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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园果蝇的发生及综合防治研究进展
代晓彦１ꎬ２ꎬ 吴新颖１ꎬ 翟一凡２ꎬ 刘　 莎２ꎬ 陈　 浩２ꎬ 史红梅１ꎬ 刘　 洁１∗ꎬ 高欢欢１ꎬ２∗

１山东省葡萄研究院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ꎻ ２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ꎬ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果蝇因种类多、分布广、寄主广、繁殖力强ꎬ世代历期短ꎬ近年已成为葡萄的重要害虫之一ꎮ 葡萄果蝇幼虫不仅蛀食果

实ꎬ导致果实逐渐软化以致变褐色ꎬ还能导致微生物的二次侵染ꎬ诱发酸腐病ꎬ严重影响葡萄的品质和产量ꎮ 现已发现危害

葡萄的果蝇有 ７ 种ꎬ其中以黑腹果蝇为优势种ꎬ其次为斑翅果蝇和叔白颜果蝇ꎮ 在山东地区ꎬ７ 月初是斑翅果蝇和叔白颜果

蝇的发生高峰期ꎬ而黑腹果蝇发生高峰期为 ８—９ 月上旬ꎮ 就不同葡萄品种来说ꎬ黑腹果蝇成虫对 ４ 个葡萄品种巨峰、马
奶、无核白和红提的嗜好程度无显著差异ꎬ幼虫对红提的嗜好程度显著高于巨峰、马奶和无核白ꎻ斑翅果蝇和叔白颜果蝇对

于金手指等早熟品种以及果皮较薄的葡萄品种具有更强的趋性ꎮ 本文依据葡萄园主要果蝇的种类、生物特征、生活习性、
发生规律和危害习性ꎬ并从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方面总结分析了其综合防治措施ꎬ以期为葡萄园果

蝇的可持续控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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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是重要的经济林果之一ꎬ在全世界果树栽

培中占有重要地位ꎬ其产量和栽培面积长期位居世

界水果生产前列ꎬ２０１６ 年底ꎬ中国葡萄栽培面积为

已达 ８１ 万 ｈｍ２ꎬ产量为 １３７４.５ 万 ｔꎬ产量居世界首

位ꎬ栽培面积位居世界第二(王世平和李勃ꎬ２０１９)ꎮ
从我国果树种植结构来说ꎬ我国葡萄栽培面积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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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梨、桃后的第四位ꎮ 葡萄营养价值高、适应性

强、易丰产、结果早、经济效应好(张晓萍等ꎬ２００９)ꎬ
但随着葡萄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栽培品种的增多ꎬ害
虫危害日渐突出ꎬ其中葡萄果蝇已成为危害葡萄等

浆果类水果果实的主要害虫之一(高欢欢等ꎬ２０１８ꎻ
刘洪坤ꎬ２０１７ꎻ 路绍杰和孙玉胜ꎬ２００５)ꎮ 葡萄果蝇

属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果蝇科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ꎬ该科共有

３７００ 多种ꎬ分属 ６５ 个属ꎬ我国约有 ３０ 个属(满孝明

等ꎬ２０１６)ꎮ 关于果蝇在葡萄上的发生、危害及防治

措施的报道已有不少ꎬ目前主要集中于黑腹果蝇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Ｍｅｉｇｅｎ 的相关研究ꎬ对于葡

萄园中其他果蝇的系统研究较少ꎮ
为此ꎬ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查总结了葡

萄中主要果蝇种类的发生规律、形态特征、为害习

性及综合防治措施ꎬ以期为该虫的可持续综合防治

提供支持ꎮ

１　 葡萄果蝇的种类及形态特征
现已发现为害葡萄的果蝇有 ７ 种ꎬ分别为黑腹

果蝇、斑翅果蝇 Ｄ. ｓｕｚｕｋｉｉ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叔白颜果

蝇 Ｄ. ｔｒｉａｕｒａｒｉａ Ｂｏｃｋ ＆ Ｗｈｅｅｌｅｒ、伊米果蝇 Ｄ. ｉｍｍｉ￣
ｇｒａｎｓ Ｓｔｕｒｔ、海德氏果蝇 Ｄ. ｈｙｄｅｉ (Ｓｔｕｒｔｅｖａｎｔ)、筋果

蝇 Ｄ.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和鳞翅花果蝇 Ｓｃａｐｔｏｄｒｏｓ￣
ｏｐｈｉｌａ ｃｌｕｎｉｃｒｕｓ (Ｄｕｄａ)ꎬ其中危害葡萄的优势物种

主要是黑腹果蝇、斑翅果蝇和叔白颜果蝇(高欢欢

等ꎬ２０１８)ꎬ其他 ４ 种果蝇在整个生长季节均会发

生ꎬ但数量较少ꎬ不会对葡萄的栽培生产造成影响ꎬ
因此本文主要针对黑腹果蝇、斑翅果蝇和叔白颜果

蝇 ３ 种优势种群进行综合分析ꎮ
１.１　 黑腹果蝇

黑腹果蝇的卵白色ꎬ长约 ０.５ ｍｍꎬ长椭圆形ꎬ腹
面扁平ꎬ一端具有 ２ 条丝线ꎮ 雌虫体长约 ２.９５ ｍｍꎬ
腹部背面有 ５ 条明显的不间断黑色条纹ꎬ腹部背板

后缘黑带中央不断开ꎬ腹部末端呈尖锥状ꎬ腹面可

见 ６ 节腹节ꎬ背面有 ５ 条明显黑色条纹ꎬ前足第 １
跗节无性梳ꎮ 雄虫体型小ꎬ腹部末端圆钝ꎬ腹部背

面可见腹节 ４ 节ꎬ腹部背面有 ３ 条明显的黑纹ꎬ两
前足第一跗节具有一黑色性梳(刘坤ꎬ２０１４)ꎮ
１.２　 斑翅果蝇

斑翅果蝇又称铃木氏果蝇、樱桃果蝇ꎬ英文名称

Ｓｐｏｔｔｅｄ ｗｉｎｇ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 ＳＷＤ) (林清彩等ꎬ２０１３)ꎮ
斑翅果蝇的卵白色ꎬ长椭圆形ꎬ头部有 ２ 条细长的丝

带ꎬ其长度大于黑腹果蝇丝带长度ꎻ雄虫前翅前缘顶

角处有明显的黑板ꎬ雌虫没有黑斑ꎻ雄虫前足第一跗

节和第二跗节分别有一簇性梳(Ｂｏｃｋ ＆ Ｗｈｅｅｌｅｒꎬ
１９７２ꎻ Ｋｉｋｋａｗａ ＆ Ｐｅｎｇꎬ １９３８ꎻ Ｐａｒｓｈａｄ ＆ Ｐａｉｋａꎬ
１９６５)ꎻ雌蝇的产卵管坚硬狭长ꎬ呈镰刀状ꎬ黑褐色ꎬ
一侧有许多小锯齿ꎬ腹末具黑褐色环纹(Ｈａｕｓｅｒꎬ
２０１１ꎻ Ｏｋａｄａꎬ１９５６ꎻ Ｐａｒｓｈａｄ ＆ Ｐａｉｋａꎬ１９６５)ꎮ
１.３　 叔白颜果蝇

叔白颜果蝇体长约 ２.９５ ｍｍꎬ腹部背板后缘黑

带中央不断开ꎮ 雌虫腹部末端呈尖锥状ꎬ腹面可见

６ 节腹节ꎬ背面有 ４ 条明显黑色条纹ꎬ前足第一腹节

无性梳ꎬ产卵器呈浅色ꎬ有不明显锯齿ꎬ其硬化程度

介于黑腹果蝇和斑翅果蝇之间ꎮ 雄性体型小ꎬ腹部

末端圆钝ꎬ腹部腹面可见腹节 ５ 节ꎬ腹部背面有 ４
条明显的黑纹ꎬ两前足第一跗节上具有 ２ 列黑色浓

密的性梳ꎮ

２　 葡萄果蝇的危害症状
葡萄果蝇种类多、分布广、寄主广、繁殖力强、

世代历期短ꎬ是世界性害虫(戚行江ꎬ２０１４)ꎬ对成熟

水果香味有明显的趋性ꎮ 但黑腹果蝇、斑翅果蝇和

叔白颜果蝇的危害特点并不完全相同ꎮ
黑腹果蝇喜食腐烂或者有机械损伤的果实ꎬ对

此类果实中的乙醇和酵母具有较强的趋性(Ｄｅｉ￣
ｔｒｉｃｈꎬ２００４ꎻ Ｄｅｖｉｎｅｎｉ ＆ Ｈｅｂｅｒｌｅｉｎꎬ２０１３)ꎬ在加重葡

萄腐烂的同时引起多种细菌和真菌的复合侵染ꎮ
黑腹果蝇在产卵、爬行、取食的过程中还可传播病

菌ꎬ引发葡萄酸腐病ꎮ 该病蔓延速度快ꎬ可造成葡

萄大量减产ꎬ严重时绝产ꎮ 所以黑腹果蝇是酸腐病

传播的重要媒介昆虫(高欢欢等ꎬ２０１８ꎻ 王忠跃等ꎬ
２００４)ꎬ其防治对葡萄的栽培生产有重要意义ꎮ

斑翅果蝇成虫产卵于果皮下ꎮ 卵孵化后在果

实内蛀食危害ꎬ果实变褐软化ꎬ影响果实品质ꎬ并且

还可吸引黑腹果蝇以及造成病原菌侵染ꎬ引发严重

的经济损失(Ｂｏｌｄ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ꎬ相比于绿色的果实

或者过于成熟的果实ꎬ斑翅果蝇更偏好在刚开始成

熟变色的水果上产卵(Ｌｅ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ꎬ这是因为

斑翅果蝇产卵管为较硬的锯齿状ꎬ并且对新鲜水果

中丰富的糖类、维生素和其他碳水化合物具有更强

烈的趋性(Ｂｅｇｏｎꎬ１９８３)ꎮ 其特殊的危害特点和分

布的广泛性使其成为重要的世界检疫性害虫ꎮ
目前ꎬ叔白颜果蝇对于果实的危害状并不明

显ꎬ但在葡萄园中的大量存在说明其取食部位并不

局限于果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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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果蝇的生活习性
葡萄果蝇一年可发生 １０~１３ 代ꎮ 果蝇以蛹、成

虫在果园地表 １ ~ ３ ｃｍ 处、烂果内越冬(刘洪坤ꎬ
２０１７ꎻ 刘坤ꎬ２０１４)ꎮ 山东地区 ５ 月份春季气温回升

到 １５ ℃时ꎬ葡萄果蝇开始出现ꎬ７ 月初是斑翅果蝇

和叔白颜果蝇的发生高峰期ꎬ早中熟葡萄果实大量

成熟时危害严重ꎬ而黑腹果蝇发生高峰期为 ８—９
月上旬ꎬ发生在果实成熟后期(高欢欢等ꎬ ２０１８)ꎮ
不同地区葡萄果蝇的发生时间不同ꎬ四川地区ꎬ４ 月

初开始出现葡萄果蝇ꎬ５ 月下旬—６ 月上旬、９ 月中

旬—１０ 月上旬是果蝇发生高峰期(刘洪坤ꎬ２０１７)ꎮ
黑腹果蝇在 ２５ ℃下的繁殖能力最强ꎬ种群增

长最快ꎬ卵期 １ ~ ２ ｄꎬ幼虫期 ４ ~ ５ ｄꎬ蛹期 ３ ~ ５ ｄꎮ
成虫交尾时间集中在 ２１:３０—２３:００ꎬ持续 ５ ~ ２０
ｍｉｎꎬ交尾后具有梳理头部和尾部的行为ꎮ 常将卵

产在果肉表面上ꎬ每次产 ２ ~ ８ 粒ꎬ平均产卵量最高

达 ３７５.４ 粒ꎮ 幼虫喜在葡萄梗、玻璃器皿壁等较硬

地方化蛹并且有聚集现象ꎮ 成虫羽化时间集中在

４:３０—７:３０ꎮ 发育历期随温度升高而缩短ꎬ在 １５、
２０、２５ 和 ３０ ℃ 条件下ꎬ平均发育发育历期分别为

４１.３１、２１.７３、９.７６ 和 ７.２８ ｄꎬ高温 ３５ ℃条件下ꎬ不
能发育为成虫(张治军等ꎬ２０１３)ꎮ 黑腹果蝇成虫对

不同水果的嗜好程度依次是葡萄、苹果、香蕉、桃、
梨ꎬ而幼虫对葡萄和香蕉的嗜好程度显著高于梨、
桃和苹果ꎻ就不同葡萄品种来说ꎬ成虫对 ４ 个葡萄

品种巨峰、马奶、无核白和红提的嗜好程度无显著

差异ꎬ但对不同损伤时间的葡萄嗜好程度有显著差

异ꎬ损伤时间越久ꎬ成虫对其的嗜好程度越高ꎬ幼虫

对红提的嗜好程度显著高于巨峰、马奶和无核白

(张鹏飞等ꎬ２０１０ꎻ 张治军等ꎬ ２０１３)ꎮ
斑翅果蝇在 ２０~２５ ℃的活动性最强ꎬ当温度超

过 ３０ ℃时ꎬ活动性降低ꎬ发育历期缩短ꎬ产卵量下

降ꎬ寿命减短ꎮ 斑翅果蝇平均致死低温－０.８ ℃ꎬ平
均致死高温 ３２ ℃ (林清彩等ꎬ２０１３)ꎮ 常温下(２５
℃)从卵发育到成虫需要 ８~１４ ｄꎬ卵期 １~３ ｄꎬ蛹期

４~１６ ｄꎬ成虫羽化后 ２ ~ ３ ｄ 开始交配ꎬ成虫可存活

２０~６１ ｄꎮ 雌虫繁殖能力强ꎬ每次产卵 １ ~ ３ 粒ꎬ日
产卵 ６~ ７ 粒ꎬ平均一生产卵量最高可达 ５１６ 粒(吴
军等ꎬ２０１３ꎻ Ｋａｎｚａｗａꎬ１９３９)ꎬ但是在 １３ ℃时雌虫不

产卵ꎬ最适宜的产卵温度为 ２２ ~ ２５ ℃ (吴军ꎬ
２０１３)ꎮ 斑翅果蝇的发育历期与温度密切相关ꎬ随
温度的升高ꎬ发育历期缩短ꎬ１５ ℃时平均发育历期

３０ ｄꎬ１８ ℃时 １９ ｄꎬ２２ ℃时 １４ ｄꎬ２５ ℃和 ２８ ℃时 １０
ｄ(张治军ꎬ２０１３ꎻ Ｗａｌｓ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ꎮ 斑翅果蝇和

叔白颜果蝇对于金手指等早熟品种以及果皮较薄

的葡萄品种具有更强的趋性ꎮ

４　 防治方法
４.１　 农业防治

葡萄园果蝇发生前期ꎬ应及早清除葡萄园杂草

和残株枯枝败叶ꎬ集中烧毁或者深埋ꎬ阻断成虫迁

飞取食的食物链ꎬ减少虫源基数ꎻ摘除受害腐烂果

实ꎬ清理落地残果ꎬ营造不利于果蝇栖息的生态环

境(倪福清ꎬ２００９)ꎻ加强肥水管理ꎬ定期修剪ꎬ培养

健壮的树势(苏玲等ꎬ２０１７)ꎻ合理种植ꎬ在栽培过程

中ꎬ应尽量避免早中熟品种与晚熟品种的混种(高
欢欢等ꎬ２０１８)ꎮ
４.２　 物理防治

果蝇成虫个体小ꎬ幼虫在果实内危害ꎬ发生时

不易被察觉ꎬ成虫诱杀技术是果园果蝇防治的重要

手段之一(孙道旺等ꎬ２００５)ꎮ 利用果蝇的趋光性和

趋化性进行诱杀防治ꎬ既能降低防治费用ꎬ减少农

药污染ꎬ又能保护生态环境ꎮ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ꎬ
利用糖醋液诱杀法防治效果较好ꎮ 诱集时每亩设

置 ６０~ ９０ 个杯型糖醋夜诱捕器ꎬ两两间隔 １０ ~ １２
ｍꎬ糖醋诱剂的使用量在诱捕器中 ３ ~ ５ ｃｍ 深度为

宜ꎬ糖、醋、红酒和水按 ２ ∶ １ ∶ ２ ∶ ５ 的比例配制ꎬ诱
集瓶的诱集孔径为 ６ ｍｍꎬ颜色为红色或橙色ꎬ在诱

集液中加入酵母ꎬ诱集时间在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ꎬ以上

措施均能增强诱集效果(李德友等ꎬ２０１１ꎻ 单立平

等ꎬ ２００８ꎻ 王云鹏等ꎬ２０１８ꎻ 伍苏然ꎬ２００７ꎻ 伍苏然

等ꎬ２００７ꎻ 熊伟等ꎬ２０１４ꎻ 徐芳玲等ꎬ２０１２)ꎮ
另外ꎬ果蝇对黄色、绿色、蓝色最为敏感ꎬ选择

黄色、绿色、蓝色等 ３ 种颜色的混合板组合ꎬ可更加

有效地防控葡萄果蝇(熊伟等ꎬ２０１４)ꎮ 防虫网覆盖

也是有效的防治方法ꎬ王华帝等(２０１７)利用防虫网

覆盖栽培杨梅ꎬ对果蝇的防治效果达 ９３％以上ꎬ该
方法能阻断果蝇对杨梅的危害ꎬ因此可利用防虫网

覆盖葡萄防治果蝇ꎮ 葡萄套袋也可降低果蝇的危

害ꎬ也是一种很好的防治果蝇措施(徐霞和唐季云ꎬ
２００５)ꎮ
４.３　 化学防治

林清彩等(２０１６)研究表明ꎬ甲维盐和多杀霉素

对斑翅果蝇和黑腹果蝇成虫及幼虫均有高效毒杀

作用ꎬ实际应用时可以在果蝇危害发生初期喷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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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种杀虫剂ꎬ成虫 １ ｈ 后死亡率达 ８５％以上ꎬ并且这

２ 种杀虫剂对果蝇的持效期较长ꎬ为 ５ ~ １４ ｄꎻ葡萄

收获以后可再次施用该杀虫剂以降低翌年发生基

数ꎮ 氟啶脲、联苯菊酯、啶虫脒和除虫菊酯对果蝇

也有较高的毒杀作用ꎬ在实际应用中几种杀虫剂可

以混合交替使用ꎮ
但是长期循环使用化学杀虫剂会导致农药残

留、果蝇抗药性倍增ꎬ且化学药剂本身对环境和人

畜都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ꎬ大量天敌昆虫被杀

伤ꎬ削弱了天敌昆虫的自然控制能力ꎬ因此ꎬ发展其

他有效安全的防治方法有重要意义(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王花等(２０１２)采用植物性杀虫剂 ０.６％苦

内酯水剂进行防治ꎬ防治效果达到 ９２.８％以上ꎻ徐
莉等(２００７)发现生姜精油对果蝇成虫有较强的急

性毒性ꎻ黄雪峰等(２０１３)测定了 ４ 种植物源农药对

果蝇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藜芦碱在葡萄果蝇防治中

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ꎮ
４.４　 生物防治

利用病原微生物、天敌昆虫等生物手段可持续

控制葡萄果蝇种群ꎮ 斑翅果蝇的寄生蜂种类有 ２１
种ꎬ国外利用且研究较多的主要是幼虫寄生蜂隆脊

瘿蜂 Ｌｅｐｔｏｐｉｌｉｎａ ｈｅｔｅｒｏｔｏｍａ ( Ｔｈｏｍｓｏｎ)、反颚茧蜂

Ａｓｏｂａｒａ ｓｐ.和蛹寄生蜂蝇蛹金小蜂 Ｐａｃｈｙｃｒｅｐｏｉｄｅｕｓ
ｖｉｎｄｅｍｍｉａｅ Ｒｏｎｄａｎｉ、锤角细蜂(Ｃｈａ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Ｃｉ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Ｋａｓｕｙ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但根据 Ｓｔａｃ￣
ｃ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田间试验结果ꎬ蝇蛹金小蜂对果

蝇的寄生效果几乎可以忽略ꎬ且蝇蛹金小蜂是一种

广谱性寄生蜂ꎬ甚至会寄生一些益虫ꎬ并且这种寄

生蜂对经济和生态的影响还不清楚ꎮ Ｔｒｏｔｔ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在温室草莓大棚中大量释放锤角细蜂ꎬ能有

效寄生斑翅果蝇和黑腹果蝇蛹ꎬ因此ꎬ锤角细蜂对

果蝇的控制作用有一定优势ꎬ可重点引进、保护、扩
大繁殖和田间释放应用ꎮ

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防治果蝇在国外有相关的

研究ꎬ国内还没相关的研究报道ꎮ 目前在国外已有

报道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蚁形隐翅甲 Ａｔｈｅｔａ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Ｋｒａａｔｚ 和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花蝽科 Ａｎｔ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在一

定程度上能捕食果蝇 ( Ｃｕｔｈｂｅｒ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ａꎻ
Ｋａｒａｍａｎ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Ｗｏｌｔ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Ａｎｎｅｔ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称普通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ｔａ ｃａｒｎｅａ Ｓｔｅｐｎｅｎｓ 不

同龄期的幼虫在实验室条件下也能捕食果蝇的卵和

蛹ꎬ而蜘蛛类和蚂蚁也能取食果蝇幼虫ꎮ 找到高效

且能工厂化繁育的捕食性天敌ꎬ是今后的发展方向ꎮ
利用病原微生物防治果蝇主要集中在已经商

业化的产品防治效果研究ꎬ主要有线虫和真菌的利

用ꎮ Ｃｕｔｈｂｅｉ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ｂ)曾用锯蜂线虫 Ｓｔｅｉｎ￣
ｅｒｎｅｍａ ｋｒａｕｓｓｅｉ Ｓｔｅｉｎｅｒ 处理斑翅果蝇ꎬ发现果蝇蛹

的死亡率达 ５０％以上ꎬ而用嗜菌异小杆线虫 Ｈｅｔｅｒ￣
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ｐｈｏｒａ Ｐｏｉｎａｒ 防治斑翅果蝇ꎬ其幼

虫死亡率高达 ９５％ꎬ表明嗜菌异小杆线虫对控制斑

翅果蝇具有一定的潜力ꎮ 国外应用真菌防治果蝇

的研究中ꎬ将球孢白僵菌 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 ｂａｓｓｉａｎａ (Ｂａｌｓ.)
的产品直接喷在果蝇成虫上ꎬ死亡率高达 ８０％
(Ｃｕｔｈｂｅｒ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ｂꎻ Ｗｏｌｔ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ꎻ
Ｎａｒａｎｊｏ￣Ｌáｚａｒ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应用玫烟色棒束孢

Ｉｓａｒｉａ ｆｕｍｏｓｏｒｏｓｅａ Ｗｉｚｅ 和金龟子绿僵菌 Ｍｅｔａｒｈｉｚｉｕｍ
ａｎｉｓｏｐｌｉａｅ (Ｍｅｔｃｈ)处理果蝇ꎬ发现每种真菌的几个

菌系对果蝇均有很好的防治效果ꎬ由此可见ꎬ已经

商业化的虫生真菌产品对果蝇种群有显著的抑制

作用ꎬ在田间应用中有巨大的潜力

５　 结论与展望
果蝇是葡萄、杨梅、樱桃的主要害虫(倪福清ꎬ

２００９ꎻ 王云鹏等ꎬ２０１８)ꎬ近几年酸腐病在我国北

京、四川、山东、河南等地普遍发生ꎬ导致葡萄园减

产 ７０％以上ꎮ 酸腐病的典型症状就是在果实内及

烂果周围伴有果蝇幼虫及成虫危害 (王忠跃等ꎬ
２００４)ꎮ 由于果蝇虫体小、繁殖力强、危害隐蔽ꎬ导
致监测难、防控难ꎮ 因此ꎬ应加强果蝇的系统性研

究ꎬ进一步阐明影响果蝇种群动态的关键因子ꎬ找
出果蝇不同虫期的最佳防控措施ꎬ为葡萄安全生产

提供技术保障ꎮ
做好葡萄果蝇的防控应坚持“预防为主ꎬ综合

防治”的植保方针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与探讨ꎮ ①加强对葡萄果蝇的系统监测ꎬ探明葡萄

果蝇发生的消长规律ꎬ及早预测害虫的发生ꎬ做好

预防工作ꎮ ②加强绿色防控技术ꎬ目前ꎬ使用糖醋

诱剂是葡萄果蝇综合治理技术的关键ꎬ糖醋诱剂液

在国内已比较成熟ꎬ操作简单ꎬ并且能降低防治费

用ꎬ减少农药对葡萄的污染ꎬ是一项很好的防治技

术ꎮ 另外ꎬ葡萄园挂防虫网和葡萄套袋ꎬ也是一项

值得深入实践探索的技术ꎮ ③探讨生物防治技术ꎬ
加强对天敌昆虫的人工饲养、繁殖与释放技术的研

究ꎬ改善果园生态环境ꎬ为天敌昆虫创造适宜的生

活环境ꎬ充分发挥天敌控制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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