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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华中区域果实蝇害虫的发生规律和气候因子影响,以武汉市南湖地区的华中农业大学校内果

园和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内蔬菜基地为调查地点,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４月使用诱蝇醚和诱

蝇酮为性引诱剂开展了诱捕调查,并结合华中农业大学当年的气象记录开展了气象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果园

和蔬菜基地内诱捕的果实蝇种类为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蝇,不同调查点的种群动态模式基本一致.南亚果实蝇

于５－６月初开始出现,７－８月初达到第１个高峰期,随后呈现锐减趋势,并于９月下旬－１０月出现第２个小高

峰(梨园和蔬菜基地除外);而橘小实蝇主要于６月下旬之后开始出现,８月下旬－９月上旬达到高峰期,且未出

现第２个小高峰(橘园除外);表明这２种果实蝇的发生呈现明显的错峰现象.通过相关性和主成分统计分析,推
测气温条件(包括平均气温、平均最低温、平均最高温)和平均日照时数为影响果实蝇种群动态的关键气候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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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实蝇害虫是一大类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害

虫.主要隶属于双翅目(Diptera)的实蝇科 (TeＧ
phritidae),广泛分布于北极和南极之外的世界各

地,但以热带和亚热带发生为主,取食为害水果和蔬

菜瓜果,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往往造成严重损失,目前

已有６４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将果实蝇列为植

物检疫危险性害虫[１Ｇ２].在我国,尤其是南方地区,
主要果实蝇害虫种类为橘小实蝇[BactroceradorＧ
salis(Hendel)]、瓜实蝇[B．cucurbitae (CoquilleＧ
tt)]和南亚果实蝇[B．tau (Walder)],其雌成虫将

虫卵产于新鲜水果或蔬菜瓜果的表皮之下,形成逐

渐异化腐败的产卵孔,而幼虫孵化后取食果肉组织,
也造成果实腐烂、落果,丧失经济使用价值.同时,
这３种果实蝇害虫的为害寄主范围非常广,以热带

和亚热带的果蔬植物为主.其中,橘小实蝇的寄主

范围包括４６个科的２５０多种作物果实,但以包括柑

橘、桃、梨在内的水果为主;而瓜实蝇和南亚果实蝇

的寄主以葫芦科和茄科类蔬菜瓜果为主,同时也可

取食为害部分水果,寄主范围分别达到１００多种和

７０余种[３Ｇ４].由于其特殊的产卵和幼虫取食习性、以
及广泛的寄主种类,在我国华南、西南地区广泛发生,
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３,５Ｇ６].

与我国南方地区相比,华中地区的果实蝇害虫

发生种类和发生规律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然而相

关的调查报道较为少见且不系统.相对于华南和西

南地区,华中地区的纬度更高、年平均温度和冬季平

均温度更低[７],因此,果实蝇在当地的越冬情况和发

生规律可能显著不同.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气候

变暖显著改变华中地区气候条件,造成当地月平均

气温、冬季平均气温和降水量都呈现增加趋势[８Ｇ９],
将有利于果实蝇害虫的越冬,使其适生区北移;而农

作物种植结构的改变,尤其是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的持续增长[１０Ｇ１１],也为果实蝇害虫的发生提供

了有利的寄主条件.因此,相对于过去中短期的调

查结果[１,１２],近期华中地区的果实蝇类害虫发生规

律和环境影响因子可能也有显著变化.但是目前这

方面的调查研究非常缺乏.
为了解当前气候和农业种植条件下华中区域的

果实蝇害虫主要发生种类和发生动态,笔者于２０１６
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４月,对武汉南湖地区的华中农业

大学校内果园和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内蔬菜基地中的果实蝇进行了周年持续调查,并分

析主要的气候影响因子,旨在为华中地区果实蝇害

虫的预测与防控提供基础理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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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橘小实蝇的性引诱剂为９９％ 的诱蝇醚(MethＧ
yleugenol),而南亚果实蝇和瓜实蝇的性引诱剂为

９９％诱蝇酮(Cuelure),皆为常州市禾丰生化研究所

产品.果实蝇诱捕器依据专利技术CN２０１９７６６３５U
设计,由广州多宇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诱捕实蝇的方法参照诱捕器说明书,即将５００

μL果实蝇性引诱剂滴加至诱捕器内吊杆底部的吸

药板,组装好后吊挂于距离地面１~１．５m 的粗壮枝

条上.各诱捕器距离＞５０m.每隔１５d调查１次,
收集诱捕器中的实蝇虫体并保存于７５％乙醇,于当

日内送回实验室完成形态鉴定与计数,同时清理诱

捕器,补充新的性引诱剂５００μL.
调查地点包括武汉市华中农业大学校园内南湖

沿岸的３个果园和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

所内的１个蔬菜基地:(１)华中农业大学内梨园,位
置最靠北,面积约为３５４０m２,园内种植品种主要为

丰水梨、筑水梨,周围种植柿子树、枇杷树、橘树,设
置５个诱虫瓶;(２)华中农业大学内桃园,位于梨园

南方５００m 左右,面积约为６６００m２,园内种植品

种主要为砂子早生、曝光油桃,周围种植李树、橘树,
设置５个诱虫瓶;(３)华中农业大学内橘园,位置最

靠南,位于桃园南方８００m 左右,面积约为７５６０
m２,园内种植品种主要为温州蜜柑和柚子,周围以

水塘为主,设置４个诱虫瓶;(４)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内蔬菜基地,面积约为３５２０m２,于
每年３－９月种植瓜果蔬菜(包括丝瓜、黄瓜、南瓜、
苦瓜、茄子),１０月－次年３月搭棚种植叶菜类蔬

菜,设置５个诱虫瓶.
1.3　气象数据

研究所采用的华中农业大学气象原始记录数据

由农业部长江中游作物生理生态与耕作重点实验室

提供.根据２个调查时间点之间的原始记录数据计

算平均值,可获得后一个调查时间点对应的平均气

温、平均最低温、平均最高温、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

速、平均风向角度、平均降雨量和平均日照时数.
1.4　数据分析

不同气象因子与实蝇发生动态之间的相关性、
主成分分析通过SPSS软件(v．１３．０)完成.数据分

析结果表示为“平均值±标准误”(Mean±S．E．),图
中误差线表示标准误(S．E．)大小.

2　结果与分析

2.1　诱捕实蝇害虫种类与性比

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４月的调查期间,共
诱捕到２２７１头实蝇害虫,通过果实蝇害虫的形态

学特征[１３]观察鉴定,仅鉴定出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

蝇,分别占比为７２．８％和２７．２％.外生殖器的观察

鉴定结果证明诱捕个体全部为雄性.
2.2　果实蝇在橘园的年发生动态

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橘园中,南亚果实蝇和橘小

实蝇分别于５月２５日和８月２５日出现,６月２５
日－８月２５日和８月２５日－９月１０日分别为诱捕

盛期,并于８月１０日和９月１０日分别达到最高峰,
而后在１０月出现第２个发生期,其中的次高峰期皆

为１０月１０日,诱捕数量仅为最高峰的１３．４％和

２９．４％.随后分别到１１月１０日和１０月１０日仍可

诱捕到少量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蝇个体,之后果实

蝇消失(图１).

图１　橘园中果实蝇害虫发生动态

Fig．１　Thepopulationdynamicsoffruitfliesinthecitrusorchard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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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果实蝇在桃园的年发生动态

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桃园中,南亚果实蝇和橘小

实蝇分别于５月１０日和６月２５日出现,６月２５
日－８月２５日和７月２５日－９月１０日为诱捕盛

期,并于８月１０日和８月２５日分别达到最高峰;而

南亚果实蝇在９月下旬到１０月中旬出现第２个发

生期,其中的次高峰期为９月２５日,诱捕数量仅为

最高峰的２６．０％.随后分别到１０月１０日和９月

２５日仍可诱捕到少量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蝇个体,
之后果实蝇消失(图２).

图２　桃园中果实蝇害虫发生动态

Fig．２　Thepopulationdynamicsoffruitfliesinthepeachorchard
2.4　果实蝇在梨园的年发生动态

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梨园中,南亚果实蝇和橘小

实蝇分别于６月１０日和４月２５日出现,６月２５
日－８月２５日和８月１０日－９月１０日为诱捕盛

期,并于７月２５日和８月２５日分别达到最高峰;而
后２种果实蝇皆未出现第２个发生期,分别到９月

１０日和９月２５日之后未能再诱捕到个体(图３).

2.5　果实蝇在蔬菜基地的发生动态

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内蔬菜基

地中,南亚果实蝇于５月２５日出现,７月１０日－
８月２５日为诱捕盛期,于７月１０日达到最高峰;到

９月１０日之后则未能诱捕到个体.而橘小实蝇仅

仅能在７月１０日和９月１０日在１个诱虫瓶中诱捕

得 到,且７月１０日的诱捕量相对偏大,与南亚果实

图３　梨园中果实蝇害虫发生动态

Fig．３　Thepopulationdynamicsoffruitfliesinthepearorchard
蝇的高峰期一致(图４).
2.6　气候因子对果实蝇发生动态的影响

为进一步了解气候条件对武汉果实蝇害虫发生

规律的影响,我们分析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平均气温

(X１)、平均最低温(X２)、平均最高温(X３)、平均相

对湿度(X４)、平均风向角度(X５)、平均风速(X６)、
平均降雨量(X７)和平均日照时数(X８)与２种主要

果实蝇害虫发生动态的关系.对于南亚果实蝇,平

均气温(X１)、平均最低温(X２)、平均最高温(X３)、
平均日 照 数 (X８)与 其 种 群 动 态 成 显 著 正 相 关

(P＜０．０５),而平均风速(X６)与其成显著负相关

(P＜０．０５)(表１).对于橘小实蝇,平均气温(X１)、
平均最低温(X２)、平均最高温(X３)、平均日照数

(X４)与其种群动态成正相关,其中前３个气候因子

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性(P＜０．０５),平均日照数(X８)
的相关性接近显著水平(P＝０．０６８);而平均风速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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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６)与其成显著负相关(P＜０．０５)(表２).进而对

这５个气候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第１个主成

分的特征值为３．６１８,贡献率为７２．３５２％,为最主要

的主成分(表３),根据主成分１在各个气候因子变

量上的 载 荷,发 现 平 均 气 温 (X１)、平 均 最 低 温

(X２)、平均最高温(X３)、平均日照数(X８)的载荷

数值较大(＞０．７４０)(表４),可认为这４个气候因子

的综合作用对果实蝇害虫发生的影响最大;而第２
个主 成 分 的 特 征 值 为 ０．７９４,贡 献 率 为 １５．８９％
(表３),为辅助性主成分,其中,平均风速(X６)在主成

分２上有高载荷(＝０．９７４)(表４),可认为平均风速气

候因子能单独对果实蝇害虫发生产生显著影响.

图４　蔬菜基地中果实蝇害虫发生动态

Fig．４　Thepopulationdynamicsoffruitflies
inthevegetablefields

表１　南亚果实蝇种群动态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Table１　ThecorrelationanalysisofpopulationdynamicsofB．tauandvariedmeteorologicalfactors

项目Item X８ X７ X６ X５ X４ X３ X２ X１ B．tau P
X１ ０．５８１ ０．００１∗

X２ ０．９９５ ０．５９８ ０．００１ ∗

X３ ０．９７９ ０．９９４ ０．５６１ ０．００２∗

X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１６０ ０．２２８
X５ ０．３６７ ０．１８４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９ ０．３０９ ０．０７１
X６ －０．４９２ －０．２３９ －０．３９１ －０．４２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７ ０．００７∗

X７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５０３ ０．２０４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８ ０．２０５ ０．１６９
X８ －０．２２８ －０．２５９ ０．０７６ －０．６１４ ０．６５３ ０．５１６ ０．５８４ ０．３１３ ０．０６８

表２　橘小实蝇种群动态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Table２　ThecorrelationanalysisofpopulationdynamicsofB．dorsalisandvariedmeteorologicalfactors

项目Item X８ X７ X６ X５ X４ X３ X２ X１ B．dorsalis P
X１ ０．５６１ ０．００２∗

X２ ０．９９５ ０．５４８ ０．００３∗

X３ ０．９７９ ０．９９４ ０．５７１ ０．００２∗

X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７ ０．２０４
X５ ０．２１４ ０．９３６ ０．９７２ ０．９５９ ０．５８１ ０．４１８
X６ ０．２９３ ０．３６７ ０．１８４ ０．１９６ ０．１８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

X７ －０．４９２ －０．５２１ －０．２３９ －０．３９１ －０．４２０ －０．４０２ －０．５９５ ０．２３１
X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７ ０．３４９ ０．５０３ ０．２０４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８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１∗

表３　主成分分析

Table３　Themaincomponentanalysis

主成分

Component

特征值 Eigenvalues
总值

Total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累计贡献率/％

Cumulativevariance

旋转后特征值 Rotationsumsofsquaredloadings
总值

Total
方差贡献率/％

Variance
累计贡献率/％

Cumulativevariance
１ ３．６１８ ７２．３５２ ７２．３５２ ３．２６３ ６５．２５３ ６５．２５３
２ ０．７９４ １５．８９０ ８８．２４２ １．１４９ ２２．９８９ ８８．２４２
３ ０．５８２ １１．６３６ ９９．８７９
４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９ ９９．９９７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诱蝇醚和诱蝇酮作为果实蝇害虫性

诱剂,仅仅引诱到橘小实蝇和南亚果实蝇,而未发现

瓜实蝇的发生.这与华南、西南地区的果实蝇发生

危害严重地区的调查结果显著不同,大量相关研究

发现在当地使用诱蝇酮可同时引诱到瓜实蝇和南亚

果实蝇,且瓜实蝇的发生程度更高[４,１４Ｇ１６].造成此

发生模式地区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武汉地区更高的纬

度气候条件,尤其是冬季相对低温的特点,以及果实

蝇害虫的生物学特性,尤其是低温生长发育能力差

异有关.南亚果实蝇的幼虫、产卵前期和全世代的

发育起点温度均被证明明显低于瓜实蝇[１７Ｇ１８].目前

虽然没有武汉地区南亚果实蝇和瓜实蝇的越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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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主成分矩阵

Table４　Themaincomponentmatrix

项目

Item
主成分 Component

１ ２
X１ ０．９４８ －０．２５４
X２ ０．９２０ －０．２８８
X３ ０．９６６ －０．２２８
X６ －０．１８８ ０．９７４
X８ ０．７４０ －０．０３６

　注:X１~X３、X６、X８分别表示平均气温(X１)、平均最低温

(X２)、平均最高温(X３)、平均风速(X６)、平均日照时数

(X８).Note:X１ＧX３,X６,X８representtheaveragetemＧ

perature(X１),averageminimaltemperature(X２),average

maximaltemperature(X３),averagewindspeed(X６),averＧ

agesunshineduration(X８),respectively．

研究报道,但根据作者个人经验,南亚果实蝇成虫在

武汉地区冬季的晴好天气仍然可见活动迹象,但从

未发现瓜实蝇的活动.事实上,已有研究证明,南亚

果实蝇具有更广的适生区范围、更高的适生区纬度,
说明其具有更强的适应低温环境的能力.例如,根
据吴淇铭[７]的预测结果,南亚果实蝇的高风险区北

界可达到辽东半岛和黄河以北,而瓜实蝇的高风险

区北界仅达到淮河以南.因此,推测南亚果实蝇相

对于瓜实蝇更加适应武汉的冬季低温条件,导致其

更早发生,占据有利的生态位.另一方面,２种实蝇

的寄主范围,尤其偏好寄主对象非常相似,同时出现

在一个地区会产生明显的生态位竞争,因此,瓜实蝇

可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而导致种群规模的抑制.
另外,通过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蝇的对比发现,

目前武汉南湖地区的果实蝇害虫发生结构表现为南

亚果实蝇发生强于橘小实蝇.本研究不仅证明诱捕

获得的南亚果实蝇总数为橘小实蝇的２．６８倍,而且

在发生高峰期前者的数量也显著高于后者(图１~
４),与华南和西南地区具有显著不同[１４,１６].此现象

的产生可能与近年来包括南湖地区在内的武汉及其

周边地区果园种植面积缩减,而春夏季瓜果蔬菜种

植面积显著增加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造成橘小实

蝇和南亚果实蝇的寄主来源出现一消一长的特点,
直接影响其发生规模.而且随着果园管理的日益规

范,尤其是果树种植采取单一化和规模化管理,使得

橘小实蝇难以连续获得合适的寄主水果,抑制了其

全年发生的频次和数量;相反,蔬菜瓜果的种植则更

为自由,种类繁多,使得南亚果实蝇在５－８月能迭

代发生,种群规模可持续甚至于爆发性增长,从而导

致南亚果实蝇的发生日益严重.另外,虽然南亚果

实蝇偏好性寄主为蔬菜瓜果类,但已有研究证明其

可以通过机械损伤导致的穿孔或橘小实蝇的产卵孔

在水 果 中 产 卵,从 而 与 橘 小 实 蝇 产 生 生 态 位 竞

争[１９],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处于优势地位[１２].这

些皆有利于南亚果实蝇的发生及其在与橘小实蝇的

竞争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本研究发现南亚果实蝇在蔬菜地和果园的种群

动态呈现基本一致的规律,皆于５－６月开始出现,

７－８月初达到第１个高峰期,随后诱捕数量锐减甚

至消失,９月下旬－１０月出现第２个小高峰,但诱捕

数量显著低于第１个高峰(＜３０％).这要显著晚于

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发生时期和高峰期[１６,２０],与纬度

的差异特点一致.具体分析南亚果实蝇种群动态的

影响因子,可发现其第１个发生盛期和高峰期的出

现与武汉地区种植的瓜果类蔬菜(例如丝瓜、黄瓜、
南瓜、苦瓜、西葫芦、番茄、茄子等)的主要挂果成熟

期(５－８月)基本一致,而后随着下半年换种叶类蔬

菜,南亚果实蝇的诱捕数量显著降低.这种种群数

量波动与寄主成熟期基本一致的特点说明寄主的生

长和成熟时期是影响南亚果实蝇种群发生与高峰期

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中诱捕得到的南亚果

实蝇主要来源于蔬菜种植地(例如本研究中的蔬菜

基地),果园中的南亚果实蝇主要为迁移过境的个

体[２１].而气候因子分析结果说明温度条件(包括平

均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平均最高气温)是影响南亚

果实蝇发生的关键气候因子,这与云南和海南地区

调查结果一致[１４,２２].在５－８月初温度和南亚果实

蝇的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温

度升高,有利于其越冬虫发育起始,并加快虫体发育

速度;同时可通过影响寄主的发育成熟时期而对其

发生盛期和高峰期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到８月份,
其平均气温＞３０℃、平均最高气温＞３５℃,尤其是

８月２５日达到最高值,已有研究证明高于３０ ℃的

气温条件反而不利于南亚果实蝇的生长发育[２３],因
此,８月的高温条件可能是导致其第１个高峰期之

后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另外,平均风速与南亚果

实蝇的发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在春秋季节较低的

风速反而有利于南亚果实蝇的发生,相关的原因还

不清楚.
本研究中的橘小实蝇主要在果园中诱捕得到,

而且其发生高峰期集中于８月下旬－９月上旬.根

据３个果园中的树种,仅有梨园的成熟期与此时间

相吻合,且调查期间梨园也出现大量的落果,因此,
在梨园诱捕得到的橘小实蝇可能为园区发生或被吸

引而来的个体;而桃树和橘树的成熟期分别为５月

下旬－６月下旬和１０－１２月,分别早于和晚于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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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蝇的发生高峰期,不可能为园区内自然发生的种

群,考虑到橘小实蝇具有较强的飞行迁移能力[２４],
推测本研究中桃园和橘园诱捕获得的橘小实蝇为华

中农业大学内梨树、李子树或周边地区果园来源的

迁移过境的个体.而桃园内诱捕橘小实蝇高峰期的

虫体数量最多,可能是由于桃园外围种植的李子同

期成熟而大量发生的橘小实蝇被吸引进入桃园,同
时桃园位于南湖岸边,相对于远离湖岸的梨园和橘

园更有利于吸引迁移过境的橘小实蝇.综合本研究

３个果园的结果,可以推测武汉地区的橘小实蝇发

生高峰期为８－９月,可能主要为害本区域内种植的

成熟期相同的梨、栆、李、早熟柑橘等水果.本研究

发现的橘小实蝇高峰期时段与云南２４°N 以北、广
西地区果园的报道相似(８－９月)[１４,２５Ｇ２６],但要晚于

云南２４°N 以南地区(６月)和海南地区(２月和６
月)[２２,２７],可能是由于纬度偏低地区的温度偏高,橘
小实蝇可更早发生并进入盛期和高峰期,而到７－９
月则因为温度过高反而抑制了当地橘小实蝇的发

生,未能出现高峰期.气候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温度

(包括平均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和日

照时数共同对橘小实蝇的发生产生了关键影响,这
与云南和海南地区的调查结果一致[２２,２５,２７].温度和

平均日照的变化趋势与橘小实蝇的动态趋势呈现明

显的正相关,而且橘小实蝇的高峰期与温度和平均

日照的高峰期基本一致.与南亚果实蝇相似,平均

风速与橘小实蝇的发生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一年

中风速最低的时期与橘小实蝇发生高峰期重合,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内在决定机制.

有趣的是,本研究中的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蝇

在所有果园中的发生呈现显著的错峰特点,尤其是

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蝇的发生高峰期分别为７月下

旬－８月上旬和８月下旬－９月上旬,间隔期为半个

月至１个月,这与以往的研究报道基本一致.例如,
在云南西双版纳州的景洪、勐龙、打洛和大理宾川地

区开展的周年调查皆表现为南亚果实蝇的发生高峰

期显著提前于橘小实蝇[１４,１６].这可能与２种果实

蝇的发育起始温度和偏好寄主的成熟期差异有关.
在包括南湖地区在内的武汉及其周边地区种植的瓜

果类蔬菜成熟季节一般在５－８月,有利于南亚果实

蝇在此期间种群数量的增加并达到高峰,而武汉地

区种植的主要水果品种成熟期更晚,因此,橘小实蝇

的发生和高峰期则明显推迟.同时,以往的研究发

现南亚果实蝇卵、幼虫、蛹和全世代发育起点温度皆

显著低于橘小实蝇[３,１８,２３],可以推测南亚果实蝇在

武汉的越冬能力强于橘小实蝇,能更早完成春季第

１代的发育,从而更早进入发生期和高峰期.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湖北地区果实蝇害虫的长期

(周年)发生动态,发现南亚果实蝇和橘小实蝇是目

前的主要果实蝇害虫种类,并进一步明确了其种群

动态特征,分析了可能的关键气候因子.这些都为

武汉乃至湖北地区的蔬菜瓜果和水果等重要经济作

物的实蝇害虫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本研究

的调查地点主要在武汉南湖周边的果园和蔬菜基

地.在此基础之上,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调查范

围,提供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更为全面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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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dynamicsoffruitflypestsinWuhan,Hube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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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uitflypests,asimportantquarantinepestsforfruitandvegetableinSouthChinaand
SouthwestChina,havebecomemoreandmoreseriousinCentralChinainrecentyears．However,few
studieshavebeenreported．InordertounderstandtheoccurrenceoffruitflypestsandrelatedmeteoroＧ
logicalfactorsinCentralChina,wedeterminedthepopulationdynamicsofthefruitfliesinthefruitorＧ
chards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andthevegetablefieldsinEconomicCropsResearchInstiＧ
tute,Hubei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inNanhudistrictofWuhanCityfromApril２０１６toApril
２０１７．Methyleugenolandcuelurewereusedassexattractantstoconducttrappingsurveys,andthemeＧ
teorologicalfactors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ereusedtoconductmeteorologicalanalysis．
TheresultsshowedthatthefruitfliescaughtinthepresentresearchwereBactroceratau (Walker)and
B．dorsalis(Hendel)．ThepopulationdynamicspatternsofthetwodifferentsurveysiteswereverysimＧ
ilar．TheB．taubegantoappearfrom MaytoearlyJune,reachedthefirstpeakduringJulyＧAugust,folＧ
lowedbyasharpdecline,andreachedasecondsmallpeakfromlateSeptembertoOctober(exceptfor
pearorchardandvegetablefields)．WhileB．dorsalisbegantoappearaftertheendofJune,reachedthe
peakfromlateAugusttoearlySeptember,anddidnothavethesecondsmallpeak(exceptforthecitrus
orchard)．Theoccurrenceofthetwofruitflypestsshowedobviousphenomenonofpeakshift．According
tothestatisticalanalysisofcorrelationandprincipalcomponents,temperatureconditions(includingavＧ
eragetemperature,averageminimaltemperature,andaveragemaximaltemperature)andaveragesunＧ
shinedurationwereassumedtobethekeymeteorologicalfactorsaffectingfruitflypopulationdynamics．
Insummary,thefruitflypestsinWuhanweremainlyB．tauandB．dorsalisandthepopulationdynamＧ
icsofthetwofruitflypestsindicatedasignificantpeakshiftfromJulytoSeptember．

Keywords　Bactroceratau (Walker);Bactroceradorsalis(Hendel);NanhudistrictofWuhanCity
inHubeiProvince;populationdynamics;meteorological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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