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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地区橘小实蝇成虫数量动态
刘　 奎∗ꎬ 唐良德ꎬ 邱海燕ꎬ 付步礼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１

摘要: 【背景】橘小实蝇是热带、亚热带水果的重要害虫ꎬ在海南发生严重ꎮ 【方法】利用橘小实蝇性诱剂进行田间诱捕ꎬ以
诱到的雄成虫为指标ꎬ通过定期调查ꎬ获得了海南儋州地区 ４ 种样地橘小实蝇成虫的种群动态ꎬ并进一步通过相关分析ꎬ研
究了芒果园橘小实蝇种群动态与温度和降雨量的相关性ꎮ 【结果】儋州地区橘小实蝇种群周年发生ꎬ冬季种群数量较低ꎬ夏
季种群数量较高ꎮ 橘小实蝇种群高峰期发生于 ６ 月ꎬ其中芒果园达 ３２７.６ 头ꎬ蔬菜地为 １８２.８ 头ꎬ办公区为 １５０.０ 头ꎬ植物园

为 ２０９.６ 头ꎮ 在芒果园中ꎬ随着温度的升高ꎬ橘小实蝇的种群数量呈指数增长ꎬ其相关系数 Ｒ＝ ０.７９９ꎻ而与降雨量的相关系

数较低ꎬ为 ０.３６７ꎮ 【结论与意义】本研究可为儋州地区制定橘小实蝇综合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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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小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ｌ)又名东方

果实蝇(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ｙ)ꎬ隶属实蝇科 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ｅａ 果

实蝇属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ꎮ 该虫可危害 ４０ 个科的 ２５０ 余种

水果蔬菜(陈鹏等ꎬ２００６)ꎬ已被许多国家列为重要检

疫性害虫(汪兴鉴ꎬ１９９５)ꎮ 橘小实蝇通常一年发生 ３
~５ 代ꎬ但在环境极适宜的条件下ꎬ一年可发生 １０
代ꎬ各世代重叠明显(沈发荣等ꎬ１９９７)ꎮ 每头雌虫一

次可产卵 ３ ~ ３０ 粒ꎬ一生可产卵 １０００ 多粒(张清源

等ꎬ１９９８)ꎮ 橘小实蝇产卵于寄主果实的表皮下ꎬ幼
虫在果实中取食为害ꎬ幼虫发育成熟后跳离受害果

实ꎬ钻入土中化蛹(孙振洋ꎬ１９６１)ꎻ成虫羽化后离开

土壤ꎬ飞到瓜果上取食ꎬ由此形成新一轮危害ꎮ 橘小

实蝇生活周期短ꎬ寄主广泛ꎬ繁殖力强ꎬ故而成为众

多热带、亚热带瓜果的主要害虫(林进添等ꎬ２００４)ꎮ
在我国ꎬ橘小实蝇主要分布于南方各省区ꎮ 目

前ꎬ学者们已对云南西双版纳 (叶辉和刘建宏ꎬ
２００５)、六库(陈鹏和叶辉ꎬ２００７)、瑞丽 (陈鹏等ꎬ
２００６)、元江干热河谷(刘建宏和叶辉ꎬ２００５)、河口

(和万忠等ꎬ２００２)和蒙自(袁盛勇等ꎬ２００７)以及浙

江临海(汪恩国等ꎬ２０１３)等地区的橘小实蝇种群数

量变动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 ꎬ为当地制定橘

小实蝇管理策略提供了重要信息和依据 ꎮ 海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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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橘小实蝇的主要发生和危害地ꎮ 海南具有

热带岛屿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ꎬ常年种植热带和亚

热带水果蔬菜ꎬ橘小实蝇也可能形成了相应的发生

和分布模式ꎬ但是关于橘小实蝇在海南的发生规律

鲜见报道ꎮ 本研究旨在揭示海南儋州地区橘小实

蝇种群变动规律以及影响其变动的主要成因ꎬ为进

一步分析该虫在海南的发生规律提供参考ꎬ并为制

定橘小实蝇综合治理策略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诱剂和诱捕器

橘小实蝇引诱剂由常州生化研究所提供ꎮ
诱捕器自制(陈益民ꎬ２００６)ꎬ用 ３５０ ｍＬ 规格的

“椰树牌”矿泉水瓶制成ꎬ距离瓶口 ５ ｃｍ 处对开 ２
个 ２ ｃｍ×２ ｃｍ 大小的孔洞ꎮ

１.２　 样地选择

选择 ４ 种样地作为调查地点ꎮ (１)芒果园ꎬ设
在海南省儋州市两院芒果基地ꎬ基地内以种植芒果

为主ꎬ芒果品种以秋芒、贵妃为主ꎬ树龄为 １０ 年ꎻ
(２)蔬菜地ꎬ设在两院秋凡村蔬菜基地ꎬ以种植瓜

菜、豆类为主ꎻ(３)办公区ꎬ区域内以绿化苗木为主ꎻ
(４)植物园ꎬ园内树木品种很多ꎬ但均为观赏用途ꎮ

１.３　 调查方法

在上述样地中按东、南、西、北、中 ５ 个方位挂 ５
个诱瓶ꎬ诱瓶离地 ２ ｍ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每月 １０、２０ 和 ３０ 日(或小月为 ２８ 日ꎬ大月为 ３１
日)调查各样点的诱瓶ꎬ并记录引诱到的成虫数量ꎮ
诱剂每 ２ 个月更换一次ꎮ

１.４　 气象资料和统计软件

气温和降雨等气候资料由海南省气象局提供ꎮ
采用 ＳＡＳ ７.０ 版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ꎻ橘小实蝇

诱捕量曲线采用 Ｅｘｃｅｌｌ ２００３ 软件绘制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橘小实蝇成虫种群年消长动态

４ 种样地橘小实蝇雄成虫诱捕数量年变动情况

如图 １ 所示ꎮ 图中的诱捕量为每个调查点 ５ 个诱

捕器诱捕量的平均值ꎮ 鉴于橘小实蝇成虫雌雄性

比为 １ ∶ １ꎬ雄成虫诱捕量可以作为橘小实蝇成虫种

群数量的估计参数(蒋小龙等ꎬ２００１)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不同地方橘小实蝇种群数量

变动趋势在所调查的一年中基本一致ꎬ冬季种群数

量处于较低水平ꎬ夏季出现年度中最大的种群增长

高峰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橘小实蝇成虫

诱捕量较少ꎬ说明种群活动处于较低水平ꎻ２—４ 月ꎬ
橘小实蝇月均诱捕量明显增高ꎬ其中在 ２ 月中旬达

到一个高峰值(芒果园达 ２１６.８ 头)ꎬ说明该虫开始

趋于活跃ꎻ５—９ 月ꎬ橘小实蝇月均诱捕量迅速上升ꎬ
在 ６ 月上旬形成一个种群增长高峰(芒果园达 １５５.４
头)ꎬ并在 ８ 月中下旬仍维持较高的水平ꎮ ６ 月橘小

实蝇平均诱捕量为 １１ 月至次年 ２ 月(即低峰期)诱
捕量的 １５ 倍左右ꎬ分别为芒果园 ３２７.６ 头ꎬ蔬菜地

１８２.８ 头ꎬ办公区 １５０.０ 头ꎬ植物园 ２０９.６ 头ꎻ从种群增

长高峰期到 １０ 月ꎬ橘小实蝇种群数量波动下降ꎮ 橘

小实蝇种群数量的升降过程在各样地间基本一致ꎬ
揭示了其种群数量随季节变化的基本走向ꎮ

图 １　 不同样地橘小实蝇雄成虫诱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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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ꎮ Ｄａｔａ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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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１ 中还可以看出:橘小实蝇在芒果园里的

发生数量比蔬菜地、办公区、植物园都多ꎮ 如在 ６
月上旬高峰期ꎬ芒果园最大诱捕量达 １５５.４ 头ꎬ蔬菜

地为 ９４.６ 头ꎬ办公区为 ５５.４ 头ꎬ植物园为 ９３.８ 头ꎮ
可见ꎬ芒果园的橘小实蝇种群数量是蔬菜地、植物

园的 １.６ 倍多ꎬ是办公区的近 ３ 倍ꎮ 此外ꎬ在橘小实

蝇种群活动低谷期ꎬ芒果园里的种群数量也明显较

高ꎬ如在 １２ 月下旬ꎬ芒果园诱捕量为 １７.２ 头ꎬ蔬菜地

为 ４.８ 头ꎬ办公区为 ２.０ 头ꎮ 可见ꎬ橘小实蝇对果类的

危害比蔬菜、观赏植物更大ꎮ

２.２　 气候因子与橘小实蝇成虫种群变动的相关性

分析

气候因子是影响橘小实蝇种群变动的主要因

素之一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橘小实蝇的种群数量随

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ꎮ 在其最适宜的温度下ꎬ种群

数量最大ꎬ如 ７—１０ 月的平均温度都在 ２８ ℃左右ꎬ
芒果园里橘小实蝇种群数量最高时达到 ４２１.４ 头ꎻ
相反ꎬ在温度较低时ꎬ其种群数量较少ꎬ如 １２ 和 １
月的平均温度在 １７ ℃左右ꎬ芒果园里橘小实蝇平

均诱捕量分别为 ３７.０ 和 ４０.６ 头ꎮ

图 ２　 芒果园橘小实蝇诱捕量与温度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Ｂ.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ｍａｌｅｓ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ａｎｇｏ ｏｒｃｈａｒｄ

　 　 由图 ３ 可以看出ꎬ橘小实蝇的种群动态与降雨

量的变化大体相似ꎬ但有部分例外ꎬ如 ２ 月平均降雨

量仅为 ２ ｍｍꎬ但橘小实蝇种群数量却达 ３７７.６ 头ꎮ

图 ３　 芒果园橘小实蝇诱捕量与降雨量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Ｂ.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ｍａｌｅｓ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ｍａｎｇｏ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５２　 第 １ 期 刘奎等:海南儋州地区橘小实蝇成虫数量动态



　 　 此外ꎬ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在芒果园中ꎬ随着温度

的升高ꎬ橘小实蝇的种群数量呈指数增长ꎬ其相关

系数 Ｒ＝ ０.７９９ꎬ即橘小实蝇的种群动态与温度有一

定的相关性ꎬ但并不是很高ꎮ 橘小实蝇种群数量与

降雨量的相关系数 Ｒ ＝ ０.３６７ꎬ说明其相关性很小

(图 ５)ꎮ 由此可见ꎬ在温度与降雨量之间ꎬ温度对

芒果园中橘小实蝇种群数量的影响更大ꎮ

图 ４　 芒果园橘小实蝇诱捕量与温度的相关性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Ｂ.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ｏ ｏｒｃｈａｒｄ

图 ５　 芒果园橘小实蝇诱捕量与降雨量的相关性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Ｂ.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ｏ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全年诱捕监测揭示ꎬ在海南儋州两

院地区ꎬ不同地方橘小实蝇种群月间变动趋势基本

一致ꎬ即周年发生ꎬ冬季种群数量较低ꎬ夏季种群数

量较高ꎮ 其种群高峰期发生于 ６ 月ꎮ
在温度与降雨量之间ꎬ温度是影响儋州两院橘

小实蝇种群变动的最主要气候因子ꎮ 儋州地区的

温度条件ꎬ总体上适于橘小实蝇的生长繁殖ꎬ这是

该虫能够在该地区常年发生的基本原因ꎮ 但气温

对橘小实蝇种群也有不利影响ꎬ这主要反映在整个

冬季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月平均气温偏

低ꎬ抑制了橘小实蝇种群的增长ꎬ这是导致冬季橘

小实蝇种群数量较低的重要原因ꎮ 气温条件属橘

小实蝇种群变动的非密度制约因子ꎬ其作用结果表

现为橘小实蝇诱捕量在各月份间的明显差异ꎮ
芒果是儋州橘小实蝇最重要的寄主ꎮ 相对于

蔬菜地和植物园ꎬ芒果园中的橘小实蝇种群数量明

显较多ꎮ 这是因为芒果园里的果实为橘小实蝇提

供了连续不断的食物资源ꎬ构成了该虫种群延续和

大量发生的物质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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