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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要检疫性实蝇的全球分布和入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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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蝇是重要的蔬菜瓜果害虫ꎮ 本文重点概述入侵中国实蝇的寄主植物、原产地、首次发现时间、入
侵地、国内外分布和入侵扩散途径ꎬ全面整理重要检疫性实蝇的全球分布和入侵情况ꎬ同时根据全球重要

检疫性实蝇的分布情况为警惕和预防实蝇入侵我国提供理论支持ꎮ 本文指出ꎬ领土相邻是实蝇入侵我国

的重要条件:入侵中国的实蝇原产地是中国的邻国日本、印度和泰国ꎬ最早发现地是中国的沿海和沿边地

区ꎬ分别为中国台湾、广西、云南和新疆吐鲁番ꎮ 寄主植物的种类数量与实蝇的分布范围正相关:橘小实

蝇和瓜实蝇是多食性昆虫ꎬ分别危害 ３０５ 和 ６１ 种植物ꎬ分别在全球 ８３ 和 ５８ 个国家均有发生ꎮ 枣实蝇、
蜜柑大实蝇和黑颜面实蝇是寡食性昆虫ꎬ只危害同属植物ꎬ仅入侵原产地周边的些许国家ꎮ 随着国际瓜果贸易交流频繁ꎬ
全球重要的检疫实蝇由原产地国家逐渐向周边国家扩散ꎬ其中油橄榄实蝇、桃果实蝇、埃塞尔比亚寡鬓实蝇、黑樱桃实蝇和

苹果实蝇已经入侵至我国周边国家ꎬ需要警惕和预防其从沿边省份入侵我国ꎮ 加强检疫和管理是防治实蝇入侵和扩散的

重要手段ꎬ同时也需要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进一步对世界上重大检疫实蝇的入侵风险评估、防控对策、分子鉴定和快速检测

方法进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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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生物入侵已成为 ２１ 世纪五大全球性环境

变化问题之一ꎬ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和生态造成严重

损失ꎬ同时给我国农林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造成壁垒

(ＭＥＡꎬ２００５)ꎮ 我国是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ꎬ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ꎬ我国的农、林、牧、渔产品在国际贸易上交易

频繁ꎬ导致近 １０ 年来我国外来物种的数量平均每

年增加 １ ~ ２ 种ꎬ造成的经济和生态损失逐年增加

(闫小玲ꎬ２０１２ꎻ 张顺合等ꎬ２０１５)ꎮ
实蝇是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实蝇科 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 昆虫

的泛称ꎬ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热带、亚热带和温带

地区(高媛惠等ꎬ２０１６)ꎬ是重要的果蔬害虫ꎮ 据报

道ꎬ世界范围内有经济意义的实蝇有 ２６ 属 ２３３ 种

(李志红等ꎬ２０１３)ꎮ 我国水果进口量的持续增加给

我国的实蝇害虫检疫带来了巨大压力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我国口岸检疫截获实蝇 ７５３３ 批

次ꎬ其中检获橘小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ｌ)
４７８３ 次、番石榴实蝇 Ｂ. ｏｒｒｅｃｔａ (Ｂｅｚｚｉ)５４６ 次(高媛

惠等ꎬ２０１６)ꎮ ２０１７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

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检疫性实蝇有 １０ 个属种ꎬ其
中ꎬ果实蝇属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按实蝇属 Ａｎａｓｔｒｅｐｈａ、绕实

蝇属 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小条实蝇属 Ｃ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和寡鬓实蝇属

Ｄａｃｕｓ 是全球危害最严重、最具破坏力的 ５ 个实蝇

属ꎬ且果实蝇属中的橘小实蝇、蜜柑大实蝇 Ｂ. ｔｓｕ￣
ｎｅｏｎｉｓ (Ｍｉｙａｋｅ)、黑颜面实蝇 Ｂ. ｖｕｌｔｕｓ (Ｈａｒｄｙ)、瓜

实蝇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Ｃｏｑｕｉｌｌｅｔｔ)和咔实蝇属的枣实蝇

Ｃａｒｐｏｍｙａ ｖｅｓｕｖｉａｎａ Ｃｏｓｔａ 已经入侵我国ꎮ
本文系统地整理入侵中国的实蝇的分类地位、

寄主植物、物种来源 /原产地、国内外分布、潜在分

布区、入侵扩散方式ꎬ同时对 ５ 个重要实蝇属的全

球分布范围和入侵情况进行整理ꎬ以期能够有效地

警惕和预防外来实蝇的入侵ꎮ

１　 入侵中国的实蝇简介
１.１　 分类地位与寄主植物

实蝇主要寄主植物是瓜果、蔬菜和花卉ꎬ根据

寄主范围可将实蝇分为多食性害虫和寡食性ꎮ 橘

小实蝇、番石榴实蝇和瓜实蝇是多食性害虫ꎮ 橘小

实蝇的寄主范围最广ꎬ危害世界范围内的 ７０ 科 ３０５
种植物ꎬ包括 １７０ 种瓜果、蔬菜和花卉ꎬ１３５ 种野生

植物ꎮ 其中桑科、番荔枝科、茄科和无患子科受危

害种类最多ꎬ分别有 ２５、１７、１７ 和 １５ 种ꎻ瓜实蝇危

害世界范围内的 １９ 科 ６１ 种寄主植物ꎬ包括 ４３ 种

瓜果和 １８ 种野生植物ꎬ主要危害葫芦科植物(２８
种)ꎻ番石榴实蝇危害 １８ 科 ３２ 种瓜果ꎬ包括桃金娘

科 ６ 种、蔷薇科 ３ 种(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ｃａｂｉ. ｏｒｇ / ｉｓｃ / )ꎮ
枣实蝇和蜜柑大实蝇为寡食性昆虫ꎬ枣实蝇只危害

枣和酸枣(陈乃中ꎬ１９９８ꎻ胡陇生等ꎬ２０１２)ꎻ蜜柑大

实蝇主要危害扁柑、温州蜜柑、金橘、红橘、酸橙、甜
橙、柑、乳橘等柑橘属水果(龚秀泽等ꎬ２００８)ꎬ黑颜

面实蝇寄主不详(表 １)ꎮ

表 １　 中国入侵实蝇的分类地位、原产地、国外分布以及危害寄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ｌａｃｅ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 ｉｎｖａ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寄主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国外分布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果实蝇属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番石榴实蝇 Ｂ. ｃｏｒｒｅｃｔａ １８ 科 ３２ 种 ３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８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１０ 个国家 １０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橘小实蝇 Ｂ.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７０ 科 ３０５ 种 ３０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７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８３ 个国家 ８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蜜柑大实蝇 Ｂ. ｔｓｕｎｅｏｎｉｓ ８ 种柑橘属 ８ Ｃｉｔｒｕｓ 日本、越南、斯洛文尼亚和新西兰 Ｊａｐａｎ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Ｓｌｏｖｅｎｉｊ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黑颜面实蝇 Ｂ. ｖｕｌｔｕｓ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ｎ 泰国和老挝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ｏｓ
瓜实蝇 Ｂ.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 １９ 科 ６１ 种 ６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５８ 个国家 ５８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咔实蝇属 Ｃａｒｐｏｍｙａ 枣实蝇 Ｃ. ｖｅｓｕｖｉａｎａ 枣和酸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ａｎｄ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
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１７ 个国家 １７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１.２　 原产地、首次发现时间和地点

６ 种入侵实蝇的原产地均是我国的邻国ꎮ 瓜实

蝇、枣实蝇和番石榴实蝇的原产地是印度(徐海根

和强胜ꎬ２０１１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０７)ꎻ日本是橘小实蝇

和蜜柑大实蝇的原产地(张禹安ꎬ１９８４ꎻ 徐海根和

强胜ꎬ２０１１)ꎻ黑颜面实蝇原产于泰国(Ｙ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橘小实蝇和蜜柑大实蝇分别于 １９１１ 和

１９６０ 年在台湾南部和广西西宁和凭祥首次记载

(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１ꎻ 赵又新ꎬ１９９１)ꎻ番石榴实

蝇、枣实蝇和黑颜面实蝇分别于 １９８６、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在云南元江、新疆吐鲁番和云南(无详细地点)首
次记录(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１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０７ꎻ Ｙ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瓜实蝇在我国首次发现时间和地点不

详(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１１)(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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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入侵实蝇的原产地、首次发现时间和地点以及国内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ｃｅｓꎬ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 ｉｎｖ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３　 入侵实蝇的国内外分布

入侵中国的实蝇中ꎬ橘小实蝇和瓜实蝇的全球

分布范围最广ꎬ广泛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

区ꎮ 橘小实蝇分布于全球 ８３ 个国家:２３ 个亚洲国

家、４４ 个非洲国家、４ 个北美洲国家、３ 个欧洲国家

及 ９ 个大洋洲国家ꎻ瓜实蝇分布于全球 ５８ 个国家:
２６ 个亚洲国家、２２ 个非洲国家、８ 个大洋洲国家以

及美国和斯洛文尼亚ꎮ 番石榴实蝇、蜜柑大实蝇、
枣实蝇和黑颜面实蝇的全球分布范围较窄ꎮ 番石

榴实蝇分布在 １０ 个亚洲国家和美国ꎻ蜜柑大实蝇

只在中国、日本、越南、斯洛文尼亚和新西兰分布

(ｈｔｔｐｓ: ∥ｇｄ. ｅｐｐｏ. ｉｎｔ / )ꎻ枣实蝇分布在亚洲和欧

洲等 １７ 个国家(何善勇ꎬ２００９ꎻ 吕文刚等ꎬ２００８ꎻ 张

润志等ꎬ２００７)ꎻ黑颜面实蝇只分布在泰国和老挝

(Ｙ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１１)(表 １、图 ２)ꎮ
橘小实蝇和瓜实蝇在中国的分布范围最广ꎮ 橘

小实蝇在中国南部的 １５ 个省份均有分布ꎬ最北为江

苏和安徽ꎬ但随着果蔬调运ꎬ橘小实蝇可能向我国的

山东和河南扩散(梁光红等ꎬ２００３)(图 １)ꎮ 瓜实蝇

分布在中国南部的 ９ 个省份ꎬ最北为江苏ꎬ可能扩散

至湖北、重庆、陕西和河南等省(市)(徐海根和强胜ꎬ
２０１１)(图 １)ꎮ 枣实蝇、蜜柑大实蝇、番石榴实蝇和黑

颜面实蝇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很窄ꎬ许多省份都是非

疫区ꎮ 枣实蝇入侵中国新疆吐鲁番枣区后ꎬ由于寄

主植物和地理分布的限制ꎬ以及严格的省内检疫ꎬ并
未向陕西、河北等枣区继续扩散(阿地力沙塔尔

等ꎬ２００８)ꎮ 蜜柑大实蝇分布在我国南方种植柑橘的

省(自治区)ꎬ如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西、江苏和

台湾(梁日崇等ꎬ１９９８ꎻ 张禹安ꎬ１９８４)ꎮ 番石榴实蝇

的寄主植物均为热带和亚热带作物ꎬ仅在我国云南、
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种植ꎮ 省内检疫控制番石榴

实蝇仅有我国云南、贵州和台湾(刘清国等ꎬ２０１１ꎻ 刘

晓飞等ꎬ２００５)ꎮ 黑颜面实蝇只在云南西南部有报道

(李德强等ꎬ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图 １)ꎮ
１.４　 实蝇的入侵途径

实蝇的扩散分为短距离扩散和长距离传播以

及入侵ꎮ 实蝇成虫具有较强的飞行能力ꎬ能短距离

扩散和转移ꎮ 橘小实蝇补充营养后可飞行 ３ ~ ６ ｄꎬ
最长累计飞行可持续 ４.２１ ｈꎬ达 ５.７４ ｋｍ(陈敏等ꎬ
２０１７)ꎮ 枣实蝇在羽化后 １２ ｄ 的飞行能力最强ꎬ飞
行距离最长达 ３.１９２ ｋｍ(丁吉同等ꎬ２０１４)ꎮ 刘建宏

等(２０１５)发现云南元江的橘小实蝇可借助西南气

流ꎬ沿峡谷或高速公路所形成的南北通道行向北迁

飞ꎮ 因此ꎬ实蝇的飞行能力可以实现其由疫区向非

疫区扩散ꎮ 实蝇危害的果实ꎬ在采摘时易与健康果

实混淆ꎬ通过人为携带或果品运输ꎬ成为远距离扩

散和入侵的主要途径(张禹安ꎬ１９８４)ꎬ蛆果则成为

实蝇长距离入侵的重要媒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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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入侵中国实蝇的全球分布范围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 ｉｎｖａ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　 重要检疫实蝇的全球分布和入侵情况
了解重要检疫性实蝇的地理分布范围和入侵

情况不仅可以探索实蝇的入侵规律ꎬ也为警惕和预

防其入侵我国提供检疫支持ꎮ ２０１７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检疫性实蝇

包括果实蝇属、寡鬓实蝇属、小条实蝇属、按实蝇属

和绕实蝇属ꎮ 其中果实蝇属的原产地在亚洲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ꎻ寡鬓实蝇属和小条实蝇属原产于非

洲ꎻ按实蝇属和绕实蝇属的原产地主要分布在新大

陆的中美、北美和南美洲地区 (黄振和黄可辉ꎬ
２０１２)(图 ３)ꎮ 随着国际贸易交易频繁ꎬ重要检疫

实蝇已经由原产地入侵到其周边的国家ꎬ甚至是全

球的大部分国家ꎮ 绕实蝇属原产于北美地区ꎬ但越

橘实蝇 Ｒ. ｍｅｎｄａｘ、黑樱桃实蝇 Ｒ. ｆａｕｓｔａ、东部樱桃

实蝇 Ｒ. 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ｅ、西部樱桃实蝇 Ｒ.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ｓ 和苹

果实蝇 Ｒ.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已经入侵部分欧洲、非洲和亚

洲国家ꎬ其中黑樱桃实蝇和苹果实蝇已经入侵到与

中国相邻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图 ３)ꎻ寡
鬓实蝇属和小条实蝇属原产于非洲ꎬ而地中海实蝇

Ｃ.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和埃塞俄比亚寡鬓实蝇分布在全球 ９６
和 ５７ 个国家ꎬ且地中海实蝇可能继续沿着墨西哥

向北扩散入侵美国ꎬ或向东南亚国家扩散ꎬ埃塞尔

比亚寡鬓实蝇 Ｄ. ｃｉｌｉａｔｅｓ 已经入侵到与中国的邻国

印度缅甸和泰国ꎬ需要警惕和预防埃塞俄比亚寡鬓

实蝇从邻国入侵我国(图 ３)ꎮ 按实蝇属原产南美

洲ꎬ但西印度实蝇 Ａ. ｏｂｌｉｑｕａ、墨西哥实蝇 Ａ. ｌｕｄｅｎｓ

和南美实蝇 Ａ. ｆｒａｔｅｒｃｕｌｕｓ 已经穿过墨西哥入侵美

国ꎮ 果实蝇属原产东南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ꎬ而油

橄榄实蝇 Ｂ. ｏｌｅａｅ 已经入侵西亚、欧洲南部、非洲和

美洲等 ３５ 个国家ꎮ

３　 讨论
随着国家贸易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的变化ꎬ外

来物种的入侵给我国的经济和生态造成严重损失ꎮ
实蝇是重要的花卉、瓜果和蔬菜害虫ꎬ检疫实蝇入

侵我国后给我国的花卉、瓜果和蔬菜的生产和国际

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ꎮ 加强检疫和管理是防止

害虫入侵的重要手段ꎬ检疫不仅可以有效阻止外来

实蝇的入侵ꎬ也可以阻止实蝇从疫区向非疫区的扩

散(吕文刚等ꎬ２００８)ꎮ
领土相邻是害虫入侵的重要条件ꎬ正如 ２０１９

年初草地贪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Ｊ.Ｅ. Ｓｍｉｔｈ 从

缅甸入侵至我国云南西部(孙小旭等ꎬ２０１９)ꎮ 入侵

中国的 ６ 种实蝇ꎬ原产地均为我国的邻国ꎬ首次发

现地均为我国的沿海和沿边省份ꎮ 东盟是我国主

要的水果进口地区ꎬ２０１６ 年我国从东盟进口 ２００ 万 ｔ
水果(钟勇ꎬ２０１９)ꎮ 油橄榄实蝇、桃果实蝇 Ｂ. ｚｏｎａ￣
ｔａ、埃塞俄比亚寡鬓实蝇、黑樱桃实蝇和苹果实蝇

已经入侵我国周边的东盟国家ꎬ加强沿海沿边地区

的实蝇检疫和监控ꎬ特别是云南、广西与越南、缅甸

的交界处是防止实蝇从东南亚地区入侵我国沿边

省份的重要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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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重大检疫实蝇的全球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ｆｒｕｉｔ ｆｌｉｅｓ

　 　 温度是限制实蝇害虫全球分布的重要因素(李
祎君等ꎬ２０１０)ꎮ 李志红等(２０１５)发现重要经济实蝇

只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具有高度适生区ꎮ 随

着全球温度变暖ꎬ其高度适生区和分布范围逐渐向

高纬度地区移动ꎮ 范京安(１９９８)预测北纬 ２５ ℃以

南地区是橘小实蝇的最适宜分布区ꎮ 李志红等

(２０１５)预测橘小实蝇在我国的最适宜适生区为北纬

３０°以南的省份和地区ꎮ 孔令斌等(２００８)预测瓜实

蝇在广东、广西、海南的大部分地区和云南南部、贵
州南部、福建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以及台湾西

南部为高度适生区ꎬ而李志红等(２０１５)通过同样方

法预测瓜实蝇的高度适生区延伸至山东南部ꎮ 因

此ꎬ在非疫区省份ꎬ特别是山东、河南和山西ꎬ进行严

格的实蝇检测可以阻止其扩散至我国北方ꎮ 入侵中

国的实蝇在中国分布的纬度范围与该害虫在世界分

布的纬度范围接近(图 １ꎬ图 ２)ꎮ ５ 种果实蝇属实蝇

的适宜温度范围是 １８~３３ ℃ꎬ而枣实蝇的适宜温度

为 １７~４０ ℃ꎮ 因此ꎬ李志红等(２０１５)预测枣实蝇潜

在全球和国内的适生区范围宽于 ５ 种果实蝇属实蝇

在全球和国内的适生区范围ꎮ
寄主植物分布是影响实蝇入侵和扩散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余艳萍ꎬ２０１５)ꎮ 橘小实蝇和瓜实蝇是多

食性昆虫ꎬ广泛分布和入侵世界多个国家ꎬ而地中海

实蝇危害 ３４ 种寄主植物ꎬ分布在南美洲和非洲、欧
洲和亚洲等 ９６ 个国家和地区(ｈｔｔｐｓ: ∥ｇｄ. ｅｐｐｏ.

ｉｎｔ / )ꎮ 枣实蝇和蜜柑大实蝇是寡食性昆虫ꎬ仅分布

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少数北美洲和欧洲国家(陈小琳ꎬ
２０１２ꎻ 晋燕ꎬ２０１４ꎻ 汪兴鉴ꎬ１９９６ꎻ 张禹安ꎬ１９８４)ꎮ 尽

管枣实蝇的适生区范围广ꎬ但由于新疆地理位置阻

隔和严格的省内检疫ꎬ仅仅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存在

(梁日崇等ꎬ１９９８ꎻ 张禹安ꎬ１９８４)ꎮ 柑橘是我国南方

重要的经济水果ꎬ柑橘的种植范围直接影响蜜柑大

实蝇在我国的分布范围ꎮ 虽然番石榴实蝇危害 １７
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ꎬ但该作物仅在我国云南、广
西、广东和福建等地种植ꎮ 因此ꎬ无论是寡食性实蝇

枣实蝇、蜜柑大实蝇ꎬ还是多食性实蝇番石榴大实

蝇ꎬ寄主植物的种植范围和区域显著限制该实蝇在

我国的分布范围ꎬ而多食性的瓜实蝇和橘小实蝇则

可能不会受寄主植物的限制而影响其种群的分布ꎮ

４　 小结与展望
本文总结了入侵中国的实蝇的分类地位、寄主

植物、原产地ꎬ首次发现入侵时间和入侵地、国内外

分布以及潜在分布区ꎬ分析了实蝇原产地与入侵地

之间、寄主植物和温度与全球分布范围的关系ꎮ 沿

边省份(自治区)ꎬ特别是与东南亚交界的云南和广

西ꎬ需加大检疫力度ꎬ提升检疫质量ꎬ以防东南亚果

实蝇属实蝇入侵ꎮ 同时ꎬ由于全球温度变暖ꎬ入侵

实蝇的适生区北移ꎬ需加强省内实蝇检疫ꎬ防止实

蝇继续向山东、河南和陕西扩散ꎮ 油橄榄实蝇、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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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蝇、埃塞尔比亚寡鬓实蝇、黑樱桃实蝇和苹果

实蝇已经入侵至我国的周边国家ꎬ需要相关部门对

以上实蝇进行密切关注和严格检疫ꎮ 国内已经对

一些重要检疫实蝇(尚未入侵中国的实蝇)进行了

系统研究(陈乃中ꎬ２００９ꎻ 李京等ꎬ２０１６ꎻ 李文峰等ꎬ
２００８ꎻ 李志红等ꎬ２０１５ꎻ 孔德英等ꎬ２０１２ꎻ 孙佩珊等ꎬ
２０１７ꎻ 叶军等ꎬ２００７)ꎬ但仍需重点研究其对我国经

济作物的危害和评估ꎬ以及入侵后的防控措施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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