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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叉角厉蝽 Eocanthecona furcellata ( Wolff) 是捕食烟草上斜纹夜蛾 Spodoptera litura ( Fabricius) 的重要天敌，

是斜纹夜蛾生物防治的潜在控制因子。为了探明不同因子对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影响，提高田间释放的控害效

果，本试验采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研究了不同因子 ( 叉角厉蝽释放量、斜纹夜蛾幼虫密度和烟草植株数

量) 对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影响，根据测得的不同因子处理下叉角厉蝽对斜纹夜蛾的捕食率，所建立得到的搜索

效率 ( Y) 与叉角厉蝽释放量 ( X1 )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 ( X2 ) 和烟草植株数量 ( X3 ) 3 个试验因子的关系的回

归模 型: Y = 67. 82809 + 6. 74050X1 － 4. 92690X2 － 1. 22581X3 － 9. 22848X1
2 － 1. 32656X2

2 － 9. 98862X3
2 +

4. 17500X1X2 + 8. 17500X1X3 + 0. 87500X2X3，能较好地拟合参试因子与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关系。单因子效应分析

表明，对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影响依次为叉角厉蝽释放数量 ( X1 ) ＞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 ( X2 ) ＞ 烟草植株数量

( X3 ) ，叉角厉蝽释放数量对天敌的搜索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在交互效应分析中，随着烟草植株数量的上升，叉

角厉蝽的搜索范围扩大，抑制了叉角厉蝽数量和斜纹夜蛾密度的增益效果，对捕食效率产生负效应。叉角厉蝽释

放数量、斜纹夜蛾幼虫密度和烟草植株数量均能影响叉角厉蝽的搜索效率，且各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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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search efficiency of Eocanthecona furcellata
( Hemiptera) on Spodoptera litura ( Lepidoptera: Noctuidae) in tobacco
CHEN Xue-Mei1，GU Xing-Hui2，3，XIAN Ji-Dong1* ，ZHANG Li-Meng2，3，FAN Yue-Li1，HUANG Zhi-
Hua2，3，ZHOU Wen-Bin2，3，ZHAO Jin-Long2，3，ZHANG Cui-Ping2，3 ( 1. College of Plant Protec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2. Yuxi Tobacco Company in Yunnan
Province，Yuxi 653100，Yunnan Province，China; 3. Engineering Center for Biological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Pests in Tobacco Industry，Yuxi 653100，Yunn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The predatory stink bug，Eocanthecona furcellata ( Wolff) is an important polyphagous insect
predator which as a kind of important biological agents to control on Spodoptera litura ( Fabricius ) in
tobacco field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E. furcellata
and improve the control efficiency in the field，based on the quadratic general rotary unitized design，the



1 期 陈雪梅等: 叉角厉蝽对烟草上斜纹夜蛾搜索效率影响因子的研究

effects of different factors ( such as release density，larval density and number of tobacco plants) on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E. furcellata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dratic
orthogonal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predation efficiency ( Y) for release density of E. furcellata ( X1 ) ，

larval density of S. litura ( X2 ) ，and number of tobacco plant ( X3 ) was Y = 67. 82809 + 6. 74050X1 －
4. 92690X2 － 1. 22581X3 － 9. 22848X1

2 － 1. 32656X2
2 － 9. 98862X3

2 + 4. 17500X1X2 + 8. 17500X1X3 +
0. 87500X2X3，with good fitting degree. The single factor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uencing extent
of factors on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E. furcellata was release density of E. furcellata ( X1 ) ，larval density
of S. litura ( X2 ) ，and number of tobacco plant ( X3 ) ． The release density of E. furcellata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predator. The result of analysis on interactive effect
indicated that the search ranges of E. furcellata was expand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tobacco
plants ，which inhibited the gain effect of E. furcellata and S. litura density，and mad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predation efficiency. The different factors such as release density of E. furcellata，larval density of S.
litura，and number of tobacco plant had effect on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predator which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re factors was obvious.
Key words: Cahtheconidea furcellata ( Wolff) ; Spodoptera litura ( Fabricius) ． ; tobacco pest; predation
efficiency; biological control

叉角厉蝽 Eocanthecona furcellata ( Wolff) 属半

翅目 Hemiptera 蝽科 Pentatomidae，可捕食鳞翅目

Lepidoptera、鞘翅目 Coleoptera 和半翅目 Hemiptera
等多种农作物害虫。由于叉角厉蝽发生早、时间

长、捕食量大、分布范围广、活动能力强，因此

被认为是一种极具应用潜力的捕食性天敌 ( Ｒani
and Wakamura，1993; Ｒevannavar，2004; Ｒay and
Khan，2011) ，在印度和中国台湾叉角厉蝽都被作

为一 种 重 要 的 捕 食 农 作 物 上 害 虫 的 天 敌 昆 虫

( Pillai and Agnihotri，2013; Sahayaraj，2014 ) 。国

内外对叉角厉蝽在生物学以及饲养方面进行了较

多研究，朱涤芳 ( 1990 ) 报道了叉角厉蝽的一些

生物学特性; 李丽英等 ( 1988 ) 对叉角厉蝽的人

工饲料进行了研究，发现用大蜡螟幼虫和米蛾幼

虫 饲 养， 可 以 完 成 正 常 繁 殖; Yasuda and
Wakamura ( 1992 ) 报 道 了 可 用 冷 冻 的 斜 纹 夜 蛾

Spodoptera litura ( Fabricius ) 幼 虫 饲 养 叉 角 厉 蝽;

何旭诺等 ( 2013 ) 的研究表明，用黄粉虫作为叉

角厉蝽的饲料更方便经济。随着人工大量繁殖技

术的研究推进，叉角厉蝽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物防

治因子在田间应用已成为可能。斜纹夜蛾是烟草

上的常见重要害虫，以幼虫咬食烟叶，形成虫孔、
缺刻甚至仅剩叶脉，由于该虫具有暴食性，如果

防治不 当 会 对 烟 草 造 成 毁 灭 性 损 失 ( 贤 小 勇，

1995; 陈代利等，2013) 。目前对于烟草上的斜纹

夜蛾仍以化学防治为主 ( 孙光军等，2003; 庞云

红等，2007; 汤心砚等，2018 ) ，而利用捕食性天

敌叉角厉蝽防治烟草上的斜纹夜蛾，将可有效地

解决化学防治带来的 “3Ｒ”问题。研究表明，叉

角厉蝽对斜纹夜蛾具有极强的捕食能力 ( Yasuda
and Wakamura，1996; Kumar and Singh，2007 ) ，

且更倾向于捕食斜纹夜蛾的中、高龄幼虫 ( 蒋杰

贤和梁广文，2001) 。因此，叉角厉蝽可用于斜纹

夜蛾的生物防治。
利用天敌昆虫来防治害虫，是害虫生物防治

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提高天敌昆虫在田间控害效

果，降低经济成本是天敌昆虫推广应用的重要保

证 ( Debach and Ｒosen，1991; Morris et al. ，2004;

Tylianakis et al. ，2007 ) 。在目前的实际应 用 中，

利用天敌昆虫防治害虫在田间控害效果往往不稳

定，从而影响生产效益，使得天敌难以在田间推

广应用 ( 陈学新，2013) 。而想要有效地推广应用

叉角厉蝽防治烟草上的斜纹夜蛾，一方面需要明

确叉角厉蝽对斜纹夜蛾的捕食潜能，以确定田间

释放密度; 另一方面还要确定叉角厉蝽在烟草上

对斜纹夜蛾的搜索效率，以确定田间释放方法。
陈然等 ( 2015 ) 在室内研究了叉角厉蝽对斜纹夜

蛾的捕食潜能，得到单头叉角厉蝽对斜纹夜蛾的

捕食能力，为田间释放密度提供了依据。但是，

叉角厉蝽在烟草上对斜纹夜蛾的搜索效率方面的

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采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

计，研究了在烟草上斜纹夜蛾的密度、叉角厉蝽

释放数量和烟草株数这 3 个因子对叉角厉蝽捕食

效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单因子主效应以及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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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旨在为烟田上人工释放叉角厉蝽防治斜纹

夜蛾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叉角厉蝽: 叉角厉蝽的卵采自于广州华南农

业大学试验基地的甘薯叶上，待卵孵化后于室内

温度 26 ± 1℃，相 对 湿 度 75% ± 5%，光 周 期

14 L ∶ 10 D 的人工培养箱中，以斜纹夜蛾幼虫喂饲

至多代，备用。
斜纹夜蛾: 采用陈其津等 ( 2000 ) 的人工饲

料配方进行饲养，室内饲养条件同叉角厉蝽。

烟草 Nicotiana tabacum L. : 由云南省烟草公司

玉溪市 公 司 提 供 的 实 生 烟 苗 一 批，移 至 直 径 为

16. 5 cm 的塑料花盆中，待烟草新长出 5 张叶片后

用于试验。
1. 2 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选择叉角

厉蝽释放数量、斜纹夜蛾幼虫密度和烟草植株数

量 3 个因子作为参试因子，以斜纹夜蛾幼虫被捕

食量为目标函数，根据丁希泉 ( 1986 ) 试验设计

要求共设 20 个处理，各处理按参试因子的编码值

进行一一组合，重复 3 次。参试因子的水平及编

码值如下 ( 表 1) 。

表 1 叉角厉蝽搜索效应研究的参试因子水平及编码值

Table 1 Natural factors level and codes value of three factors

编码值 Xi

Code value

X1 : 叉角厉蝽若虫释放量 ( 头 /笼)

Ｒelease density of
Eocanthecona furcellata

X2 :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 ( 头 /株)

Larval density of
Spodoptera litura

X3 : 烟草植株数量 ( 株 /笼)

Number of tobacco plant

－ 1. 682 1 5 1

－ 1 2 10 2

0 3 15 3

1 4 20 4

1. 682 5 25 5

1. 2. 2 试验方法

试验前将供试的叉角厉蝽 4 龄若虫单头隔离

后，先饱食 24 h，然后饥饿 24 h，使之基本处于

相同的饥饿水平，作为被试者备用。试验时，按

试验设计的要求，在每个处理的养虫笼 ( 规格为

50 cm × 50 cm × 50 cm) 中分别放入相对应数量

的烟草盆栽苗、斜纹夜蛾 3 ～ 4 龄幼虫、叉角厉蝽

4 龄若虫，并在容器内放入蘸水棉花团，供叉角厉

蝽补充水分，24 h 后观察记录斜纹夜蛾被捕食的

情况，并计算出叉角厉蝽的捕食率。所有斜纹夜

蛾幼虫密度的处理均设有不接天敌的空白对照，

以校正斜纹夜蛾被天敌捕食的数量。试验是在变

温条件 下 进 行 的，试 验 期 间 日 平 均 温 度 范 围 为

25 ～ 33℃，平均气温 26. 8℃。
1.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应用 Excel 表格进行试验数据初步整理归纳。
应用 DPS 9. 50 专业版和 SAS 9. 2 版，对试验结果

进行回归分析和回归模型的失拟性检验、显著性

检验以及对各个因子回归系数进行 t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因子与叉角厉蝽搜索效率关系模型的

建立

各参试因子试验结构矩阵和对叉角厉蝽捕食

效率的影响结果 ( 表 2) ，其中 Y 代表叉角厉蝽的

捕食率，本实验中以捕食率代表相对应的搜索效

率。对试验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和中心化转换，建

立 叉 角 厉 蝽 搜 索 效 率 ( Y ) 和 叉 角 厉 蝽 数 量

( X1 )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 ( X2 ) 和烟草植株数量

( X3 ) 因素之间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如下:

Y = 67. 82809 + 6. 74050X1 － 4. 92690X2 －
1. 22581X3 － 9. 22848X1

2 － 1. 32656X2
2 － 9. 98862X3

2

+ 4. 17500X1X2 + 8. 17500X1X3 + 0. 87500X2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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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因子处理下叉角厉蝽对斜纹夜蛾的捕食率

Table 2 Quadratic general rotary unitized design of three factors and the results

试验号

Test
number

参试因子 Test factor

X1 : 叉角厉蝽若虫 ( 头 /笼)

Ｒelease density of
Eocanthecona furcellata

X2 :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 ( 头 /株)

Larval density of
Spodoptera litura

X3 : 烟草数量 ( 株 /笼)

Number of tobacco plant

编码值

Code value
实际值

Actual value
编码值

Code value
实际值

Actual value
编码值

Code value
实际值

Actual value

捕食率

( % )

Predation
efficiency

Y

1 － 1 2 － 1 10 － 1 2 59. 1

2 － 1 2 － 1 10 1 4 46. 6

3 － 1 2 1 20 － 1 2 63. 2

4 － 1 2 1 20 1 4 45. 4

5 1 4 － 1 10 － 1 2 24. 7

6 1 4 － 1 10 1 4 36. 1

7 1 4 1 20 － 1 2 36. 7

8 1 4 1 20 1 4 60. 4

9 － 1. 682 1 0 15 0 3 32. 2

10 1. 682 5 0 15 0 3 53. 4

11 0 3 － 1. 682 5 0 3 73. 5

12 0 3 1. 682 25 0 3 56. 8

13 0 3 0 15 － 1. 682 1 44. 2

14 0 3 0 15 1. 682 5 37. 1

15 0 3 0 15 0 3 72. 6

16 0 3 0 15 0 3 64. 8

17 0 3 0 15 0 3 63. 7

18 0 3 0 15 0 3 66. 4

19 0 3 0 15 0 3 71. 2

20 0 3 0 15 0 3 67. 9

对模型进行失拟性检验和回归显著性检验，

失拟性检验中的 F1 = 0. 9572 ＜ F0. 1 ( 5，5) = 3. 45，

表明无失拟性因素存在 ( 表 3 ) ，显著性检验中的

F2 = 37. 1389 ＞ F0. 01 ( 9，10) = 3. 14，达 0. 01 显著

水平，说明该模型能较好的表达不同参试因子与

叉角厉蝽搜索效率间的数量关系。
模型中各回归系数 t 检验及概率值 P 结果显

示，模 型 的 回 归 项 b1、 b2、 b1b1、 b3b3、 b1b2、
b1b3 的显著水平均小于 0. 01，表明上述各回归项

与叉角厉蝽捕食效率之间极显著相关 ( 表 4 ) 。说

明由参试因子 X1 和 X2 代表的叉角厉蝽释放数量和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对天敌的捕食效率有着极显著

的影 响，在 交 互 项 中 的 X1X2 和 X1X3 回 归 项 达

0. 01 显著水平，说明叉角厉蝽释放数量与斜纹夜

蛾幼虫密度、叉角厉蝽释放数量与烟草植株数量

的交互作用对搜索效率也有显著影响。而 b3、b2b2

和 b2b3 达到 0. 5 的显著水平，说明因子烟草植株

数量 ( X3 ) 和斜纹夜蛾幼虫密度与烟草植株数量

的交互作用对叉角厉蝽的搜索效率也有一定的影

响。整个模型拟合的相关系数为 0. 9720，F 值为

37. 1389，极显著相关，即该模型能较好的拟合各

参试因子与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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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归模型的失拟性检验和显著性检验结果

Table 3 Ｒesult of lack of fit test and significance testing on regression model

变异来源

Source of variation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自由度

Degrees of freedom
均方

Mean square
失拟性检验

Lack of fit test
显著性检验

Significance test

Q回归 Ｒegression 4080. 4813 9 453. 3868 F2 = 37. 13890

Q剩 余 Ｒesidual 122. 0787 10 12. 2079

Q失拟 Lack of fit 59. 7053 5 11. 9411 F1 = 0. 9572

Q误 差E rror 62. 3733 5 12. 4747

Q总和Total 4202. 5600 19 －

表 4 各个因子回归系数 t 检验结果

Table 4 Ｒesult of t － test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factors

偏相关系数 r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回归系数

Ｒegression coefficients
检验值 t
t － value

P － 值

P － value
显著水平 P

Significance level

r( y，X1 ) = 0. 9141 6. 7405 7. 1293 0. 0001 P ＜ 0. 01

r( y，X2 ) = － 0. 8549 － 4. 9269 5. 2111 0. 0003 P ＜ 0. 01

r( y，X3 ) = － 0. 3793 － 1. 2258 1. 2965 0. 2213 P ＜ 0. 5

r( y，X1 * X1 ) = － 0. 9537 － 9. 2285 10. 0268 0. 0001 P ＜ 0. 01

r( y，X2 * X2 ) = － 0. 4147 － 1. 3266 1. 4413 0. 1774 P ＜ 0. 5

r( y，X3 * X3 ) = － 0. 9601 － 9. 9886 10. 8527 0. 0001 P ＜ 0. 01

r( y，X1 * X2 ) = 0. 7302 4. 1750 3. 3797 0. 0061 P ＜ 0. 01

r( y，X1 * X3 ) = 0. 9023 8. 1750 6. 6178 0. 0001 P ＜ 0. 01

r( y，X2 * X3 ) = 0. 2186 0. 8750 0. 7083 0. 4935 P ＜ 0. 5

相关系数 Ｒ = 0. 9854

检验值 F = 37. 1389 df = ( 9，10)

剩余标准差 S = 3. 4940

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Ｒa = 0. 97202

2. 2 影响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单因子效应分析

用降维法求得叉角厉蝽的搜索效率与叉角厉

蝽的数量、斜纹夜蛾和烟草植株数量各主效应的

偏回归解析因子模型如下:

Ys1 = 67. 82809 + 6. 74050X1 － 9. 22848X1
2

X1 : 叉角厉蝽释放量

Ys2 = 67. 82809 － 4. 92690X2 － 1. 32656X2
2

X2 : 斜纹夜蛾密度

Ys3 = 67. 82809 － 1. 22581X3 － 9. 98862X3
2

X3 : 烟草植株数量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线性项中，对叉

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影响依次为叉角厉蝽释放数量

( X1 ) ＞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 ( X2 ) ＞ 烟草植株数量

( X3 ) ，其中叉角厉蝽数量对搜索效率的影响最大，

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该因子对其捕食效率呈现

正影响，而 斜 纹 夜 蛾 密 度 和 烟 草 植 株 数 均 为 负

影响。
叉角厉 蝽 的 搜 索 效 率 与 叉 角 厉 蝽 释 放 数 量

( X1 ) 和与烟草植株数 ( X3 ) 的关系曲线均为开口

向下的抛物线 ( 图 1 ) ，表明叉角厉蝽释放数量和

烟草植株数量这两个因素对搜索效率的影响存在

一个合理的范围，即叉角厉蝽释放数量在编码值

为 0 － 1 ( 3 ～ 4 头 /笼) 的范围天敌的捕食率最佳，

低于或高于该范围的编码值捕食率下降; 烟草植

株数 量 在 编 码 值 为 － 0. 5 ( 2. 5 株 /笼 ) 和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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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株 /笼) 的范围天敌的捕食率最佳，低于或高

于该范 围 的 编 码 值 捕 食 率 下 降。斜 纹 夜 蛾 数 量

( X2 ) 与叉角厉蝽捕食效率的关系曲线较平直接近

线性，表明斜纹夜蛾数量这个因子对捕食效率的

影响较明显，随着斜纹夜蛾数量的增加，搜索效

率逐渐下降。

图 1 单因子效应分析

Fig. 1 Analysis on single-factor effect

2. 3 影响叉角厉蝽捕食效率的交互效应分析

叉角厉蝽释放数量 ( X1 ) 、斜纹夜蛾幼虫密度

( X2 ) 和烟草植株数量 ( X3 ) 三个因子之间的交互

作用对 叉 角 厉 蝽 搜 索 效 率 ( Y ) 的 影 响 如 图 2
所示。

其中，叉角厉蝽搜索效率 ( Ys1，2 ) 与叉角厉

蝽释放数量 ( X1 ) 和斜纹夜蛾密度 ( X2 ) 的关系

式如下: Y = 67. 82809 + 6. 74050X1 － 4. 92690X2 －

9. 22848X1
2 － 1. 32656X2

2 + 4. 17500X1X2，相 应 的

影响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双因子 ( X1，X2 ) 效应

分析表明，叉角厉蝽的搜索效率随着叉角厉蝽数

量的增加而增加 ( 图 2A) ，在增加到一定阶段又

在缓慢下降，在斜纹夜蛾幼虫密度较低时，增加

幅度较大，随着斜纹夜蛾幼虫密度的增加，搜索

效率对叉角厉蝽释放数量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减弱。
叉角厉蝽搜索效率 ( Ys1，3 ) 与叉角厉蝽释放

数量 ( X1 ) 和烟草植株数量 ( X3 ) 的关系式如下:

Y =67. 82809 +6. 74050X1 － 1. 22581X3 － 9. 22848X1
2 －

9. 98862X3
2 + 8. 17500X1X3，相应的影响叉角厉蝽

搜索效率的双因子 ( X1，X3 ) 效应分析表明，随

着叉角厉蝽释放数量和烟草植株数量的同时增加，

叉角厉 蝽 的 搜 索 效 率 呈 现 先 增 加 后 下 降 的 趋 势

( 图 2B) ，当两个因子的编码值达到 0 ( 3 头 /笼)

时或接近 1 ( 4 头 /笼) 时，搜索效率也达到最大

值，此后，随着烟草植株数量的加大，搜索效率

对叉角厉蝽数量的依赖程度变小，而不再随着蝽

量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呈下降的趋势，说明烟草

植株数 量 对 叉 角 厉 蝽 的 搜 索 效 率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影响。
叉角厉蝽搜索效率 ( Ys2，3 ) 与斜纹夜蛾密度

( X2 ) 和寄主植物植株数量 ( X3 ) 的关系式如下:

Y =67. 82809 －4. 92690X2 － 1. 22581X3 － 1. 32656X2
2 －

9. 98862X3
2 + 0. 87500X2X3，由此关系式得到影响

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双因子 ( X2，X3 ) 效应分析

表明，在斜纹夜蛾幼虫低密度时，叉角厉蝽搜索

效率 随 着 烟 草 植 物 植 株 数 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 图 2C) ，当编码值达到 0 ( 3 头 /笼) 时，叉角厉

蝽的捕食率最大，而随着斜纹夜蛾密度的增加，

减缓了这种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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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互效应分析

Fig. 2 Analysis on interactive effect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天敌昆虫防治害虫是害虫生物防治中的

一个重要手段，研究阐明天敌昆虫对目标害虫的

控害机理，是应用天敌昆虫防治害虫的首要基础

( Debach and Ｒosen，1991; Morris et al. ，2004; 陈

学新等，2013) 。研究明确捕食性天敌的捕食能力

与搜索行为的影响因子，是提高天敌昆虫在田间

控害效果的重要依据。本试验采用三因子二次回

归旋转组合设计研究了影响叉角厉蝽搜索效率的

主因子效应和双因子效应，结果表明，叉角厉蝽

释放数量是影响其搜索效率的主要因素，斜纹夜

蛾幼虫密度和烟草植株数量依次也对搜索效应产

生显著的影响; 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搜索效率

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如单独因子的作用大;

三个独立因子并不单纯的与搜索效率呈正相关或

负相关。这些结论与邓海滨等 ( 2015 ) 所报道的

红彩真猎蝽 Harpactor fuscipes 对烟蚜 Myzus persicae

的捕食作用及寻找效应的研究结果相似。张晓军

等 ( 2016) 在研究蠋蝽 Arma chinensis 对榆紫叶甲

Ambrostoma quadriimo pressum 的捕食作用中发现，

不同榆紫叶甲幼虫密度梯度下蠋蝽的捕食量不受

影响，而高卓等 ( 2012 ) 报道，蠋蝽捕食量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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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虫龄高低有关，而且与猎物虫龄及体躯大小

相关程度明显。许庆辉等 ( 2014 ) 的研究表明，

烟盲蝽 Nesidiocoris tenuis 对烟蚜的捕食量随着猎物

密度增大而增多，且低密度下猎物被捕食的风险

明显大于高密度下的猎物，本试验结果中，叉角

厉蝽对烟草斜纹夜蛾幼虫的搜索效率随着斜纹夜

蛾幼虫密度的增加而降低，这与黑刺益蝽 Podisus
nigrispinus 及其他捕食者搜寻效应一致 ( Zanuncio
et al. ，2008; 邓海滨等，2015) 。在研究捕食性天

敌的捕食潜能时，往往没有考虑猎物的寄主植物

( 高 卓 等，2012; 许 庆 辉 等，2014; 邓 海 滨 等，

2015; 张晓军等，2016) 对天敌捕食行为的影响，

本试验研究表明，在叉角厉蝽数量、斜纹夜蛾幼

虫密度和烟草植株数量三个因子的相互干扰下叉

角厉蝽对斜纹夜蛾的搜索效率不同，各个因子的

改变所产生的效应也会随之改变，明确各因子改

变所产生的干扰反应的大小，这为叉角厉蝽在田

间的使用效果、放蝽的数量和质量、田间释放面

积、斜纹夜蛾密度情况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本实验是在室内罩笼条件下完成，至于在田间

的释放效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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