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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兰实蝇人工繁殖技术
魏 艺 张智英 何大愚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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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兰实蝇 ( p r o e e e ‘d o e几a r e s o t‘115 ) 是恶性杂草紫茎泽兰 (E u厂a才。r i : 。 a d e o o 夕几。r : 。)

的一种重要天敌
,

于 1 9 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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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
“

,
嫂们

。

由于泽兰实蝇只产卵于紫茎泽 兰 茎顶端

一对未展开的心叶之间
,

在植物开花期
,

适于产卵的枝条甚少
,

常导致田间泽兰实蝇种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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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泽兰实蝇只

能在紫茎泽兰上寄生〔
’〕

。

这样
,

在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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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J立后
。

一
、

大t 繁殖泽兰实蝇的方法

1
.

寄主植物
:
头年从野外采摘成熟的紫茎泽兰种 子

,

分别播于盆内
, 2 个 月 后 分 盆移

栽
,

遮阴
,

使光照强度约在 1 2 0 0一 1 8 0 0 L u x ,

即可保证紫茎泽兰盛花期
,

有一定 数 量 的未

开花紫茎泽兰供繁虫用
。

2
.

繁殖方法
:

泽兰实蝇交尾产卵活动适宜温度为 10 一28 ℃
。

低于 10 ℃或高于28 ℃则受到

抑制
。

据此试行 3 种繁殖方法
:

( 1 ) 网室盆苗法
:

将盆栽紫茎泽兰实生苗置 于养虫网室 ( 用玻璃纤维窗纱 (3 6 日) 在室

外平地上围成 3 火 2 x Z 米 ) 内
,

然后接人泽兰实蝇成虫
, 2 一 3 个月后新一代成虫羽化

,

可补充或置换一部分盆苗
;
或者移至另一网室

,

任共自繁
。

此法易于管理
,

但野外捕捉成虫

费工
,

且在海拔1 7 00 米以上地区冬季需防寒
、

浇水
,

费工本
。

( 2 ) 网室地苗法
:
在养虫网室地上

,

栽上紫茎泽兰实生苗
,

释放泽兰实蝇 成 虫
,

任其自

繁
。

比较省工
,

适子海拔130 0一 1 7 0。公尺地区
。

( 3 ) 室内接虫法
:
在室内近窗外安放接虫笼

,

接虫笼用玻璃纤维窗纱 ( 36 1--1 ) 做成
,

大

小为40 x 4 0 x 6 0厘米
。

每笼放一盆紫茎泽兰实生苗
,

接入10 对左右的泽兰实蝇
。

2 一 3 天更

换寄主同时补充虫源
。

该法避开了降雨
、

高温和低温对成虫活动的影响
,

适于整个紫茎泽兰

发生区
,

缺点是所需花盆数量多
,

搬运浇水费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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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工连续繁殖对泽兰实蝇生活力的影响
1 9盯年 。 月从宜良县野外定殖点采回的译兰实蝇与室内繁殖后代比较

,

室内第 l列忆泽兰

实蝇 平均每头雌虫产卵 2吕
.

7粒
,

繁效得成虫 3
.

3头
, lj. 5 % 的卵能发育至成虫

。

而 野 外采集

的每头雌虫产卵 7 8
.

0粒
,

繁殖得成虫 25
.

1头
,

对抑制紫茎泽兰生 长高度的效果有明显差异
、

3 2
.

2 %的卵能发育至成虫
,

且野外虫与室内虫

(见表 1 )
。

表 1 塞内和野外泽兰实蝇对紫遨泽兰抑制作用的多重比较

各欢侧定植株平均增高数《厘米 / 5天)

处 理

未寄生植株

室 内虫寄生植株

野外虫寄生 植株

: 一

刀
一

刀下下
~

下下丁蔺同压不可司而{
“值

一{
1一

⋯
1一

⋯
!

一⋯
1一{

1一
{
1

一⋯
。一

⋯
1一⋯

1
一⋯

1一{
5

一
· 7 。}‘

·

6 ‘

}
,

·

。7

}
。

·

7 ,
「

。
·

5 7

{
。· ‘3

⋯
o

·

5。!
。

·

5。。
·

‘3

{
。‘ 5 。

⋯
。

·

‘3 }
。’‘3 }。

’ 只‘

}
·

6 7

⋯
, ·

2 5

{
。·

7 5

{
。

·

6 7 {。
·

5。

{
。

·

‘7

{
。·

3 3 }。
· 2 5 。

·

2 5{
。

·

2 5
⋯
。

·

’‘{。
·

2 5 {。
·

6 ‘
}

多重比较

打
1上月.占, .一

l
二
we导
1

1
一

6 :31

:7
邝

~ 。 。 , 。 。、 ” ,

f
, 二 2 、 ‘ . _ 。 、 一

‘ , ,
~ 二一

『、 . * 。 ” 。 *
季日洲屯 , r = 合

.
石‘ z , r o . 。 ‘ I t _ 。 0 少 = 召

.
土i 多 V

.
D 住尹户 U o . 0 肠 二 U

。
口O 乡汉甲 J习 址人

’ . ” 刁又<
曰 .

1 昌 ~ O U

从表中可看 出
,

室内繁至第 1 1代的泽兰实蝇种群生活力明显下降
,

因此
,

室内繁虫至第

10 代以前
,

即应考虑种群的复壮问题
。

上迷繁殖泽兰实蝇方法经昆明
、

双柏
、

思茅
、

文山等地近 3 年应用证明可行
、
在鼠患严

重地区
,

为防止老鼠咬网盗食虫廖
,

可在养虫室外下部
,

圈一铁丝网
。

同时经常清除网室内

蜘蛛
,

以免成虫被捕食
。

、
卜

、

三
、

讨论

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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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2
.

接虫量与紫茎泽兰可提供的产卵枝条数间比例得当
,

可得到较高的寄生率示据各地几

年来的经验
,

接虫 最 (雌虫 ) 与适干产卵的紫茎泽 兰枝条数比例
,
以

一

1
,

:
_

,
.

含拯为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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