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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水平和垂直地带的性诱观测 与室 内外调查 试验
,

发现 云 南桔 小寡鬃买蝇年发 生

4
一

5 代
。

第二代为主害代
,

上要为害芒果
、

桃
、

番石榴等
。

成虫诱集高峰期除柑桔点 高峰期为

9 一 10 月 )
、

甜橙点 (高峰期为 10
一

12 月 )外
,

其余各点均在 6
一

7 月间
。

各年高峰期早晚和诱集

量不同
。

同年各点成虫高峰期 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

主要表现为从南到北高峰期推 退
。

冬季除

昆明外
,

其它各点均可诱 到成虫
。

以高 温高湿的西双版纳数量最 多
。

同
一

地 区随着海拔增加
,

诱集量减少
。

各点成虫高峰期均与该点水果成熟期一致
。

关键词 桔小寡鬃实蝇
,

种群消长
,

性诱观测

桔小寡鬃实蝇 (Da 。。 d (,r sa l!s H
e n de l) 是为害桃

、

芒果
、

梨
、

苹果
、

番石榴
、

柑桔等多种

水果的主要害虫之一
。

重灾果园
,

水果的受害率可达80 %一 100 %
,

严重地影响了水果的品

质和产量
。

早在本世纪初便开始了对桔小寡鬃实蝇的研究
,

内容涉及其生理
、

生化
、

生态学

和防治等方面
。

有关桔小寡鬃实蝇种群消长国外及我国台湾的学者曾进行过研究 (Sl
飞u

kl
a

等
,

1 9 8 5 ; Y a o
等

,

1 9 7 8 ; C ha n g 等
,

1 9 8 5 ; r iu
,

2 9 8 5 )
,

但都局限于同一地区单个或几个寄主

果园
,

对其周年为害的寄主未加系统调查研究
。

19 91 一1 9 9 2 年作者在不同纬度或 同一纬

度不同海拔的果园
,

对桔小寡鬃实蝇进行了性诱试验及为害调查
,

以求探 明其在云南不同

地区的为害规律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1 诱集点的选定

L l 不同纬度的诱集点

据文献记载桔小寡鬃实蝇分布于云南的昆明
、

呈贡
、

建水
、

元江
、

峨 山
、

蒙自
、

姚安
、

瑞

丽
、

景洪
、

思茅
、

勋海等地
。

因此
,

本研究的诱集点由南向北分别选在西双版纳勋仑芒果园
,

元江甘庄农场芒果园
、

化念农场芒果园及云南省光明园艺场的桃
、

梨
、

苹果混合型果园
。

各

点环境背景特征见表 1
。

1
.

2 同一地区不同海拔诱集点
1 9 9 0 年 n 月至 1 9 9 2 年 10 月在桔小寡鬃实蝇为害最重

,

且海拔垂直变化较大的元江

县选择了不同海拔的果园设立周年诱集点
。

它们是元江县农业科学研究所芒果园
,

海拔

4 0 0 m ; 元江农场二队甜橙园
,

海拔 5 00 m ;甘庄农场芒果园
,

海拔 8 50 m ;安定沙浦桔子园
,

海

拔 1 4 8 o 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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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不同纬度桔小寡鬃实蝇诱集点环境背景特征

诱 集 点 气候类型
年均温 年降雨量 相对湿度

(℃ ) (m m ) (% )

西双版纳勋仑 (1 0 1
“

2 5
‘
E

、

2 1
0

4 1’N
、

6 o o m )

元江甘庄农场 (1 0 1
“

3 9 , E
、

2 3
0

1 9 ‘N
、

4 5 om )

化念农场 (1 0 2
0

32
, E

、

2 今
“

1 1 ,

N
、

10 9 6 m )

云南省光明园艺场 (昆明 ) ( 1 0 2
0

2 9
‘
E

、

2 4
0

5 6
,
N

、

18 5 o m )

北热带季风气候

北热带气候

亚热带气候

高原低纬亚热带季风气候

2 1

2 3

8 6

6 8

2 0

1 4

1 5 5 7
.

0

8 2 1
.

9

8 7 2
.

0
粉

8 9 6
.

0

7 6
债

7 3

注
: ‘

为 1 9 91 年气象资料
。

2 材料与方法

桔小寡鬃实蝇成虫诱集试验采用的性诱剂为江苏激素所生产的甲基子丁香酚 (简称

ME )
。

诱捕器用塑料奶粉罐照S te ine
r

式改装而成
。

将甲基子丁香酚
、

敌敌畏
、

酒精按 1 0 :

2 : l 的比例混合滴在诱捕器的棉芯上
,

湿透为止
。

每半月加滴 1 次
。

诱捕器挂在离地面 Zm

处的果树枝上
,

每个点挂 2 个 (化念农场挂 6 个 )
,

每旬记录 1 次
,

从 1 9 9 0 年 n 月至 1 9 9 2 年

10 月连续诱集 2 年 (西双版纳和化念农场从 1 9 9 1 年 5 月开始 )
。

各点每月进行 1 次田间调

查
,

全面剖查栽种和野 生果子
,

记录被害率
。

结合室内饲养观察
,

确定其年发生代数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不同纬度诱集情况

西双版纳
、

元江
、

化念 3 个点两年桔小寡鬃实蝇雄虫诱集结果见图 1
。

—
西双版纳

元江

化念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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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个性诱点桔小寡鬃实蝇成虫消长情况 ( 1 9 9 1一 1 9 9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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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点几年的诱集情况是
:

每年 5 月中旬以后才开始诱着成虫
,

到 7 月中下旬达到诱

集高峰
,

以后成虫数量逐渐减少
,

10 月下旬以后均不见成虫
。

从以上几个点的诱集结果看
,

各点成虫活动的高峰期均在 6一 7 月间
。

成虫高峰期出

现的时间随年度而变化
,

各点 19 9 2 年成虫高峰期出现的时间均比 1 9 9 1 年推后
。

年度间成

虫诱集量也不同
,

各点 (除西双版纳外 ) 1 9 9 2 年成虫诱集量均 比 1 9 9 1 年明显减少
。

从各个

点 1 9 91 年
、

1 9 9 2 年温度及诱集高峰期虫量看 (表 2 )
,

年度间诱集虫量及高峰期时间与温度

的变化有关
。

成虫高峰期前 1一 6 月温度高
,

则成虫数量多
,

高峰期出现的时l飞日早
。

反之
,

则

成虫数量少
,

高峰期推迟
。

表 2 温度与桔小寡鬃实蝇成虫诱集量 比较

19 9 1 年 1 9 9 2 年

诱集
‘

点 1一 6 月各点旬平均温 累积值 6一 7 月诱虫量

( ( ) (头 )

l一 6 月各点旬平均温累积值 6一 7 月诱虫量

( C ) (头 )

西双版纳

元江 甘庄

化 念

4 0 4
.

3 0 39 2
.

3 0

3 8 5
.

5 0 3 59
.

5 0

3 5 3
.

40 3 3 5
.

2 0

10 3 5

5 0 0

6 0 5

同年各点成虫高峰期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

主要表现为由南到北高峰期推迟 (图 2 )
。

由图 2 看
,

1 9 9 1 年西双版纳点成虫高峰期为 6 月上旬
,

元江点为 7 月上旬
,

化念点为 7

月下旬
,

昆明点为 7 月中旬
。

1 9 9 2 年各点诱集的情况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

西双版纳

元江
自门On

�卜甘月马

(水�啊研礁暇

诱集日期 (月
.

日)

图 2 1 9 91 年各点成虫高峰期 比较

从冬季诱集情况看
,

昆明点连续 6 年冬季均诱不着成虫
,

各年始见成虫期为 1 9 8 7 年 6

月 2 3 日
、

1 9 8 8 年 5 月 2 7 日
、

1 9 8 9 年 6 月 2 0 日
、

1 9 9 0 年 7 月 6 日
、

1 9 9 1 年 6 月 4 日
、

1 9 9 2 年

6 月 7 日
。

终见成虫期为 1 9 8 8 年 10 月 16 日
、

1 9 9 0 年 10 月 15 日
。

而另外几个诱集点整个

冬季均可诱着成虫
。

冬季在高温潮湿的西双版纳诱集的成虫数量较多
,

元江
、

化念点虽能

诱着成虫
,

但数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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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同一地区不同海拔诱集情况 (图 3)

从以上几个点诱集情况看
,

冬季随着海拔高度增加
,

温度降低
,

诱集量减少
。

由于桔小

寡鬃实蝇成虫喜欢高温高湿
,

而元江农场二队甜橙 园地处小水沟旁适于成虫活动
,

因此
,

诱集量 比其它点都高
。

两个以芒果为主的果园
,

成虫高峰期均在 6一 7 月芒果成熟季节
。

元

江农场二队甜橙园附近有芒果
,

因此
,

6一 7 月也有 1 个成虫高峰
,

但主峰期却在甜橙成熟

季节 10 一 12 月
。

安定沙浦由于海拔高
,

气温低
,

除 9一 10 月桔子成熟期有 1 个高峰期外
,

其

余时间诱集的虫量均很少
。

.

—
元江农科所芒果园

.

口

!}
- -

一 元江农场二队甜橙园

}{
’
·

·

一
定沙浦。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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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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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年

一
19 9 1 年

-
1 9 9 2 年

—
诱集日期 (月

.

日 )

图 3 不同海拔诱集点诱集情况 (元江 )

3
.

3 桔小寡鬃实蝇发生代数及各代为害情况

据 田间调查结合室内饲养初步确定桔小寡鬃实蝇 田间年发生 4一 5 代
。

以第二代为主

害代
。

第一代幼虫于 4一 5 月在气温较高的西双版纳
、

元江等地为害早熟芒果
,

大量成虫于

6 月上中旬羽化
,

成为热带
、

亚热带芒果产区及亚热带高海拔的桃产区的主要虫源
。

第二

代幼虫于 6一 7 月在西双版纳
、

元江
、

化念等地主要为害芒果
、

桃等果实
。

在昆明主要为害

晚熟桃
,

成虫于 7 月中下旬羽化
。

第三代幼虫于8一 9 月在昆明主要为害苹果
、

梨
,

在元江等

地为害番石榴等
,

成虫于 9 月中下旬羽化
。

第四代幼虫于 10 一 n 月在温度较高的华宁
、

元

江等地为害橙
、

柑及番石榴
,

受害最重的是番石榴
,

成虫 n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羽化
。

由于

桔小寡鬃实蝇世代重叠明 显
,

早期羽化的成虫繁育的第五代幼虫于 12 月份同样为害橙
、

柑
、

番石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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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与讨论

经过多点两年的性诱观察表明
,

成虫诱集高峰期均与该果园果子成熟期吻合
,

这与

N a r a y a n a n
等 (2 9 6 0 )

、

B e s s
等 (1 9 6 2 )

、

Pr a s a d 等 (1 9 7 8 )
、

Y a o
等 (一9 7 8 )

、

S h
u
l、la 等 (1 9 8 5 )

的结论一致
,

即认为芒果
、

番石榴是桔小寡鬃实蝇最重要的寄主
,

成虫高峰期均出现在这

两种寄主的成熟期
。

此外
,

认为在亚热带高海拔没有上述果实的地区
,

桔小寡鬃实蝇的主

要寄主是桃
、

苹果
、

梨
,

且为害较重
。

昆明地区冬季诱不着成虫
,

田间调查均不见幼虫和蛹
,

室内饲养也无法存活
。

从诱集

资料看
,

各点成虫高峰期出现的时间有从南到北推迟的现象
,

因而认为形成昆明地区各果

园 6一 7 月晚熟桃的虫源 可能来 自温度较高的南部地 区
,

即桔小寡鬃实蝇具 有从南到北
,

由低海拔到高海拔转移为害的习性
,

这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

从诱集情况看
,

各点成虫高峰期出现的时间及诱集量年度间有变 化
,

需常年坚持观

测
,

根据多年的诱集资料结合气象因素分析其发生规律
,

从而提出桔小寡鬃实蝇预测预报

模式
。

致谢 本研究承中国科学院 上海昆虫研究所范滋德先生鉴定学名
,

云 南省光明园艺场郭鸿彦
、

省化念农

场曾立 德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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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a d e m ia S in ic a )

W
a n g W

e n x in

(P la n t P r o re c tio n S 了a z io n

of Y u a
刃

ia n g C o u n t夕 ,

Y u n n a n )

A b st r a e t B a s e d o n t he ho r iz o n ta l a n d v e r t ie a l e a te h e s te s te d b y s e x a tt r a e ta n t tr a p s a n d

in
一 a n d o u t

一

d o o r in v e s t ig a t io n s ,

it w a s fo u n d t ha t the r e a r e fo u r t o fiv e g e n e r a t io n s o f

o r ie n t a l fr u it fly D a c u s d o r sa li、 H e n d e l p e r y e a r in Y u n n a n Pr o v in e e ,

its Zn d g e n e r a t io n

15 m o s t im p o r t a n t
,

fe e d in g o n m a n g o ,
p e a eh a n d g u a v a fr u it s

.

T h e p e a k p e r io d o f a d u lt

d e t e r m in e
d b y t h e n u n , b e r e a u g h t in t r a p s in m o s t p la e e s 15 in Ju n e to Ju ly

,

w it h t h e e x -

e e p t io n s o f e it r u s a n d sw e e t o r a n g e o r e ha r d s in S e p t e m b e r t o ()e to b e r a n d O e to b e r t o D e -

e e m b e r , r e s p e e t iv e ly
.

T h e p e a k p e r io d a n d n u m b e r o f
a
d u lt o e e u r r e n e e a r e d iffe

r e n t w ith

y e a r s ; a n d in a s a m e y e a r ,

it s p e a k Pe r io d d e la y e d g r a d u a lly fro m
s o u t h t o n o r t h

, e o in
-

5 id e d w it h t l飞
e
m a t u r e p e r io d s o f fr u it t r e e s

.

In w in te r , t he a d u lt flie s ha v e b e e n e a u g h t

f
r o m a ll th e p la e e s e x e e p t K u n m in g A r e a ,

w ith t he la r g e s t p o p u la t io n e a u g h t in

X is h u a n g b a n n a , a h ig h te rn p e r a t u r e a n d h u m id it y p la
e e in t he Pr o v in e e

.

T h e a t t r a e t e d

a d u lt n u m b e r d e e r e a s e d w it ll t he in e r e a s e o f e le v a t io n
.

K e y w o r d s o r ie n t a l f
r u it fly

,
p o p u l

a tio n d y n a m ie s , s e x a tt r a e ta n t t r a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