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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是一种多食性昆虫，为明确该害虫对不同寄主的选择性和适生性，本文

比较了草地贪夜蛾对玉米 Zea mays、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和四季豆 Phaseolus vulgaris 等 3 种寄主的取食及产卵

偏好性，并分析了取食不同寄主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的影响。结果表明: 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 ( 初孵幼虫和

2 龄) 对玉米叶和豇豆叶表现出取食偏好性，而高龄幼虫 ( 3 龄和 5 龄) 对 3 种寄主不同组织的取食选择性无明

显差异; 草地贪夜蛾取食 3 种寄主植物均可以完成世代发育，但取食豇豆叶和四季豆叶的幼虫历期、蛹历期显

著变短，化蛹率、羽化率显著降低; 取食豇豆叶对其蛹重、成虫寿命无显著影响，但取食四季豆叶的蛹重显著

变轻、雄成 虫 寿 命 显 著 变 短; 种 群 生 命 表 参 数 显 示，草 地 贪 夜 蛾 在 3 种 寄 主 上 的 繁 殖 力 表 现 为 玉 米 叶

( 1 138. 29) ＞ 豇豆叶 ( 1 179. 00) ＞ 四季豆叶 ( 585. 50) ，处理间差异显著; 取食 2 种非嗜好寄主的种群内禀增长

率 ( rm ) 和周限增长率 ( λ) 均显著降低，平均世代历期 ( T) 显著延长，取食豇豆叶的雌雄性比显著降低; 草

地贪夜蛾对寄主玉米具有明显的产卵偏好性，选择豇豆和四季豆的产卵量仅占植物着卵量的 4. 19% 和 18. 23%，

显著低于玉米着卵量。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偏好选择玉米进行取食和产卵，但在豇豆和四季豆寄主植物上可以

实现种群繁衍，当其种群密度大时存在转移为害豇豆和四季豆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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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doptera frugiperda is a polyphagous insect. To clarify the feeding selectivity and
adaptability of S. frugiperda to different host plants，Zea mays，Vigna unguiculata and Phaseolus vulgari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not only the feeding and oviposition preference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 of S. frugiperd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arly-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 the
neonate and 2nd-instar larvae) presented significant feeding preference to the leaves of maize and cowpea，

while the higher instar larvae ( the 3rd-instar and 5th-instar larva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eeding selectivity of leaves or pods of the three host plants. S. frugiperda could successfully complete its
life cycle when fed on the three tested plants，but the larval period，pupal duration，pupation rate and
adult emergence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when it feed on cowpea and kidney bea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upal weight and adult longevity fed on both maize and cowpea，while the
larvae feeding on kidney pea had lower pupal weight and longevity of male adults. The parameters of
population life table showed that the reproductions of S. frugiperda feeding maize，cowpea and kidney
were 1 138. 29 eggs ＞ 1 179. 45 eggs ＞ 585. 50 eggs respectively，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host plants. The 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 rm ) and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 λ) feeding on two
non-addicted host plants were lower，the generation time ( T) was longer，and the female to male ratio
was lower on cowpea. In the oviposition selectivity tests，the maize was more readily chosen host for
oviposition of S. frugiperda，the number of eggs laid on cowpea and kidney bean were accounting for
4. 19% and 18. 2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ggs laid on all plants，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with on
maize.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 frugiperda had a much higher feeding and oviposition preference to
maize，and it could also finish reproduction on cowpea and kidney bean，which suggested a potential
threat to cowpea and kidney bean when it was in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Key words: Spodoptera frugiperda; cowpea; kidney bean; feeding selectivity; oviposition selectivity

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J. E. Smith
是一种源自美洲地区的多食性、远距离迁飞性重

大 入 侵 害 虫 ( 吴 秋 琳 等， 2019; Kebede and
Shimalis，2021) 。2019 年 1 月，我国云南普洱市江

城县首次发现了草地贪夜蛾，截止 5 月底，已入

侵贵 州、广 东、海 南、安 徽、山 东 等 15 个 省

( 区、市) ( 杨普云等，2019) 。草地贪夜蛾繁殖能

力和适 生 性 强，寄 主 范 围 广 泛，包 括 玉 米 Zea
mays、甘 蔗 Saccharum officinarum 和 水 稻 Oryza
sativa 等 76 科 353 种不同植物 ( Montezano et al. ，

2018; 谢殿杰等，2021 ) 。在我国，其不仅取食危

害最适寄主玉米，在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L. 、大

麦 Hordeum vulgare、青 稞 Hordeum vulgare、燕 麦

Avena sativa、糜子 Panicum miliaceum、小葱 Allium
schoenoprasum 等作物以及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等一些禾本科杂草上也有发

生，严重威胁着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 徐丽

娜等，2019; 杨现明等，2019; 赵雪晴等，2019; He
et al. ，2020; 汤印等，2020; 刘欢等，2021; 张云慧

等，2021) 。另外，草地贪夜蛾成虫在通过季节性

迁飞寻找适宜环境完成多个世代繁殖的过程中，

逐渐分化出嗜食玉米、高粱 Sorghum bicolor 等的玉

米型和主要危害水稻、牧草的水稻型 ( Saldamando
and Vélez-Arango，2010; 吴孔明，2020) 。而前期的

研究发现，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群体很可能来

自一个水稻型和玉米型杂交群体的后代，并在长

期的演化扩散过程中，玉米型的核基因组占据了

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玉米型 ( 唐运

林等，2019; 张磊等，2019) 。鉴于我国草地贪夜蛾

群体可能兼具两种品型的生物习性，存在入侵适

应过程中寄主范围进一步拓宽的可能性，因此，

对我国境内适合草地贪夜蛾生长发育的寄主研究

亟待解决。
长江流域是草地贪夜蛾 “北迁南回”过渡区，

也是“三区四带”布防的关键环节，抓好阻击防

控对保障黄淮海玉米生产安全、降低西南华南秋

冬季发生基数具有重要作用。该区域多级阶梯型

地形、丰富的农作物多样性、单元面积小等特征，

会造成一定区域内田间多种寄主共存，辗转为害

的桥梁较多，从而导致草地贪夜蛾在该地区世代

重叠加重、暴发灾变的风险加大。因此，了解草

地贪夜蛾对不同作物的取食及产卵喜好，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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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长江流域作物布局以及阐明草地贪夜蛾在该

地区转主危害的生物学规律。本研究以玉米、豇

豆 Vigna unguiculata 和四季豆 Phaseolus vulgaris 为

测试对象，研究其对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选择性

及生长发育的影响，并分析草地贪夜蛾成虫对3 种

寄主的产卵选择性，为评估草地贪夜蛾从玉米地

转移至相邻豇豆、四季豆上的潜在危害风险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草地贪夜蛾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采自湖北省通

山县大畈镇板桥村夏季玉米地。室内利用人工饲

料继代饲养繁殖，成虫用 10% 蜂蜜水饲喂，收集

所产卵块，作为供试虫源。室内饲养环境条件:

温度 25℃ ± 1℃，相对湿度 60% ～ 70%，光周期

16 L ∶ 8 D。
玉米 ( 汉丹 777 )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 豇豆 ( 力丰久摘不败豇豆) 和四季豆 ( 特

嫩王中王) ，均为沧州津科力丰种苗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以上种子均在温室内采用花盆栽培，待其

长至 3 ～ 4 叶时备用。新鲜豇豆豆荚和四季豆豆荚

由市场上购买，清水冲洗、自然晾干后备用。
1. 2 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选择性试验

参考叶碟法 ( 张云慧等，2021 ) ，测定草地贪

夜蛾不同龄期幼虫对 3 种寄主的取食选择率。在

直径为 20cm 的玻璃培养皿底铺湿润的滤纸，沿四

周放入新鲜玉米叶、豇豆豆荚、豇豆叶、四季豆

豆荚和四季豆叶，寄主叶片取 2 片 ( 直径 2 cm) ，

豆荚取 1 段 ( 长度 2 cm) ，摆放顺序随机且间距相

等。在培养皿中心，接入不同龄期的幼虫 ( 2 龄及

以上幼虫均以人工饲料饲喂，试验前进行 2 h 饥饿

处理) 。初孵幼虫和 2 龄幼虫每皿接入 10 头，3 龄

和 5 龄幼虫为避免互相攻击影响试验结果每皿放置

3 头，各重复不少于 10 次。每组培养皿设置完成后

用黑布笼罩，6 h 后观察记录幼虫的取食选择情况。
取食选择率( % ) = ( 取食该植物组织的幼虫数 /

幼虫总数) × 100
1. 3 草地贪夜蛾取食豇豆叶片和四季豆叶片对其

生长发育的影响

将上述 3 种寄主叶片分别放置于一透明塑料

培养皿 ( 底径 6 cm，口径 8 cm，高度 4 cm) 中，

并接入 1 头 4 h 内孵化的初孵幼虫，盖好后放置到

一养虫间内。环境条件: 温度 25℃ ± 1℃，相对湿

度 70% ±5%，光周期 16 L ∶ 8 D。每组 50 头，重

复 3 次。幼虫 2 龄之前，每 3 d 更换一次新鲜叶

片，2 龄之后每天更换新鲜食物。逐日观察、记录

草地贪夜蛾生长发育情况直至成虫死亡，统计取

食各寄主化蛹率、成虫羽化率等。
按上述试验条件饲喂另一批用虫，待其羽化

后，选取 5 对同日羽化的雌、雄成虫，移入内壁

预先设有白色滤纸的玻璃杯 ( 底径 6 cm，口径

8 cm，高 10 cm) 中，以 10%蜂蜜水饲喂，用白色

滤纸罩住杯口逐日观察记录成虫产卵情况，连续

观察 7 d。不同寄主处理重复 5 次。同时，取一批

未交配的雌、雄成虫，按同一条件饲喂，统计雌、
雄成虫寿命。
1. 4 草地贪夜蛾产卵选择性试验

选取种植密度和长势基本一致的玉米苗、豇

豆苗和四季豆苗用于试验，两两组合，分别将玉

米苗 和 豇 豆 苗 以 及 玉 米 苗 和 四 季 豆 苗 放 置 到
100 cm ×50 cm × 100 cm 的 120 目纱网养虫笼中，

放入 8 对羽化 1 d 的草地贪夜蛾雌、雄成虫，笼中

放置 5%蜂蜜水用于成虫补充营养，重复 4 次。每

天记录草地贪夜蛾在玉米、豇豆以及四季豆不同部位

产卵数量，并计算着卵率和卵块比，连续记录 6 d。
植物着卵率( % ) = ( 该植物上的着卵量 /所有

植物上的着卵量) × 100
1. 5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利用 Excel 2007 和 SPSS 16. 0 软件进

行处理。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选择性、幼虫发育

历期、蛹重、蛹期、成虫寿命、单雌产卵量等数

据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one-way ANOVA，LSD 多

重比较法) ，对不同寄主产卵选择性卵块数、植物

落卵量 等 数 据 差 异 分 析 采 用 t 测 验。净 生 殖 力
( Ｒ0 ) 、世代平均周期 ( T ) 、内禀增长率 ( rm ) 、
周限增 长 率 ( λ ) 等 生 命 表 参 数 计 算 参 考 Birch
( 1948) 和梁革梅等 ( 2008) 的方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偏好性

草地贪夜蛾不同龄期幼虫对玉米叶均表现出

取食偏好性 ( 表 1 ) 。初孵幼虫选择取食玉米叶和

豇豆叶的个体总数最高，分别占 33. 41% ± 5. 57%
和 38. 04% ±8. 28%，显著高于其它寄主组织处理
( F4 ，69 = 7. 036，P ＜ 0. 001 ) 。随着幼虫龄期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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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幼虫对取食玉米的偏好逐渐减弱，其中，2 龄

幼虫对玉米叶、豇豆叶和四季豆叶的取食选择率

分别 为 27. 58% ± 9. 97%、25. 67% ± 4. 62% 和

38. 00% ± 8. 34%，处 理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 F2 ，29 =
0. 694，P = 0. 508 ) ，但均显著高于取食四季豆豆

荚和豇豆豆荚选择率 ( F4 ，49 = 5. 528，P = 0. 001) ;

3 龄幼虫和 5 龄幼虫的取食偏好性继续弱化，对玉

米叶和其它 4 种寄主组织的取食选择率无显著差异

( 3 龄: F4 ，49 = 1. 839，P = 0. 138; 5 龄: F4，49 =
1. 893，P = 0. 128) 。

表 1 草地贪夜蛾幼虫对不同寄主的取食选择性

Table 1 Feeding selectivity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larvae to maize，cowpea and kidney bean

寄主

Host plant

取食选择率 ( % ) Feeding choice rate

初孵幼虫

Neonate larvae
2 龄幼虫

2nd instar larvae

3 龄幼虫

3rd instar larvae

5 龄幼虫

5th instar larvae

玉米叶 Leaves of Zea mays 33. 41 ± 5. 57 a 27. 58 ± 9. 97 a 24. 07 ± 7. 91 ab 28. 33 ± 13. 16 ab

四季豆豆荚 Pods of Phaseolus vulgaris 11. 25 ± 5. 33 b 4. 58 ± 2. 36 b 35. 19 ± 7. 05 a 36. 67 ± 9. 88 a

四季豆叶 Leaves of Phaseolus vulgaris 8. 53 ± 3. 16 b 38. 00 ± 8. 34 a 9. 26 ± 6. 28 b 3. 33 ± 3. 33 b

豇豆豆荚 Pods of Vigna unguiculata 8. 78 ± 3. 36 b 4. 17 ± 2. 85 b 11. 11 ± 7. 34 b 18. 33 ± 10. 67 ab

豇豆叶 Leaves of Vigna unguiculata 38. 04 ± 8. 28 a 25. 67 ± 4. 62 a 20. 37 ± 8. 23 ab 13. 33 ± 6. 94 ab

注: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差，同列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性 ( P ＜ 0. 05 ) 。Note: Data in the table were
presented as mean ± SE，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reatments ( P ＜ 0. 05) ．

2. 2 不同寄主叶片对草地贪夜蛾生长发育及寿命

的影响

不同寄主对草地贪夜蛾幼虫和蛹发育历期以

及成虫寿命影响不同 ( 表 2 ) 。取食玉米叶的草地

贪夜蛾的幼虫历期、雌蛹历期和雄蛹历期分别为

14. 52 ± 0. 06 d、7. 19 ± 0. 08 d 和 8. 38 ± 0. 10 d，

取食豇豆叶的为 17. 37 ± 0. 11 d、8. 05 ± 0. 11 d 和

9. 02 ± 0. 11 d，四 季 豆 叶 的 为 19. 52 ± 0. 48 d、
8. 43 ± 0. 53 d 和 10. 70 ± 0. 34 d，取食玉米叶的幼

虫历 期 ( F2 ，218 = 301. 533，P ＜ 0. 001 ) 、蛹 历 期

( 雌蛹: F2 ，203 = 22. 637，P ＜ 0. 001; 雄蛹: F2 ，98 =
40. 310，P ＜ 0. 001 ) 均显著短于豇豆叶和四季豆

叶处理。和嗜好寄主玉米叶相比，取食豇豆叶的

草地贪夜蛾蛹重、成虫寿命无明显变化，但取食

四季 豆 叶 的 草 地 贪 夜 蛾 蛹 重 ( 雌 蛹: F2 ，120 =
16. 422，P ＜ 0. 001; 雄 蛹: F2 ，95 = 13. 175，P ＜
0. 001) 、雄成虫寿命 ( F2 ，52 = 3. 138，P = 0. 028 )

显著降低或变短。取食豇豆叶和四季豆叶对草地

贪夜蛾化蛹率和羽化率影响较大，玉米叶处理的

化蛹 率 和 羽 化 率 分 别 为 82. 00% ± 5. 03% 和

74. 00% ±7. 02%，而取食豇豆叶和四季豆叶的分

别 为 67. 22% ± 2. 42% 和 55. 56% ± 4. 01%、
15. 63% ± 4. 51% 和 12. 50% ± 4. 13%，处理间差

异显著 ( 化蛹率: F2 ，8 = 55. 981，P ＜ 0. 001; 羽化

率: F2 ，8 = 36. 232，P ＜ 0. 001 ) 。总体来看，取食

豇豆叶和四季豆叶的草地贪夜蛾发育进度相对缓

慢，化蛹率和羽化率较低，表明玉米叶对草地贪

夜蛾的生长发育具有更好的适生性。
2. 3 不同寄主叶片对草地贪夜蛾生殖力的影响

从生殖力来看，玉米叶处理的单雌产卵量为

1 138. 29 ± 141. 79 粒，豇豆叶处理的为 1 179. 45 ±
95. 54 粒，两者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四季

豆叶 处 理 的 585. 5 ± 130. 24 粒 ( F2 ，11 = 7. 144，

P = 0. 014) ( 表 3 ) 。取食玉米叶和四季豆叶的雌

雄性比分别为 1. 47 和 1. 37，较为接近，而取食豇

豆叶的草地贪夜蛾雌雄性比仅为 0. 75。从实验种

群生命表参数来看，玉米叶饲养的草地贪夜蛾的

净生殖率 ( Ｒ0 ) 最大，其次为豇豆叶，取食四季

豆叶的最低，说明草地贪夜蛾在玉米和豇豆上的

爆发危害潜能较高，在四季豆上爆发危害的潜能

较小; 取食玉米叶平均时代历期 ( T) 为 34. 54 ±
0. 31 d，显著短于豇豆叶和四季豆叶处理的 35. 38 ±
0. 57 d 和 36. 14 ± 1. 04 d ( F2 ，129 = 25. 916，P ＜
0. 001) ; 取食 3 种不同寄主的草地贪夜蛾种群内

禀增长率 ( rm ) 、周限增长率 ( λ) 变化趋势一致，

均表现为玉米叶处理最高，豇豆叶次之，四季豆

叶最低。整体而言，取食玉米叶的草地贪夜蛾种

群增长能力最强，取食四季豆的增速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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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取食 3 种寄主植物对草地贪夜蛾发育历期及寿命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evelopmental duration and longevity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fed on 3 host plants

参数

Parameters

寄主 Host plant

玉米叶

Leaves of Zea mays
豇豆叶

Leaves of Vigna unguiculata
四季豆叶

Leaves of Phaseolus vulgaris

幼虫历期 ( d) Larva stage 14. 52 ± 0. 06 c 17. 37 ± 0. 11 b 19. 52 ± 0. 48 a

化蛹率 ( % ) Pupation rate 82. 00 ± 5. 03 a 67. 22 ± 2. 42 b 15. 63 ± 4. 51 c

蛹重 ( mg)

Pupal weight

雌虫 Female 146. 87 ± 2. 15 a 149. 40 ± 3. 03 a 118. 27 ± 7. 08 b

雄虫 Male 161. 69 ± 3. 22 a 164. 56 ± 2. 84 a 129. 92 ± 5. 84 b

蛹历期 ( d)

Pupal stage

雌虫 Female 7. 19 ± 0. 08 b 8. 05 ± 0. 11 a 8. 43 ± 0. 53 a

雄虫 Male 8. 38 ± 0. 10 c 9. 02 ± 0. 11 b 10. 70 ± 0. 34 a

羽化率 ( % ) Emergence rate 74. 00 ± 7. 02 a 55. 56 ± 4. 01 b 12. 50 ± 4. 13 c

成虫寿命 ( d)

Adult longevity

雌虫 Female 10. 10 ± 0. 32 a 10. 32 ± 0. 82 a 8. 43 ± 0. 78 a

雄虫 Male 8. 50 ± 0. 41 a 8. 68 ± 0. 48 a 6. 43 ± 0. 84 b

表 3 取食 3 种寄主植物对草地贪夜蛾繁殖参数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fecundity parameters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fed on 3 host plants

寄主

Host plant

平均单雌产卵量 ( 粒)

Mean eggs of number
laid per female

雌 ∶ 雄

Female to
male ratio

净生殖力 Ｒ0

Net reproductive
rate

内禀增长率 rm
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周限增长率 λ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平均世代

历期 T ( d)

Mean
generation time

玉米叶

Leaves of Zea mays
1 138. 29 ±
141. 79 a

1. 47
536. 08 ±
66. 78 a

0. 1985 ±
0. 0040 a

1. 2195 ±
0. 0049 a

31. 54 ±
0. 31 b

豇豆叶

Leaves of Vigna unguiculata
1 179. 45 ±
95. 54 a

0. 75
394. 46 ±
31. 95 ab

0. 1691 ±
0. 0023 b

1. 1843 ±
0. 0027 b

35. 38 ±
0. 57 a

四季豆叶

Leaves of Phaseolus vulgaris
585. 50 ±
130. 24 b

1. 37
259. 04 ±
57. 62 b

0. 1512 ±
0. 0073 c

1. 1633 ±
0. 0085 c

36. 14 ±
1. 04 a

2. 4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不同寄主的产卵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成虫产卵行为对不同寄主具有明

显的选择性。选择寄主玉米的卵块数、单雌着卵

量以及植物着卵率均高于豇豆和四季豆处理。其

中，在玉米和豇豆产卵选择试验中，草地贪夜蛾

选择玉米的着卵块数为 18. 67 ± 5. 17 块，显著高于

豇豆上的 1. 67 ± 0. 33 块 ( t = 3. 278，df = 6，P =
0. 031) ; 选 择 玉 米 的 着 卵 量 占 植 物 着 卵 量 的
95. 81% ±1. 90%，其平均单雌着卵量为 695. 33 ±
31. 37 粒， 为 豇 豆 处 理 的 23. 35 倍， 差 异 显 著
( t = 19. 546，df = 6，P = 0. 001 ) ( 表 4 ) 。在玉米

与四季豆产卵选择试验中，玉米处理的着卵块数
( t = 4. 542，df = 6，P = 0. 010 ) 和 单 雌 着 卵 量
( t = 3. 686，df = 6，P = 0. 021 ) 分 别 为 37. 00 ±
6. 08 块和 716. 68 ± 154. 65 粒，显著高于四季豆处

理的 9. 33 ± 0. 33 块和 146. 17 ± 6. 29 粒 ( 表 5) 。
其产卵行为对不同寄主部位也表现出选择性。

草地贪夜蛾倾向于在玉米植株叶片背面上产卵，

表现出较高的嗜好性，其次为玉米叶正面，在玉

米茎秆、四季豆叶片正背面、四季豆茎秆、豇豆

叶片正背面、豇豆茎秆上的着卵量较少。在玉米

和豇豆选择试验中，草地贪夜蛾约 96% 的卵量选

择产在玉米叶片上，而玉米叶片背面的着卵量约

占植物着卵量的 66. 35%，显著高于玉米叶片正面

的 22. 44% ( t = 6. 911，df = 6，P = 0. 002) ( 图 1-
A) ; 在玉米和四季豆选择试验中，玉米叶片背面

的着 卵 量 为 3 323. 33 粒 /笼，占 植 物 着 卵 量 的

64. 81%，显著高于玉米叶片正面的 682. 67 粒 /笼
( t = 6. 490，df = 6，P = 0. 003) ( 图 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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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玉米和豇豆的产卵选择性

Table 4 Oviposition preferenc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to maize and cowpea

寄主

Host plant
卵块数 ( 块)

Number of egg masses
单雌着卵量 ( 粒)

Mean eggs of number laid per female
植物着卵率 ( % )

Percentage of eggs on plant

玉米 Zea mays 18. 67 ± 5. 17 a 695. 33 ± 31. 37 a 95. 81 ± 1. 90 a

豇豆 Vigna unguiculata 1. 67 ± 0. 33 b 29. 78 ± 13. 24 b 4. 19 ± 1. 90 b

表 5 草地贪夜蛾成虫对玉米和四季豆的产卵选择性

Table 5 Oviposition preferenc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to maize and kidney bean

寄主

Host plant
着卵块数 ( 块)

Number of egg masses
单雌着卵量 ( 粒)

Mean eggs of number laid per female
植物着卵率 ( % )

Percentage of eggs on plant

玉米 Zea mays 37. 00 ± 6. 08 a 716. 68 ± 154. 65 a 81. 77 ± 2. 98 a

四季豆 Phaseolus vulgaris 9. 33 ± 0. 33 b 146. 17 ± 6. 29 b 18. 23 ± 2. 98 b

图 1 草地贪夜蛾在玉米、豇豆和四季豆不同部位的产卵量

Fig. 1 Fecundity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on different parts of maize，cowpea and kidney bean

3 结论与讨论

在长期的协同进化过程中，植食性昆虫的种

群繁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寻找到合适的寄主

植物并获得足够的营养。植食性昆虫在寻找寄主

取食过程中不仅会受到寄主植物挥发物的影响，

寄主的基本形态、植物营养组成等也是决定其取

食 选 择 的 重 要 影 响 因 子 ( Zalucki et al. ，2002;

Piyasaengthong et al. ，2016) 。同时，寄主在长期的

选择压力下，也会迫于植食性昆虫选择表现出相

应的防御策略，即表现出一定的抗虫性，包括抗

生性、不选择性和耐害性 ( 刘欢等，2021 ) 。本文

研究结果表明，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 ( 1 ～ 2 龄)

不仅对嗜食寄主玉米叶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对

豇豆叶和四季豆叶也表现出嗜好性，但高龄幼虫

( 3 龄和 5 龄) 对不同寄主组织的取食偏好性降低。
这和前人的研究，随着龄期的增长，草地贪夜蛾

幼虫对寄主玉米的取食偏好性逐渐减弱结果类似

( 黄芊等，2019; 姚领等，2020) 。由于本试验所用

的豇豆叶和新鲜豇豆、四季豆叶和新鲜四季豆为

不同品种，可能会对幼虫取食选择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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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草地贪夜蛾低龄幼虫和高龄幼虫对寄主取食偏

好性差异则可能与高龄幼虫活动能力强、能自主

选择取食寄主植物有关 ( Luginbill，1928) 。
草地贪夜蛾作为一种多食性害虫，具有广泛

的寄主适应性，但不同寄主营养成分的差异会对

草地贪夜蛾等植食性昆虫的生命周期及种群变化

趋势 产 生 不 同 影 响 ( 刘 蓬 等，2016; Wu et al. ，

2019; 杨普云等，2019 ) 。一般情况下，取食嗜食

寄主存活率高、发育历期短，而取食非嗜食寄主

死亡率高、发育历期长。前人的研究显示，草地

贪夜蛾取食水稻、甘蔗、高粱、小葱等寄主的发

育历期明显降低，结果均表明植物中玉米是草地

贪夜 蛾 最 适 寄 主 植 物 ( 黄 芊 等，2019; 汤 印 等，

2020) 。本研究结果显示，草地贪夜蛾取食玉米

叶、豇豆叶和四季豆叶等玉米型寄主植物均可完

成世代繁衍，但取食豇豆叶和四季豆叶的幼虫存

活率、化蛹率及羽化率均显著降低，幼虫期和蛹

期显著延长，取食四季豆叶的成虫寿命明显缩短。
Xie et al. ( 2021 ) 研究显示，取食四季豆叶的草

地贪夜蛾可以完成生活史，各龄期幼虫和蛹的存

活率无显著性变化，但其幼虫、蛹的发育历期显

著延长，蛹重显著降低，成虫寿命明显缩短。肖

勇等 ( 2022) 研究显示，相比寄主玉米，取食豇

豆叶的草地贪夜蛾幼虫存活率显著降低，幼虫发

育历期显著缩短，其蛹重和发育历期无显著变化。
本研究结果和前人的部分研究结论不一致，而产

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与所用实验种群、试验

的条件以及寄主植物品种等不同有关 ( Xie et al. ，

2021; 肖勇等，2022) 。此外，相比嗜食寄主玉米，

取食四季豆叶的草地贪夜蛾羽化率仅为 12. 50%，

其平均单雌产卵量、内禀增长率显著降低，世代

平均历期显著增长，表明草地贪夜蛾对四季豆的

适生性相对较差; 而取食豇豆叶的草地贪夜蛾世

代平均历期虽显著增长，但其羽化率可达 50%，

且平均单雌产卵量未表现显著变化，表明草地贪

夜蛾对豇豆表现出一定的适生性。这也预示着当

草地贪夜蛾种群密度过大、嗜食寄主植物匮乏时，

草地贪夜蛾存在转移到非嗜食寄主如豇豆生境作

为临时过渡避难场所取食危害的风险。
寄主选择是植食性昆虫生命活动中的重要行

为。一般情况下，植食性昆虫会选择偏好寄主上

产卵以利于其后代幼虫生长发育 ( 钦俊德和王琛

柱，2001; 徐蓬军等，2019) 。本文对草地贪夜蛾产

卵选择结果显示，草地贪夜蛾成虫倾向把卵产在

偏好性强的玉米寄主上，产在豇豆的卵量仅占总

卵量 的 4. 19% 左 右， 产 在 四 季 豆 的 卵 量 约 占

18. 23%，这与前期以玉米作为嗜食寄主测试草地

贪夜蛾成虫在烟草、禾本科杂草、豇豆等植物上

的产卵选择性结果一致 ( 徐蓬军等，2019; 张云慧

等，2021; 肖勇等，2022)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不

同寄主植物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草地贪夜蛾成虫

虽会主动选择相对嗜好寄主玉米产卵，但部分成

虫会选择在豇豆和四季豆上落卵，由于其幼虫在

取食豇豆叶和四季豆叶均可完成生活史，推测草

地贪夜蛾对这两种寄主有潜在危害风险。因此，

要特别注意对其在蔬菜与玉米邻作区域的监测预

警工作，特别是玉米豆角高效立体套作栽培模式

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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