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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腹釉小蜂為柑橘木蝨（以下簡稱木蝨）

之有效天敵，首次記錄於巴基斯坦(18)，1924

年及1976至1989年分別在印度 (15) 及中國大

陸、沙烏地阿拉伯、尼泊爾、印尼、泰國等

地發現 (16)，而模里斯島 (16)、臺灣 (8,11) 及菲律

賓 (14) 則分別於1984及1988年自留尼旺島引

進。亮腹釉小蜂寄生於木蝨第三至五齡若蟲

體外（圖一），在 25 ℃時被寄生之木蝨經 5

天後形成乾屍，木蝨乾屍體扁平、暗褐色、

體周邊有白色絲狀物固著葉片或枝條，再經

6天後該蜂自木蝨乾屍之胸部背面羽化（圖

二）(9,12,17)。

膜翅目 Hymenoptera

釉小蜂科Eulophidae

1.成蜂：雌蟲體黑色，複眼紅色，腹部背板

第 1 ∼ 4 節 淡 黃 色 、 腹 部 略 呈 心

形，體長 1.12 公釐，寬 0.36 公釐。

雄蟲體黑色，複眼紅色，腹部背板

第 1 節後緣及第 2 ∼ 3 節前緣淡黃

色，腹部略呈直筒形，體長 1.03 公

釐，寬 0.33 公釐 (4) 。

亮腹釉小蜂
學名：Tamarixia radiata (Waterston)

圖一：亮腹釉小蜂各齡期幼蟲外寄生在木蝨腹面。

（錢景秦）

圖二：亮腹釉小蜂自木蝨乾屍胸背破孔

羽化而出。（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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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卵 ： 半透明、乳白色，腎形，一端側面

具溝紋，另一端側面為黏附寄主

處。長約0.18，寬約 0.07 (4)。

3.幼蟲：共有 4 個齡期。體透明無色，橢圓

形，具長尾狀部但一般縮入不見，

體內佈滿脂肪體。體長 1.02 公釐 ，

體寬 0.54 公釐 (4)。

4.前蛹：體乳白色，體長約1.26 公釐，寬約

0.54公釐。

5. 蛹 ：體黃色、複眼與單眼紅色。體長約

1.26釐，寬約 0.57 公釐 (4) （圖三）。

亮腹釉小蜂具產雄性孤雌生殖（arrheno-

tokous） (4,13)，同時視環境調節族群適當之性

比率，以減少雄性交尾競爭並增加族群之繁

殖潛能 (4,13)。寄生方式為共育性（koinobiont）

之外寄生，在產卵前先利用蜂毒（venom）

暫時麻痺寄主、延緩寄主發育及抑制寄主蛻

皮，便於產卵、卵之固著及後代發育，並確

保後代之順利寄生，同時蜂毒亦能造成木蝨

慢性致死 (4,13)。

亮腹釉小蜂搜尋寄主能力強 (8)。抑制寄

主方式有產卵寄生與取食寄主兩種 (4,13) ，25

℃下每隻可造成木蝨死亡數目達513隻，其

中產卵致死數與取食致死數各為429 與84隻
(4,8,13)。其取食寄主主要為供應卵形成所需之

營養，其次才為降低寄主族群密度 (4,13)。取

圖三：亮腹釉小蜂的雌雄蛹體

（左： 雌蟲；右：雄

蟲）。（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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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寄主型式屬於產卵取食不併存而寄主死亡

型 （non-concurrent destructive）（圖四）(4,13)。

其發育期短，存活率高，在25℃一世代發育

日數約 11.4 天其中卵期 1.9 天，幼蟲期 4.0

天、前蛹期0.6天，蛹期4.9天，存活率為88

﹪，雌蜂壽命為23.6天，雄蜂壽命為14.8天
(4,13)。具高內在增殖率（intrinsic rate of increase）

之特性，族群增長隨溫度之上升而增加
(5,13)，屬單元寄生，能辨識寄主齡期與已被寄

生之寄主，減少過寄生與取食已被寄生的寄

主，以維持高度之繁殖潛能 (4,13)。

亮腹釉小蜂產卵調節能力除受食物 (7)、

寄主密度 (8) 及溫度 (5) 等之影響外，為適應木

蝨之k型族群繁殖，雌蜂藉卵吸收（oosorp-

tion）之方式調節產卵期以配合寄主，形成

同律性 (6,13)。在實驗室亮腹釉小蜂與紅腹跳

小蜂 （Diaphorencyrtus diaphorinae （Lin and

Tao））之雌蜂在產卵時有種間競爭，亮腹釉

小蜂因幼蟲發育期短，易取得優勢 (1)。不過

在田間，此兩種寄生蜂因發生盛期不同種間

競爭較不明顯 (3,10)。

亮腹釉小蜂有多種之重複寄生蜂，在臺

灣該蜂之重複寄生蜂種類7種 (3,10)。重要之重

複寄生蜂為矮蜂Marietta leopardina Motschulsky

（圖五）與金小蜂Pachyneuron concolor Foerster
(3,10)。

(一)飼育

亮腹釉小蜂之繁殖技術為在25℃下、每

日以蜂蜜與酵母抽出物之混合物 (2:1) 供食

成蜂，且第五齡木蝨若蟲與寄生蜂之繁殖比

圖四：亮腹釉小蜂也可取食木蝨之

若蟲。（錢景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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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40:1 (5,7,8)。而該蜂貯存之最適條件為雌蜂

在25℃下、每日供食蜂蜜，貯存10-20天 (6)

（圖六）。

(二)應用

亮腹釉小蜂在月橘棲所較穩定環境下，

確對木蝨具抑制效果（圖七），且可避免該

成蟲之顯著遷飛 (3,10,11)，因而建議在月橘上，

應儘可能保持其棲所之穩定性，避免經常性

之大幅修剪或施藥，使已立足之亮腹釉小蜂

與本地種紅腹跳小蜂能發揮其寄生能力，以

有效抑制木蝨族群密度 (2,11)。為避免木蝨傳

播柑橘立枯病，減少柑橘之罹病率，建議在

柑橘園內木蝨之防治，可忽略寄生蜂之應

用，而側重於柑橘園之栽培管理與藥劑防治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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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亮腹釉小蜂釋放於月橘上

並定期調查其防治木蝨成

效。（錢景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