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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寄生”是指一种或几种生物以另一种动物为食料，而被食动物并不立即死亡的现
象。如赤眼蜂寄生于茶毛虫卵，绒茧蜂寄生于茶细蛾幼虫和蛹等，被寄生者称为“寄主”，侵击者称
为“寄生物”。一般寄生物比寄主体型小，数量比寄主多。一头寄生物一般在一头寄主上就能完成它
的生长发育过程。寄生性昆虫是以幼虫期营寄生生活，成虫期营自由生活，幼虫与成虫的食料来源常
不相同。 寄生性天敌常有几种寄生习性。根据在寄主体上的寄生部位，有外寄生和内寄生之分；根据
被寄生的寄主发育阶段，有卵寄生、幼虫寄生、蛹寄生等。只寄生寄主一个虫期称为单期寄生，如卵
寄生；寄生寄主两个虫期以上称为跨期寄生，如卵一幼虫寄生，幼虫一蛹寄生。 根据同一寄主体内寄
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分为：两种以上寄生物混合寄生于同一寄主的现象，称为共寄生；一个寄主体
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寄生物寄生的，称为多寄生；若一个寄主体内只有一个寄生物寄生时，称为单寄
生。 重寄生现象：一种寄生物寄生于某一寄主时，它本身又可能被另一种寄生物所寄生，这种现象称
为重寄生。如寄生茶毛虫幼虫的绒茧蜂，它又可能被金小蜂所寄生。重寄生现象可达4～5次之多，在
此情况下，第一寄生物称原寄生物，寄生于原寄生物的寄生物称重寄生物。寄生于害虫体上的天敌均
为原寄生，重寄生不利于害虫天敌的生存和繁衍。 （3）天敌与害虫的基本关系 自然界中的每种昆虫
都有很多天敌。天敌与害虫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控制关系。 天敌对害虫的影响表现于以
下4个方面：天敌在生物群落的能量转换（或物质循环）中，起着突出的作用；天敌是害虫种群数量
的调节者；天敌种群对害虫种群有跟随现象，即在害虫发生时，取食这种害虫的天敌跟随发生，当害
虫种群出现高峰时，天敌种群的数量也会增多；天敌是害虫进化的选择因素。天敌作用的大小取决于
其食性专化程度、搜索能力、生殖力和繁殖速度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 害虫对天敌的反应表现以下3
方面：忌避的保护方法如警戒色、化学防御、拟态等；增加与天敌距离的保护方法如假死或突发性昏
迷（叶甲类），恫吓现象（如茶叶斑蛾幼虫体背上的毛分泌的黏液）；选择性保护方法如多型现象（
蚜虫类）、物候隔离、细胞防御反应（寄主卵胚胎发育后期不适寄生蜂产卵）。 确定某种害虫天敌的
优势种，是保护利用天敌的重要条件。仅根据田间某种天敌的种群密度或寄生率（捕食率）高低来鉴
别优势种是不全面的。在害虫大发生之后出现天敌的高密度或高寄生率，并不能表明就是优势种，因
为这时害虫已经引起经济损失。如果某种天敌能将害虫控制在低密度状态，即使其密度（或寄生率）
虽不甚高，但却发挥了抑制害虫暴发的作用，这种天敌应是优势种，或者天敌高密度或高寄生率可出
现在害虫引起经济损失之前，能够适时地抑制虫害发生，这种天敌也应是优势种。因此，衡量天敌优
势种的标准应当是在一定气候条件和营养条件下，根据害虫与天敌间对立统一结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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