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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富含天敌的功能植物的发现与应用* 
杨泉峰 1, 3  欧阳芳 1  门兴元 2  戈  峰 1, 3**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济南  250100；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  要  蛇床 Cnidium monnieri（L.）Cuss.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的一种具有重要药用经济价值的植

物。我们于 2012 年 6 月最先在北方发现蛇床上富含瓢虫、食蚜蝇等天敌昆虫，具备功能植物的基本特征。

进一步研究发现，蛇床可使天敌昆虫提前迁入，在麦田害虫发生之前助增天敌瓢虫迁入麦田控害，且作为

小麦、玉米之间的廊道以及它们收获后天敌的保育场所，从而周年实现对害虫的生态调控。蛇床同时具有

种植管理轻简，适生性强，种子不扩散到农田内部成为杂草，且具观赏功能等可应用特点。因此，通过作

物周边种植蛇床，作为害虫生态调控的一种新途径，可为农民实现增收、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改善生态

环境，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  蛇床 功能植物 天敌昆虫 

Dis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a functional plant, rich in the natural 
enemies of insect pests, in northern China 

YANG Quan-Feng1, 3  OUYANG Fang1  MEN Xing-Yuan2  GE Feng1, 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Pest and Rodents,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Jinan 250100,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is a plant with important medicinal, economic value that is distributed in most parts 

of China. In June 2012，we first discovered that it was rich in natural enemies of pest insects, such as ladybugs and hoverflies, 

and has the basic feature of a functional plant.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not only advanced the 

occurrance of predatory insects and their movement into the wheat field to control insect pests, but that it can also act as 

corridor between different wheat and as a shelter for natural enemies after the harvest. In other words,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can promote the control insect pests year-round in crop fields. Moreover,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has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easily planted and managed, is highly adaptable, does not spread into the farmland to become a weed, and is ornamental. 

Therefore,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provides is a new way of controlling pests that can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reduce the 

use of chemical pesticides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ll of which have important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Key words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functional plant, natural enemies 

功能植物被认为是害虫生态调控的一个重

要手段（Landis et al.，2000）。作为一种功能植

物，通常具备能够提供天敌适合的花粉及花蜜、

越夏或越冬场所、害虫不取食危害、对害虫及天

敌有趋避或诱集作用等重要的特征（赵紫华等，

2013）。常见的功能植物包括蜜粉源植物、栖境

植物、诱集植物等。其中，筛选合适的功能植物

一直是害虫生态调控研究热点。在我国南方稻

区，已发现诱杀水稻螟虫的香根草（陈先茂等，

2007；郑许松等，2009；高广春等，2015）、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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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螟黄赤眼蜂 Trichogramma chilonis Ishii 和稻
虱缨小蜂 Anagrus nilapareatae Pang et Wang等
螟虫天敌寿命的功能植物芝麻（Zhu et al.， 
2013，2015，Gurr et al，2016）。在我国新疆棉
区，已表明在棉花带边缘种植苜蓿功能植物带，

通过刈割苜蓿，使苜蓿上蚜虫提前扩繁的大量瓢

虫等捕食性天敌转移到棉花上控制棉蚜（张润志

等，1999）。而在我国北方地区，小麦-玉米轮
作是目前最为普遍的种植模式，但富含大量天敌

昆虫的可用于麦田、玉米田开展害虫生物防治的

功能植物少有报道。 
自 2012 年 6 月欧阳芳博士在中国科学院山

东禹城综合实验站开展田间实验时，最先发现麦

田 周 围 富 含 龟 纹 瓢 虫 Propylaea japonica 
Thunberg、异色瓢虫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等
天敌昆虫的功能植物蛇床 Cnidium monnieri（L.）
Cuss.（图 1）以来，近几年进一步围绕功能植物
蛇床，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将从功能植物

蛇床的研究背景与发现过程、主要特征、作用特

点、作用方式及其应用前景展望进行介绍，旨在

于将蛇床发展成北方最为重要的害虫生态调控

的功能植物之一。 

1  功能植物蛇床的发现过程  

寻找能为天敌提供适合的花粉及花蜜、越夏

或越冬场所、且害虫不取食危害、对害虫及天敌

有趋避或诱集作用等作用的功能植物，一直是害

虫生态调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提出了棉田害虫生态调控方法（戈峰，

1998）。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区域性害虫生态调
控的理论与方法，认为害虫的管理必须从景观生

态学的角度，从空间上注重害虫及其天敌在不同

作物上的转移扩散动态，从时间上强调各代害虫

及其天敌在主要寄主作物不同发育阶段上发生

的全过程，从技术上着重发挥以生物因素为主的

综合措施 （戈峰，2001）；并开展了以华北重要
作物小麦、玉米和棉花等作物的害虫为研究对

象，对多种作物上的害虫开展生态调控的研究

（Men et al.，2003，2005）。之后，探究了不同

作物组合种植方式下害虫和天敌的种群数量动

态，分析了作物多样性、害虫多样性和天敌多样

性的关系（Zhao et al.，2013），提出了加强基于
景观多样性的有害生物生态调控作用机制研究 
（戈峰等，2017），且以山东省各县小麦害虫及
其天敌为对象，定量评估了农田景观组成类型、

构成比例和形状结构对麦蚜及其天敌种群影响

的作用大小，发现通过优化农田景观中作物与非

作物生境布局，种植功能植物，可直接调节和增

加天敌昆虫种类与数量，有效控制和减少小麦蚜

虫的种群数量，从而提高区域性农田景观中天敌

昆虫的生物控害服务功能 （欧阳芳等，2016）。 
为开展基于景观多样性的区域性害虫生态

调控，需要通过筛选或者寻找功能植物，种植功

能植物保育与调节天敌种群以抑制害虫种群数

量。为此，一方面在农田中种植近 100种开花植
物，以待发现生态效应较高的功能植物；另一方

面寻找和观察本地植物，在华北典型代表的山东

区域调查各类本地植物的生活史及其害虫和天

敌种类与数量的基础上，欧阳芳等于 2012 年 4
月份在山东省禹城市小麦种植区域，经过 2个多
月连续跟踪调查发现小麦田埂上的一种草本植

物蛇床，学名为 Cnidium monnieri（L.）Cuss.具
备功能植物的特征，且富含龟纹瓢虫、异色瓢虫

等天敌昆虫（图 1）。 

2  主要特征 

蛇床，学名为 Cnidium monnieri（L.）Cuss.，
又名野茴香、野胡萝卜子，属伞形科、蛇床属的

一年生草本植物，高 10-60 cm。蛇床根圆锥状，
较细长；茎直立或斜上，多分枝；下部叶具短柄，

上部叶柄全部鞘状；复伞形花序直径 2-3 cm；总
苞片 6-10，小总苞片多数，小伞形花序具花
15-20；花瓣白色，先端具内折小舌片；花柱基
略隆起；分生果长圆状，胚乳腹面平直。花期

4-7 月，果期 6-10 月。蛇床的果实称为 “蛇床
子”，入药有燥湿、杀虫止痒、壮阳之效（中国

植物志编委会，1985）。图 2 为蛇床田间出苗至
果熟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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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床用种子繁殖，生于田边、路旁、草地及

河边湿地，春夏冬均可播种；它分布于中国华北、

华东、西南、中南、西北、东北等地区，朝鲜、

北美及其它欧洲国家亦有分布。 
 

 
 

图 1  2012 年 6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实验站 
实验田路旁，蛇床（Cnidium monnieri（L.）Cuss.） 

上大量龟纹瓢虫、异色瓢虫 
Fig. 1  On June 5, 2012, a large number of ladybugs of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 and Propylaea japonica 
Thunberg on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which was at 
a roadside of the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Yuche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图 2  2017 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济阳实验基地， 
蛇床苗期（A）、花期（B）及果熟期-成熟 
开始期（C）、果熟期-全熟期（D）的照片 

Fig. 2  Photographs of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during seedling period (A) , flowering period (B) and 

fruit ripening stage - mature beginning period (C) fruit 
ripening stage- full ripening period (D) at Jiyang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2017 
 

3  作用特点 

蛇床作为一种富含天敌昆虫的功能植物，具

有很多独特的优点。 

3.1  保育天敌生态控害 

作为一种功能植物，能够保育天敌控制害虫

是最基本的功能属性。蛇床能助力瓢虫类天敌提

前迁入，所富含的天敌在害虫发生时迁入麦田控

制麦蚜，在小麦收获后作为天敌的栖息场所，具

有很好的天敌保育及维持作用。 

3.2  种植管理轻简 

种一次、使用多年，不需要特殊肥水管理。

种子秋季播种，冬季宿根越冬，来年苗子返青至

夏季种子成熟，部分种子脱落后，秋季再进入下

一生长季，部分种子出苗晚的，宿根越冬来年再

出苗，如此周而复始，实现一次播种便可常年自

繁，可大量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 

3.3  适生性强、应用区域广 

蛇床耐寒与抗旱，适应性广，且对土壤及前

作要求不严，因此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 

3.4  种子不扩散，不会成为杂草 

蛇床种子成熟后直接落在原地，不会扩散到

农田内部成为杂草干扰作物的生长。 

3.5  具有经济价值 

蛇床种植成本低且是一种中草药材，具有很

高的经济价值，农民可以采收，实现增收。同时，

散落的蛇床种子就够下一年的种源。 

3.6  美丽乡村功能 

蛇床花期长，可持续近 2个月，蛇床花白色，
复伞形花序，具有很高的美化欣赏价值，对乡村

田园具有美化功能并提供很好的观赏价值，有助

于建设美丽乡村。 

4  作用的方式 

蛇床作为一种功能植物，能涵养或保育大量

天敌，其作用的方式是多方面的。 

4.1  天敌提前迁入 

小麦拔节初期，麦蚜几乎不发生时，此时蛇

床上大量发生的一种害虫为胡萝卜微管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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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aphis heraclei (Takahashi)（图 3），使大量七
星瓢虫幼虫、异色瓢虫幼虫（图 4）提前迁入到
蛇床上。胡萝卜微管蚜又名芹菜蚜，隶属半翅目

Hemiptera，蚜科 Aphididae，半蚜属 Semiaphis 
van der Goot，是伞形科蔬菜、中草药以及忍冬
科金银花的重要害虫，主要危害寄主植物的茎、

嫩梢、叶和花蕾（王堇秀等，2016），但该蚜虫
对小麦不产生危害。 

 

 
 

图 3  危害蛇床的胡萝卜微管蚜 
Semiaphis heraclei (Takahashi) 

Fig. 3  The Semiaphis heraclei (Takahashi) that  
feeding on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图 4  蛇床上大量的异色瓢虫幼虫 
Fig. 4  The larve of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 on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4.2  害虫发生前天敌助增与迁入 

麦蚜发生前，蛇床上涵养大量七星瓢虫成虫

（图 5）、异色瓢虫成虫（图 6），麦蚜发生时，
大量瓢虫成虫迁入麦田控制麦蚜。 

4.3  廊道功能 

小麦黄熟麦蚜迁走后，麦田天敌缺乏栖息生

境及食物来源，此时蛇床仍处于花期，花粉可被

龟纹瓢虫（图 7）、食蚜蝇（图 8）等天敌取食从
而延长其寿命且蛇床可作为天敌的栖息生境，天

敌转移至蛇床上，待蛇床花枯萎后，天敌再转移

到玉米等其他作物上进行控害。 
 

 
 

图 5  蛇床上大量的七星瓢虫成虫 
Fig. 5  The adults of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Linnaeus on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图 6  蛇床上的异色瓢虫成虫 
Fig. 6  The adults of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 on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图 7  蛇床上大量的龟纹瓢虫成虫 
Fig. 7  The adults of Propylaea japonica  
Thunberg on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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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蛇床上的食蚜蝇成虫 
Fig. 8  The adults of hoverfly on  

Cnidium monnieri (L.) Cuss 
 

4.4  作物收获后天敌的保育 

玉米生长季，蛇床果实成熟后洒落原地继续

进入下一个生长季，玉米收获后，玉米上天敌缺

乏食物来源及栖息生境，蛇床此时正处于花期，

瓢虫、草蛉等天敌转移到蛇床上，对天敌有一个

很好的保育作用。 
显然，蛇床物候期与北方主要作物的物候

期及害虫的发生期相匹配，能够对天敌实现持

续性的涵养与保育，从而实现周年对害虫的生

态调控。 

5  应用前景展望 

从区域性的尺度开展农田景观设计涵养自

然天敌持续调控害虫是目前开展害虫综合防治

的重要方法与发展方向。选择合适的功能植物开

展区域性农田景观设计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环。

蛇床作为一种富含天敌的具有很多优点的功能

植物，区域性种植蛇床涵养天敌持续调控害虫具

有好的应用前景，由于蛇床适生性广，能在山东、

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西的黄淮海冬小麦

-夏玉米产区和东北春小麦、玉米产区等北方地
区进行区域性种植。 
应用蛇床开展农田景观设计，不仅能够涵养

天敌持续性调控害虫实现生态控害，还能产生巨

大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经济价值。作为一种有重要的药用经济价值

的功能植物，种植蛇床带的小麦-玉米田，化学
农药使用量少，生产出来的粮食是无公害健康的

生态农产品，市场价格高，且农民采收蛇床子可

以售卖，可为农民带来高额回报，具有巨大的经

济价值。 
生态价值。区域性地应用蛇床开展农田景观

设计涵养自然天敌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减少

农田、河流的化学农药污染，改善和平衡生态环

境，同时，蛇床适生性广，可以在一些土壤贫瘠

的地方，如盐碱地种植，达到改良土壤，绿化环

境的作用，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社会价值。区域性地应用蛇床开展农田景观

设计涵养自然天敌持续调控害虫为害虫的综合

防治和可持续控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该途径可

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减少粮食中的农药残

留，从而从源头保障粮食生产加工的原材料安

全。蛇床花期近 2个月，复伞形花序，具有很高
的美化欣赏价值，对乡村田园具有美化功能并提

供很好的观赏价值，有助于建设美丽乡村和乡村

振兴，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 
为了实现区域性种植功能植物蛇床开展农

田景观设计涵养自然天敌持续调控害虫，还需要

通过严格科学的实验方法在多年多地开展研究，

进一步明确其机制，发现其规律，从而为构建良

好的应用生产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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