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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植物保护膜防治瓜实蝇的效果评价
李　 磊１ꎬ 刘　 欢２ꎬ 牛黎明１ꎬ 张方平１ꎬ 韩冬银１ꎬ 符悦冠１∗

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 农业部热带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ꎬ
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０１ꎻ ２海南大学环境与植物保护学院ꎬ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 【背景】瓜实蝇是一种重要的世界性检疫害虫ꎬ广泛分布在我国的热带、亚热带地区ꎮ 在室内和田间测定了液体植物

保护膜对瓜实蝇的控制效能ꎬ并初步探索了该保护膜的作用方式ꎬ以期为瓜实蝇的绿色防控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ꎮ 【方法】
测定了应用保护膜后瓜实蝇的产卵、存活以及对苦瓜的为害率ꎮ 【结果】保护膜显著影响了瓜实蝇产卵、存活以及选择性ꎮ
随着保护膜浓度的升高ꎬ瓜实蝇的存活率和在供试苦瓜段上的产卵量逐渐下降ꎬ但 ３００ 和 ４００ 倍保护膜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ꎮ 当浓度达到 ４００ 倍时产卵量最低ꎬ为 ０.３３ 粒ꎬ死亡率最高ꎬ约为 ５０％ꎻ室内研究发现保护膜可持续影响瓜实蝇产卵 ５ ｄꎻ
此外ꎬ通过将保护膜应用在损伤的苦瓜上ꎬ发现保护膜并没有抑制瓜实蝇产卵ꎮ 在田间ꎬ研究发现苦瓜的果长影响了保护

膜的应用效能ꎬ２ 种果长的苦瓜应用保护膜后 １２~１４ ｃｍ 苦瓜的被害率显著低于 ６~８ ｃｍ 苦瓜的被害率ꎮ 【结论与意义】４００
倍的植物液体保护膜是防治瓜实蝇的最佳浓度ꎬ应用时间建议每 ４ ｄ 一次ꎮ 保护膜最合适的应用时期为果长发育至 １２~１４ ｃｍ
时ꎬ即生长后期ꎮ 施用保护膜时一定均匀ꎬ且在寄主果实受到损伤时不宜喷施保护膜ꎮ
关键词: 液体植物保护膜ꎻ 瓜实蝇ꎻ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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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Ｃｏｑｕｉｌｌｅｔｔ)是一种

重要的世界性检疫害虫ꎬ起源于印度ꎬ现已广泛分

布于热带、亚热带、温带的 ３０ 多个国家及地区

(Ｄｈｉｌｌ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在我国ꎬ该虫主要分布在海

南、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江苏、
台湾等地(欧剑峰等ꎬ２００８)ꎮ 瓜实蝇通过成虫将卵

产于果实或其他柔软的组织中ꎬ幼虫孵化后在果实

内部蛀食ꎬ造成果实畸形、黄化、腐烂、脱落等ꎮ 瓜

实蝇的寄主广泛ꎬ高达 １２０ 多种ꎬ对社会经济造成

了严重的损失 (马兴莉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ｏｎ ＆
Ｆｏｏｔｅꎬ１９６０ꎻ Ｄｈｉｌｌ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 Ｎｉｓｈｉｄａ ＆ Ｂｅｓｓꎬ
１９５０)ꎮ 目前ꎬ瓜实蝇的防控已成为许多国家的研

究重点和热点ꎮ
在国外某些特定地区采用昆虫不育技术控制

瓜实蝇ꎬ即大量释放瓜实蝇的不育雄虫ꎬ与野外雌

虫进行交配ꎬ不产生后代ꎬ逐渐降低其种群ꎬ甚至根

除种群(李志红等ꎬ２０１３ꎻ Ｄｈｉｌｌ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 Ｋｏｙａ￣
ｍ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ꎮ 其中ꎬ日本和美国通过释放大量

不育雄虫ꎬ多个地区的瓜实蝇基本根除(Ｄｈｉｌｌ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 Ｋｏｙａｍ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释放阿里山潜蝇茧

蜂 Ｆｏｐｉｕｓ ａｒｉｓａｎｕｓ (Ｓｏｎａｎ)、弗氏短背茧蜂 Ｐｓｙｔｔａｌｉａ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ｉ (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弗蝇潜蝇茧蜂 Ｏｐｉｕｓ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ｉ
Ｓｉｌｖ.等寄生蜂ꎬ在美国、印度的某些地区也取得一

定的防治效果(Ｄｈｉｌｌ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ꎻ Ｈａｒｒ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在我国ꎬ化学农药的施用仍是防治瓜实蝇

的主要手段(周国辉等ꎬ２０１２)ꎮ 由于瓜实蝇的大多

寄主为连续采摘、连续生长的瓜果类蔬菜ꎬ使用农

药的过程中容易将农药喷洒在处于采收期的果实ꎬ
从而导致农残超标(陈志杰等ꎬ２００４)ꎮ 此外ꎬ化学

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瓜实蝇产生不同程度的抗性

(Ｖｏｎｔａ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因此ꎬ亟需寻找新的安全有

效的瓜实蝇防治措施ꎮ
液体植物保护膜是天然物质提取乳化制成的

粘稠水乳剂ꎬ对环境安全ꎮ 兑水稀释后喷于植物表

面ꎬ形成保护膜ꎬ从而起到防虫防病的作用(马长

亮ꎬ２０１４)ꎮ 田间药效试验发现ꎬ喷洒液体植物保护

膜对蚜虫和枇杷灰斑病有良好的控制效果(赵国富

等ꎬ２００９ꎻ 赵国富和徐森富ꎬ２０１１)ꎮ 鉴于国内瓜实

蝇的防治手段单一ꎬ且将保护膜用于该虫的防治未

见报道ꎬ本文在室内和田间测定了液体植物保护膜

对瓜实蝇的控制效能ꎬ并初步探索了该保护膜的作

用方式ꎬ以期为瓜实蝇的绿色防控提供技术支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虫源

供试瓜实蝇采自海南各市的果蔬园ꎬ于室内饲

养多代后备用ꎮ

１.２　 供试材料

供试苦瓜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ｈａｒａｎｔｉａ Ｌ.来源于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儋州实验基

地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育苗露天栽种ꎬ４ 月中旬挂果ꎬ种植

面积约 ８０ ｍ２ꎬ品种:热研 ２ 号ꎻ供试液体植物保护

膜(ＬＰＰＦ)为陕西开新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ꎮ

１.３　 保护膜浓度的筛选

将新鲜无损伤的苦瓜截成 ６ ｃｍ 的小段ꎬ放入

盛有 ０.５％的苯甲酸钠水溶液中浸泡 ５ ｍｉｎ 后取出

晾干ꎬ用封口膜将截段裸露的果肉包裹ꎻ用清水将

保护膜逐级稀释成 ３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 倍液ꎬ并依次

均匀喷洒在苦瓜截段上ꎻ待苦瓜表面水分蒸发ꎬ放
入养虫笼(３５ ｃｍ 长×３５ ｃｍ 宽×３５ ｃｍ 高)ꎬ每笼 １
块ꎬ养虫笼事先放入同一批次且羽化 １５~２０ ｄ 的瓜

实蝇 ２５ 对ꎬ并提供足够的清水和饲料(白糖 ∶ 酵母

粉＝ １ ∶ １)供其取食ꎬ４８ ｈ 后记录瓜实蝇的产卵量

和死亡数ꎬ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ꎻ以仅喷洒清水的苦

瓜(事先用 ０.５％的苯甲酸钠溶液浸泡 ５ ｍｉｎ)作对

照ꎬ重复 ３ 次ꎮ

１.４　 保护膜防治瓜实蝇的持效性

将 ４００ 倍液的保护膜喷施在苦瓜截段(事先用

０.５％的苯甲酸钠溶液浸泡 ５ ｍｉｎ)上ꎬ其他处理方法

同 １.３ꎮ 试验分 ８ 组进行ꎬ每组均重复 ３ 次ꎮ １ 组统

计瓜实蝇的死亡数ꎬ每隔 １ ｄ 统计一次ꎮ 其余 ７ 组

统计瓜实蝇的产卵量ꎬ每隔 １ ｄ 取出 １ 组苦瓜截断

解剖获取卵量ꎻ从第 ２ 天起ꎬ每天检查所有处理组

中瓜实蝇的死亡数ꎬ剔除并补充与其发育和性别一

致的成虫ꎬ以当天解剖苦瓜截断中的卵作为瓜实蝇

当天的产卵数ꎮ 以仅喷洒清水的苦瓜(事先用０.５％
的苯甲酸钠溶液浸泡 ５ ｍｉｎ)作对照ꎮ

１.５　 损伤处理后保护膜对瓜实蝇产卵的影响

以 １.３ 的方法获得苦瓜截段ꎬ利用 ０＃昆虫针和

砂布分别在苦瓜表面进行均匀扎孔和摩擦损伤处

理ꎬ然后将 ４００ 倍液保护膜喷施在苦瓜截段上ꎬ其
余处理方法同 １.３ꎮ 试验分 ４ 组ꎬ每组重复 ３ 次ꎬ每
隔 １ ｄ 取出 １ 组苦瓜截断解剖获取卵量ꎻ从第 ２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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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ꎬ每天检查所有组中瓜实蝇死亡数ꎬ剔除并补充

与其发育和性别一致的成虫ꎬ以当天解剖苦瓜截断

中的卵作为瓜实蝇当天的产卵数ꎮ

１.６　 保护膜对瓜实蝇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以 １.３ 的方法获得苦瓜截段ꎬ并在其表面喷施

４００ 倍液保护膜或清水ꎬ待苦瓜表面水分蒸发备用ꎮ
试验分 ２ 组同时进行:一组为选择性产卵ꎬ即将喷

有保护膜和清水的苦瓜各 １ 块放置在一个养虫笼

中ꎻ另一组为非选择性产卵ꎬ即将喷有保护膜和清

水的苦瓜分别放置在独立的养虫笼中ꎬ每笼 １ 块ꎬ
以上试验均重复 ４ 次ꎮ 养虫笼事先放入同一批次

且羽化 １５~２０ ｄ 的瓜实蝇 ２５ 对ꎬ并提供足够的清

水和饲料(白糖 ∶ 酵母粉＝ １ ∶ １)供其取食ꎬ４８ ｈ 后

记录瓜实蝇的产卵量ꎮ

１.７　 保护膜对瓜实蝇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在苦瓜种植区划分约 １５ ｍ２ 的小区ꎬ选择健康

且生长一致的苦瓜植株ꎬ待挂果盛期ꎬ停止使用任

何杀菌剂和杀虫剂ꎬ选取并标记生长中期(雌花谢

后 ４~６ ｄꎬ果长 ６~８ ｃｍ)和生长后期(雌花谢后 ８~
１１ ｄꎬ果长 １２~ １４ ｃｍ)的苦瓜各 ２０ 条ꎬ喷洒 ４００ 倍

液保护膜ꎬ重复 ３ 次ꎬ以清水喷洒的苦瓜作对照ꎮ
每隔 ２ ｄꎬ检查苦瓜的被害率ꎬ以瓜表皮或果肉发现

瓜实蝇卵或幼虫作为为害指标统计苦瓜的被害率ꎮ

１.８　 数据统计与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ＡＳ 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保护膜对瓜实蝇成虫产卵量和死亡率的影响

保护膜显著影响了瓜实蝇的产卵量ꎬ且随着浓

度的增高瓜实蝇的产卵量逐渐下降(图 １Ａ)ꎮ 其

中ꎬ当保护膜浓度为 ３００ 和 ４００ 倍时ꎬ瓜实蝇的产

卵量最低ꎬ平均 ０.３３ 粒ꎬ但这 ２ 种浓度下产卵量的

差异并不显著ꎻ保护膜显著影响了瓜实蝇的存活

(图 １Ｂ)ꎬ死亡率最高约为 ８％ꎮ ４００ 倍的植物液体

保护膜是影响瓜实蝇产卵和存活的最佳浓度ꎮ

图 １　 不同浓度的保护膜对瓜实蝇产卵和存活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ｓ

死亡率数据在方差分析前均通过公式 ａｒｃｓｉｎ Ｐ代换ꎻ相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Ｔｕｋｅｙ 法在 ０.０５ 水平上无显著差异ꎮ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ａｒｃｓｉｎ 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ｄｅ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ｔｅｓｔꎬ α＝ ０.０５) .

２.２　 ４００ 倍保护膜防治瓜实蝇的持效性

由于对照的瓜实蝇并未死亡ꎬ故未做死亡率统

计ꎮ 研究发现:经保护膜处理后ꎬ随着处理时间的

增加ꎬ瓜实蝇的死亡率也逐渐增加ꎬ最高可达 ５０％ꎬ
但从第 ４ 天开始ꎬ瓜实蝇的死亡率并没有显著增加

(图 ２Ａ)ꎮ
４００ 倍的保护膜可持续抑制瓜实蝇产卵 ５ ｄꎬ从

第 ６ 天开始ꎬ瓜实蝇的产卵量逐渐增加ꎻ在处理的 ７
ｄ 内ꎬ瓜实蝇在对照苦瓜上的产卵量显著高于在植

物保护膜处理苦瓜上的产卵量(图 ２Ｂ)ꎮ

２.３　 损伤处理后保护膜对瓜实蝇产卵的影响

扎孔和摩擦处理后的苦瓜喷洒 ４００ 倍保护膜

后并没有抑制瓜实蝇的产卵ꎬ随着处理时间的增

加ꎬ瓜实蝇产卵量逐渐增加ꎬ其中第 ３ 天和第 ４ 天

的产卵量差异不显著(图 ３)ꎮ

２.４　 保护膜对瓜实蝇产卵选择性的影响

液体植物保护膜显著影响了瓜实蝇的产卵选

择性ꎮ 在非选择性产卵试验中ꎬ苦瓜经 ４００ 倍液保

护膜处理后ꎬ瓜实蝇产卵量(０.５ 粒)显著低于未处

理苦瓜上的产卵量(１３.３ 粒)ꎻ选择性产卵试验中ꎬ
瓜实蝇在对照上的产卵量(２２ 粒)显著高于其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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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的苦瓜上的产卵量(１ 粒)ꎮ 因此ꎬ保护膜对瓜 实蝇有一定的趋避作用ꎮ

图 ２　 不同处理时间下保护膜对瓜实蝇存活和产卵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ｏｆ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死亡率数据在方差分析前均通过公式 ａｒｃｓｉｎ Ｐ 代换ꎻ相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Ｔｕｋｅｙ 法在 ０.０５ 水平上无显著差异ꎻ
∗相同处理时间下 ＣＫ 与处理间差异显著ꎮ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ａｒｃｓｉｎ 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ｄｅ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ｔｅｓｔꎬ α＝ ０.０５) .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Ｋ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ｔ ｓａｍ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图 ３　 苦瓜损伤处理后保护膜对瓜实蝇产卵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ｏｆ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ｏｎ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ｂｉｔｔｅｒ ｇｏｕｒｄ

Ａ:摩擦ꎻ Ｂ:扎孔ꎮ 相同小写字母表示经 Ｔｕｋｅｙ 法在 ０.０５ 水平上无显著差异ꎮ
Ａ: Ｒｕｂꎻ Ｂ: Ｐｒｉｃｋ.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ｄｅ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ｋｅｙ′ｓ ＨＳＤ ｔｅｓｔꎬ α＝ ０.０５) .

２.５　 喷洒保护膜后瓜实蝇对不同果长苦瓜的为害

由表 １ 可知:将保护膜喷施于 ６~８ ｃｍ 果长的苦

瓜 ２、４ ｄ 后ꎬ苦瓜的被害率分别为 １６.６７％和６１.６７％ꎬ
显著低于对照ꎮ 但喷施保护膜 ６ 和 ８ ｄ 后ꎬ处理和对

照苦瓜被害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ꎬ被害率达到

１００％ꎻ将保护膜喷施于 １２~１４ ｃｍ 果长的苦瓜 ４、６ ｄ

后ꎬ苦瓜的被害率分别为 ４.３３％和１５.００％ꎬ显著低于

对照ꎮ 但喷施保护膜 ８ ｄ 后ꎬ处理和对照苦瓜被害率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ꎻ此外ꎬ苦瓜的果长影响了保护膜

的应用效能ꎬ２ 种果长的苦瓜应用保护膜后ꎬ１２ ~
１４ ｃｍ苦瓜的被害率显著低于 ６~８ ｃｍ 苦瓜的被害率

(经多元方差分析得出ꎬｐ<０.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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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果长的苦瓜喷洒保护膜后瓜实蝇的危害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ｎｇ ｇｏｕｒｄ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果长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ｃｍ)

浓度 (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危害率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ａｔｅ (％)

２ ｄ ４ ｄ ６ ｄ ８ ｄ

６~８ ４００ １６.６７±３.３０ｃＢ ６１.６７±７.２６ｂＢ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Ａ
ＣＫ ４３.３３±３.３３ｂＡ ９１.６７±４.４１ａ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ａＡ

１２~１４ ４００ １.６７±１.６７ｃＡ ４.３３±０.６７ｃＢ １５.００±２.８９ｂＢ ２５.００±２.８９ａＡ
ＣＫ ３.３３±１.６７ｂＡ ３０.００±２.８９ａＡ ３１.６７±４.４１ａＡ ３３.３３±３.３３ａＡ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ꎬ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ｄｅ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ｐ<０.０５. Ｓａ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ｐ<０.０１.

３　 讨论
田间试验结果表明ꎬ喷施保护膜于不同果长的

苦瓜ꎬ对瓜实蝇的抑制效能不同ꎬ主要表现为施用

保护膜 ２、４ ｄ 后ꎬ瓜实蝇对 ６ ~ ８ ｃｍ 苦瓜危害率低

于对 １２~１４ ｃｍ 苦瓜的危害率ꎬ且后者表现出的保

护膜持效性与室内生测结果相似ꎮ 造成这种差异

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１２ ~ １４ ｃｍ 的苦瓜

处于生长后期ꎬ发育渐渐停止ꎬ而 ６~８ ｃｍ 的苦瓜处

于快速生长或膨大的时期ꎬ造成保护膜施用后形成

的膜状层容易破裂ꎬ从而更容易遭瓜实蝇的危害ꎻ
另一方面ꎬ从表 １ 对照中的结果也可看出ꎬ瓜实蝇

本身更偏好危害 ６~ ８ ｃｍ 的苦瓜ꎬ造成在同一施药

环境下仍更嗜好 ６~ ８ ｃｍ 的苦瓜ꎬ这也说明液体植

物保护膜更适用于苦瓜挂果后期ꎮ 此外ꎬ由于瓜实

蝇基本不为害生长前期的苦瓜(果长 ３ ~ ４ ｃｍ)(李
磊等ꎬ２０１５)ꎬ故本试验并未选择生长前期的苦瓜作

为田间试验的对象ꎮ
赵国富和徐森富(２０１１)将液体植物保护膜喷

施在柑橘新梢上ꎬ发现其对蚜虫有较高的致死作

用ꎮ 而本试验发现ꎬ保护膜不仅对瓜实蝇有致死作

用ꎬ而且对产卵还有抑制和趋避作用ꎮ 研究也发

现ꎬ选择性产卵试验中ꎬ瓜实蝇在对照苦瓜上的产

卵量显著高于其在非选择试验对照上的产卵量ꎬ说
明植物液体保护膜的施用可能刺激了瓜实蝇的产

卵ꎬ导致成虫通过大量产卵于未施药的苦瓜上来应

对保护膜带来的胁迫ꎬ也说明在施用保护膜时一定

要喷施均匀ꎬ否则可能给未施药的瓜果带来更大的

危害ꎮ 此外ꎬ将保护膜喷施于扎孔和摩擦损伤处理

的苦瓜ꎬ发现并没有抑制瓜实蝇的产卵ꎬ说明寄主

一旦受到机械、人工、产卵等损伤后ꎬ仅喷施保护膜

已不能防治瓜实蝇ꎮ
危害苦瓜的实蝇除瓜实蝇外还有南瓜实蝇ꎬ肉

眼区分两者的卵和幼虫无法ꎮ 但从野外调查和田

间监测中发现ꎬ为害苦瓜的实蝇约 ９７％均是瓜实

蝇ꎬ所以田间试验中苦瓜为害率均记为瓜实蝇导

致ꎻ本试验中的植物液体保护膜不属于农药范畴

类ꎬ属于物理防治中的喷雾套袋防治ꎬ且有效成分

比较复杂ꎬ故试验无法以有效成分来所占的比例换

算成农药常用的浓度单位ꎬ而应用“倍数”单位显得

比较直接ꎬ容易用于生产中ꎻ试验还发现ꎬ保护膜对

瓜实蝇有致死作用ꎬ死亡率最高达 ５０％ꎬ但致死的

原因并不清楚ꎬ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结合本研究的结果ꎬ４００ 倍的植物液体保护膜

是防治瓜实蝇的最佳浓度ꎬ建议每 ４ ｄ 应用一次ꎬ最
合适的应用时期为果长发育至 １２ ~ １４ ｃｍ 时ꎮ 此

外ꎬ施用保护膜时一定要均匀ꎬ且在寄主果实受到

损伤时不宜喷施保护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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