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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兰实蝇 (Pr0cPcfd0ĉⅡrPs~litis)是恶性东草紫董泽兰 ( “ 0far地m 0dP”0∞0 m) 

的一种重要天敌，于1984年 8月从西藏引至昆明。对杂草天敌国外多采用引种释放试验证明后 

直接释放，一般不进行室 内大量人工繁菹[2，3，4· 。由于泽兰实蝇只产卵干紫茎泽 兰 茎顶端 
一 对来展开的 叶之间，在植物开花期，适于产卵的枝条甚少，常导致田间译兰实蝇种群数 

量下降，同时也为大量繁殖泽兰实蝇带来困难。泽兰实蝇寄主专一性试验表吼，泽兰实蝇只 

能在紫茎泽兰上寄生[1]。这样，在 2～ 5月份紫茎泽兰盛花期必需有足够数量的寄主植物才 

能保证繁虫工作的正常进行。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展了有关试验研究，初步结果整理于后。 
一

、 大量繁麓泽兰实蝇的方法 

1．寄主檀物t头年从野外采摘成熟帕紫茎泽兰种予，分别播f盆内， 2个 月 后 分 盆移 

栽，遮阴，使光照强度约在1200--1800 LHx，即可保证紫茎泽兰盛花期，有一一定 数 繁 的未 

开花紫茎泽兰供繁虫用 

2．繁麓方法 t泽兰实蝇交尾产卵活动适宜温度为10～28℃。低于10℃或高于舶 ℃则受到 

抑制。据此试符 3种繁殖方法t 

(1)网室盆苗法t将盆栽紫茎泽兰实生前置于养虫网室 (丌]玻璃纤维窗纱 (36日)在室 

外平地上周成 3×2×2米)内，然后接入译兰实蝇成虫， 2～ 3个月后新一代成虫羽化， 

可补充或置换一部分盆苗J或者移至 另一网室，任其 自繁。此法易千管理，似 外捕捉成虫 

费工，且在海拔1700米以上地区冬季需防寒、浇水，费工本。 

(2)网室地苗法t在养虫网室地上，栽上紫茎泽兰实生苗，释放泽兰实蝇 成 虫，任 臼 

繁。比较省工，适于海拔13O0—170O公尺地区。 

(8)室内接虫法t在室内近窗外安放接虫笼，接虫笼用玻璃纤维窗纱 (36 F1)做成，大 

小为40×40×60厘米。每笼放一盆紫茎泽兰实生苗，接入l0对左右的泽兰实蝇。 2～ 8天更 

换寄主同时补充虫源。该法避开了降雨、高温和低温对成虫皤动的影响，适于整个紫茎泽兰 

发生区，缺点是所需花箭数量多，搬运浇水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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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连续繁殖对泽兰实蝇生活力的影响 

1087／,1~3 J1从肖良县歼外定疆 点 叭 浮兰贸蚍 与室 繁鼬肝代比较，宝 第u4t评兰 

炎蝇、F均缸头雌虫产卵28．7札，繁矾甜成虫3．3头，I1．5 的卵能发育至成虫。而 野 外采集 

的每头雌虫产卵78．0粒，繁殖得成虫25．1头，32．2 的卵能发育至成虫，且野外虫与室内虫 

对抑制紫茎泽兰生妊高度的效果有明显差异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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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F：5．82>F·⋯ { 6 =1．1I，o．84>D⋯  =0．55 袁中均以 。 示之． 

从表中可看出，室内繁至第l1代的泽兰襄蝇种群生活力明显下降，因此，室内繁虫至第 

0代以前，即应考虑种群的复牡问题 

上述繁殖泽兰实蝇方法经昆明、双柏、思茅、文山等地近 8年应用{正明可行。在鼠患严 

重地区，为防止老鼠咬网盗食虫寝，可在养虫}室外下部，圈～歌墼网。国时经常溥除网室内 

蜘蛛， 以免成虫被捕食。 ， 

兰、讨论 ． 

L室内大量繁虫涉及到泽兰实蝇生活力及种内密度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2．接虫量与紫茎泽兰可提供的产卵枝条数问比例得当，可得到较高时寄生率。据各地几 

年来的经验，接虫量 (雌虫)与迁手产卵的紫茎泽兰枝条敬比侧，’ 1 t 1．2鞍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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