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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桃园果蝇寄生蜂种类及其种群动态
王　 燕ꎬ 陈福寿ꎬ 张红梅ꎬ 李向永ꎬ 尹艳琼ꎬ 赵雪晴ꎬ 陈宗麒∗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ꎬ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５

摘要: 【目的】为控制果蝇类害虫危害ꎬ需掌握昆明桃园内果蝇寄生蜂的种类及种群消长动态ꎮ 【方法】２０１４ 年 ４—１０ 月在

云南昆明小河乡(２５°１０′５５.０７″Ｎꎬ１０２°４７′５２.５１″Ｅꎬ海拔 ２２００ ｍ)桃树果园ꎬ利用香蕉、诱盒收集桃园内果蝇天敌昆虫寄生蜂

并进行分类鉴定ꎬ对其种群动态进行监测ꎮ 【结果】共收集到 ６ 种果蝇寄生蜂ꎬ７６２ 只ꎮ 经过鉴定分别为茧蜂科的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 和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ｍｅｓｏｃａｕｄａ、环腹瘿蜂科的 Ｌｅｐｔｏｐｉｌｉ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瘿蜂科的 Ｇａｎａｓｐｉｓ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锤角细蜂科的 Ｔｒｉｃｈｏｐｒｉａ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金小蜂科的 Ｐａｃｈｙｃｒｅｐｏｉｄｅｕｓ ｖｉｎｄｅｍｉａｅꎮ 其中 Ａ. ｍｅｓｏｃａｕｄａ ( ２９. ４０％)、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 １７. ８５％)、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４７.７７％) ３ 种寄生蜂的发生数量相对较多ꎬ且不同寄生蜂的种群动态随着季节呈现不同的变化ꎮ 【结论】结合桃园内果蝇

的种群动态ꎬ初步筛选出果蝇的优势天敌为瘿蜂科 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和锤角细蜂科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ꎬ并将对其的保护利用开展进

一步研究ꎮ
关键词: 桃园ꎻ 果蝇寄生蜂ꎻ 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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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ｙ ｐｅｓｔ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ｋｎｏｗ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２０１４ꎬ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ｈ ｏｒｃｈａｒｄ ｉｎ Ｘｉａｏ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５°１０′５５.０７″Ｎꎬ １０２°４７′５２.５１″Ｅꎬ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２２００ ｍ)
ｗｅ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ｂａｎａｎａ ｂａｉｔ ｂｏｘ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ｉｘ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７６２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ｗａｓｐ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ｈ ｏｒｃｈａｒｄ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ꎬ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ｍｅｓｏｃａｕｄａꎬ Ｌｅｐｔｏｐｉｌｉ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ꎬ Ｇａｎａｓｐｉｓ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ꎬ Ｔｒｉｃｈｏｐｒｉａ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ａｎｄ Ｐａｃｈｙｃｒｅｐｏｉｄｅｕｓ ｖｉｎｄｅｍｉａ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ｗａｓｐｓ: Ａ. ｍｅｓｏｃａｕｄａ (２９.４０％)ꎬ 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１７.８５％)
ａｎｄ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４７.７７％).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ａｒｅ 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ａｃｈ ｏｒｃｈａｒｄꎻ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ｗａｓｐꎻ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果蝇类昆虫是危害多种水果最为严重的害虫ꎮ
果蝇成虫个体小ꎬ危害果肉ꎬ发生世代周期短ꎬ初发

生时不易被察觉ꎬ暴发性强(黄贞光等ꎬ２０１４)ꎮ 近

年来ꎬ随着蓝莓、樱桃、杨梅等果树产业在云南的快

速发展ꎬ果蝇类害虫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ꎬ成为

制约云南水果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桃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水果ꎬ目前在云南广

泛种植ꎮ 桃园内的果蝇种类鲜见报道ꎮ 桃树果实

一般采用套袋法防治害虫ꎬ套袋技术是生产无公害

水果的有效措施ꎬ要求果园综合管理水平高ꎬ投入

大ꎮ 由于成本较高ꎬ少数有机农场采用套袋技术防

治害虫ꎬ而大部分小面积桃园和个别农户的桃园仍

以化学杀虫剂控制害虫为主要措施ꎮ 农药的大量

使用既导致果实农药残留ꎬ也危害人体健康ꎮ 施用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９ꎬ ２８(１): ７６－７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农药不仅消灭了害虫及其天敌ꎬ同时也消灭了传授

花粉的昆虫ꎬ导致果园生态单一化ꎮ 因此ꎬ保护和

利用当地天敌资源和引进天敌成为害虫防控关注

的焦点ꎮ
为摸清桃园果蝇的天敌情况ꎬ对昆明桃园果蝇

及其天敌寄生蜂的种群消长动态进行了监测ꎮ 通

过收集饲养和分类鉴定ꎬ初步掌握其种群发生消长

动态规律ꎬ明确寄生果蝇的天敌种类ꎬ为进一步筛

选优势天敌加以保护利用ꎬ也为保护桃产业的安全

生产ꎬ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ꎬ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地点

调查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重点水源保护区松

华坝水库上游ꎬ桃园面积约为 ８ ｈｍ２ꎬ树高 ３ ｍ 左

右ꎬ株距 ２ ｍꎬ行距 ３ ｍꎬ树龄 ６ 年ꎮ
１.２　 材料

诱捕器制作:诱捕器用体积为 ５００ ｍＬ (１０ ｃｍ×
２０ ｃｍ)长方形塑料保鲜盒制成ꎮ 在饭盒的两侧中

部分别开 ３ 个直径约为 １ ｃｍ 的圆孔ꎬ供香蕉气味

散发和田间果蝇及其天敌昆虫成虫受引诱进入ꎮ
试验用香蕉采用桂蕉 ６ 号ꎮ 取成熟香蕉果肉共 １５０
ｇ盒－１ꎬ切成 １ ｃｍ 小段ꎬ铺平饭盒底部ꎬ用以田间

诱捕(图 １)ꎮ

图 １　 香蕉诱捕器
Ｆｉｇ.１　 Ｂａｎａｎａ ｂａｉｔ ｂｏｘ

１.３　 方法

２０１４ 年 ４—１０ 月在桃园将制作好的香蕉诱捕

器挂在树上ꎬ诱捕器离地面约 １.５ ｍ 处ꎬ合计挂 ４
个ꎬ每个诱捕器相距 １５~２０ ｍꎬ不同处理随机排列ꎮ
每个月一次将悬挂放置在桃园内 ３ ｄ 的诱集盒收取

带回实验室ꎬ镜检分离出果蝇和寄生性天敌昆虫ꎬ
并将其保存在无水乙醇中ꎬ将香蕉上的果蝇卵继续

在人工气候箱内饲养ꎬ收集蛹ꎬ单独饲养ꎮ 待羽化

后ꎬ收集羽化出的果蝇和寄生蜂并分类鉴定ꎮ
对每一处理ꎬ将 ４ 个重复的诱虫量之和记为 ３

天的总诱虫量ꎮ 将收集的寄生蜂数量之和记为田

间种群发生消长动态ꎮ
１.４　 结果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分析数据ꎬ并制作图表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桃园果蝇天敌种类

根据 ２０１４ 年调查结果ꎬ昆明地区果蝇寄生蜂

种类有 ５ 个科 ６ 个种类:茧蜂科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ｍｅｓｏｃａｕｄａꎻ环腹瘿蜂科 Ｌｅｐｔｏｐｉｌｉ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ꎻ
瘿蜂科 Ｇａｎａｓｐｉｓ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ꎻ锤角细蜂科 Ｔｒｉｃｈｏｐｒｉａ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ꎻ金小蜂科 Ｐａｃｈｙｃｒｅｐｏｉｄｅｕｓ ｖｉｎｄｅｍｉａｅꎮ
２.２　 桃园果蝇天敌种群动态

２０１４ 年主要的寄生蜂为 Ａ.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Ａ. ｍｅｓｏ￣
ｃａｕｄａ、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４ 种ꎮ Ａ. ｂｒｅｖｉ￣
ｃａｕｄａ 和 Ａ. ｍｅｓｏｃａｕｄａ 在 ８ 月达到一个高峰ꎮ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在 ７—１０ 月份都有分布ꎬ在 ４ 和 ９ 月到

达 ２ 个高峰期ꎬ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在 ５—１０ 月都有分布ꎬ
６ 月达到了高峰期ꎮ Ｌ.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和 Ｐ. ｖｉｎｄｅｍｉａｅ 这 ２
个种在整个诱捕季内数量都相对较少ꎬＬ.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出现 １ 头ꎬＰ. ｖｉｎｄｅｍｉａｅ 在 ９ 月出现

１ 头ꎬ其他月份没有诱到(图 ２)ꎮ

图 ２　 桃园果蝇天敌种群动态(２０１４)
Ｆｉｇ.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ｗａｓ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ｐｅａｃｈ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４)

３　 结论与讨论
杨梅、石榴、樱桃等水果上的果蝇种类已有报

道(黄贞光等ꎬ２００５ꎻ 李百万等ꎬ２００４ꎻ 伍苏然等ꎬ
２００７ꎻ 左锐等ꎬ２００５)ꎮ 根据本调查结果ꎬ昆明桃园

果蝇寄生蜂种类有 ５ 个科 ６ 个种类ꎮ 查阅有关斑

翅果蝇天敌种类文献(任路明等ꎬ２０１４ꎻ Ｃｈａｂｅｒｔ ｅｔ

７７　 第 １ 期 王燕等: 昆明桃园果蝇寄生蜂种类及其种群动态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Ｉｄｅ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 Ｋａｎｚａｗａꎬ１９３９ꎻ Ｍｉｔｓｕ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ꎬ对照本研究诱集的寄生蜂种类ꎬ确定斑

翅果蝇寄生的天敌昆虫包括环腹瘿蜂科 Ｌ. ｊａｐｏｎｉ￣
ｃａ、瘿蜂科 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锤角细蜂科 Ｔ.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ｅ、
金小蜂科 Ｐ. ｖｉｎｄｅｍｉａｅꎮ Ｍｉｔｓｕｉ ＆ Ｋｉｍｕｒａ (２０１０)经
调查ꎬ认为瘿蜂科 Ｇａｎａｓｐｉｓ ｓｐｐ.对斑翅果蝇幼虫的

寄生率相对较高ꎬ为 ２％~７％ꎮ Ｍｉｔｓ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认为小茧蜂科的 Ａ. ｔａｂｉｄａ Ｎｅｅｓ 和 Ａ. ｒｕｆｅｓｃｅｎｓ Ｆｏｅｒ￣
ｓｔｅｒ 是具有利用潜力的 ２ 种寄生蜂ꎮ 而昆明桃园内

果蝇寄生蜂茧蜂科主要为 Ａ.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ｄａ 和 Ａ. ｍｅｓｏ￣
ｃａｕｄａꎬ其对斑翅果蝇是否有寄生情况还有待进一

步的接种验证ꎮ
经调查ꎬ在 ２０１４ 年ꎬ云南桃园内 ９ 月份是果蝇

种群发生盛期ꎬ１０ 月以后ꎬ种群数量显著下降ꎮ 果

蝇寄生蜂多集中在 ７—９ 月大量出现ꎬ与果蝇种群

数量消长吻合ꎻ果园内的果蝇寄生蜂种群消长随着

果蝇种群增多而呈现伴随上升的趋势ꎮ 结合桃园

内果蝇的种群动态ꎬ初步筛选出斑翅果蝇的优势天

敌为瘿蜂科 Ｇ. 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ｓ 和锤角细蜂科 Ｔ. ｄｒｏｓ￣
ｏｐｈｉｌａｅꎮ

本试验选择管理比较粗放的桃园监测果蝇的

发生动态ꎬ由于落果和杂草较多ꎬ园内虫源基数大ꎮ
笔者现主要对果蝇及其天敌种类及消长动态进行

监测ꎬ果蝇也在送检鉴定并且分类计数中ꎬ为下一

步研究提供依据ꎮ

致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Ｋｅｎｔ Ｍ.Ｄａａｎｅ 教

授和 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ｇ 教授、意大利国家可持续农业植物

保护研究所的 Ｅｍｉｌｉｏ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 研究员 和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Ｇｉｏｒｇｉｎｉ 研究员对寄生蜂进行了鉴定ꎬ特表谢意!

参考文献

黄贞光ꎬ 刘聪利ꎬ 李明ꎬ 赵改荣ꎬ 李玉红ꎬ ２０１４ . 近 ２０ 年国

内外甜樱桃产业发展动态及对未来的预测. 果树学报ꎬ

３１(Ｓ): １－６.
黄贞光ꎬ 赵改荣ꎬ 韩礼星ꎬ 李明ꎬ 齐秀娟ꎬ 李玉红ꎬ 张仰有ꎬ

２００５. 危害樱桃的果蝇及其防治. 绿色植保 (１０): ３６－３７.
李百万ꎬ 来燕学ꎬ 沈幼莲ꎬ 熊小萍ꎬ ２００４. 杨梅虫害防治指

标与综合治理技术. 华东森林经济ꎬ １８(３): ４４－４６.
左锐ꎬ 李德友ꎬ 熊元ꎬ 陈传庆ꎬ 袁洁ꎬ 解诗葳ꎬ ２００５. 杨梅果

蝇防治新技术研究. 贵州农业科学ꎬ ３３(６): ６１－６２.
伍苏然ꎬ 李江涛ꎬ 李正跃ꎬ 陶玫ꎬ 徐志强ꎬ 马光亮ꎬ 肖春ꎬ

２００７. 不同方法对杨梅园果蝇田间诱集防治效果比较. 山

地农业生物学报ꎬ ２６(４): ３６５－３６８.
任路明ꎬ 秦胜楠ꎬ 丁心婷ꎬ 万方浩ꎬ 褚栋ꎬ ２０１４ａ. 水果害虫

铃木氏果蝇的入侵及其防控研究进展.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３(３): １４２－１５０.

任路明ꎬ 王磊ꎬ 于毅ꎬ 褚栋ꎬ ２０１４ｂ. 我国部分水果产区铃木

氏果蝇与其他果蝇形态特征比较研究.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３(３): １７８－１８４.

ＣＨＡＢＥＲＴ Ｓꎬ ＡＬＬＥＭＡＮＤ Ｒꎬ ＲＯＹＥＴ Ｍꎬ ＥＳＬＩＮ Ｐꎬ ＧＩＢＥＲＴ
Ｐꎬ ２０１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ｐｅｓｔꎬ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ｕｚｕｋｉｉ. 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６３: ４０－４７.

ＩＤＥＯ Ｓꎬ ＷＡＴＡＤＡ Ｍꎬ ＭＩＴＳＵＩ Ｈꎬ ＫＩＭＵＲＡ Ｍ Ｔꎬ ２００８. Ｈｏｓｔ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Ｂｒａｃｈｏｎｉｄａｅ)ꎬ ａ
ｌａｒｖａｌ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ｏｆ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 ｆｌｉｅｓ.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１１(１): １－６.

ＫＡＮＺＡＷＡ Ｔꎬ １９３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ｕｚｕｋｉｉ Ｍａｔｓ. Ｋｏｆｕ:
Ｙａｍａｎａｓｈ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ＳＵＩ Ｈꎬ ＡＣＨＴＥＲＢＥＲＧ Ｋ Ｖꎬ ＮＯＲＤＬＡＮＤＥＲ Ｇꎬ ＫＩＭＵ￣
ＲＡ Ｍ Ｔꎬ ２００７.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ｒｖａｌ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ｏｆ ｆｒｕｇｉｖｏｒｏｕｓ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 ｉｎ Ｊａ￣
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４１(２５): １７３１－１７３８.

ＭＩＴＳＵＩ Ｈꎬ ＫＩＭＵＲＡ Ｍ Ｔꎬ ２０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ｆｒｕｇｉｖｏ￣
ｒｏｕｓ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ａｐ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１０７(４): ５３５－５４０.

(责任编辑:郭莹) 　 　

８７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８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