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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捕食功能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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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天敌昆虫大红犀猎蝽Sycanus falleni对草地贪夜蛾Spodoptera frugiperda幼虫的捕食

潜力，在室内条件下测定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和成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搜寻

效应，以及不同自身密度对捕食草地贪夜蛾的干扰反应。结果表明：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和成虫对

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符合Holling II模型；其中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

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瞬时攻击率和处理时间分别为4.049头、1.198和0.247 d；大红犀猎蝽雌成虫对

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瞬时攻击率和处理时间分别为47.619头、0.717和0.021 d；大红

犀猎蝽雄成虫对草地贪夜蛾 3 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瞬时攻击率和处理时间分别为 43.478 头、

0.650和0.023 d；大红犀猎蝽的捕食量与害虫密度正相关，搜寻效应与害虫密度负相关。大红犀猎

蝽自身密度对捕食作用的干扰效应符合 Hassell 模型，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捕食作用率随自身

密度的增加而降低。表明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和成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均有一定的捕食能力，

大红犀猎蝽成虫的捕食作用大于3龄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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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potential predation capacity of the natural enemy Sycanus falleni on

the larvae of fall armyworm Spodoptera frugiperda, the predatory functional response, searching effi‐

ciency and mutual interference effect of the 3rd-instar nymphs and adults of S. falleni on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were studied in the laborat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al responses

of S. falleni 3rd-instar nymphs and adults to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fitted well with Hol‐

ling II model. Daily maximum predation, instantaneous attack rate and handling time of the 3rd-instar

nymphs of S. falleni to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were 4.049 individuals, 1.198 and 0.247 d,

respectively. Daily maximum predation, instantaneous attack rate and handling time of the female adults

of S. falleni to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were 47.619 individuals, 0.717 and 0.021 d, respec‐

tively. Daily maximum predation, instantaneous attack rate and handling time of the male adults of S.

falleni to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were 43.478 individuals, 0.650 and 0.023 d, respectively.

The predation quantity of S. falleni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ts prey density, while the searching

efficienc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ts prey density. The mutual interference effect of its own den‐

sity on predation ratio on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density of the

predato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 falleni could partly control S. frugiperda, and the predation

基金项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技项目（20200119）

* 通信作者（Authors for correspondence），E-mail：yinzhe1216@163.com

收稿日期：2020-04-29



4期 侯峥嵘等：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捕食功能反应 853

efficiency of adult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larvae．

Key words: Sycanus falleni; Spodoptera frugiperda; predation functional response; searching efficiency;

mutual interference

草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 属鳞翅目夜

蛾科，原产于美洲热带区和亚热带区，是联合国粮农

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

ed Nations，FAO）全球预警的重大农业害虫（唐艺婷

等，2019a）。自2019年1月入侵我国后迅速蔓延，目

前已在 26省（自治区）的 1 518多个县（市、区）发生

（王燕等，2020），严重为害玉米、高粱、甘蔗等农作

物，对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由

于该虫极强的适生能力及我国的地理环境、作物种

类等因素，在虫情长期持续侵入和大范围发生情况

下应采用长期防控策略。目前，该虫已对有机磷类、

氨基甲酸酯类和菊酯类等多种传统化学药剂产生抗

性，且抗药种类和水平还在不断增加（杨普云和常雪

艳，2019）。为减少化学防治带来的抗药性和环境污

染问题，生物防治仍然是草地贪夜蛾不可或缺的防控

手段之一，通过天敌昆虫以虫治虫是控制草地贪夜蛾

有效可行的生物防控措施。

自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以来，国内研究者在

捕食性天敌调查、捕食功能反应与应用方面开展

了诸多研究工作（陈万斌等，2019）。昆虫的功能

反应是指每头捕食者在一定时间内的捕食量对猎

物密度变化的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用 Hol‐

ling 圆盘方程描述（吴坤君等，2004），通过此方程

可估算出天敌对猎物的最大捕食量，从而反应捕食

者对猎物的捕食能力。孔琳等（2019）研究结果表

明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对草地贪夜

蛾 1 龄和 2 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可达 233.100 头

和 41.220 头；徐庆宣等（2019）发现大草蛉 Chryso‐

pa pallens成虫对草地贪夜蛾卵和低龄幼虫的理论

日最大捕食量分别为 1 115.56 头和 358 头，应用潜

力很大。对于捕食性天敌的重要类群——捕食性

蝽，唐璞等（2019）研究发现捕食性蝽占目前已发

现的草地贪夜蛾捕食性天敌昆虫总数的 41%，包括

蝽 科 Pentatomidae、猎 蝽 科 Reduviidae、长 蝽 科

Lygaeidae、花蝽科 Anthocoridae、姬蝽科 Nabidae 共

19 类。国内研究者选用益蝽 Picromerus lewisi 和

东亚小花蝽 Orius sauteri 在云南省草地贪夜蛾发

生区进行初步试验，发现这些捕食性蝽的捕食作

用明显（唐艺婷等，2019b）。王亚楠等（2019）研究

了黄带犀猎蝽 Sycanus croceouittatus 4 龄和 5 龄若

虫对草地贪夜蛾 3龄幼虫的捕食能力，其日最大捕

食量分别为3.906头和3.831头，表明黄带犀猎蝽对草

地贪夜蛾幼虫具有一定的防控潜力。

大红犀猎蝽 Sycanus falleni 属猎蝽科 Reduvi‐

idae犀猎蝽属Sycanus Amyot et Serville，为不完全变

态昆虫，分为卵、若虫和成虫 3 个虫态，若虫共 5个

龄期，分布于我国广西、广东、云南等省区（萧采瑜

等，1981）。猎蝽科昆虫是农林业中一类重要的捕

食性天敌，能捕食很多重要的农林害虫，世界上已

被研究的 136 种猎蝽中，至少有 26 种猎蝽捕食棉

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10 种猎蝽捕食棉红铃

虫 Pectinophora gossypiella，17 种猎蝽捕食斜纹夜

蛾 S. litura（黄霞，2007）。同时，一种猎蝽能捕食多

种害虫，笔者在室内饲喂大红犀猎蝽时发现，其均

可捕食小菜蛾Plutella xylostella、斜纹夜蛾、甜菜夜

蛾 Spodoptera exigua、菜青虫 Pieris rapae 等鳞翅目

昆虫幼虫，也可捕食鞘翅目昆虫、双翅目昆虫蕈

蚊、苍蝇等。大红犀猎蝽与黄带犀猎蝽同属犀猎

蝽属，生活习性相似（黄增和等，1991），分布区域相

同，而目前关于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的捕食能

力未有报道。因此，本研究在室内进行大红犀猎蝽

3龄若虫和成虫对不同密度草地贪夜蛾 3龄幼虫的

捕食试验，明确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的捕食能

力，以期为利用大红犀猎蝽在田间防治草地贪夜蛾

提供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昆虫及植物：2019年 7月在贵州省遵义市

播州区玉米田中采集草地贪夜蛾卵，在贵州卓豪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孵化所得3龄幼虫作为试

虫；大红犀猎蝽由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

中心提供种虫，饲喂替代猎物为鞘翅目幼虫，在室内

连续饲养的第3代雌雄成虫和3龄若虫备用。供试

昆虫的饲养条件均为温度 25±1℃、相对湿度（70±

5）%、光周期 16 L∶8 D。新鲜玉米叶采集自草地贪

夜蛾卵同块田地，于0~5℃下冷藏保鲜。

试剂及仪器：直径110 mm、高100 mm的透明塑

料盒，盒口用150目尼龙网纱扎封，自制成有特定空

间的试验容器。SC-288D冷藏箱，海尔公司；RXZ-

1000人工气候箱，宁波江南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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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大红犀猎蝽的捕食功能反应和搜寻效应

各选取羽化5 d未交配的大红犀猎蝽雌、雄成虫

和大红犀猎蝽 3龄若虫，分别单头置于塑料盒内饥

饿24 h，期间仅放入脱脂棉为大红犀猎蝽提供水分。

24 h后放入不同密度的草地贪夜蛾 3龄幼虫，对大

红犀猎蝽雌、雄成虫设置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密度为

10、15、20、25、30、35头/盒；对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

设置 密度为3、6、9、12、15 头/盒。按设计的密度将

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接在新鲜玉米叶上，供草地贪夜

蛾幼虫取食，然后将带虫玉米叶放入有大红犀猎蝽

的塑料盒中，观察捕食者的攻击行为、取食特点，每

次连续观察2 h，间隔0.5 h，共观察4次；每个盒子为

1个重复，每个处理10个重复，24 h后统计草地贪夜

蛾死亡数量，计算大红犀猎蝽的捕食量以及捕食率，

捕食率=被捕食的猎物数/猎物密度×100%。

捕食功能反应是指单头大红犀猎蝽在单位时间

（24 h）内在给定的不同猎物密度下所能捕食的猎物

数量。大红犀猎蝽的捕食功能反应按Holling圆盘

方程拟合，Na=aNTr/（1+aThN），式中，Na为被捕食的

猎物数，a为瞬时攻击率，Tr为总的试验时间（Tr=1 d），

N为猎物密度，Th为处理1头猎物所用的时间。a /Th

为天敌对猎物捕食效能的综合指标，其大小反应天

敌的捕食能力。

Holling认为捕食者的搜寻效应依赖于猎物的

种群密度，它随着猎物种群密度的增加而降低。通

过拟合Holling II型功能反应模型得到的参数（赵英

杰等，2020），估算大红犀猎蝽 3龄若虫和成虫对草

地贪夜蛾幼虫的寻找效应S，S=a/（1+aThN）。

捕食功能反应和搜寻效应试验均在温度 25±

1℃，相对湿度（70±5）%、光周期 16 L∶8 D的人工气

候箱中进行。

1.2.2 干扰反应对大红犀猎蝽捕食草地贪夜蛾的影响

饥饿 24 h的大红犀猎蝽雌、雄成虫分成每组 1、

2、3、4、5 头，每组成虫置于 1 个透明塑料盒，然后

分别放入草地贪夜蛾 3 龄幼虫 50 头，盒内同时放

置新鲜玉米叶供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每处理重

复 5次，24 h后观察统计每组草地贪夜蛾死亡数量，

计算大红犀猎蝽的捕食效果。大红犀猎蝽自身密度

干扰反应按Hassell 模型方程拟合，E=QP-m，式中，Q

为搜寻常数；P为捕食者的密度；m为干扰常数；E为

捕食作用率。试验中各E值可以通过方程E=Ne/NP

计算得出，Ne为捕食的猎物总数，然后再用方程E=

QP-m进行模拟，估计出参数m和Q（陈然等，2015）。

干扰反应试验均在温度25±1℃，相对湿度（70±

5）%、光周期16 L∶8 D的人工气候箱中进行。

1.3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 2017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

用SPSS 19.0拟合方程，采用Duncan氏新复极差法

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捕食行为观察

大红犀猎蝽成虫和若虫单独在饥饿情况下搜寻

到草地贪夜蛾幼虫，试探几次后，会迅速用口器刺入

草地贪夜蛾Y型蜕裂线或颈部将其麻醉，待其挣扎

不动后再进行取食。

大红犀猎蝽成虫和若虫在取食过程中会改变

取食部位，在头部蜕裂线、颈部和腹部末端体节轮

换刺入，将草地贪夜蛾体液吸食殆尽，只留下干瘪

的表皮。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有拖拽行为，

尤其成虫在 2 头以上的情况下会将草地贪夜蛾拖

拽至隐蔽处独自取食，拒绝共食。而 2头以上的大

红犀猎蝽若虫会在捕食过程中合作，并共食。大

红犀猎蝽成虫取食时间为 20~40 min，可连续取食

多头猎物，也可休息后再行取食下一头，休息时间

不定。3 龄若虫单头取食时间为 30~50 min，捕食

间隙多数需要休息（图 1）。

a、b、c分别为1头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大红犀猎蝽雌成虫和3头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取

食情况。a，b，c represent characteristics of 3rd instar nymph，female adult and three 3rd instar nymphs of Sycanus fall‐

en feeding on S. frugiperda 3rd instar larvae，respectively.

图1 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 3 龄幼虫的取食特点

Fig. 1 Characteristics of of Sycanus falleni feeding on Spodoptera frugiperda 3rd instar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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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捕食效果

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和成虫均可以捕食草地贪

夜蛾3龄幼虫，在试验设置的猎物密度梯度范围内，

随着草地贪夜蛾幼虫密度增加，大红犀猎蝽 3龄若

虫和成虫的日捕食量不断增加，但捕食量的增幅逐

渐减缓。当猎物密度增加到 6~15 头/盒之后，大红

犀猎蝽 3龄若虫捕食量趋于稳定，捕食率开始低于

50%，为22.857%~37.500%。不同草地贪夜蛾3龄幼

虫密度下，大红犀猎蝽 3龄若虫对草地贪夜蛾 3龄

幼虫的捕食量之间均无显著差异（表 1）。对于大

红犀猎蝽雌成虫和雄成虫来说，当猎物密度增加

到 35 头/盒时，猎物的被捕食率均开始低于 50%，

分别为 39.049%和 33.333%；大红犀猎蝽雌成虫和

雄成虫对密度为 20、25、30、35 头/盒的草地贪夜蛾

3龄幼虫的捕食量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

密度为10头/盒与15头/盒的捕食量（表2）。

表1 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捕食效果

Table 1 The efficiency of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consumed by the 3rd-instar nymph of Sycanus falleni

捕食指标Prey on indicator

捕食量 Predation amount/（头/d）

捕食率Predation rate/%

草地贪夜蛾幼虫密度/（头/盒）Densities of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3

2.125±0.297 a

70.833

6

2.250±0.313 a

37.500

9

3.000±0.598 a

33.333

12

3.125±0.611 a

26.042

15

3.429±0.517 a

22.857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Duncan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same line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

tiple range test.

表2 大红犀猎蝽成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捕食效果

Table 2 The efficiency of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consumed by the Sycanus falleni adults

捕食指标

Prey on indicators

雌成虫捕食量/（头/d）
Predation amount of female adult

雌成虫捕食率
Predation rate of female adult/%

雄成虫捕食量（头/d）
Predation amount of male adult

雄成虫捕食率
Predation rate of male adult/%

草地贪夜蛾幼虫密度/（头/盒）Densities of the 3rd-instar larvae of S. frugiperda

10

4.500±1.335 b

45.000

2.833±0.601 b

28.330

15

7.167±0.703 b

47.780

6.833±0.946 b

45.553

20

12.333±1.229 a

61.665

11.167±1.352 a

55.835

25

15.167±1.990 a

60.668

15.000±2.251 a

60.000

30

16.833±2.197 a

56.110

15.167±1.352 a

50.557

35

13.667±1.498 a

39.049

11.667±1.667 a

33.334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Duncan 氏新复极差法检验在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E. Different letters on the same line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Duncan’s new multiple

range test.

2.3 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

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和成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

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均符合Holling II模型。其中，

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日最

大捕食量、瞬时攻击率和处理时间分别为4.049 头、

1.198 和 0.247 d；大红犀猎蝽雌成虫对草地贪夜蛾

3 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瞬时攻击率和处理时间

分别为47.619头、0.717 和0.021 d；大红犀猎蝽雄成

虫对草地贪夜蛾 3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瞬时攻

击率和处理时间分别为43.478头、0.650 和0.023 d。

从反映天敌对猎物捕食效能的综合指标 a/Th 值来

看，大红犀猎蝽雌、雄成虫对草地贪夜蛾幼虫捕食能

力均大于 3 龄若虫，分别为 34.143、28.261 和 4.850

（表3）。

2.4 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搜寻效应

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和成虫对草地贪夜蛾3 龄

幼虫的搜寻效应与害虫密度呈负相关，搜寻效应随

着草地贪夜蛾幼虫密度的增加而降低。当草地贪夜

蛾3龄幼虫的试验密度为3、6、9、12 和15 头时，大红

犀猎蝽 3 龄若虫的搜寻效应分别为 0.635、0.432、

0.327、0.263和0.220（图2-a）。当草地贪夜蛾3龄幼

虫的试验密度为 10、15、20、25、30、35头时，大红犀

猎蝽雌成虫的搜寻效应分别为 0.623、0.585、0.551、

0.521、0.494 和 0.470；大红犀猎蝽雄成虫的搜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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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别为 0.565、0.531、0.500、0.473、0.449 和 0.427

（图2-b）。说明单位面积内随着猎物密度增加，大红

犀猎蝽 3龄若虫和成虫对猎物的搜寻难度降低，搜

寻时间减少，搜寻效应也随之下降。

表3 大红犀猎蝽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捕食功能反应参数

Table 3 Functional response parameters of Sycanus falleni prey on the larva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捕食者虫态
Stage of Predator

3龄若虫3rd instar nymph

雌成虫Female adult

雄成虫Male adult

捕食功能方程
Functional response

equation

Na=1.198N/（1+0.296N）
Na=0.717N/（1+0.015N）
Na=0.650N/（1+0.015N）

R2

0.858

0.795

0.705

瞬时攻击率 a
Instantaneous attack

rate

1.198±0.342

0.717±0.282

0.650±0.341

处理时间 Th

Handling time/d

0.247±0.028

0.021±0.020

0.023±0.030

日最大捕食量
Maximum prey
consumed daily

4.049

47.619

43.478

a/Th

4.850

34.143

28.261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Na：被捕食猎物数；N：猎物密度。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E. Na：Predation number；N：

density of prey.

图2 大红犀猎蝽3龄若虫（a）、成虫（b）对草地贪夜蛾3龄幼虫的搜寻效应

Fig. 2 The searching efficiency of Sycanus falleni ages 3rd-nymph（a）and adult（b）to 3rd-instar nymph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2.5 自身密度对捕食草地贪夜蛾的干扰反应

在一定空间和草地贪夜蛾密度固定的情况

下，随着大红犀猎蝽自身密度增加，个体间的相互

干扰增强，雌成虫和雄成虫的日捕食量均逐渐下

降（表 4），捕食作用率随着天敌密度的增加而逐渐

降低（图 3）。将捕食作用率与天敌密度用 Hassell

方程进行拟合，结果显示，大红犀猎蝽雌成虫在捕食

草地贪夜蛾过程中的自我干扰反应方程为 E=

0.209P-0.097（R2=0.909）；大红犀猎蝽雄成虫在捕食草

地贪夜蛾过程中的自我干扰反 应 方 程 为 E=

0.225P-0.172（R2=0.949，图 3）。表明捕食作用率与捕

食者密度显著相关，Hassell 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大

红犀猎蝽捕食草地贪夜蛾过程中的自身密度干扰

情况。

表4 大红犀猎蝽成虫对草地贪夜蛾幼虫的日捕食量

Table 4 The daily preying capacity of Sycanus falleni to the larvae of Spodoptera frugiperda

捕食者虫态Stage of predator

雌成虫Female adult

雄成虫Male adult

猎物密度/（头/盒）
Prey density

50

50

天敌密度/（头/盒）Predator density

1

10.333

11.333

2

9.835

9.667

3

9.667

9.667

4

9.167

8.833

5

8.733

8.467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红犀猎蝽在取食草地贪夜

蛾幼虫时多数会将猎物取食完全，成虫喜单独捕食、

取食，3龄若虫会合作捕食和共食猎物，大红犀猎蝽

成虫与3龄若虫对草地贪夜蛾的捕食行为表现为搜

寻、攻击、取食，这一过程与其它捕食性蝽如益蝽和

黄带犀猎蝽的捕食行为类似（王燕等，2020；王亚楠，

2020）。大红犀猎蝽雌、雄成虫日最大捕食量分别为

47.619头和43.478头，低于益蝽雌、雄成虫的日最大

捕食量（王燕等，2019b）；但远高于黄带犀猎蝽4、5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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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虫和黑刺益蝽 P. nigrispinus雌成虫的日最大捕食

量（分别为 3.906 头、3.831 头和 3.000~4.000 头），对

于草地贪夜蛾的控制潜力很大。大红犀猎蝽 3 龄

若虫对草地贪夜蛾 3 龄幼虫的日最大捕食量为

4.049头，与黄带犀猎蝽 4龄若虫和黑刺益蝽雌成虫

相当（唐艺婷等，2019a；王亚楠等，2019）。本试验受

试虫数量及龄期限制，未能获得大红犀猎蝽成虫、若

虫对草地贪夜蛾不同虫态的全部捕食数据。但室内

试验发现，大红犀猎蝽 2~5龄若虫均可捕食草地贪

夜蛾各龄期幼虫，且在捕食过程中，大红犀猎蝽若虫

常合作捕食，捕食效率较高。

图3 干扰作用对大红犀猎蝽成虫捕食效应的影响

Fig.3 The affection of interference effect to Sycanus falleni

adult’s predation

搜寻效应是捕食者在捕食过程中对寄主攻击的

一种行为效应，通常情况下，随着猎物密度增加，捕

食者的搜寻效应会降低（唐艺婷等，2020）。本研究

也证明这一点，随着草地贪夜蛾密度增大，大红犀猎

蝽成虫和 3龄若虫的搜寻效应逐渐降低，相同猎物

密度下，大红犀猎蝽雌成虫的搜寻能力强于雄成虫

和3龄若虫。

本试验结果显示，大红犀猎蝽成虫和 3龄若虫

对草地贪夜蛾的捕食量随着自身密度的增加而降

低。利用 Hassell 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大红犀猎蝽自

身密度的干扰效应。雌成虫的干扰系数小于雄成

虫，说明雌成虫更倾向于单独捕食，这也与试验当中

对雌、雄成虫和3龄若虫捕食情形的观察结果一致。

干扰反应和捕食能力的试验结果可为田间利用大红

犀猎蝽控制草地贪夜蛾提供理论参考。

猎蝽科昆虫主要捕食鳞翅目各龄期的幼虫、也

能刺吸鳞翅目成虫，对农林业中的害虫有着很强的

制约能力（黄霞，2007）。大红犀猎蝽能够捕食斜纹

夜蛾、甜菜夜蛾、菜青虫、小菜蛾等鳞翅目害虫的幼

虫，还可捕食鞘翅目昆虫幼虫和成虫，以及苍蝇、蕈

蚊等双翅目昆虫。较广的取食范围使大红犀猎蝽在

复杂的野外生态环境中具有更强的存活能力，进而

可以持续有效地制约目标害虫。但是在开放条件

下，天敌对害虫的捕食效果与周围环境、寄主植物、

其它生物等因素均有关联，本试验在室内条件下完

成，干扰因素较少，因此还需要在完善室内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释放不同龄期、不同益害比的大红犀猎

蝽，探究其在田间条件下对草地贪夜蛾的实际控害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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