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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人工饲养体系包括环

境和食料这两大要素，在环境因素中，温度对二化螟

生长发育尤为关键（罗举等，2005）。食料分为人工

饲料和天然食料，天然食料以水稻为主。茭白肉质

茎营养丰富，比水稻更利于二化螟个体生长发育和

繁殖（俞晓平等，2002）。但茭白被二化螟蛀食后容

易腐烂变质，需要频繁更换，频繁更换食料不仅会增

加幼虫死亡，而且还会增加人工成本。本研究以茭

白为食料，拟通过改进食料更换方法和优化幼虫饲

养温度来提高二化螟的饲养效率，实现室内大规模

高效饲养，以期为相关试验研究提供状态一致的虫源。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虫源和植物：于2017年自南昌市南昌县莲

塘镇涂家村的水稻田中采集二化螟 5~7龄幼虫，室

内饲养并保存。新鲜的茭白肉质茎自菜市场购买，

切成块状，备用。盆栽水稻植株，品种为本实验室收

集并保存的籼稻恢复系明恢63，待其分蘖期进行试验。

试剂和仪器：培养盒，自制，直径15 cm、高8 cm

透明塑料盒，盒盖正中央开1个4 cm×4 cm的孔，用

160目铜网封口；产卵箱，自制，用120目尼龙纱网制

作长 50 cm、宽 25 cm、高 50 cm 的长方体。MGC-

450BP光照培养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方法

以茭白为食料大规模饲养二化螟的效果试验：

将室内保存的二化螟5~7龄幼虫繁殖所得卵块放入

2 mL离心管内并保湿，将其放入装有 250 g茭白的

培养盒中，培养盒置于温度28℃、光照周期16 L∶8 D、

相对湿度70%~80%的培养箱中饲养，培养盒中起始

1龄幼虫数量约为600头，幼虫孵化后爬行到茭白上

取食；约4 d后茭白被幼虫蛀食，当茭白腐烂变质时，

加入100 g新鲜茭白，吸引幼虫自动转移取食；1 d后，

将新鲜茭白连同幼虫一起转移到新培养盒中，每次

转移时根据幼虫龄期进行分装，使单个培养盒容纳

的 2、3、4、5~7 龄幼虫数量分别为 300、200、150 和

100 头，再补充 150 g 新鲜茭白，实现食料的更换。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幼虫发育到6~7龄，共更换了4次

茭白，转移了4次。当6~7龄幼虫大部分停止进食且

体型短粗时，在新培养盒中放入 100 g 茭白，再铺

10~15层吸水纸，将幼虫转移到吸水纸上于培养箱

中化蛹，培养条件同上条件。采集的蛹于20℃中暂

存，直至同一批次的绝大部分幼虫都化蛹。将蛹和

水稻植株一起置于产卵箱中，于温度 28℃、光照周

期 16 L∶8 D、相对湿度 90%的培养箱中羽化和产

卵，用 10%蔗糖溶液为其成虫补充营养，将附着卵

块的水稻组织剪下。2018年5—10月连续饲养了4代

二化螟，每代饲养约2 000头幼虫。

以茭白为食料饲养二化螟幼虫的温度优化试

验：本研究通过优化幼虫的最佳饲养温度来提高二

化螟的饲养效率。试验设置26、27、28、29、30℃共5个

温度条件，每个培养盒放100头二化螟初孵幼虫，作

为 1个重复，每个温度 4个重复，每盒 1龄幼虫喂食

30 g茭白，并随龄期增长逐渐增加，每盒2、3、4、5~7龄

幼虫分别喂食60、100、150和200 g茭白。按照效果

试验中方法将幼虫饲养至化蛹，记录幼虫发育历期、

存活率、化蛹数量和蛹重。成虫羽化和产卵后完成

生活史，记录世代历期、成虫数量、产卵量，计算卵孵

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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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分析

利用SPSS 16.0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t测验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以茭白为食料大规模饲养二化螟的效果

二化螟幼虫在茭白上取食活跃，活动能力强，死

亡幼虫很少。更换茭白后，二化螟幼虫便迅速转移

到新鲜茭白上取食，腐烂茭白上残存和逃逸的幼虫

极少。经过 4次更换茭白和转移后，即完成幼虫历

期。二化螟 6~7 龄幼虫在吸水纸上层或夹层中化

蛹，同批次的大多数二化螟幼虫能够在4 d内完成化

蛹，仅有少量二化螟幼虫没有化蛹。同批次二化螟

虫蛹可在3 d内完成羽化，少量蛹没有羽化，成虫配

对后在水稻叶片和叶鞘上产生大量卵块。2018年5—

10月连续饲养的 4 代二化螟均可以顺利完成生活

史，取部分卵块便能维持稳定的群体规模。

2.2 以茭白为食料饲养二化螟幼虫的温度优化

温度对二化螟幼虫历期和世代历期影响较明

显，其随温度升高而逐渐缩短。当温度为 26℃时，

世代历期最长，达 41.5 d；当温度为 29℃和 30℃时，

世代历期最短，分别为 32.4 d和 32.5 d，显著低于其

它 3个温度（P<0.05）。5个温度下二化螟幼虫存活

率、化蛹数量和产卵量之间无显著差异。当温度为

30℃时，二化螟蛹重和成虫数量均显著低于其它4个

温度下的蛹重和成虫数量（P<0.05）。在 5 个温度

中，26℃时二化螟成虫数量和卵孵化率较低，同时世

代历期较长；27℃或28℃时虽然成虫数量和卵孵化

率较高，但世代历期略长；30℃时虽然世代历期短，

但是蛹重和成虫数量均最小，只有29℃时二化螟世

代历期也不仅短，成虫数量和卵孵化率等其它指标

均较好，故 29℃更适合进行二化螟的高效饲养

（表 1）。

表1 温度对茭白饲养的二化螟繁殖能力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reproductive capacity of striped stem borer fed with few-flower wildrice

温度/℃
Temperature

26

27

28

29

30

幼虫历期/d
Larva period

27.3±0.4 a

21.8±0.3 b

19.8±0.4 c

18.2±0.4 d

18.1±0.3 d

存活率/%
Survival rate

88.8±3.0 a

90.0±2.2 a

91.0±1.4 a

90.8±2.8 a

89.5±2.6 a

化蛹数量
No. of

pupation
72.8±3.6 a

74.0±3.2 a

73.3±3.8 a

73.5±4.2 a

71.5±3.7 a

蛹重/mg
Weight of

pupae
57.7±1.5 a

58.6±1.9 a

57.9±1.9 a

56.9±1.8 a

54.1±1.3 b

世代历期/d
Generation

period
41.5±0.4 a

36.0±0.2 b

34.0±0.3 c

32.4±0.3 d

32.5±0.2 d

成虫数量
No. of adults

62.5±2.4 ab

65.3±2.2 a

66.0±2.7 a

64.8±2.1 a

59.8±2.5 b

产卵量
No. of eggs

135.8±9.5 a

140.4±7.8 a

133.8±10.3 a

137.5±11.8 a

132.8±9.6 a

卵孵化率/%
Egg hatching

rate
92.6±1.0 b

93.9±0.6 ab

94.3±1.0 a

94.0±0.8 ab

94.1±0.7 a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经 t测验法检验在P<0.05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D. Different let‐

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by t test.

3 讨论

本研究设计了一种以茭白为食料的二化螟高效

饲养方法，通过改进操作方式解决茭白的易腐问题，

能以少量人工维持2 000头幼虫的群体规模，该方法

优化确定的幼虫最佳饲养温度为 29℃。孟凤霞等

（2003）报道以茭白为食料饲养二化螟幼虫的温度为

28℃，略低于本研究方法的温度，致使初孵幼虫到化

蛹的速度相对较慢，但是减少了茭白更换次数，操作

比本研究方法简单。戴长庚等（2016）发现饲养环境

中二化螟幼虫密度过大会加快发育速度，降低繁殖

能力，因此为了保证稳定的饲养效率，该方法还需对

最适种群密度进行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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