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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南方水果调运北方，桔小实蝇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以幼虫或蛹传入北京。在房山区，
采取田间调查与室内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对桔小实蝇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对７种药剂防治冬

枣园桔小实蝇的效果进 行 了 田 间 试 验，还 观 察 了 果 实 套 袋 等 其 他 防 治 措 施 的 防 治 效 果。结 果 表

明，桔小实蝇在北京地区一年发生４代，世代重叠，全年成虫发生高峰期在８月底９月 初；以 蛹 在

０～３ｃｍ土层及落果中越冬，但不能安全越冬。第１代成虫 羽 化 高 峰 期６月 上 旬 为 化 学 防 治 关 键

期，推荐使用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２　５００倍液和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４　０００倍液进

行树冠喷雾防治。采用诱捕器诱杀雄虫、果实套袋和捡拾落果等防治措施均有利于该虫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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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小实蝇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是为害热

带和亚热带的４６科２５０余种 水 果 和 蔬 菜 的

世界性检疫害虫［１］。桔小实蝇在我国大陆主

要分布 在 长 江 流 域 及 以 南 地 区。在 云 南 景

谷，一年发生５代，以老熟幼虫和蛹在土壤中

越冬或越 夏［２］；在 福 建 厦 门 一 年 发 生５～６
代，以成虫 越 冬［３］；在 上 海 宝 山，一 年 发 生３
～５代［４］；在江苏苏州一年发生５代，以蛹在

土壤中越 冬［５］。近 年，北 京 市 的 大 兴、房 山、
丰台、昌平等区县发生桔小实蝇为害，主要为

害黄油桃、绿化九号桃、乔纳 金 苹 果、黄 元 帅

苹果、葫芦枣、冬枣等１０余个品种，为害程度

中等。２０１１年 北 京 市 房 山 区 首 次 发 现 桔 小

实蝇成虫，２０１２年 幼 虫 造 成 危 害，部 分 果 园

为害严重。桔小实蝇已经对北京水果种植产

业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目 前，未 见 关 于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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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地区桔小实蝇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报道。为

了给北京地区桔小实蝇综合防控工作提供帮

助，笔者从２０１３年开始连续３年对该虫的生

物学特性进行研究，并开展了包括化 学 防 治

在内的综合防控试验。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生物学特性观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采取田间调查与室内观

察相结合 的 方 式 研 究 桔 小 实 蝇 的 生 物 学 特

性。室内试验地点为北京农 业 职 业 学 院，室

外观测地点为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上万村

果园，面积２．５ｈｍ２，主 要 果 树 为 黄 油 桃、乔

纳金苹果、富士苹果、西梅（欧洲李）和冬枣。

　　发生代数的观察：室外发现幼虫 为 害 的

果实后，将其罩上网，待网内 幼 虫 脱 果 时，将

幼虫转移室内饲养，待成虫羽化１２～１６ｄ补

充营养后，将成虫接入新的未受害果 实 所 罩

网内，如此往复，观察发生代数。

　　田间成虫的监测：设置４个诱捕器，每年

５月开始诱集，每１５ｄ添加一次甲基丁香酚

诱剂，观察记录诱集的成虫数量。

　　成虫的观察：蛹羽化后，于 室 内 室 温 下，
立即成对接种于中号培养皿皿底，上 方 覆 盖

纱布，防止成虫逃 逸。用 糖 水 饲 养 成 虫。每

天观察成虫活动，记录产卵量、寿命等。

　　卵期的观察：成虫产卵后，将同一日期所

产的卵接种到新鲜桔瓣上，每个桔瓣 接 种 不

少于３０粒，接 种 后 的 桔 瓣 置 于 中 号 培 养 皿

中，经常更换桔瓣。在显微镜下，每天观察卵

孵化情况。

　　幼虫期的观察：卵孵化后，立即将初孵幼

虫接种至新鲜桔瓣上，每个 桔 瓣 接 种１０头，
接种后的桔瓣置于中号培养皿中，上 方 留 空

隙。每天观察幼虫生长情况。幼虫达到３龄

后（即老熟幼虫），转入湿润介质土（壤土∶细

砂∶泥炭土＝３∶２∶１），观察化蛹时间。

　　蛹 的 调 查：调 查 地 为 疏 松 壤 土。布 设３
个２０ｃｍ×２０ｃｍ样方，分别调查蛹在土壤水

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分布情况。按“由 上 到

下，由浅入深”的顺序层层刮土，记录 蛹 的 分

布深度及数量。随机采集地 面 落 果，每 个 品

种采集２０个果，剥开果实查 找、记 录 桔 小 实

蝇蛹数量。

１．２ 防控试验

化学防治试验：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在青

龙湖镇上万村果园进行试验。设７个药剂处

理，以清水为对照。供试药剂为８０％灭蝇胺

散粒剂（北京华戎生物激素厂）、４０％毒 死 蜱

乳油（江苏苏州佳辉化工有限公司）、１％苦参

碱可溶性液剂（恒源伟业）、１．８％阿维菌素乳

油（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５％多杀霉

素悬浮 剂（河 北 省 石 家 庄 三 农 化 工 有 限 公

司）、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北
京亚戈农生 物 药 业 有 限 公 司）和４．５％高 效

氯氰菊酯乳油（江苏蓝丰有限公司）。按照各

药剂使用说明规定的常规浓度在桔小实蝇成

虫发生盛期和产卵前期进行树冠喷 雾 防 治，
间隔１０天喷一次，连喷３次。供试果树为冬

枣，随 机 区 组 设 计，３３３ｍ２、３０株 为 一 个 小

区，小 区 间 距２０ｍ，３次 重 复。待 果 实 采 收

期，每个重复随即抽取２００个 果 实 调 查 虫 果

率。用ＤＰＳ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邓肯氏 新 复 极 差（ＤＭＲＴ）法 比 较 处 理 间 差

异的显著性。

　　其他防治试验：根据南方地区实践，对桔

小实蝇应采用包括化学防治在内的综合防治

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除 开 展 化 学 防

治试验外，还对采用诱捕器诱杀雄虫、果实套

袋和 捡 拾 落 果 等 防 治 措 施 的 效 果 进 行 了

观察。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物学特性

田间成虫发生情 况：青 龙 湖 镇 上 万 村 果

园的桔小实蝇成虫全年羽化高峰期在８月底

至９月初（见图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诱集成虫

总量分别为８　５５６、７　７６１和１　３４２头。说明，
经过科学防治，成虫总量逐年下降。同时，全
区桔小实蝇成虫诱集总量也呈减少趋势。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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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史：一年发生４代。以蛹在土壤（多
数在２～３ｃｍ土层）中或落果内越冬，但不能

安全越冬。第１代成虫出现在５月中旬至６
月下旬，羽化高峰期在６月上旬；６月上旬幼

虫开始孵化，幼虫发生期为６月上旬至７月

下旬，７月中旬为幼虫发生为害盛期；蛹发生

期为７月上旬至８月中旬。第２代成虫出现

在７月上旬至８月下旬，幼虫发生期为７月

下旬至９月上旬。第３代成虫出现在８月上

旬至９月中旬，羽化高峰期为８月底９月初，
也是全年最 高 峰；卵 发 生 期 为８月 中 旬 至９
月中旬。第４代 成 虫 出 现 在９月 上 旬 至１１
月上旬，幼虫 发 生 期 为９月 中 旬 至１１月 上

旬，１０月中旬开始化蛹（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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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桔小实蝇成虫
消长曲线（上万村果园，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越冬代△△△△△△
第１代 ＋＋＋＋＋
第１代 ·····
第１代 －－－－－－
第１代 △△△△△
第２代 ＋＋＋＋＋＋
第２代 ····
第２代 －－－－－
第２代 △△△△△
第３代 ＋＋＋＋＋
第３代 ····
第３代 －－－－
第３代 △△△△△
越冬代 ＋＋＋＋＋＋＋
越冬代 ······
越冬代 －－－－－－
越冬代 △△△△△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上
旬

中
旬

下
旬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注：“＋”成虫，“－”幼虫，“△”蛹，“·”卵。

图２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桔小实蝇
生活史（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生活习 性：全 天 均 可 羽 化 成 虫，以 上 午

０８：００—１０：００羽化最盛。羽化成虫先爬行到

阴凉处停歇２～３ｈ，待 翅 全 展 开 以 及 体 色、
翅斑显露完全后，开始飞行或取食。在田间，
成虫多喜欢上午取食，主要取食雌成 虫 产 卵

管刺伤寄主果实或自然受伤果实分泌出的蜜

露和一些植 物 分 泌 的 花 蜜［３］。雌 雄 比 为１∶
０．８７。成虫寿命与食料和环 境 有 关，成 虫 在

无食物和水的情况下，能存活３ｄ［６］。成虫扩

散能力较强，雄 虫 能 飞６．５～８．０ｋｍ。雌 虫

多喜欢在果实软组织、伤口 处、凹 陷 处、缝 隙

处等地方多点产卵。雌虫日 产 卵１～４０粒，
总产卵量为３５０～１　７００粒。卵孵化率６８％。
幼虫分３个龄期。初孵幼虫 乳 白 色，在 果 实

中具群集取食习性，经过２～３ｄ，身体渐渐缩

短，变为淡橙黄色。幼虫食量 随 着 龄 期 增 加

而增大，逐渐向果肉深层扩展取食，直到果实

腐烂。１～２龄幼虫不会弹跳。３龄老熟幼虫

会从果中弹到土表，可连续跳跃多次，跳跃距

离达１５～２５ｃｍ，高度达１０～１５ｃｍ。老熟幼

虫弹跳或爬行到潮湿疏松的土表下，经１～２
ｄ预蛹后化蛹。蛹椭圆形，长４．４～５．５ｍｍ，
宽１．８～２．２ｍｍ。初化蛹淡黄色，逐步变为

红褐色。

　　蛹的分布：试验共采集到桔小实蝇蛹４９
头。其 中，土 壤 中 有３１头，占 调 查 蛹 数 的

６３．３％；果 实 内 有 １８ 头，占 调 查 蛹 数 的

３６．７％。在地下 化 蛹 的３１头 中，地 下０～１
ｃｍ为３头，１～２ｃｍ为２０头，２～３ｃｍ为８
头，分别占地下化蛹总数的９．７％，６４．５％和

２５．８％（见表１）。

表１ 桔小实蝇蛹分布调查 头／样方

调查
日期

树种
落果中
的蛹数

地下不同深度土壤中的蛹数

０～
１ｃｍ

１～
２ｃｍ

２～
３ｃｍ ＞３ｃｍ

０７２８ 黄油桃 １４ 　３　 １５ 　６　 ０
０８２９ 西梅 １ 　０　 ３ 　２　 ０
１００５ 乔纳金苹果 ３ 　０　 ２ 　０ ０

　注：样方大小为２０ｃｍ×２０ｃｍ。

２．２ 防治试验

化学防治：试验结果看出，供试药剂按照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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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规定的常规浓度在桔小实蝇发生盛

期和产卵前期进行喷雾防治后，采收 期 虫 果

率差异较大。其中，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微乳剂２　５００倍液和１．８％阿维菌素乳

油４　０００倍液 的 防 治 效 果 较 好，虫 果 率 分 别

为２．０％和４．０％，均 极 显 著 低 于４０％毒 死

蜱乳油２　５００倍液的虫果率（见表２）。

表２ 药剂防治桔小实蝇的效果

药　剂　处　理 虫果率／％

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２　５００倍液 ２．０Ｃｄ
１．８％阿维菌素乳油４　０００倍液 ４．０Ｃｃｄ
８０％灭蝇胺散粒剂２　０００倍液 ６．０ＢＣｃｄ
５％多杀霉素悬浮剂１　５００倍液 ６．５ＢＣｃ
１％苦参碱可溶性液剂１　０００倍液 ８．０ＢＣｂｃ
４．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１　５００倍液 ８．０ＢＣｂｃ
４０％毒死蜱乳油２　５００倍液 １０．５Ｂｂ
对照（清水） ３１．５Ａａ

　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经ＤＭＲＴ法比较差异极显著（α＝

０．０１），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α＝０．０５）。

性诱＋毒杀雄虫 试 验：诱 集 瓶 内 置 甲 基

丁香酚诱芯，底部盛水＋高效氯氰菊 酯 药 液

＋少许油，可诱杀雄虫。其缺 点 在 于 性 诱 技

术只能杀灭部分雄虫，从而减少雄虫 和 雌 虫

交配概率，不能有效降低桔小实蝇的 虫 口 密

度，无法根本治理桔小实蝇。

　　果实套袋试验：在幼果期，桔小实蝇成虫

未产卵前通过套袋防治桔小实蝇，不 仅 效 果

好，且农药污 染 小［７］。目 前 桔 小 实 蝇 主 要 为

害当地 的 寄 主 有 梨、苹 果、枣、桃、李、柿、核

桃、葡萄、番茄、辣椒等，套袋仍为经济有效的

防治措施之一。田间调查发 现，套 袋 果 的 防

治率可达１００％，虫果率为０。套袋主要缺点

是费人工，不能降低桔小实蝇虫口数量。

　　捡拾落果试验：在果实成熟期，每隔３～
５ｄ收集田间烂果或及时摘除被害果和收捡

成熟的落地果，集中深埋、沤肥或用杀虫药液

浸泡，可防止幼虫入土化蛹。通过对比，捡拾

落果和不采取该措施的果园虫果率相差９．６
个百分点。

３ 小结
桔小实蝇在北京 地 区 一 年 发 生４代，世

代重叠，以蛹在０～３ｃｍ土层及落果中越冬，
但不能安全越冬。第１代成虫的羽化高峰期

（６月上旬）为 化 学 防 治 关 键 期，推 荐 药 剂 为

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微乳剂和１．８％
阿维菌素乳油。根据南方地 区 实 践，对 桔 小

实蝇应采取包括化学防治在内的综合防治措

施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因 此，除 在 第１代

成虫羽化高峰期用１％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微乳剂进行防治外，还应采用诱 捕 器 诱

杀雄虫、果实套袋和捡拾落果等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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