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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烯效哇对大豆生长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

对种子活力没有影响
,

且其矮化效应高于多效

哇
。

因此
,

它是一种 良好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

可

望替代多效哇
,

用于调节长势过旺的大豆个体
,

可防止群体生长闭郁
、

倒伏
。

烯效哇能提高大豆的百粒重和粒茎 比
。

喷

施烯效哇后大豆 叶色浓绿
、

叶片增厚
,

光合作用

增强
,

这有利于种子 的充实
,

从而增加粒重
。

粒

茎 比的提高说明烯效哇有促进大豆干物质向有

利方向积累的趋势
。

烯效哇对单株英数
、

粒数及

产量的影响
,

Z a
的试验结果不一致

,

这是否与

施药时期不同 (1 9 93 年为盛花期
,

1 9 9 4 年为始

花期 ) 和 1 9 9 4 年 6 一 7 月份持续高温干早等有

关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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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斑潜蝇的发生与防治

陶 滔 张智英 佘宇平 何大愚

(中国科学院 昆明生态研究所 “02 23 )

拉美斑潜蝇 (L ir io m yz
“
hu id ob re ns is) 又称

南美斑潜蝇是一种为害多种蔬菜和观赏植物的

检疫性害虫
,

属双翅 目 (Di p ter a)
、

潜蝇科 (A
-

g r o m y z id a e)
、

斑潜蝇属 (L t’r io m , z a
)

。

2 99 5 年初
,

昆明动植物检疫局在云南 口岸
,

从进口的农产品

中截获
,

如果该虫传人我国
,

将对我国的农业造

成重大损失
,

严重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出口
。

美国

就是因为对进 口农产品检疫不当
,

使得该虫传入

加利福尼亚州
,

然后又传到其它几个州
,

严重影

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

拉美斑潜蝇最早是在阿根

廷发现的
,

80 年代初才被认为是属于新北区
,

或

新热带区的昆虫
。

成虫利用产卵器将卵产于叶

片
,

孵化后的幼虫在叶片中取食叶肉
,

使叶片产

生坑道
,

影响植物光合作用
,

导致叶片枯萎
,

致使

作物减产
,

农产品品质下降
,

甚至整株死亡
。

1 分布范围

有关拉美斑潜蝇的文献报道
,

最早出现于

一9 2 6 年
,

B la n e ha rd
,

E
.

[‘〕对该虫进行 T 有关形

态学方面的描述
。

但从那时起直到 60 年代末
,

对

该虫的报道很少
。

从 70 年代初开始
,

由于现代农

业的发展
,

各国农产品进出口 日益频繁
,

使得该

虫传人许多国家
,

造成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

大
,

引起了科学家的重视
,

开始有 了关于该虫 的

研究报告〔2一 4]
。

该虫在 70 年代初主要发生在阿

根廷
、

巴西
、

秘鲁
、

哥伦比亚
、

哥斯达黎加
、

瓜德罗

普和美国等
。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

该虫传人欧

洲的荷兰
、

德国
、

英国
、

意大利
、

比利时和大洋洲

的澳大利亚
,

对花卉和蔬菜造成一定危害
。

同时

也引起了有该虫的周围国家的重视
,

各国都开展

了防治研究工作
。

据文献报道该虫的适生分布范

围为北纬 56
。

到南纬 5 3
“

的广大区域
。

2 生物学特性

拉美斑潜蝇有寄主植物 50 余种
,

主要为蔬

菜和花卉
。

包括
:

马铃薯
、

黄瓜
、

洋葱
、

红花菜豆
、

番茄
、

茄子
、

卷心菜
、

洋芹菜
、

鹰嘴豆
、

蚕 豆
、

葛

芭
、

菊花
、

满天星等
,

其它还有首楷
、

千里光和十

字花科的一些杂草为食
。

该虫在 (26 士 。
.

5) ℃

时的生活周期为 21
.

6 d
,

卵期为 2 ~ 3 d
,

幼虫

期 3 ~ s d
。

雌性成虫喜欢将卵产于植物的下层

叶片表面
,

平均每头雌虫产卵 83 粒
。

对于不同的寄主植物
,

该虫的生物学特性

有所不同
。

美国的 M ie ha elP
.

p a r r ill
a

对
一

其在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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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

翠菊和豌豆 3 种作物上的生物学特性做过 比较研究
,

结果见下表
。

表 不同植物对拉美斑潜蛆发育的影晌
“

卵

粒 d

幼虫 雌性蛹 雄性蛹 羽化率
(% )

主物寄植

3
.

0 5 3

3
.

0 5 2

2
.

9 1 7 9

4
.

7 2 7 9
.

3 2 0 8
.

5 3 6
.

0

4
.

9 8 9
.

1 4 8
.

8 3 9
.

0

3
.

6 2 5 8
.

9 4 4 8
.

8 7 3
.

8

J

斗I
L习之gJ曰厂
、1二�曰O

通
去
妇城

,I 遥勺乙

温度为 (2 6
.

7 士 。
.

5)
’

C
, d 为平均持续时间 ( 天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卵发育所需时间在不同的

植物上无明显差异
;
幼虫在菊花和翠菊上的发育

时间要 比豌豆长
;蛹的羽化率在豌豆上要显著高

于菊花和翠菊
。

3 防治

关于拉美斑潜蝇的防治国外作了大量研究
,

筛选出一些较为有效的化学农药几发现一些寄生

性昆虫和微生物
,

有的国家还开发出了物理防治

方法
。

3. 1 化学防治

主要应用的农药有
:

马拉松
、

灭蝇胺
、

敌敌

畏
、

齐墩蜻素
、

氯氰菊醋
。

还有
:
O x am yl

,

c hl or
-

p y r ifo s ,

D e e a m e t h
r in

,

F e n t h io n ,

Pe r m e t hr i n
。

这

些农药中灭蝇胺被认为是较有效的
。

3. 2 生物防治

在文献中报道寄生性天敌主要有
:

姬小蜂

(包括 D i g l少户h :‘: in ‘e r m e d i u s ,

D ig l夕户h u s i, a e a ,

D 啥 l夕户h u s s p
.

)
、

反颗茧蜂(包括 D a c n u s a slb lr i卜

a ,

D a c n u s “ s p
.

)
、

潜蝇蜂 (包括 O P i u s Pa lliP e s ,

O p iu s “c “ b r ibe n ‘r is
,

O 户iu s s p
.

)
。

其它未查到中文

名 的 有
: Ch r 夕s o e h a r i , s p

.

; O e n o , : o g a s t r a S p
.

;

月
‘一lt i c o P t e r ‘: P a t e lla , , a ; E :‘c u l夕Pt u s s P

.

; H e m iP
-

t a r , e n u s , i切 ia lb比la ”君 ; E u P a r a c t ia , Ph ) t o 劝 ) z u e
。

利用苏芸金芽抱杆菌 (B
.

:
.

)也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
。

3. 3 物理防治

文献中普遍提到的方法是应用黄色胶粘板
。

这是利用拉美斑潜蝇对黄颜色 的趋向性特点而

设计出来的
。

另种方法是利用聚乙烯网纱
,

将拉

美斑潜蝇隔离使之不能接触到寄主植物
,

但该方

法成本较高
,

只在荷兰用于经济价值较高的花卉

栽培生产
。

3
.

4 检疫防治

检疫分为国内检疫和进出口检疫
,

这 2 种方

法都能够有效的防止检疫性害虫进人国内和控

制检疫性害虫在国内的传播
。

该虫对农作物所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
,

19 8 1

年由于该虫的危害
,

使得巴西马铃薯的产量下降

30 %
。

从拉美斑潜蝇的分布纬度范围来看
,

我 国

都在分布范围内
,

有着该虫适宜的生态环境条

件
。

从其危害的作物来看
,

大部分是我 国的种植

品种
,

而且花卉业是我国新兴的高效农业
,

也是

重要的创汇农业
。

该虫一旦传人
,

将给我国的农

业带来严重的不 良影响
,

各地动植物检疫机构应

严防拉美斑潜蝇传人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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