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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野生寄主对马铃薯甲虫繁殖策略及
后代生长发育的影响

周晓静，黄未末，李 超* ，刘 娟，廖江花
(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农林有害生物监测与安全防控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830052)

摘要: 为明确野生寄主植物对马铃薯甲虫种群繁殖及生长发育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比较了天仙子、刺萼龙葵 2 种

野生寄主对马铃薯甲虫产卵量、孵化率、发育历期以及种群生命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马

铃薯甲虫产卵量和孵化率均有显著差异 ( P ＜ 0. 05) ，卵期无显著差异 ( P ＞ 0. 05) ，取食天仙子的雌虫产卵量显

著低于取食马铃薯和刺萼龙葵雌虫产卵量; 1 龄幼虫的存活率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取食天仙子的雌虫的下

一代 1 龄幼虫存活率显著低于其他寄主植物 1 龄幼虫;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下一代马铃薯甲虫种群净增值率

( Ｒ0 ) 、内禀增长率 ( rm ) 、周限增长率 ( λ) 都有显著差异 ( P ＜ 0. 05) ，世代平均周期 ( T) 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取食天仙子的马铃薯甲虫下一代种群净增值率 ( Ｒ0 ) 、内禀增长率 ( rm ) 、周限增长率 ( λ) 显著小于取

食马铃薯、刺萼龙葵的下一代种群。由此可知，天仙子作为马铃薯甲虫野生过渡寄主植物，对马铃薯甲虫种群繁

殖策略的作用弱于马铃薯和刺萼龙葵。在马铃薯甲虫前沿分布区，应进一步加强对刺萼龙葵野生寄主的铲除，防

止马铃薯甲虫种群进一步扩散，保障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和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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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wo wild hosts on the reproductive strategies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s
ZHOU Xiao-Jing，HUANG Wei-Mo，LI Chao* ，LIU Juan，LIAO Jiang-Hua ( Key Laboratory of the
Pest Monitoring and Safety Centrol of Crops and Forests of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Ｒegion，College of Agronomy，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effect of wild host plants on the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and growth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a cultivation host of Solanum tuberosum Linn，Hyoscyamus niger Linn and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were determined by the test with two kinds of wild hosts，which affect the fecundity，

hatching rate，survival rate，reproduction and life table parameters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 pop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fecundity and hatching rate among
different host plants feeding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Colorado potato beetles. The spawning rate of
females feeding on H. nige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females feeding on S. tuberosum and
S. rostratum;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urvival rate of 1st instar larvae ( P ＜ 0. 05 ) ． The



1 期 周晓静等: 两种野生寄主对马铃薯甲虫繁殖策略及后代生长发育的影响

survival rate of the next-generation 1st instar larvae of worm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host
plants. The next-generation Colorado potato beetles feeding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 P ＜ 0. 05) in Net reproductive rate ( Ｒ0 ) ，Innate capacity of increase ( rm ) ，and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 λ)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an generation time ( T) of generations
( P ＞ 0. 05) ． The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 λ)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 tuberosum and S. rostratum． It could be seen from this that H. niger，as a wild transitional host plant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s，had a weaker effect on the breeding strategy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s than
S. tuberosum and S. rostratum . In the frontal distribution area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s，the eradication of
wild hosts of S. rostratum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o prevent further spread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
populations and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 tuberosum industry and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Colorado potato beetle;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Hyoscyamus niger Linn; population
life parameter

马铃薯甲虫 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 ( Say) 隶

属鞘翅目 Coleoptera 叶甲科 Chrysomelidae，是世界

重要的检疫害虫 ( 郭文超等，2010 ) 。马铃薯甲虫

起源于北美洲的墨西哥北部落基山东麓 ( Alyokhin
et al. ，2007) ，随后逐步扩散至欧洲、非洲、亚洲

等 地 区 ( Alyokhin et al. ，2008; Boiteau et al. ，

2008) 。1993 年该虫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首

次发现，持续自西向东传播扩散，2003 年到达新

疆分布区最前沿———昌吉州木垒县大石头乡以西

的马铃薯种植区。当前，马铃薯甲虫主要分布在

我国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东北黑龙江、吉林

等地 ( 张润志等，2010; 张正坤等，2012; 郭文超

等，2013; Zhang et al. ，2013 ) 。马铃薯甲虫单头

雌虫通常可产卵 400 ～ 600 粒，有记录的最高产卵

量高达 4 000 余粒 ( Bolter et al. ，1995 ) 。马铃薯

甲虫主要危害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茄子

Solanum melongena Linn 等茄科作物，成虫和幼虫

均可 取 食 叶 片 和 块 茎， 造 成 减 产 ( 郭 文 超，

2011) 。一般可造成马铃薯减产 30% ～ 50%，严重

时减产 90% ( 王俊等，2008) 。据不完全统计，全

世界每年因马铃薯甲虫危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

十亿美元 ( 郭文超，2011) 。
在我国新疆地区，马铃薯甲虫不仅为害马铃

薯，还 为 害 其 近 缘 亲 属 作 物 茄 子、番 茄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Miller、天 仙 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等多

种野生杂草。已有研究表明不同寄主植物对马铃

薯甲虫在趋食性 ( 李超等，2013) 、生长发育 ( 罗

进仓等，2012) 、飞行能力 ( 郭利娜等，2011) 、对

光周期的适应性 ( 邓小霞等，2012 ) 、繁殖能力

( 李超等，2010) 等不同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马

铃薯 为 马 铃 薯 甲 虫 的 最 适 寄 主 植 物 ( Weber，
2003) ，在马铃薯匮乏的情况下，天仙子可维持其

马铃薯 甲 虫 的 交 配 行 为、世 代 更 替 和 分 布 扩 散

( Casagrande，2014) 。马铃薯甲虫的原始寄主植物

是刺萼龙葵 ( Alyokhin et al. ，2007) 。
年龄 － 龄期两性生命表是将生命表视为种群

的大数据，在分析数据时不仅仅单独分析发育期

或繁殖率，还包括每头昆虫的所有数据 ( 齐心等，

2019) 。两性生命表在昆虫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并以其简洁和精确等优点确保了数据图像

的准确度 ( 齐心等，2019 ) 。已有学者利用年龄 －
阶段 两 性 生 命 表 对 橘 小 实 蝇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 Chang et al. ，2016) 、斜纹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Fabricius ( 郝 强 等，2016 ) 、烟 粉 虱 Bemisia
tabaci Gennadius ( 郑晓敏等，2016) 等昆虫的阶段

存活率、发育历期、繁殖力等进行研究。为了进

一步明确取食不同寄主植物 ( 野生和栽培) 对马

铃薯甲虫繁殖策略的影响，本研究比较了来源于

马铃薯、天仙子和刺萼龙葵 3 种寄主植物田块的

马铃薯甲虫在产卵量、孵化率、发育历期以及特

定时间生命表参数的差异，明确了两种野生寄主

植物对马铃薯甲虫繁殖策略的影响，为进一步明

确马铃薯甲虫入侵传播机制和马铃薯甲虫生态调

控提供理论依据，以保障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和

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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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2019 年 5 月，在新疆农业大学三坪农场实习

基地 ( 43°57'N，87°28' E) 马铃薯田采集马铃薯

甲虫越冬代成虫，作为马铃薯寄主种群虫源，该

田块已连续种植马铃薯 2 年; 在新疆第十二师西

山农场三连荒地 ( 43°50'N，87°39'E) 的天仙子

植株上中采集马铃薯甲虫越冬代成虫作为天仙子

寄主种群虫源，该采样点周边 500 m 范围内无马

铃薯甲虫其他寄主植物生长; 在昌吉市硫磺沟镇

荒漠区 ( 43°74'N，87°23' E) 的刺萼龙葵植株上

采集马铃薯甲虫越冬代成虫作为刺萼龙葵寄主种

群虫源，该 取 样 点 周 边 无 其 他 马 铃 薯 甲 虫 寄 主

植物。
1. 2 研究方法

将在不同地区采集的越冬代成虫分别放入不

同的养虫盒 ( Φ = 10 cm，h = 6 cm) 中，以对应寄

主植物 进 行 饲 养 1 代 后 供 试 验 所 用。试 验 均 在

ＲXZ 型智能人工气候箱 ( 宁波江南仪器厂) 进行，

温 度 为 27 ± 0. 5℃， 光 周 期 16 ∶ 8 ( L ∶ D ) ，

ＲH 70%。本试验设置 4 个处理，分别是单独取食

天仙子和刺萼龙葵完成整个生活史的雌虫 ( 或雄

虫) 与单独取食马铃薯完成整个 生 活 史 的 雄 虫

( 或雌虫) 交配，以单独取食马铃薯、天仙子、刺

萼龙葵的雌虫和雄虫相互交配为 3 个对照处理，

每个处理设置 10 组重复，每组重复分别有 1 头雌

虫和 1 头雄虫。单独取食马铃薯完成整个世代的

雌虫和雄虫分别标记为马♀、马♂; 单独取食天

仙子完成整个世代的雌虫和雄虫分别标记为天♀、
天♂; 单独取食刺萼龙葵完成整个世代的雌虫和

雄虫分别标记为刺♀、刺♂。相互交配使用 “×”
标记。

将不 同 寄 主 饲 养 的 成 虫 产 的 卵 置 于 培 养 皿

( Φ =9 cm) ，每 24 h 观察并记录各种虫态的发育、
存活情况，直至成虫全部死亡。清理培养皿时，

先用毛笔或者镊子转移幼虫至干净培养皿中，添

加新鲜植物叶片继续饲养。更换寄主叶片时应使

用蘸水的脱脂棉球包裹叶柄进行保湿处理。
1. 3 数据统计

种群净 增 值 率 ( Ｒ0 ) 、世 代 平 均 周 期 ( T ) 、

内禀增长率 ( rm ) 、周限增长率 ( λ) 分别根据公

式 ( 张孝羲，2002) 。

Ｒ0 = ∑ lx mx ( 1)

T = ∑ lx mxx
Ｒ0

( 2)

rm =
ln Ｒ0

T ( 3)

λ = e rm ( 4)

利 用 年 龄 － 阶 段 两 性 种 群 生 命 表 软 件

TWOSEX 计算得到数据，试验中所有数据整理在

MS Excel 2010 中进行，对不同组合下的各虫态发

育历期、产卵量、孵化率、生命表参数运用 one －
way ANOVA 方法在 SPSS 17. 0 软件中进行方差分

析，差异显著水平均为 α = 0. 05。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处理下马铃薯甲虫产卵量和孵化率

在不同处理下，马铃薯甲虫产卵量和孵化率

均有显著 差 异 ( P ＜ 0. 05 ) ，但 卵 期 无 显 著 差 异

( P ＞ 0. 05) 。马♂ × 刺♀和马♀ × 马♂2 种处理的

产卵量较高为 69. 67 ± 5. 23 粒和 65. 67 ± 11. 17 粒

( 表 1 ) 。天♀ × 马♂交 配 后 的 产 卵 量 最 低 为

14. 33 ±2. 84 粒; 刺♀ ×刺♂、刺♂ ×马♀、天♂ ×
马♀3 种处理的孵化率较高，为 99% ± 0. 07%、
97% ±0. 03%、97% ±0. 02%。天♀ × 马♂的孵化

率最低为 91. 67% ± 1. 67%。由此可见，卵的孵化

率主要取决于上一代雌虫所食的寄主植物，而上

一代的雄虫取食不同寄主植物对下一代卵的孵化

率影响较低。在雄虫取食同一寄主植物的前提下，

取食刺萼龙葵的雌虫的产卵量和孵化率远高于取

食天仙子的雌虫，相比于天仙子，刺萼龙葵更有

助于雌虫的繁殖。
2. 2 不同组合对马铃薯甲虫各虫态的存活率影响

不同处理中的马铃薯甲虫 2、3、4 龄幼虫和蛹

的存活率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1 龄幼虫的

存活率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表 2) 。取食刺

萼龙葵的雄虫与取食马铃薯的雌虫交配产卵后的

1 龄幼虫存活率最高为 98. 10% ± 0. 10%，取食马

铃薯的雄虫与取食天仙子的雌虫交配产卵后的1 龄

幼虫存活率最低为 87. 05% ± 1. 89%。由此可知，

相比天仙子，取食刺萼龙葵更有利于 1 龄幼虫的

存活，但对 2 ～ 4 龄幼虫和蛹的存活率影响差异不

明显。不同处理下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无显著性

差异 ( P ＞ 0. 05) (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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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利用不同寄主植物饲养的马铃薯甲虫雌虫和雄虫交配后的产卵量、卵期、孵化率
Table 1 Differences of fecundity，egg duration and hatching rate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 fed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不同性别成虫取食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feeding male and female adults

雄虫 Male 雌虫 Female

产卵量( 粒)
Fecundity

卵期
Egg duration

孵化率( % )
Ｒate of hatching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14. 33 ± 2. 84 c 7. 67 ± 0. 33 a 91. 67 ± 1. 67 b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69. 67 ± 5. 23 a 7. 67 ± 0. 88 a 96. 24 ± 0. 68 ab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36. 00 ± 7. 23 bc 7. 67 ± 0. 88 a 97. 00 ± 1. 73 ab

63. 67 ± 4. 10 ab 7. 00 ± 1. 00 a 97. 33 ± 0. 33 ab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65. 67 ± 11. 17 ab 7. 00 ± 0. 00 a 96. 67 ± 1. 86 ab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20. 67 ± 5. 48 c 9. 00 ± 1. 15 a 94. 67 ± 1. 67 ab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58. 33 ± 7. 26 ab 7. 00 ± 0. 58 a 99. 33 ± 0. 67 a

注: 表中所列的数据为平均值 ± 标准误。同列数据后有不同字母的表示经 Tukey＇s HSD 多重比较后差异显著 ( P ＜ 0. 05 ) 。
下同。Note: Data in the table were mean ± SE. Data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y
Tukey＇s HSD multiple range test ( P ＜ 0. 05) ． The same below.

表 2 不同处理的马铃薯甲虫各虫态的存活率
Table 2 Survival rate of different stages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 fed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不同性别成虫取食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feeding male and female adults

存活率 ( % )
Survival rate

雄虫 Male 雌虫 Female
1 龄幼虫

1st instar larve
2 龄幼虫

2nd instar larve
3 龄幼虫

3rd instar larve
4 龄幼虫

4th instar larve
蛹
Pupa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87. 05 ±
1. 89 b

91. 56 ±
1. 29 a

96. 34 ±
2. 68 a

96. 41 ±
2. 47 a

64. 21 ±
9. 98 a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96. 73 ±
0. 20 ab

98. 07 ±
1. 25 a

99. 07 ±
0. 92 a

100. 00 ±
0. 00 a

77. 62 ±
2. 62 a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94. 28 ±
2. 86 ab

86. 68 ±
4. 70 a

94. 80 ±
0. 53 a

96. 82 ±
6. 22 a

55. 25 ±
5. 23 a

98. 10 ±
0. 10 a

98. 16 ±
1. 17 a

97. 44 ±
0. 76 a

98. 35 ±
0. 85 a

71. 43 ±
4. 14 a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95. 86 ±
0. 79 ab

93. 68 ±
2. 01 a

95. 69 ±
2. 16 a

98. 52 ±
1. 48 a

77. 18 ±
4. 35 a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93. 21 ±
2. 58 ab

93. 40 ±
3. 92 a

96. 84 ±
0. 72 a

100. 00 ±
0. 00 a

59. 41 ±
13. 15 a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95. 08 ±
0. 12 ab

98. 37 ±
1. 15 a

99. 29 ±
0. 71 a

96. 75 ±
1. 04 a

62. 76 ±
13. 7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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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利用不同寄主植物饲养各虫态的发育历期

Table 3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Colorado potato beetle feeding on different host plants

不同性别成虫取食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feeding male and female adults
发育历期 ( d)

Development duration

雄虫 Male 雌虫 Female
1 龄幼虫

1st instar larve

2 龄幼虫

2nd instar larve

3 龄幼虫

3rd instar larve

4 龄幼虫

4th instar larve
蛹

Pupa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9. 67 ±
0. 88 a

9. 67 ±
0. 88 a

9. 00 ±
0. 00 a

10. 00 ±
1. 15 a

9. 33 ±
0. 67 a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8. 67 ±
0. 33 a

9. 67 ±
0. 88 a

10. 00 ±
0. 00 a

9. 67 ±
0. 88 a

10. 33 ±
0. 88 a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9. 33 ±
1. 45 a

10. 57 ±
0. 58 a

7. 67 ±
0. 88 a

8. 33 ±
0. 67 a

8. 67 ±
0. 88 a

9. 67 ±
0. 67 a

9. 67 ±
0. 88 a

9. 67 ±
0. 67 a

10. 00 ±
0. 00 a

9. 00 ±
0. 58 a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8. 33 ±
0. 88 a

9. 67 ±
0. 33 a

9. 33 ±
0. 67 a

10. 00 ±
0. 58 a

11. 00 ±
1. 00 a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9. 67 ±
0. 67 a

9. 67 ±
0. 88 a

9. 67 ±
0. 67 a

10. 00 ±
0. 00 a

9. 00 ±
0. 58 a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9. 67 ±
1. 33 a

10. 67 ±
0. 45 a

9. 33 ±
0. 33 a

10. 33 ±
0. 88 a

9. 33 ±
1. 33 a

2. 3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甲虫种群生命表参数的

影响

根据不同处理下马铃薯甲虫各阶段的存活率

组建了特定年龄生命表，获得了生命表参数。马

铃薯 甲 虫 种 群 的 净 增 值 率 ( Ｒ0 ) 、内 禀 增 长 率

( rm ) 、周 限 增 长 率 ( λ ) 都 有 显 著 差 异 ( P ＜
0. 05) ，世代平均周期 ( T) 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表 4) 。马♂ × 刺♀、刺♂ × 马♀2 种处理

后下一代的净增值率较高，分别为 7. 17 ± 0. 23、
6. 26 ± 0. 60。天♂ × 天♀、马♂ × 天♀这两种处理

的下一代净增值率较低，为 2. 00 ± 0. 51、1. 70 ±
0. 18。刺♂ × 马♀、马♂ × 刺♀两种处理的下一

代的内禀增长率较高，为 0. 050 ± 0. 04、0. 050 ±
0. 00，马♂ × 天♀的最低为 0. 014 ± 0. 003; 马♀ ×
刺♂、马♂ × 刺♀ 3 种处理的下一代周限增长率

较高，为 1. 05 ± 0. 004、1. 05 ± 0. 00，天♀ × 马♂
最低为 1. 01 ± 0. 003。由此可见，取食刺萼龙葵的

马铃薯甲虫种群增长速率高于取食天仙子的种群，

相比于天仙子，刺萼龙葵更有利于马铃薯甲虫的

种群增长。

3 结论与讨论

有关野生寄主植物对马铃薯甲虫生长发育影

响的研究报道较多。众多学者采用取食单一寄主

植物完成整个世代的马铃薯甲虫进行研究。张抒

等人曾报道马铃薯甲虫可以通过使用信息素和植

物挥发性信号在马铃薯上聚集和繁殖 ( 张抒等，

2018) 。周昭旭等人通过研究马铃薯甲虫对不同寄

主植物的不同的趋性和产卵选择性，明确了该虫

对马铃薯趋性及产卵选择性最强，茄子、天仙子

较弱，番茄的最 弱 ( 周 昭 旭 等，2011 ) 。阿 马 努

拉·依明尼亚孜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马铃薯、
番茄、茄子，取食刺萼龙葵的完成整个世代的雌

虫的 产 卵 前 期 较 短、产 卵 期 较 长、产 卵 量 较 大

( 阿马努拉·依明尼亚孜，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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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马铃薯甲虫对种群生命参数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host plants feeding for Colorado potato beetles on population life parameters

不同性别成虫取食寄主植物

Host plants feeding male and female adults

雄虫 Male 雌虫 Female

净增值率 ( Ｒ0 )

Net reproductive
rate

世代平均

周期 ( T)

Mean generation time

内禀增长率 ( rm )

Innate capacity of
increase

周限增长率 ( λ)

Finite rate of
increase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1. 70 ±
0. 18 c

38. 67 ±
0. 67 a

0. 014 ±
0. 003 c

1. 01 ±
0. 003 c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7. 17 ±
0. 23 a

38. 67 ±
0. 67 a

0. 050 ±
0. 00 a

1. 05 ±
0. 00 a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3. 27 ±
0. 70 bc

36. 67 ±
0. 33 a

0. 031 ±
0. 006 abc

1. 03 ±
0. 006 abc

6. 26 ±
0. 60 a

28. 00 ±
1. 06 a

0. 050 ±
0. 004 a

1. 05 ±
0. 004 a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马♀: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 Linn
7. 42 ±
0. 76 a

39. 67 ±
2. 03 a

0. 052 ±
0. 002 a

1. 05 ±
0. 002 a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天♀: 天仙子

Hyoscyamus niger Linn
2. 00 ±
0. 51 c

38. 67 ±
1. 33 a

0. 016 ±
0. 008 bc

1. 02 ±
0. 008 bc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刺♀: 刺萼龙葵

Solanum rostratum Dunal
4. 90 ±
0. 73 ab

41. 67 ±
0. 33 a

0. 038 ±
0. 004 ab

1. 04 ±
0. 004 ab

本研究选用交配之前取食不同寄主植物的雌虫和

雄虫进行交配之后的下一代马铃薯甲虫进行试验，

结果表明，单独取食马铃薯、天仙子和刺萼龙葵

的马铃薯甲虫均能完成整个世代。马铃薯甲虫种

群繁殖和生长发育与上一代雌虫取食的寄主植物

有关。上一代取食天仙子的雌虫在产卵量、孵化

率以及生命表参数等方面均弱于取食马铃薯和刺

萼龙葵的雌虫。但取食天仙子的雄虫在与取食马

铃薯的雌虫交配后，产卵量、孵化率以及下一代

生命参数与其他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综上可知，在本试验中的马铃薯、天仙子、刺萼

龙葵均为马铃薯甲虫的适宜寄主植物，但相比于

马铃薯和刺萼龙葵，天仙子在马铃薯甲虫生长发

育和繁殖方面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李超和张润

志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天仙子是马铃薯甲虫最

嗜野 生 寄 主 植 物 ( 张 润 志 等，2010; 李 超 等，

2013) 。本研究结果与此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上

世纪的研 究 报 告 中 显 示 天 仙 子 只 是 偶 尔 被 取 食

( Horton et al. ，1988; Hare，1990) 。造成这一差异

的原因可能是马铃薯甲虫种群不同或者试验中比

较的野生寄主种类不同，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

究。阿马努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荒漠草原和绿洲

区刺萼龙葵对马铃薯甲虫的分布、习性、生活史

均有促进作用 ( 阿马努拉·依明尼亚孜，2015 ) 。
此外天仙子对马铃薯甲虫具有引诱作用 ( 李超等，

2013) 。马铃薯甲虫成虫具有一定的飞行能力 ( 郭

利娜，2011) ，可能出现当栽培寄主匮乏的情况下，

马铃薯甲虫迁移到其他野生寄主植物上继续交配

繁殖。因此，仅仅依靠物理防治、化学防治等方

法不能保证马铃薯的生产安全，为防止马铃薯甲

虫进一步扩散，应在马铃薯甲虫分布的前沿地区，

对马铃薯甲虫的野生寄主植物天仙子和刺萼龙葵

进行铲除或建立“马铃薯甲虫封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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