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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蚜蝇外部形态及生物学特性的观察

余昌俊　王绍柏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天麻研究所 ,宜昌 443100

摘要 　采用野外调查和室内饲养的方法 ,观察了天麻蚜蝇 A z pey tia shi raki i Hurkmans 的形态特征、生活

史及习性。结果表明 :天麻蚜蝇在湖北省宜昌地区 1 年发生 2 代 ,以蛹越冬 ,翌年 4 月下旬开始羽化 ,6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化蛹越夏 ,10 月下旬开始化蛹越冬 ;第 1 代产卵高峰期在 5 月 ;第 1 代幼虫高峰期在 5 月下旬至 6 月中

旬 ;第 2 代产卵高峰期在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 ;第 2 代幼虫高峰期在 9 月上旬至 10 月上旬。天麻蚜蝇属白昼活

动型 ,成虫交尾时间主要集中在 10 :00 - 17 :00 ,产卵多选择在阴暗潮湿、有腐殖质的地方 ; 土壤中的越冬蛹在天

气晴朗时可自行掘洞爬出土壤表面 ,遇冷则退缩回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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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麻 Gast rodi a el at a Blume 为兰科天麻属多

年生草本异养植物 ,具有定惊、祛风、平肝、息风、镇

静、镇痛、降压、抗炎、延缓衰老等功效[122 ] ,是中国传

统的名贵中药材 ,也是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中药材

之一。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天麻需求量的逐

步增加 ,农民种植天麻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但随

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其病虫害的发生也日趋严

重 ,往往导致天麻品质退化、产量逐年降低 ,有的甚

至出现绝收现象[ 3 ] 。

天麻蚜蝇 A z pey ti a shi raki i Hurkmans (双翅

目 Diptera :食蚜蝇科 Syrp hidae) 首次记录于日本 ,

但只记录了 3 只雄虫[4 ] 。2007 年韩国学者在韩国

也发现了天麻蚜蝇并对其形态进行了补充描述[5 ] 。

已有的研究发现天麻蚜蝇在日本可危害草本异养植

物天麻的球茎[6 ] 。笔者在湖北省宜昌地区进行野外

调查时 ,发现天麻蚜蝇危害天麻球茎 ,在当地的天麻

种植区危害面积达 60 %以上。目前 ,在中国尚无天

麻蚜蝇危害天麻的报道。为此 ,笔者对危害天麻的

新害虫天麻蚜蝇的外部形态及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系

统观察 ,旨在为今后的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设在湖北省宜昌市水月寺镇安桥河村

(海拔 1 000 m) 、樟村坪林场三岔村 (海拔 1 100 m)

和邓村乡大水田村 (海拔 1 200 m) 3 个天麻种植基

地 ,栽培管理水平基本一致。

　供试虫源

笔者于 2005 年至 2008 年不间断在野外采集和

室内饲养天麻蚜蝇的各个虫态 ,并将成虫制成标本 ,

幼虫和蛹浸泡在酒精瓶中保存备用。

　主要设备

供试主要设备包括照相机 ( O T TIMO SHO2
TON E 598) 、Nikon Fx235 解剖镜 (上海千欣仪器有

限公司产品) 、昆虫针、养虫笼及网罩等。

　观察方法

1)形态特征。采用 Nikon Fx235 型解剖镜对成

虫、幼虫和蛹进行形态观察和拍照。

2)生活史及习性。在湖北省宜昌市水月寺镇安

桥河村、樟村坪林场三岔村、邓村乡大水田村 3 个天

麻种植基地进行野外调查 ,并结合室内人工饲养的

方法对天麻蚜蝇的生活史及习性进行系统观察。

野外观察在试验场地选取 1 m2 左右的麻窖 ,每

个村选 10 个调查点 ,每次详细记录野外天麻蚜蝇各

虫态变化的情况和生活习性 ,同时用照相机拍照。

在野外采集一定数量的蛹带回宜昌城区冯家湾 (海

拔 100 m)养虫笼中饲养。每天定点观察 2 次 ,记录

各虫态的活动情况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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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形态特征

1)成虫。体长 13～15 mm ,翅展 16～18 mm。

复眼接缝短 ,约等于头顶前单眼之前的长度。头部

椭圆形 ,略窄于胸。头顶黑褐色 ,被黑色长毛 ,后头

部黑色 ,被短黄绒毛。单眼褐色 ,呈三角型位于头顶

中部 ,略隆起。额黑色 ,大部分裸露 ,但均覆盖淡黄

色绒毛。颜平直 ,无中突 ,颜面黑色 ,覆盖褐色短绒

毛 ,侧观颜面 ,喙突出。触角第 1 节和 2 节黄色 ;第

3 节基部圆形 ,其长度约为第 2 节的 2～3 倍 ,背面

黄色 ,覆盖黑毛 ,腹面黑色 ;触角芒裸 ,触角芒着生在

第 3 节的 1/ 3 处 (基部) ,触角芒的 1/ 3 (基部) 为黄

色 ,其余均为黑色 ,整个触角芒均不覆盖毛状物。

胸部背板黑色且具光泽 ,背板上具有 2 条黄色

条纹 ,形似“‖”字状 ,中胸两侧各有 1 条黄色条纹 ,

分别与背板中央的 2 条黄色条纹垂直 ,但都止于背

板中央的 2 条黄色条纹 ,整个条纹看起来呈"卝"字

状。前胸、中胸和后胸背板均具短黄色绒毛 ,但都短

于前、中和后胸侧板上的黄毛。前胸肩胛被毛 ,明显

可见。小盾片大部分黄色 ,靠近后胸少部分带少许

黑色 ,整个小盾片均覆盖黄色绒毛 ,但以小盾片腹缘

处尤为浓密 ,绒毛的长度和前、中、后胸的侧板上的

黄毛长度相当。前、中和后胸的腹板均为黑色 ,覆盖

短黄色绒毛。除后足的胫节端部为黄色之外 ,前足、

中足和后足的基节、转节、腿节和胫节都为黑色 ,且

覆盖参差不齐的黄色长毛。前足、中足和后足的跗

节和前跗节的腹面均为黄色 ,背面不全为黄色 ,有少

许黑色 ,各节上的毛状物要短于基节、转节、腿节和

胫节上的长毛。后足腿节膨大 ,胫节略弯曲 ,基部较

细 ,腹脊无刺。翅透明 ,翅痣浅褐色 ,R4 + 5室与 M1 + 2

室关闭 ,R4 + 5与 M1 + 2之间有 1 条伪脉。

腹部扁平 ,宽于胸部 ,长度约为胸部的 1. 5 倍。

第 2 腹节最长 ,第 4 腹节最短且最宽。腹部黑色发

亮 ,覆盖短黄色绒毛 ,但腹部两侧缘的黄毛较长。第

2 腹节、3 腹节和 4 腹节均具有“八”字形黄色条纹且

较亮 ,“八”字形条纹起于每个腹节前缘正中线 ,但起

点并不相连 ,且均距中线约 0. 1 mm ,终点于每个腹

节两侧的后缘角。腹部背面黑褐色 ,绒毛的数量较

背面少 (图 121) 。

1. 成虫 Adult ; 2. 卵 Ovum ; 3. 幼虫 Larva ; 4. 蛹 Pupae.

图 1 　天麻蚜蝇的 4 个虫态

Fig. 1 　Four morphologie s of Azpeytia shirakii Hurk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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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卵。长椭圆形 ,米粒状 ,银白色 ,长约 1 mm

(图 122) 。

3)幼虫。既无胸足也无腹足 ,头部较细 ,腹部较

粗 ,体色由浅褐色至茶褐色。初期幼虫粉白色 ,体长

1～3 mm ,中期幼虫淡棕色 ,体长 4～8 mm ,老熟幼

虫深褐色 , 体长 13 ～ 15 mm , 爬行时体长可达

17 mm 左右 (图 123) 。

4)蛹。围蛹 ,长椭圆形 ,长约 11～13 mm ,黑褐

色 ,蛹壳较厚且柔韧性极好 ,通常很难刺破其表皮。

整个蛹腹部多皱纹 ,表皮上有很多突起 ,每个体节的

背上有 4 个 ,腹部侧面有 3 个 ,腹部腹面有 3 个 ,每

个突起上有 2～5 根黑色的毛 ,但毛均较短 (图 124) 。

　生活史

天麻蚜蝇属完全变态 ,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蛹

和成虫 4 个虫态。2006 年以来 ,通过野外调查和室

内观察发现 ,天麻蚜蝇在湖北省宜昌地区 1 年发生

2 代 ,以蛹在土壤内或受害的天麻球茎中越冬。在

宜昌市城区 (海拔 100 m) 的养虫笼中 ,多在翌年 4

月上旬开始羽化 ;而在水月寺镇安桥河村、樟村坪林

场三岔村、邓村乡大水田村 3 个海拔 1 000 m 以上

的天麻种植基地 ,羽化的时间要推迟 25 d 左右 ,即 4

月下旬开始羽化。成虫羽化后 ,边寻找食物边寻找

配偶 ,交配后即开始产卵 ,第 1 代卵 5 月初初见 ,5

月中下旬为产卵盛期 ;第 1 代幼虫 5 月中旬初见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为发生盛期 ;6 月下旬幼虫开始

化蛹越夏 ,一直持续到 8 月中旬 ;8 月中旬至 9 月上

旬为第 1 代成虫期 ,8 月中旬至下旬为成虫高峰期。

第 2 代卵于 8 月中旬初见 , 8 月下旬为产卵盛期 ;第

2 代幼虫始见于 8 月下旬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为发

生盛期 ;10 月中旬幼虫开始化蛹越冬 ,一直延续至

翌年 4 月底开始羽化。

　生活习性

1)成虫。天麻蚜蝇越冬蛹在 4 月下旬开始羽化

后 ,成虫边寻找食物边寻找配偶。交尾盛期主要发

生在 5 月上中旬 ,且多选择在晴朗、有阳光的情况

下 ,于树叶、树干和杂草等的背面交尾。交尾时间主

要集中在 10 :00 - 17 :00。交尾时 ,一般雄虫都较为

主动 ,交配姿势多为雌雄尾部相连 ,头部反向 ,即呈

“一”字形。当雄虫接近雌虫后 ,雄虫腹部末端的交配

器向后伸出 ,直至与雌虫的产卵器相接。交尾过程

中 ,不受到干扰可长期不动 ,直至交尾结束。如果受

到干扰 ,则爬动以躲避干扰 ,但不会飞走 ,也不会结

束交尾。交配后约 10 d 左右开始产卵 ,产卵时多选

择有腐殖质的地方 ,在其附近 1 cm 左右的土层或土

缝下、蛹道或近地面背光的叶片上 ,卵散产。产卵总

历期可达 12 d 左右。一般经过 7 d 后卵才开始孵

化。成虫对未腐熟的粪肥、腐败有机物等有明显的

趋性。成虫属白昼活动型 ,早晚或夜间潜伏 ,晴天上

午 9 :00 以后十分活跃 ,飞翔速度较快 ,特别是受到

外界干扰时 ,飞行速度更快。阴冷或大风多雨的天

气 ,成虫常躲避不出。成虫寿命一般在 15～20 d。

2)幼虫。天麻蚜蝇幼虫孵化后就开始钻蛀危害

天麻。调查发现其幼虫多从天麻球茎的幼嫩生长点

或新生麻部蛀入 ,直至整个天麻被取食或腐烂。随

着幼虫日龄的增大 ,取食量逐步增加 ,蛀道也逐步加

大 ,达 5～8 mm。幼虫具有负趋光性 ,整个幼虫期

均生活在天麻的球茎中 ,未见幼虫爬出土壤表层。

幼虫喜欢生活在适温、潮湿 (低洼落槽) 、肥沃地段的

天麻球茎中 ,因而在这种麻窖中常常被其危害的情

况更为严重。干燥的坡地、沙土通常很少发生 ,危害

情况也不严重。

3) 蛹。第 1 代老熟幼虫就地化蛹 ,化蛹场所常

在其危害的地方 ,尤其是靠近底层菌材的地方。围

蛹 ,长椭圆形 ,黑褐色。人工饲养观察发现 ,第 2 代

蛹 (越冬蛹)在翌年 3 月中下旬气温回升时 ,蛹能通

过自己挖掘的蛹道爬出土壤表层 ,特别是晴朗的中

午 ,可见网罩内的沙土表面有正在晒太阳的蛹和明

显的蛹道 ,在下午 15 :00 气温下降之后 ,蛹又退缩回

蛹道内避寒。

　讨　论

按照幼虫的食性来分 ,食蚜蝇幼虫可分为 5 种

类型 ,分别为捕食性、植食性、菌食性、腐食性和杂食

性。目前已知的食蚜蝇中 ,34 %为捕食性 ,21 %为植

食性和菌食性 ,45 %为腐食性和杂食性。植食性的

食蚜蝇主要包括平颜蚜蝇属 Eumerus、齿腿蚜蝇属

Merodon、颜突蚜蝇属 Portevi ni a 和黑蚜蝇属 Chei2
losi a [7 ] 。通常情况下植食性各个种类的幼虫习性通

常都是与它们自己的寄主植物紧密相连的[8 ] 。观察

结果表明 ,天麻蚜蝇幼虫属于植食性类型。

天麻蚜蝇成虫交尾时间主要集中在 10 : 00 -

17 :00 ,通常选择阴暗潮湿、有腐殖质的地方产卵。

越冬蛹在天气晴朗时可自行掘洞爬出土壤表面 ,遇

冷则退缩回蛹道中。在防治天麻蚜蝇时 ,可根据这

个生活习性 ,在 11 月份至翌年 4 月的晴朗天气 ,采

用人工捕捉越冬蛹的方法 ,集中杀死越冬蛹 ,即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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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降低翌年的虫口基数 ,减少危害。天麻蚜蝇越冬

蛹为何能自行掘洞 ,且爬出土壤表面自由活动 ,其机

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 ,笔者在野外调查中暂时没有发现天麻蚜

蝇的天敌。野外自然条件下 ,是否存在天麻蚜蝇的

天敌 ,也还有待今后作进一步地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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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Outside Morp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z peytia s hi r a kii Hurkmans

YU Chang2jun 　WAN G Shao2bai

Gast rodi n I nsti t ute of T hree Gorges Tourism V ocational & Technical Col lege , Yichang 443100 , Chi na

Abstract 　The indoor and outdoor survey and observation have been applied to st udy t he morp ho2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life cycle and habit s of t he new pest s of A z pey ti a shi rakii Hurkmans (Diptera :

Syrp hidae) in Gast rodi a el at a Blume. The result s showed t hat t he pest p roliferates two generations in

one year , and lives over2winter via p upae. Adult s will appear in early April in t he second year . In late

J une to the middle August , larvae will live over2summer t hrough p upation and over2winter via p upae in

t he late October . The peak time of oviposition of t he first generation is in May , and the peak time of lar2
va emergenceis in late May to the middle J une. The peak time of oviposition of t he second generation is

in late August to t he early September , and t he peak time of larva emergence is f rom early September to

early October . A . shi raki i is active mainly in the daytime. And the mating time is generally during

10 :00 - 17 :00 , and t he sites of ovipositon were chosen in damp places with organic waste around. The

over2winter p upae may crawl to the surface layer of soil during sunny days and ret urn to t he hole when it

encounters coldness.

Key words 　A z pey ti a shi raki i Hurkmans ; morp 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life habi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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