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1卷 第6期

2012年 12月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Vol.31 No.6

Dec.2012,710~712

诱杀点分布对柑橘大实蝇诱杀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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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柑橘大实蝇成虫在橘园及其周边环境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了不同诱杀方法对柑橘大实蝇的防

治效果。结果表明:在羽化觅食期诱杀柑橘大实蝇成虫效果较好,每个诱捕罐的诱捕虫量为(7.6±1.8)头/d,

显著高于产卵期的诱捕虫量(1.8±0.3)头/d;羽化觅食期将诱捕罐集中挂在橘园与杂树林的交界带诱杀柑橘

大实蝇成虫效果较好,每个诱捕罐的诱捕虫量为(7.6±1.8)头/d,显著高于橘园内的诱捕虫量(4.5±1.2)头/d;

在产卵期诱杀柑橘大实蝇成虫则是橘园内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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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柑橘大实蝇Bactrocera (Tetradacus)minax
(Enderlein)又名橘(桔)大实蝇,俗称柑蛆,属双翅

目实蝇科寡鬃实蝇亚科,是柑橘上的一种毁灭性害

虫,在国外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
国内主要分布于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贵州、陕西、
湖北、湖南等地的柑橘主产区[1-2]。柑橘大实蝇1年

发生1代,以蛹在土壤中越冬。越冬蛹于翌年4月

下旬开始羽化出土,4月底至5月上、中旬为羽化盛

期[3-4]。成虫出土后先在地面爬行一段距离,然后飞

进有蜜源的地方活动,直到产卵时又飞回橘园。
关于柑橘大实蝇的防控方法报道较多[5-7],其中

羽化期喷药诱杀和悬挂诱捕罐诱杀是使用最广泛的

方法。传统诱杀方法是在整个柑橘大实蝇成虫发生

期进行药剂点喷和悬罐诱杀,一般持续2个月左右。
笔者在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发现柑橘大实蝇防控难

度很大,传统方法防控周期长且投入成本较高,因
此,探索经济高效又简便易行的防治方法意义重大。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柑橘大实蝇羽化觅食期主要

在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区域觅食活动,产卵期则主要

在橘园进行交配产卵[8]。笔者根据柑橘大实蝇成虫

的田间时空分布规律,设计了不同的诱杀方法并比

较其防治效果,旨在提高诱杀效率,为探索经济高效

又简便易行的防治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于2011年5-8月在湖北省丹江口市柑橘

试验站橘园进行。橘园处于狭长的坡面山谷,按试

验要求分成为4个部分,每部分面积约1600m2,每
部分橘园周边环境一致,柑橘品种为温州蜜柑。橘

园各处理之间间隔30m以上。
1.2 诱杀方法

A处理:羽化觅食期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带诱杀。
在橘园与杂树林的交界带每隔5m设定1个诱杀

点,共9个点。悬罐诱杀与点喷交替设置,毒饵为

糖、醋、酒与敌百虫的混合液,诱捕罐为自制黄色球

状塑料罐,点喷工具为普通园艺喷水壶,点喷对象为

树冠中层的叶片及树下的杂草,点喷药剂与挂罐使

用的药剂相同。从2011年5月29日一直持续到

6月16日柑橘大实蝇入园产卵的羽化盛末期设置诱

杀点,每隔5~7d更换毒饵,并记录每个诱捕罐诱

杀的柑橘大实蝇数量。

B处理:羽化觅食期(B1,2011年5月29日-
6月16日)和交配产卵期(B2,2011年6月24日-
7月27日)橘园诱杀。在橘园内部均匀设置诱杀

点,共9个点。悬罐诱杀与点喷交替设置,毒饵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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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处理相同。

C处理:交配产卵期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带诱杀。
在6月24日柑橘大实蝇入园产卵的羽化盛末期到

7月27日产卵盛末期设置诱杀点,诱杀点的设置和

诱杀方法同A处理。

D处理:对照组,不设诱杀点。
虫果率调查:在橘园无柑橘大实蝇成虫活动后

(9月9日)调查虫果率。采用5点取样法在试验橘

园选取5个点,每点随机选取20个果实,就地剖开

果实,观察并记载受柑橘大实蝇损害的虫果数。
1.3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DPS软件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进行统计与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成虫诱杀效果的影响

由图1可知,在柑橘大实蝇成虫羽化觅食期

(5月29日-6月16日),不同处理的诱捕虫量差异

显著。A 处理每个诱捕罐的诱捕虫量为(7.6±
1.8)头/d,显著高于B1处理的诱捕虫量(4.5±1.2)
头/d。这表明在羽化觅食期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带设

定诱杀点比在橘园内设定诱杀点的诱杀效果好。

  图中数字为平均值±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间表示在

P<0.05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图2同)。Dataarepresen-
tedasmeans±SD,anddifferentlettersindicatedsignifi-
cantdifferencesatP<0.05level(thesameasFig.2).

图1 不同处理每个诱捕罐诱杀成虫的数量

Fig.1 Numberoftrappedadultspertrap
indifferenttreatments

在柑橘大实蝇成虫交配产卵期(6月24日-
7月27日),不同处理的诱杀量有显著差异。B2处

理每个诱捕罐的诱捕虫量为(2.9±0.8)头/d,显著

高于C处理的诱捕虫量(1.8±0.3)头/d。这表明

在交配产卵期,橘园内设定诱杀点比橘园与杂树林

交界带设定诱杀点的诱杀效果好。

另外,在橘园与杂树林交界,柑橘大实蝇成虫羽

化觅食期每个诱捕罐的诱捕虫量为(7.6±1.8)头/d,
显著高于交配产卵期的诱捕虫量(1.8±0.3)头/d。
在橘园内成虫羽化觅食期的诱捕虫量为(4.5±1.2)
头/d,也显著高于交配产卵期的诱捕虫量(2.9±
0.8)头/d。这表明在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和橘园内,羽
化觅食期诱杀效果都显著高于交配产卵期。
2.2 不同处理对橘园虫果率的影响

由图2可知:通过实地调查,在橘园D处理(对
照组)柑橘大实蝇的虫果率达75.0%;C处理虽然

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虫果率为

66.5%;B处理的防治效果最好,即在柑橘大实蝇

成虫的整个羽化产卵期,在橘园内部悬挂诱捕罐诱

杀后,虫果率可控制在25.0%;A处理和B处理的

防治效果无显著性差异。由于 A处理的防治周期

较短,即在柑橘大实蝇成虫的羽化觅食期,在橘园与

杂树林交界带进行集中诱杀,所以相对于B处理能

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在橘园进行防治时具有更好

的应用前景。

图2 不同处理每个取样点的虫果率

Fig.2 Ratioofwormedfruitspersamplingpoint
indifferenttreatments

3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对柑橘大实蝇成虫的诱杀在

羽化觅食期效果较好,每个诱捕罐的诱捕虫量为

(7.6±1.8)头/d,显 著 高 于 产 卵 期 的 诱 捕 虫 量

(1.8±0.3)头/d;羽化觅食期将诱捕罐集中挂在橘

园与杂树林的交界带诱杀柑橘大实蝇成虫效果较

好,每个诱捕罐的诱捕虫量为(7.6±1.8)头/d,显著

高于橘园内的诱捕虫量(4.5±1.2)头/d;在产卵期

诱杀柑橘大实蝇成虫则是橘园内效果较好。基于虫

果率调查的防治效果表明,羽化觅食期橘园与杂树

林的交界带诱杀柑橘大实蝇成虫和传统的整个成虫

发生期在橘园内部持续诱杀的防治效果相比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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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这与前人研究结果[6]和柑橘大实蝇成虫羽化

期田间活动规律一致[8],即柑橘大实蝇羽化觅食期

主要在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区域觅食活动,所以羽化

觅食期在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区域诱杀效果最好。而

产卵期成虫觅食活动相对低,又主要在橘园产卵活

动,所以橘园比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区域诱杀效果好,
且产卵期整体的诱杀效果比羽化觅食期差。

本试验中除了产卵期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带诱杀

外,羽化觅食期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带诱杀和整个成

虫期(羽化觅食期和交配产卵期)橘园诱杀的防治效

果显著,都能显著降低虫果率,但虫果率仍然较高

(34.5%和25.0%)。其原因可能是尽管成虫期诱

杀能显著降低成虫密度,但由于试验基地虫果密度

太高,对照组虫果率高达75.0%,单一的成虫诱杀

技术仍然不能完全将害虫控制在经济损害允许水平

之下,因此,在虫口密度大、虫害发生严重的柑橘园,
柑橘大实蝇的防治应该采取冬季翻耕和毒土封杀、
产卵期后摘捡虫果并集中深埋闷杀果内幼虫以及在

成虫羽化期进行诱杀等综合治理方法[2]。本试验结

果表明,诱杀点的分布对柑橘大实蝇的诱杀效果有

显著影响。羽化觅食期在橘园与杂树林交界带进行

集中诱杀柑橘大实蝇成虫,同时辅以产卵期橘园诱

杀是一种省时省力且行之有效的诱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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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ccordingtotheoccurrenceregularityofBactrocera(Tetradacus)minax(Enderlein)in
theorchard,aseriesofexperimentswereperformedtocomparetheeffectofdifferentcontrollingmeth-
ods.TheresultsshowedthatB.minaxadultstrappingworkshouldbedoneduringtheperiodofemer-
gencepeak:(7.6±1.8)insectsweretrappedpertrapperday,while(1.8±0.3)insectsweretrapped
pertrapperdayinspawningperiod.Asforthedistributionoftrapsincitrusorchard,trapsshouldbe
settinginthejunctionareaofcitrusorchardsandhybridwoods.Thetrappingnumberinjunctionarea
was(7.6±1.8)pertrap,which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4.5±1.2)pertrapinorchard.Butin
spawningperiod,preventioninorchardwasbetterthaninjunctionarea.Thecontrollingeffectsabout
wormedfruitsshowedthat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trappingeffectbetweentheemergence
peakperiodinthejunctionareaandthewholeadultshazardperiodinorchard.

Keywords Bactrocera(Tetradacus)minax(Enderlein);citrus;control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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