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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洲 菊 斑 潛 蠅  (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 為世界性觀賞植物與蔬菜之重要

害 蟲  (Lindquist, 1983; Minkenberg,

1988)，其寄生性天敵已記錄者共有 44 種

(Minkenberg and Lenteren, 1986; Johnson

and Hara, 1987; Del, l989; Lin and Wang,

l992; Hansson and LaSalle, 1996)，而臺

灣則記錄有 9 種  (Lin and Wang, l992;

Hansson and LaSalle, 1996)。其中又以

Chrysocharis parksi (Crawford)、Diglyphus

begini (Ashmead) 、 D. intermedius

(Girault)、D. pulchripes (Crawford)、D.

websteri (Crawford)、異角釉小蜂  (Hemi-

ptarsenus varicornis (Girault)) 及華釉小蜂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Westwood)) 等

釉小蜂較有利用價值 (Minks and Gruys,

l980; Chien and Ku, 1996, 1998)。Murphy

and LaSalle (1999) 綜論發現，斑潛蠅寄生

蜂為多食性，寄主範圍可達 5∼50 種以上，

甚至不限潛蠅科，而此現象又足以解釋亞洲

地區，本地種多食性寄生蜂對侵入性斑潛蠅

之利用。因而  Murphy and LaSalle (1999)

強調在斑潛蠅新侵入區，斑潛蠅生物防治時

應重視其本地種寄生蜂之利用。另寄生蜂對

寄主齡期多具偏好性，為評估本地種寄生蜂

對非洲菊斑潛蠅之抑制能力，與瞭解繁殖寄

五種非洲菊斑潛蠅寄生蜂（膜翅目: 釉小蜂科、小繭蜂科）對

寄主齡期之偏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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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異角釉小蜂 (Hemiptarsenus varicornis (Girault))、底比斯釉小蜂 (Chry-

socharis pentheus (Walker))、岡崎釉小蜂 (Chrysonotomyia okazakii (Kamijo))、

華釉小蜂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Westwood)) 及歐比繭蜂 Opius sp. 為臺灣

地區非洲菊斑潛蠅 (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 之本地種寄生蜂。彼等寄生蜂之

產卵方式，前 4 種幼蟲寄生蜂屬非共育寄生性，而幼蟲–蛹寄生之歐比繭蜂則屬共

育寄生性。5種寄生蜂中，僅 4種釉小蜂雌蜂有取食寄主行為。5 種寄生蜂雌蜂在寄

生或取食時，均對寄主齡期具選擇性，尤其偏好在寄主第三齡幼蟲上產卵，但此行

為僅影響非共育寄生蜂子代之雌性比。

關鍵詞：非洲菊斑潛蠅、寄生蜂、寄主齡期偏好性、共育寄生、非共育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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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蜂之最適寄主齡期，本文乃測試臺中地區

非洲菊園內較為普遍發生之異角釉小蜂

(38.86%)、底比斯釉小蜂  (Chrysocharis

pentheus (Walker)) (5.64%)、岡崎釉小蜂

(Chrysonotomyia okazakii (Kamijo))

(9.73%)、華釉小蜂  (44.77%) 及歐比繭蜂

Opius sp. (0.82%) 等  5 種本地種寄生蜂

(Chien and Ku, 1998)，對寄主非洲菊斑潛

蠅幼蟲齡期之偏好性，藉供非洲菊斑潛蠅生

物防治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非洲菊斑潛蠅與其寄生蜂之採集

　　在臺中大坑非洲菊栽培園內，採集被非

洲菊斑潛蠅幼蟲危害之葉片，攜回室內略為

陰乾後，分裝於有透氣孔之封口塑膠袋，待

非洲菊斑潛蠅成蠅與寄生蜂羽化，供做飼育

之蟲源。本試驗測試非洲菊斑潛蠅寄生蜂之

種類，有下述 4 種幼蟲寄生蜂–異角釉小

蜂、底比斯釉小蜂、岡崎釉小蜂及華釉小蜂，

與一種幼蟲–蛹寄生蜂-歐比繭蜂。

寄生蜂之繁殖

　　上述 5 種非洲菊斑潛蠅寄生蜂之繁殖，

均在室內  25℃ 定溫下進行。先以塑膠穴盤

(長 36.5 cm，寬 28 cm，高 4.5 cm；30 穴)

栽 植 菜 豆 苗  (Phaseolus vulgaris var.

communis Aeschers)。至株高 20 cm，真

葉寬 7∼9 cm 時，供 80 對寄主成蠅在繁

殖網箱 (長 76 cm，寬 50 cm，高 50 cm) 產

卵 1 天後移出。待寄主幼蟲發育至第三齡中

期時，將帶有共約 300 隻寄主幼蟲之 4 至 5

株菜豆苗自根際處剪下，並距離豆苗剪口  5

cm 處以海綿片束紮，直插入罐蓋上有圓孔

(直徑  1.5 cm) 之盛水塑膠小罐 (直徑  4

cm，高 5 cm) 底部。然後將此罐插之帶蟲

豆苗，放入內有 15∼20 對寄生蜂之接蜂用

壓克力筒 (直徑 20 cm，高 25 cm)。經 24 小

時後，將已接過蜂之帶蟲豆苗移出，集中插

入盛水之塑膠杯  (直徑  15.5 cm，高  9.5

cm)，並放入寄生蜂飼育用之壓克力箱內 (長

45 cm，寬 34 cm，高 28 cm )，每天換水。

飼育前 4 種幼蟲寄生性之釉小蜂時，接蜂 5

∼6 天後，自葉柄處剪下帶有寄生蜂蛹之菜

豆葉，放入塑膠盤陰乾。經 2 天後，將此等

乾燥葉片放入壓克力筒 (直徑 20 cm，高 25

cm)，待寄生蜂羽化。飼育幼蟲–蛹寄生性之

歐比繭蜂時，則在該蜂產卵寄生後之第二天，

收集寄主之蛹，裝入玻璃管 (直徑 3 cm，高

10 cm )，待寄生蜂羽化。

寄生蜂之產卵方式

　　先準備帶有 20 隻第三齡寄主幼蟲之  1

片罐插菜豆葉片，將它放進接蜂用玻璃筒內

(直徑 12 cm， 高 22 cm)。在 25℃ 定溫

下，再引入第五或第六日齡已有產卵經驗之

雌蜂 1 隻，任其產卵。產卵時段為上午 9 點

至下午 1 點之 4 小時。至次日參照 Askew

and Shaw (1986) 所述，依被寄生寄主幼蟲

之麻痺程度，判別 5 種供試寄生蜂之產卵方

式，是否屬於共育寄生性 (koinobiont) 或非

共育寄生性 (idiobiont)。若寄主幼蟲被寄生

後，仍繼續取食且化蛹者，該蜂之產卵方式

為共育寄生性。若寄主幼蟲被寄生後，口鉤

呈現不再取食活動，其體內消化管內之暗綠

色內容物排清，體膚鬆馳、身體拉長無反應

呈深度麻痺狀，且停止繼續發育時，該蜂之

產卵方式為非共育寄生性。每一處理組做 20

重複。

寄生蜂對寄主齡期之偏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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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分無選擇性試驗 (no-choice test) 與

選擇性試驗 (free-choice test) 兩種方式進

行。無選擇性試驗時，先準備各帶有 20 隻

第一齡、或第二齡、或第三齡寄主幼蟲之 1 片

罐插菜豆葉片，將它放進各接蜂用玻璃筒內

(直徑 12 cm， 高 22 cm)。而選擇性試驗時，

則先準備各帶有 20 隻第二齡與第三齡寄主

幼蟲之 2 片罐插菜豆葉片，將它放進上述之

接蜂用玻璃筒內。然後在 25℃ 定溫下，引

入第五或第六日齡已有產卵經驗之雌蜂 1

隻，任其產卵。各處理雌蜂產卵時段為上午 9

點至下午 1 點之 4 小時。4 種釉小蜂對寄

主齡期偏好之檢查，係於接蜂後次晨，先利

用透光法，計數雌蜂對各豆葉內不同齡期寄

主幼蟲之致死數 (寄生數與取食寄主  (host-

feeding) 數 )；5∼6 天後，再分別記錄雌蜂

對不同齡期寄主幼蟲之寄生數 (寄生蜂蛹數 )

與取食寄主數 (致死寄主數－寄生蜂蛹數)；

待寄生蜂羽化後再記錄雌蜂與雄蜂數及雌性

比 (雌蜂數 /雌蜂+雄蜂數)。而歐比繭蜂對寄

主齡期偏好之檢查，則係待已接過蜂之不同

齡期寄主幼蟲化蛹後，直接由羽化之寄生蜂

數，記錄雌蜂對不同齡期寄主幼蟲之寄生數、

雌蜂與雄蜂數、一世代發育日數、卵至成蟲

之存活率及雌性比 (雌蜂數/雌蜂+雄蜂數 )。

每一處理組做 20 重複。

結　　果

寄生蜂之產卵方式

　　由本試驗結果得知供試之5種寄生蜂中，

4 種幼蟲寄生蜂–異角釉小蜂、底比斯釉小

蜂、岡崎釉小蜂及華釉小蜂之產卵方式皆屬

非共育寄生性。寄主幼蟲一被異角釉小蜂、

底比斯釉小蜂及華釉小蜂產卵時，寄主幼蟲

即停滯不取食，待雌蜂產完卵離開後，寄主

雖恢復取食並向前蠕動，但其口鉤之取食速

度即趨緩，各經 4.0 ± 0.4、3.9 ± 0.4 及 5.7

± 0.9 分鐘後，口鉤即完全不動，停止取食，

體膚鬆馳、身體拉長無反應呈深度麻痺狀、

且不再發育，再經 2.1 ± 0.4、1.2 ± 0.1 及 0.9

± 0.1 小時後，寄主幼蟲消化管內之暗綠色內

容物亦大致排清或完全排清。而寄主幼蟲被

岡崎釉小蜂產卵後，寄主之反應有 2 型，其

中  41.1% 之寄主幼蟲如上述之反應  (n=

56)，口鉤之取食速度先趨緩，經 2.8 ± 0.3 分

鐘後，口鉤不動、停止取食，體膚鬆馳、身

體拉長呈深度麻痺狀，且不再發育，再經 1.5

± 0.3 小時後，消化管內之內容物大致排清或

完全排清；但另 58.9% 之寄主幼蟲被產卵

後，其口鉤之取食速度雖亦如上述趨緩，但

其取食活動卻呈現 2∼4 次，吃吃停停地斷

續現象，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次取

食之發生率，各為 100、100、66.7 及 18.2%。

總計寄主幼蟲被產卵後，至其口鉤完全不動

之時間，雖長達 1.7 ± 0.1 小時，但其中第

一、第二、第三及第四次之取食與間隔時間

各為 4.0 ± 0.8 與 24.3 ± 3.0、30.0 ± 6.3 與

10.0 ± 2.0 、 30.8 ± 4.4 與 10.0 ± 3.3、

及 13.6 ± 3.4 與 0 分鐘。且距被產卵 2.1 ±

0.1 小時後，消化管內之內容物才完全排清、

體膚鬆馳、身體拉長呈深度麻痺狀，且不再

發育。幼蟲–蛹寄生歐比繭蜂之產卵方式則

屬共育寄生性，寄主幼蟲被產卵寄生後，仍

可繼續取食、發育、直至化蛹。

寄生蜂之寄生與取食

　　由表一得知，測試之 5 種寄生蜂雌蜂

中，除歐比繭蜂無取食寄主現象外，其餘 4 種

釉小蜂均有取食寄主之行為。且此 4 種釉小

蜂對寄主之寄生與取食數受寄主齡期之影

響。如以寄主同一齡期比較時，在第一齡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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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幼蟲上，彼等釉小蜂完全不寄生，卻可取

食少量寄主幼蟲 (異角釉小蜂例外，為 0 隻，

其餘 3 種釉小蜂為 0.1∼0.6 隻)；在第二齡

寄主幼蟲上，彼等釉小蜂雖可少量寄生，但

較偏好取食 (華釉小蜂例外，其寄生與取食數

間無顯著差異；而岡崎釉小蜂雖在無選擇性

試驗時，其寄生與取食數間無顯著差異，但

在有選擇性試驗時，仍較偏好取食)；在第三

齡寄主幼蟲上，彼等釉小蜂則顯著偏好寄生，

僅少量取食 (異角釉小蜂例外，其寄生與取食

數間無顯著差異)。

寄生蜂寄生與取食時對寄主齡期之偏好性

　　由表一得知，4 種釉小蜂雌蜂在寄主齡

表一　五種寄生蜂對非洲菊斑潛蠅幼蟲齡期之偏好性

Table 1.  Preference of five species of parasitoids on various instars of Liriomyza trifolii larvae

         No-choice test
1,3)

Free-choice test
2,3)

Instars of
leafminer

No. hosts parasitized No. hosts killed by
feeding

No. hosts parasitized No. hosts killed by
feeding

Hemiptarsenus varicornis
1st 0 ± 0Ab 0 ± 0Ac － －
2nd 0.2 ± 0.1Bb 3.7 ± 0.5Ab  0 ± 0Bb 1.1 ± 0.3Ab
3rd 9.1 ± 0.6Aa 6.6 ± 0.6Aa  7.9 ± 0.6Aa 6.6 ± 0.9Aa

Chrysocharis pentheus

1st 0 ± 0Bb 0.6 ± 0.2Ab － －
2nd 0 ± 0Bb  1.1 ± 0.4Aab 0 ± 0Bb 0.3 ± 0.1Ab
3rd 13.2 ± 0.7Aa 2.1 ± 0.5Ba 10.8 ± 0.6Aa 2.6 ± 0.4Ba

Chrysonotomyia okazakii

1st 0 ± 0Ab 0.1 ± 0.1Ab － －
2nd 0.1 ± 0.1Ab 1.0 ± 0.5Ab  0.9 ± 0.3Bb 3.1 ± 0.5Aa
3rd 11.5 ± 0.7Aa 2.1 ± 0.3Ba 12.5 ± 0.8Aa 3.0 ± 0.3Ba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1st 0 ± 0Bc 0.5 ± 0.2Ac － －
2nd 2.0 ± 0.5Ab 2.9 ± 0.5Ab 0.9 ± 0.3Ab 1.5 ± 0.2Ab
3rd 10.7 ± 0.8Aa 4.2 ± 0.4Ba 10.1 ± 0.7Aa 3.9 ± 0.4Ba

Opius sp.

1st 4.3 ± 1.0Aa 0 ± 0Ba － －
2nd 4.7 ± 0.8Aa 0 ± 0Ba 1.6 ± 0.4Ab 0 ± 0Ba
3rd 5.5 ± 0.7Aa 0 ± 0Ba 3.5 ± 0.5Aa 0 ± 0Ba

1) I n  e a c h  t r e a tmen t  2 0  l a r v a e  o f  L .  tr ifol i i  w e r e  p r o v i d e d  i n  a  a c r y l i c  c y l i n d e r  ( 2 0 × 2 5  cm )  un d e r  2 5 ℃ ,  1 4 L : 1 0D ,  a n d
6 5 - 8 5 %  RH .  2 0  r e p l i c a t e s .

2) I n  e a ch  t r e a tmen t  t e n  2nd - i n s t a r  and  t e n  3 r d - i n s t a r  l a r v a e  o f  L. t r i f o l i i  w e r e  p r o v i d e d  i n  a  a c r y l i c  c y l i n d e r  ( 2 0 × 2 5
cm )  und e r  2 5℃ ,  1 4 L : 1 0D ,  a n d  6 5 - 8 5 %  RH .  20  r e p l i c a t e s .

3) Mean s  ( x ± SEM)  w i t h i n  e a ch  r ow  f o l l owed  b y  t h e  s ame  upp e r c a s 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 n i f i c an t l y  d i f f e r e n t  a t  5 %  l e v e l
by t  t e s t .  Me an s  ( x ± SEM )  w i t h i n  e a c h  c o l umn  f o l l ow e d  b y  t h e  s ame  l ow e r c a s 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d i f f e r en t  a t  5%  l e v e l  b y  LSD o r  t  te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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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無選擇性試驗時，除底比斯釉小蜂僅對寄

主第三齡幼蟲具顯著寄生偏好性、對寄主第

二與第三齡幼蟲間無顯著取食偏好性外，其

餘 3 種釉小蜂均顯著偏好在寄主第三齡幼蟲

上寄生與取食；而在寄主齡期有選擇性試驗

時，則除岡崎釉小蜂僅對寄主第三齡幼蟲具

顯著寄生偏好性、對寄主第二與第三齡幼蟲

間無顯著取食偏好性外，其餘 3 種釉小蜂均

顯著偏好在第三齡寄主幼蟲上寄生與取食。

另歐比繭蜂在寄主齡期無選擇性試驗時，雖

對寄主第一、第二、第三齡幼蟲間無顯著寄

生偏好性，但在寄主齡期有選擇性試驗時，

該蜂卻顯著偏好寄生寄主第三齡幼蟲  (表

一)。

寄生蜂之雌性比

　　由表二得知，異角釉小蜂、岡崎釉小蜂

及華釉小蜂子代之雌性比受被寄生寄主齡期

之影響。當雌蜂在寄主第二與第三齡幼蟲上

寄生時，各釉小蜂子代之雌性比各為  0 與

0.64、0 與 0.51 及 0.06 與 0.66，兩齡期

間呈顯著差異。而歐比繭蜂之子代雌性比則

不受被寄生寄主齡期之影響，當雌蜂在寄主

第二與第三齡幼蟲上寄生時，其子代之發育

所需時間、卵至成蟲之存活率、雌性比各為

13.5 ± 0.2 與 13.4 ± 0.1 天、36.0 ± 7.9 與

26.5 ± 3.9%、0.73 與 0.78，兩齡期間均無

顯著差異。

討　　論

　　寄生蜂產卵時，為達順利制服與利用寄

主，常將寄主麻痺。Askew and Shaw (1986)

即依寄生蜂麻痺寄主之程度，將寄生蜂產卵

策略分為共育寄生性與非共育寄生性兩種。

前者，雌蜂產卵時先藉產卵管注入蜂毒，暫

時麻痺寄主以利產卵與卵之固著  (外寄生

者)，或完全不經麻痺寄主、直接產卵 (多屬

內寄生者)，寄主在被寄生後仍可繼續發育一

段時日；後者，雌蜂產卵時先藉產卵管注入

蜂毒，致死寄主 (外寄生者) 或使寄主終生麻

痺、停止發育不再活動 (內寄生者 )，繼之產

卵。參照此論點，本試驗結果證實異角釉小

蜂、底比斯釉小蜂、岡崎釉小蜂及華釉小蜂

等之產卵方式為非共育寄生性，而歐比繭蜂

之產卵方式為共育寄生性。

　　寄生蜂與寄主在演化過程中為適應與生

存，彼此已發展出各式策略以因應 (Gauld

and Bolton, 1988)。如行非共育寄生策略之

寄生蜂，因其寄主一被產卵即快速死亡或終

身麻痺、不再取食，基於寄主營養之限制，

寄生蜂為達子代適應值之提升，在其產卵與

取食時多對寄主齡期具選擇性；而行共育寄

生策略之寄生蜂，因其寄主被產卵後仍可取

表二　寄主齡期對非洲菊斑潛蠅寄生蜂子代雌性比之影響
1,2)

Table 2.   Influence of Liriomyza trifolii instar on the female sex ratio of its parasitoid progenies
1,2)

I n s t a r s  o f
l e a fm ine r

Hem i p t a r s e n u s
va r i c o rn i s

Ch r y s o c h a r i s
p e n t h e u s

Ch r y s o n o t om y i a
o k a z a k i i

N e o c h r y s o c h a r i s
f o r m o s a O p i u s  sp .

2 n d 0 b - 0 b 0 . 0 6 ± 0 . 0 4 b 0 . 7 3 ± 0 . 0 4 a
3 r d 0 . 6 4 ± 0 . 0 5 a 0 . 4 4 ± 0 . 1 0 . 5 1 ± 0 . 0 5 a 0 . 6 6 ± 0 . 0 4 a 0 . 7 8 ± 0 . 0 5 a

1) E a ch  f ema l e  wa s p  wa s  p r o v i d e d  w i t h  t e n  2nd - i n s t a r  a n d  t e n  3 r d - i n s t a r  l a r v a e  o f  L .  t r i f o l i i  i n  a  a c r y l i c  c y l i nd e r
( 2 0 × 2 5  cm )  u n d e r  2 5℃ ,  1 4 L : 1 0D ,  a n d  6 5 - 8 5 %  RH .  20  r e p l i c a t e s .

2) Mean s  ( x ± SEM)  w i t h i n  e a c h  c o l umn  f o l l owed  b y  t h e  s ame  l e t t e r  a r e  n o t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d i f f e r e n t  a t  5 %  l e v e l  b y
t  te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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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發育一段時日，故在其產卵與取食時對

寄主齡期選擇性多不明顯。本試驗結果，發

現不論屬非共育寄生性之 4 種幼蟲寄生蜂，

或屬共育寄生性之幼蟲–蛹寄生蜂，彼等雌

蜂在寄生或取食時均對寄主齡期具選擇性，

尤偏好在寄主第三齡幼蟲上產卵；但此行為

對子代雌性比之影響，僅限非共育寄生性寄

生蜂。因而證實非共育寄生性寄生蜂對寄主

齡期之偏好性，與寄生蜂子代適應值之提升

關係密切。

　　寄生蜂對寄主齡期偏好性試驗之方式有

2，一為無選擇性試驗，一為有選擇性試驗。

Sait et al. (1997) 認為前者僅能測試寄生蜂

雌蜂寄生或取食寄主之寄主齡期範圍，而後

者則能測試寄生蜂雌蜂寄生或取食寄主之最

適寄主齡期。本試驗證實 5 種寄生蜂雌蜂寄

生或取食寄主之寄主幼蟲齡期範圍較廣，涵

蓋第二齡幼蟲、與少數第一齡幼蟲，但彼等

寄生蜂雌蜂寄生或取食寄主之最適寄主幼蟲

齡期仍限非洲菊斑潛蠅第三齡幼蟲。

　　異角釉小蜂、底比斯釉小蜂、岡崎釉小

蜂及華釉小蜂等之寄生方式，前者屬單員外

寄生，後  3 種均為單員內寄生 (Lin and

Wang, 1992, Boucek and Askew, 1968)；

雌蜂致死寄主方式，4 種釉小蜂均有 2 種，

一為產卵寄生，一為取食寄主；取食寄主策

略，4 種釉小蜂均為 Jervis and Kidd (1986)

所謂之產卵取食不併行但殘害寄主型  (non-

concurrent destructive)，即雌蜂之取食寄

主與產卵行為不會在同一寄主上發生，但寄

主一被取食即死亡 (錢景秦與古琇芷，未發表

資料)；種內競爭策略上，異角釉小蜂與華釉

小蜂均有辨識寄主已被寄生之能力，在 25℃

下，當兩蜂雌蜂數與寄主數為 10∼15 隻：300

隻、接蜂空間 12×22 cm、接蜂 24 小時後，

每一寄主上之最高蜂卵數僅為 2 粒，且每一

寄主上蜂卵數為 1 粒者，各高達 94.9 與

91.2∼96.3% (錢景秦與古琇芷，未發表資

料)；異角釉小蜂與華釉小蜂在  25℃ 下，卵

發育至蛹期之存活率各高達  89.4 與 94.6%

(錢景秦與古琇芷，未發表資料)；及寄主在 4

種釉小蜂接蜂後之次晨，僅能依寄主之外形

與其口鉤之活動情形，分辨寄主是否被致死

(死或深度麻痺 )，而未能即時明顯分辨寄主是

因產卵寄生致死 (深度麻痺)，或因被雌蜂取

食致死。因而本試驗在  25℃ 下，當雌蜂數

與寄主數為 1 隻：20 隻、接蜂空間 12×22

cm、接蜂 4 小時，進行測試上述 4 種釉小

蜂對寄主齡期偏好性時，係在接蜂後之次晨，

利用透光法計數致死之寄主數，5∼6 天後，

再由蜂蛹數先確認被寄生之寄主數，然後利

用已記錄之致死寄主數減去蜂蛹數 (被寄生寄

主數)，而得知被雌蜂取食之寄主數，如此不

但可確保試驗值之正確性，且操作方便，否

則必需將豆葉表皮下之寄主幼蟲一一挑出，

以檢視行外寄生者對寄主齡期之偏好性，甚

至針對行內寄生之寄生蜂，尚需解剖寄主幼

蟲，方可得知其對寄主齡期之偏好性，同時

此種剖視法僅能測試寄生蜂之產卵偏好，而

不能測得寄生蜂之寄生偏好，如卵之孵化與

幼蟲之發育。至於歐比繭蜂對寄主齡期偏好

性試驗，因該蜂為單員內寄生 (錢景秦與古琇

芷，未發表資料)，無取食寄主行為，於是筆

者直接將羽化之成蜂數，記錄為被寄生之寄

主數。

　　全球斑潛蠅之種類約有  300 種以上

(Parrella, 1987)，其中以非洲菊斑潛蠅、蔬

菜斑潛蠅 (L. sativae (Blanchard))、南美斑

潛蠅 (L. huidobrensis (Blancbhard)) 及番

茄斑潛蠅 (L. bryoniae (Kaltenbach)) 為重

要害蟲 (Spencer, 1973; Parrella, 1987)。

前 3 者之原分布屬新世界區 (Murp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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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alle, 1999)，後者屬舊北區  (Parrella,

1987)。傳統生物防治中，對侵入性害蟲多藉

由引進天敵防治。但近來在臺灣與亞洲地區

(馬來西亞、印度、越南、中國大陸及日本等

地) 之非洲菊斑潛蠅、蔬菜斑潛蠅及南美斑潛

蠅上，不但記錄 37 種本地種寄生蜂 (Chien

and Ku, 1998; Murphy and LaSalle,

1999)，Murphy and LaSalle (1999) 且強

調在斑潛蠅新侵入地區，斑潛蠅生物防治時

應重視本地種寄生蜂之利用。在臺灣，非洲

菊園內非洲菊斑潛蠅本地種寄生蜂多達 9

種、且與該蠅同步發生，臺中大坑地區該蠅

在施藥與本地種寄生蜂之自然抑制下，可達

有效防治，其第三齡幼蟲之發生密度由 1991

∼1993 年之 0∼18.4 隻／葉，降至 1994 年

之 0∼7.7 隻／葉，發生頻率亦由經常發生

降為偶發性 (Chien and Ku, 1998)。室內亦

證實其中 2 種本地種優勢寄生蜂–異角釉小

蜂與華釉小蜂，當寄主第三齡幼蟲密度為 300

隻時，15∼20 隻雌蜂一日內對寄主之利用率

各達 91∼96 與  84∼99% (錢景秦與古琇

芷，未發表資料)。由於非洲菊斑潛蠅幼蟲對

作物之危害以第三齡幼蟲最大，第一與第二

齡幼蟲對作物之危害則甚小，如該蠅第三齡

幼蟲在菊花上之食痕率、或在菜豆上之食痕

長度，各為其第一與第二齡幼蟲之 9.4 與 4.5

倍 (Parrella and Bethke, 1988)、或 9.0 與

4.7 倍 (Chien and Ku, 1996)。但各齡幼蟲

之發育時間短，在 25℃ 下，各齡發育日數

僅需 0.84、0.86 及 2.8 天 (Chien and Ku,

1996)。因而防治非洲菊斑潛蠅時，若在該蠅

第三齡幼蟲初期時將其致死，即可獲得相當

好地防治效果。本試驗結果得知，4 種本地

種釉小蜂雌蜂對寄主之致死方式有 2，除寄

生致死寄主外，尚有取食致死寄主之能力，

因此可增強寄生蜂對寄主之抑制力。如在 25

℃、每日供應  40 隻第三齡寄主幼蟲時，異

角釉小蜂與華釉小蜂終生致死非洲菊斑潛蠅

幼蟲數各達 497 與 385 隻，其中寄生與取

食致死寄主之比率，各為 0.73:1 與 1.2：1 (錢

景秦與古琇芷，未發表資料 )。又 4 種本地

種釉小蜂之產卵策略屬非共育寄生性，寄主

一被異角釉小蜂、底比斯釉小蜂、華釉小蜂

及 41.1% 之岡崎釉小蜂寄生後，約經 2.8∼

5.7 分鐘，即失去取食能力，並達深度麻痺，

同時彼等釉小蜂在寄生與取食寄主時，顯著

偏好寄主第三齡幼蟲，如此本地種寄生蜂可

在寄主害蟲危害作物之關鍵齡期，及時抑制

非洲菊斑潛蠅對非洲菊之危害，而達有效之

生物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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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r Preference of Five Species of Parasitoids of Liriomyza trifolii
(Hymenoptera: Eulophidae, Braconidae)

Ching-Chin Chien * and Shiu -Chih Ku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p p l i e d  Z o o l o g y ,  T a i w a n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R e s e a r c h  I n s t i t u t e ,  W u f e n g ,

T a i c h u n g,  T a i w a n ,  R . O . C .

ABSTRACT

　　Hemiptarsenus varicornis (Girault), Chrysocharis pentheus (Walker),
Chrysonotomyia okazakii (Kamijo),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Westwood), and
Opius sp. are native parasitoids of Liriomyza trifolii (Burgess) in Taiwan.  The
mode of oviposition of the first four larval parasitoids is that of idiobiont species,
while the larval-pupal parasitoid, Opius sp., is a koinobiont species. These
parasitoids exhibit host-feeding except Opius sp. With parasitization or host-
feeding, all five of these parasitoids have host instar preference, especially
preferring to oviposit on third instars. But host selection behavior affects the
ratio of idiobiont female progeny only.

Key words: Liriomyza trifolii, parasitoid, host instar preference, idiobiont,
koinobi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