 的迁移

步甲在杂草与玉米田之间的迁移数量变化见图 2 。
。

迁往玉米 田方向的步 甲
,

从 9 月初到

中旬先下降后上升 ; 在 9 月 16 日达到数量高峰
,

即每杯 2
.

75 头
,

然后下降到每杯约 l 头 ;在玉

米即将收割时
,

迁移量降到最低 (每杯 0
.

13 头 )
。

迁往杂草方向的步甲
,

在 9 月 21 日达到数量

高峰
,

即每杯 2
.

50 头 ;随后下降
,

最后一次调查每杯仅 0
.

25 头
。

总体上看
,

步甲在玉米 田与不同边界植物

之间的迁移数量随时 间呈现一定的波 动
,

9 月

份的大多数时间内
,

迁人玉米田的步甲数
一

过均

多于迁出的
,

在玉米即将收获时迁移量最低
。

3 结论与讨论

生境管理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植物 多样

性或地表覆盖等
,

例如在农 田边界或中间种植

首楷
、

鸭茅
、

绒毛草
、

多年生黑麦草等
。

本研究

结果显示
,

以牧草为边界可以提供给农 田大量

步甲
,

未对边界进行处 理的 田块
,

即边 界为杂

草的田块
,

步 甲迁人迁 出持 平
,

迁入数量小于

牧草处理 田
。

步甲迁移量的时间动态上
,

三个

田块有相似的波动
,

在 大多数时 间内
,

迁 入玉

米田的步 甲数量 大于迁 出
。

总体上对步 甲种

群的保护 作用来看
,

鲁梅 克斯优 于首猎 和杂

草
。

牧草带上有大量步 甲其原 因可能是牧草

提供了较多猎 物
,

农 田猎物缺少时
,

许 多步 甲

迁往边界寻找猎 物
,

当农 田 内猎物较多时
,

又

迁回农田
,

因此
,

边界植物的作用不容忽视
。

步甲的幼虫一般都是捕 食性
。

成虫 大部

分是捕食性
,

但有相 当一部 分是 杂食性
,

甚至

是植食性 [s]
。

本研究所捕获的步 甲都捕食粘

虫 [9]
,

其中赤胸长步甲和黄斑青步 甲通常捕食

鳞翅 目幼虫
,

黑足婪步 甲
、

毛婪步甲
、

单齿缕步

时red( 月旧 ) 甲为害作物种 子胚芽
,

也捕食 其它 昆虫 的幼
。

.

鲁梅克斯与玉米 田
,

b
.

。蓓与玉米田
,
c

.

杂草与玉米田 虫〔’0]
。

以 杂草 为边 界的 田块 毛婪 步 甲数 量

1 2 步甲在不同边界植物与玉米田之间的迁 移动态 多
,

可能对作物 出苗有一定影响
。

在作物生长

期
,

这些步甲大量存在将对玉米主要害虫玉米螟和粘虫的防治起到一定作用
。

保 护和利用这

些天敌至关重要
。

生境调节管理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

在边界栽种牧草
,

如鲁 梅克斯和 菌

楷
,

增加边界覆盖物
,

沿农 田边界呈条带状布局
,

以提供合适的生境
。

由于这些牧草是多年生
,

在冬季可以提供天敌越冬场所
,

步甲在翌年春天迁人农田
,

对小麦蚜虫等害虫有控制作用
。

在

害虫种群建立初期
,

如果 田间有足够多的步甲等捕食性天敌
,

可以有效抑制害虫种群发生
。

致谢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梁宏斌博士帮助鉴定步甲标本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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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小实蝇寄生蜂一中国新记录种

印度实蝇姬小蜂 A ce ra to ne “ro my 勿 in dic
a

(Silv estr i)及其寄生效能研究

章玉苹
,

李敦松
’ ,

赵远超
,

黄少华
,

张宝鑫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

广州 51 伏训O )

摘要
:
在中国首次发现并记述 了桔小实蝇寄 生蜂 印度 实蝇姬小蜂 Ace ra to ne “ro n ly乙a ind ic a (51 1

-

ve st ri )
,

该蜂隶属膜 翅 目姬小蜂科啮小蜂亚科
。

研究标本保存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
。

同时在温度 2 5 ℃
、

R H7 5 %
、

光周期 L: D 二 16 h : sh 的条件下
,

研究了印度 实蝇姬小蜂对桔

小实蝇幼虫的寄生功能反应
。

结果表明
: 桔小实蝇幼虫的密度 变化对 印度 实蝇姬 小蜂 的寄生

作用有 很 大影 响
,

可 用功 能反 应 Hol lin g n 模 型模 拟
,

其 模 拟 方程 为 N a = 0
.

25 28 N 。/( 1 +

0
.

oo 9 0 N 。)
。

通过该方程可 明确一 头印度 实蝇姬 小蜂在 24 h 内最多可寄 生 28
.

24 头桔小实蝇

幼虫 ;其寄生一 头寄主 幼虫所需的时间为 0
.

8 5 h
。

印度 实蝇姬小蜂成虫的 自身密度对寄 生也

有干扰作用
,

其干扰作用符合 Has se u
一

v a rl ey 模型
,

拟合方程 为 。 = 0
.

05 5 6 P
一 “ 24 27

。

关 键 词 : 新记 录 ;
中国 ; 桔小实蝇 ; 印度 实蝇姬小蜂

;
寄 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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