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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兰实蝇雌成虫的寄主选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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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泽兰实蝇是紫茎泽兰的专性寄生天敌ꎬ已成为控制紫茎泽兰的重要因子ꎮ 泽兰实蝇的寄主选择力对其控制

紫茎泽兰至关重要ꎬ但相关报道还很少ꎮ 【方法】采用“Ｙ”形嗅觉仪在实验室内测定泽兰实蝇雌成虫对寄主植物———紫茎

泽兰及其他植物的选择行为ꎬ以及紫茎泽兰受重金属胁迫后泽兰实蝇对其选择的变化ꎮ 【结果】不同日龄的泽兰实蝇雌成

虫对紫茎泽兰的选择性不具有显著差异ꎻ交配与否对雌成虫的寄主选择没有显著影响ꎻ雌成虫对紫茎泽兰的选择显著高于

黄蒿、水葫芦和蓝花鼠尾草等非寄主植物ꎻ雌成虫对花期及机械损伤的紫茎泽兰选择更显著ꎻ紫茎泽兰经重金属镉(Ｃｄ)、铅
(Ｐｂ)和锌(Ｚｎ)单一及复合处理后ꎬ泽兰实蝇雌成虫对其选择性显著降低ꎮ 【结论与意义】泽兰实蝇雌成虫的寄主选择性随

植物种类、寄主植物(紫茎泽兰)的生育期、健康状况及重金属胁迫而变化ꎬ这有助于更好地利用泽兰实蝇控制紫茎泽兰ꎮ
关键词: 泽兰实蝇ꎻ 紫茎泽兰ꎻ 寄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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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兰实蝇 Ｐｒｏｃｅｃｉｄｏｃｈａｒｅｓ ｕｔｉｌｉｓ Ｓｔｏｎｅ 是紫茎泽

兰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Ｓｐｒｅｎｇ 的专性寄生天

敌ꎬ多个国家曾先后利用该虫控制紫茎泽兰的蔓延

(Ｄｏｄｄꎬ１９６１ꎻ Ｒａｈｍａｎ ＆ Ａｇａｒｗａｌꎬ１９９１)ꎮ 我国于

１９８４ 年首次从西藏聂拉木县将泽兰实蝇引进云南

部分地区ꎬ随后其被引入四川、贵州等西南地区并

形成自然种群(陈升碧和关德盛ꎬ１９９４ꎻ 唐川江和

周俗ꎬ２００３ꎻ 魏艺等ꎬ１９８９)ꎮ 研究发现ꎬ泽兰实蝇

通过幼虫蛀入紫茎泽兰幼嫩茎枝端部ꎬ蛀食并刺激

被害部位形成膨大虫瘿ꎬ能抑制紫茎泽兰的种子产

量、萌发率、分枝数及株高ꎬ并能抑制紫茎泽兰的光

合作用及生物量的增加及分配(张智英等ꎬ１９８８ꎻ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１): ２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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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征等ꎬ１９８９)ꎮ 泽兰实蝇是否选择寄生紫茎泽兰ꎬ
即对寄主的选择力ꎬ是其发挥以上控制作用的关键

因素ꎮ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集中于泽兰实蝇寄生

后对紫茎泽兰生长发育及控制效果等方面(陈旭东

和何大愚ꎬ１９９０ꎻ 代聪等ꎬ１９９１ꎻ 何大愚等ꎬ１９８７ꎻ 李

爱芳等ꎬ２００６ꎻ 刘文耀等ꎬ１９９１ꎻ 杨光礼和孙元体ꎬ
１９９３ꎻ 郑征等ꎬ１９８９ꎻ Ｂｅｓｓ ＆ Ｈａｒａｍｏｔｏꎬ１９５８)ꎬ未见

有关泽兰实蝇对寄主选择力方面的研究报道ꎮ
另据马沙(２０１３)的初步调查发现ꎬ兰坪金顶铅

锌矿附近区域泽兰实蝇的寄生率与较远非矿区相

比呈现出较大差异ꎬ矿区泽兰实蝇的寄生率仅为非

矿区的 ４７.５％ꎮ 经研究ꎬ在重金属矿区ꎬ紫茎泽兰

体内的重金属积累量相对较高 (李冰和张朝晖ꎬ
２００８ꎻ 汪文云和张朝晖ꎬ２００８ꎻ 王吉秀等ꎬ２０１３ꎻ Ｚ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分析认为:除了随食物链的传递而到

达泽兰实蝇体内的重金属直接对泽兰实蝇产生毒

性影响外ꎬ重金属还通过胁迫紫茎泽兰间接影响泽

兰实蝇对紫茎泽兰的选择水平ꎬ然而目前国内外还

缺乏相关方面的研究ꎮ 鉴于此ꎬ本文利用“Ｙ”型嗅

觉仪ꎬ就泽兰实蝇雌成虫对紫茎泽兰及其他植物以

及对受重金属胁迫的紫茎泽兰的选择性进行了相

关研究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泽兰实蝇采自云南昆明呈贡区带有虫瘿的紫

茎泽兰枝条ꎬ摘除部分枝叶后将虫瘿放入养虫笼

(６０ ｃｍ×６０ ｃｍ×６０ ｃｍ)中ꎬ待其自然羽化后ꎬ收集

羽化的泽兰实蝇并将雌雄成虫分开单独饲养作为

供试虫源ꎮ

１.２　 供试仪器

“Ｙ”型嗅觉仪:“Ｙ”型管基部长 １０ ｃｍ、内径 ３ ｃｍ、
两臂长约 １５ ｃｍ、夹角 ７５°ꎬ两臂分别依次连有流量

计、装植物用的玻璃干燥瓶、活性炭和气泵ꎮ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嗅觉仪法　 使用“Ｙ”型嗅觉仪进行测定时ꎬ
室温控制在(２４±２)℃ꎬ相对湿度(６５±５)％ꎮ 将供

试泽兰实蝇雌成虫放在“Ｙ”型玻璃管的入口处ꎬ气
流流速为 ２５０ ｍＬｍｉｎ－１ꎬ气流进入方式为吸入式ꎮ
以试虫进入管口开始计时ꎬ每虫 ２ ｍｉｎꎬ当试虫进入

“Ｙ”型嗅觉仪的一侧臂超过 ２ / ３、停留 １ ｍｉｎ 时ꎬ即
为选择ꎮ 每只雌蝇仅测试 １ 次ꎬ每次测试 １５ 头雌

成虫ꎬ共设 ３ 次重复ꎬ每测完 ５ 头雌成虫立即调换

处理与对照的位置ꎬ以避免几何位置对泽兰实蝇行

为产生影响ꎬ每个处理测试完成后更换嗅觉仪ꎮ 每

更换 １ 次处理ꎬ用 ９５％乙醇清洗“Ｙ 型管”、味源瓶

以及连接于其间的硅胶管ꎬ吹干后备用(李帅等ꎬ
２０１４)ꎮ
１.３.２　 不同日龄泽兰实蝇雌成虫对紫茎泽兰选择

的影响　 选取羽化后不同日龄的雌成虫ꎬ分别测定

其对紫茎泽兰的选择行为ꎬ测定方法同 １.３.１ꎮ
１.３.３　 交配行为对泽兰实蝇雌成虫选择紫茎泽兰

的影响　 选择羽化当天已交配的雌成虫ꎬ逐日测定

其对紫茎泽兰的选择行为ꎬ同时与羽化当天未交配

的雌成虫进行对比ꎬ测定方法同 １.３.１ꎮ
１.３.４　 泽兰实蝇雌成虫对寄主植物与非寄主植物

的选择性比较 　 黄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ｃｈ.￣
Ｈａｍ. ｅｘ Ｒｏｘｂ.、蓝花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 ｆａｒｉｎａｃｅａ Ｂｅｎｔｈ
和水葫芦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Ｍａｒｔ.) Ｓｏｌｍｅ 均采自

云南农业大学校内ꎬ无虫害和机械损伤ꎮ 试验设置

３ 种气味源组合:紫茎泽兰 ｖｓ 黄蒿、紫茎泽兰 ｖｓ 蓝

花鼠尾草、紫茎泽兰 ｖｓ 水葫芦ꎬ观察 ３ 日龄未交配

泽兰实蝇雌成虫对其的选择行为ꎬ测定方法同

１.３.１ꎮ
１.３.５　 泽兰实蝇雌成虫对不同健康状况和生育期

的紫茎泽兰的选择性比较　 植株处理:(１)健康植

株:没有受到任何机械损伤和虫害的生长健壮的植

株ꎻ(２)机械损伤植株:供试前 ２４ ｈꎬ用打孔器(直径

３ ｍｍ)在供试植株每个叶片上打孔(每片叶 １~２ 个

孔)ꎮ 试验设置 ２ 组气味源组合:机械损伤紫茎泽

兰 ｖｓ 健康紫茎泽兰、花期紫茎泽兰 ｖｓ 生长期紫茎

泽兰ꎬ观察 ３ 日龄未交配泽兰实蝇雌成虫对其的选

择行为ꎬ测定方法同 １.３.１ꎮ
１.３.６　 铅(Ｐｂ)、锌(Ｚｎ)和镉(Ｃｄ)处理紫茎泽兰后

对泽兰实蝇雌成虫选择行为的影响 　 试验前将紫

茎泽兰种子播种于温室内ꎬ温度(２５±２)℃ꎬ光照比

１４Ｌ ∶ １０Ｄꎬ相对湿度(７５±５)％ꎬ每 ７ ｄ 浇水一次ꎬ待
长至 ８ ｃｍ 株高时移栽到塑料花盆中(直径 ８ ｃｍ)ꎮ

试验在云南农业大学温室内进行ꎬ试验用土壤采

自云南农业大学校内试验地表层土壤ꎮ Ｐｂ 胁迫处理

水平为 ４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ꎬＰｂ 以 Ｐｂ(ＮＯ３)２ 的形式加入ꎻ
Ｚｎ 胁迫处理水平为 ４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ꎬＺｎ 以 ＺｎＳＯ４ 
７Ｈ２Ｏ 形式加入ꎻＣｄ 胁迫处理水平为 １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ꎬ
Ｃｄ 以 ＣｄＣｌ２２.５Ｈ２Ｏ 形式加入ꎻＰｂ＋Ｃｄ 复合处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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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２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Ｐｂ＋５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ＣｄꎻＺｎ＋Ｃｄ 复合处

理水平为 ２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Ｚｎ＋５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ＣｄꎻＰｂ＋Ｚｎ
复合处理水平为 ２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Ｐｂ＋２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ＺｎꎻＰｂ＋Ｚｎ＋Ｃｄ 复合处理水平为 ２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Ｐｂ＋
２０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Ｚｎ＋５００ ｍｇｋｇ－１ Ｃｄꎮ 以上处理分

别加入土壤后ꎬ拌匀ꎬ以不加入重金属的土壤作为

空白对照ꎬ稳定 ２ 周后移栽紫茎泽兰幼苗ꎮ
选取大小、高度一致(８ ｃｍ)的紫茎泽兰幼苗ꎬ

移栽到每个浓度处理中ꎬ每个处理栽种 ２０ 盆ꎬ每盆

３ 株ꎬ每周浇 １ 次水ꎮ
紫茎泽兰 Ｐｂ、Ｚｎ、Ｃｄ 含量测定:生长 ２ 个月后ꎬ

选取大小、高度一致的紫茎泽兰ꎬ参照汪文云和张

朝晖(２００８)、Ｚ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方法ꎬ先用自来水将

紫茎泽兰植物体洗净ꎬ再用去离子水漂洗干净后ꎬ
依次烘干、粉碎、研磨、硝化(ＨＣｌＯ４ ∶ ＨＮＯ３ ＝ １ ∶ ５ꎬ
ｖ / ｖ)ꎬ用 ＴＡＳ￣９９０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样品中

的 Ｐｂ、Ｚｎ、Ｃｄ 含量ꎮ
泽兰实蝇趋向行为测定:试验设置 ７ 组气味源

组合:Ｐｂ 处理紫茎泽兰 ｖｓ 对照、Ｚｎ 处理紫茎泽兰

ｖｓ 对照、Ｃｄ 处理紫茎泽兰 ｖｓ 对照、Ｐｂ￣Ｃｄ 处理紫茎

泽兰 ｖｓ 对照、Ｚｎ￣Ｃｄ 处理紫茎泽兰 ｖｓ 对照、Ｐｂ￣Ｚｎ
处理紫茎泽兰 ｖｓ 对照、Ｐｂ￣Ｚｎ￣Ｃｄ 处理紫茎泽兰 ｖｓ
对照ꎮ 测定 ３ 日龄未交配雌成虫对以上气味源的

选择行为ꎬ方法同 １.３.１ꎮ

１.４　 数据处理

利用 ＤＰＳ 软件(唐启义和冯明光ꎬ２００２)对不

同发育日龄的各指标进行统计与方差分析ꎬ并以

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法比较各时间段内指标间的显

著性差异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日龄泽兰实蝇雌成虫对紫茎泽兰选择的

影响

由图 １ 可知ꎬ不同日龄雌成虫均更显著趋向于

紫茎泽兰的挥发物ꎻ且 ３ 日龄雌成虫对紫茎泽兰的

选择性最好ꎬ但不同日龄雌成虫之间的选择性无显

著差异(Ｆ＝ ２.０９５ꎬＰ＝ ０.１５６３)ꎮ

图 １　 不同日龄未交配雌成虫对紫茎泽兰选择的差异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ｔｉｌ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Ｅ.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表示同日龄成虫在选择性上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ｓｔａ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Ｐ<０.０５) .

２.２　 交配行为对泽兰实蝇雌成虫选择紫茎泽兰的

影响

如图 ２ 所示ꎬ１~５ 日龄的成虫ꎬ无论交配与否ꎬ
其对紫茎泽兰的选择均超过对照ꎬ且日龄大小和交

配行为对其选择紫茎泽兰的反应率无显著影响ꎮ

２.３　 泽兰实蝇雌成虫对寄主植物与非寄主植物的

选择性比较

如图 ３ 所示ꎬ泽兰实蝇雌成虫对紫茎泽兰的选择

率极显著高于水葫芦、黄蒿和蓝花鼠尾草(Ｐ<０.０１)ꎮ

２.４　 泽兰实蝇雌成虫对不同健康状况和生育期的

紫茎泽兰的选择性比较

如图 ４ 所示ꎬ泽兰实蝇雌成虫对机械损伤植株

的选择率远高于健康植株ꎬ二者差异极显著(Ｆ ＝
３７.５ꎬＰ＝ ０.００３６)ꎻ雌成虫对花期紫茎泽兰的选择率

显著高于生长期(Ｆ＝ １３.５ꎬＰ＝ ０.０２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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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交配行为对泽兰实蝇雌成虫选择紫茎泽兰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ｕｔｉｌ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ｎ Ｅ.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ꎬ各日龄交配与否的成虫选择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ꎮ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Ｓ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ｓｔａｒ ｏｆ ｍ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ｖｉｒｇ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Ｐ>０.０５) .

图 ３　 泽兰实蝇雌成虫对寄主植物与非寄主植物的选择差异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ｔｉｌ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表示成虫对不同气味源的选择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ꎮ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ｄ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０.０１) .

图 ４　 泽兰实蝇对花期及机械损伤紫茎泽兰的选择差异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ｔｉｌ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ｄａｍｄ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分别表示成虫对不同气味源的选择差异显著和极显著(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ｄ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 .

２.５　 Ｐｂ、Ｚｎ 和 Ｃｄ 处理紫茎泽兰后对泽兰实蝇雌

成虫选择的影响

当采用 Ｐｂ、Ｚｎ、Ｃｄ 及这几种重金属复合处理

时ꎬ紫茎泽兰未表现出受害症状ꎬ长势良好ꎮ 紫茎

泽兰对重金属 Ｃｄ、Ｐｂ 和 Ｚｎ 具有很强的吸收与忍耐

能力ꎬ其中以 Ｚｎ 在体内的累积率最高ꎬＰｂ 次之ꎬＣｄ

的累积率最低(表 １)ꎮ
如图 ５ 所示ꎬ重金属 Ｐｂ、Ｚｎ 和 Ｃｄ 单一处理紫

茎泽兰后ꎬ泽兰实蝇对其趋向选择性显著低于未经

重金属处理的植株ꎻ而经 Ｐｂ￣Ｃｄ、Ｚｎ￣Ｃｄ、Ｐｂ￣Ｚｎ 和

Ｐｂ￣Ｚｎ￣Ｃｄ 复合处理紫茎泽兰后ꎬ雌蝇对其趋向选择

与未经重金属处理的植株相比具极显著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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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Ｐｂ、Ｚｎ 和 Ｃｄ 在紫茎泽兰中的生物累积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ｉｏ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ｂꎬ Ｚｎ ａｎｄ Ｃｄ ｉｎ Ｅ.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重金属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ｉｎ Ｅ.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ｍｇｋｇ－１)

Ｐｂ Ｚｎ Ｃｄ

Ｐｂ 处理 Ｐ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２２１.３２±６.６８ － －
Ｚｎ 处理 Ｚ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５２０.１７±９.１２ －
Ｃｄ 处理 Ｃ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 ９８.３２±４.５６
Ｐｂ￣Ｚｎ 处理 Ｐｂ￣Ｚ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４５.７３±５.４６ ３２１.６２±９.２３ －
Ｐｂ￣Ｃｄ 处理 Ｐｂ￣Ｃ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６５.２９±６.３４ － ６５.１３±６.６８
Ｚｎ￣Ｃｄ 处理 Ｚｎ￣Ｃ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３０９.６８±７.５６ ５８.９２±５.７８
Ｐｂ￣Ｚｎ￣Ｃｄ 处理 Ｐｂ￣Ｚｎ￣Ｃ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３６.２１±３.７２ ２９７.４７±６.６７ ５０.３８±６.６８
ＣＫ － － －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ＳＥ.

图 ５　 Ｐｂ、Ｚｎ 和 Ｃｄ 处理紫茎泽兰后泽兰实蝇对其选择的差异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ｔｉｌ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ｎ Ｅ.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Ｐｂꎬ Ｚｎ ｏｒ Ｃｄ ｏｒ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ａｌｓ

∗、∗∗ 分别表示成虫对不同气味源的选择差异显著和极显著(Ｐ<０.０５、Ｐ<０.０１)ꎮ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ｄ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０１) .

３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ꎬ羽化后不同日龄的雌成虫在选

择紫茎泽兰上无显著差异ꎬ且交配与否也对其选择

寄主无影响ꎬ这可能是因为泽兰实蝇雌成虫在初羽

化时即达到性成熟ꎬ因此在成虫阶段对寄主的选择

较一致ꎮ 泽兰实蝇专性寄生ꎬ对其他植物不敏感ꎬ
雌成虫对紫茎泽兰的选择率极显著高于其生境周

围的杂草如水葫芦、黄蒿和蓝花鼠尾草ꎬ这更验证

了泽兰实蝇食性的专一ꎮ
寄主植物挥发物是植物—昆虫间化学通讯的

媒介ꎬ诱导昆虫产生多种行为ꎬ对植食性昆虫产卵、
取食等活动中的寄主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ꎬ是植

食性昆虫进行寄主定位的利他素(杜家纬ꎬ２００１ꎻ
康乐和 Ｈｏｐｋｉｎｓꎬ２００４)ꎮ 植食性昆虫在寻找寄主阶

段ꎬ主要通过嗅觉感受器对寄主植物特异性的气味

进行识别而选择植物ꎮ 例如ꎬ十字花科植物挥发物

烯丙基异硫氰酸酯引诱许多取食十字花科植物的

昆虫(娄永根和程家安ꎬ１９９７)ꎬ马铃薯气味能够引

诱马铃薯甲虫 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Ｓａｙ(Ｖｉｓｓｅｒ
＆ Ａｖｅꎬ１９７８)ꎬ苹果气味能够引诱苹果实蝇 Ｒｈａｇｏ￣
ｌｅｔｉｓ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Ｗａｌｓｈ(Ｆｅｉｎ ＆ Ｒｅｉｓｓｉｇꎬ１９８２)等ꎮ 从

植食性昆虫的寄主植物中寻找害虫取食及产卵的

它感信息物ꎬ并运用其来诱杀害虫ꎬ已有许多成功

范例(Ｂａｕ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３ꎻ 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２ꎻ Ｓｕꎬ１９９３)ꎮ
本研究表明ꎬ泽兰实蝇对花期和有机械损伤的植株

更具有趋性ꎬ因此花期和机械损伤后的植株挥发物

有待进一步研究ꎬ其中的某些有效成分能开发成提

高泽兰实蝇寄生率的引诱物ꎮ
紫茎泽兰是一种适生性很强的杂草ꎬ在矿区分

布极为广泛ꎮ 在室内用重金属胁迫紫茎泽兰后发

现ꎬ泽兰实蝇对受单一重金属胁迫的紫茎泽兰的选

择水平显著下降ꎬ对 ２ 种或 ２ 种以上重金属复合处

理的紫茎泽兰的选择极显著下降ꎬ经初步分析ꎬ应
是寄主挥发物在组成或是比例上发生改变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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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ꎬ为此还待进一步对重金属处理前后的挥发物进

行成分鉴定和定量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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