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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葫芦科和茄科寄主果实对南亚果实蝇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ꎮ 【方法】构建南亚果

实蝇在南瓜、黄瓜、冬瓜和西红柿上的种群生命表ꎬ评价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适应性ꎮ 【结果】南
亚果实蝇在南瓜上的成虫前期存活率(８７.９６ ％)和繁殖力(３６１.２６ 粒雌－１)均显著高于南亚果实蝇在黄

瓜(８０.００％和 ２８８.３４ 粒雌－１)、冬瓜(７２.０３％和 ８４.８０ 粒单雌－１)和西红柿(６９.６９％、７６.５５ 粒单雌－１)
上的成虫前期存活率和繁殖力ꎮ 以南瓜为寄主的南亚果实蝇的内禀增长率(０.１０)和净增值率(９０.６３)显
著高于以黄瓜(０.０８ 和 ７４.３７)、冬瓜(０.０７ 和 ３５.６２)和西红柿(０.０７ 和 ２６.０３)为寄主的南亚果实蝇内禀增

长率和净增值率ꎮ 【结论】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均能完成世代周期ꎬ但是南瓜是南亚果实蝇最适宜的寄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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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ｐｔｅｒａ 实蝇科 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ｔｅꎬ是我国一种非常重要的

检疫性实蝇害虫(王奕婷等ꎬ２０２２)ꎮ 南亚果实蝇主

要分布在中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亚热带及温带

国家和地区(李春苑等ꎬ２０１２)ꎮ 中国最早于 １８４９
在福建沿海地区发现其踪迹(汪兴鉴ꎬ１９９６)ꎮ 因南

亚果实蝇具有极强迁飞能力ꎬ且属于“ ｒ￣对策”昆

虫ꎬ种群数量快速扩增ꎬ现已在中国海南、广东、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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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广西、重庆、湖北、湖南等 １６ 个省市区发生危害

(王奕婷等ꎬ２０２２)ꎮ
南亚果实蝇寄主范围广ꎬ可危害葫芦科、茄科、

番木瓜科和西番莲科等 １６ 科 ８０ 多种寄主植物ꎬ充
足的食物资源为南亚果实蝇种群的快速定殖提供

了生存和繁殖基础(张艳和陈俊谕ꎬ２０１８)ꎮ 南亚果

实蝇以幼虫在果实内部取食ꎬ造成果实腐烂ꎬ提前

脱落ꎬ导致严重减产ꎮ 调查发现ꎬ南亚果实蝇对南

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 ｅｘ Ｌａｍ.)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
ｅｘ Ｐｏｉｒ.的感染率最高ꎬ可达 ７３.１％(李小珍ꎬ２００７)ꎬ
每年仅对南瓜产业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可达 ３ 千

万~２ 亿元(方焱等ꎬ２０１５)ꎮ
多食性昆虫对寄主的寻找和取食过程主要受

寄主植物营养成分、挥发性气味成分的影响ꎬ因而

对寄主产生不同嗜好性 (卢伟ꎬ ２００７ꎻ 钦俊德ꎬ
１９９６)ꎮ 不同寄主间、同一寄主植物不同年份和不

同季节间以及不同立地环境之间的基础营养与次

生代谢物质等组分上均存在明显差异ꎬ继而影响昆

虫的发育进度、存活及繁殖能力 ( Ｈｅｉｎｄ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３ꎻ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３)ꎮ 因此ꎬ昆虫对不同寄主的

适应性差异是影响昆虫种群数量的重要因素ꎬ直接

影响植食性昆虫的生长发育、成虫寿命和繁殖能力

(钦俊德ꎬ１９９６)ꎮ
目前ꎬ南亚果实蝇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的适应性

研究主要集中于葫芦科的冬瓜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Ｔｈｕｎｂ.) Ｃｏｇｎ.、南瓜等寄主植物ꎬ在茄科植物上的

研究较少ꎮ 湖北地区瓜果类、茄科类蔬菜产量分别

占总蔬菜产量的 １１.０８％、１０.６６ ％ꎬ是湖北省非常

重要的经济果蔬(胡世霞ꎬ２０１６))ꎮ 因此ꎬ本试验选

取葫芦科植物南瓜、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冬瓜和

茄科植物西红柿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Ｌ.为试验材

料ꎬ通过两性生命表技术评价南亚果实蝇在不同寄

主植物上的存活率和繁殖力ꎬ明确南亚果实蝇在不

同寄主上的繁殖优势ꎬ为江汉平原地区田间寄主植

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及绿色防治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

南亚果实蝇采集自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西

校区(１１２°２３′７４″Ｎꎬ３０°３５′７５″Ｅ)南瓜田中ꎮ 将有南

亚果实蝇幼虫的南瓜放置于温度(２５±１) ℃、相对

湿度(７５±５)％、光周期 １２ Ｌ:１２ Ｄ 的恒温培养箱

(ＧＺＸ￣４００ＢＳ￣ＩＩＩꎬ宁波赛福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中ꎮ

待蛹羽化为成虫并准确鉴定后ꎬ分别以南瓜、黄瓜、
冬瓜和西红柿饲养 ３ 代以上ꎮ
１.２　 供试寄主

长江大学西校区附近菜市场采购新鲜且成熟

的南瓜、黄瓜、冬瓜和西红柿ꎮ 采购回来的南瓜、黄
瓜、冬瓜和西红柿使用去离子水清洗 ３ 遍后ꎬ置于 ４
℃冰箱保存ꎬ待后续试验使用ꎮ
１.３　 南亚果实蝇室内种群试验

将不同寄主饲养的第 ３ 代南亚果实蝇成虫分

别放入 ４ 个饲养笼(４０ ｃｍ×４０ ｃｍ×４０ ｃｍ)中ꎬ每个

饲养笼中约 ２０ 对南亚果实蝇成虫ꎮ 将南瓜、黄瓜、
冬瓜和西红柿切成长约 １０ ｃｍꎬ宽约 ５ ｃｍ 的小块ꎬ
每小块果肉切开 ４~５ 条深度为 １~２ ｃｍ 的裂缝后ꎬ
放入装有相应寄主的饲养笼中ꎬ供南亚果实蝇成虫

产卵ꎮ ２ ｈ 后拿出带有南亚果实蝇卵粒的果肉ꎬ置
于温度(２５±１) ℃、相对湿度(７５±５) ％、光周期 １２
Ｌ ∶ １２ Ｄ 的恒温培养箱(ＧＺＸ￣４００ＢＳ￣ＩＩＩ)中ꎮ 待卵

孵化后用细毛笔随机挑选 １００ 头活跃初孵化幼虫

至一次性培养皿(直径 ４ ｃｍ、高 １ ｃｍ)中单头饲养ꎬ
每天更换寄主食物ꎬ在体视镜下观察并记录龄期

(幼虫龄期以蜕皮为标准)和存活情况ꎮ
幼虫发育至 ３ 龄老熟幼虫时(频繁上下跳动为

老熟幼虫的标志)ꎬ将老熟幼虫置于厚度 ２.５ ｃｍ、相
对湿度(７５±５) ％的灭菌沙表面ꎬ供老熟幼虫化蛹ꎮ
待老熟幼虫入土后第 ４ 天ꎬ取出所有的蛹ꎬ使用软

毛刷清除周围沙粒后用卫生纸将蛹表面的水分擦

干ꎮ 在千分之一天平(ＯＨＡＵＳ￣ＡＸ２２４ＺＨ / Ｅ)称重

后放回塑料杯中ꎬ盖上 ０.５~１.０ ｃｍ 厚的沙粒ꎮ
南亚果实蝇蛹羽化后ꎬ将同种寄主饲养的雌雄

成虫进行配对ꎬ并置于放有 １０％蜂蜜水的饲养笼

中ꎬ分别使用长约 １０ ｃｍ、宽约 ５ ｃｍ 的南瓜块、冬瓜

块、西红柿块和黄瓜块引诱南亚果实蝇产卵ꎬ每天

记录产卵量、卵孵化率和成虫存活情况ꎮ
１.４　 种群生命表的构建及种群动态预测

参照 Ｃｈｉ ＆ Ｌｉｕ (１９８５)及 Ｃｈｉ ＆ Ｇｅｔｚ (１９８８)提
出的年龄－阶段两性生命表研究方法ꎬ建立南亚果

实蝇在 ４ 种寄主寄主植物上的种群生命表ꎮ ｓｘｊ表
示南亚果实蝇在年龄 ｘ、阶段 ｊ 的存活率ꎬｌｘ 为忽略

龄期的情况下种群在年龄 ｘ 的存活率 (齐心等ꎬ
２０１９ꎻ Ｃｈ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两者之间的关系为:

ｌｘ ＝∑
ｋ

ｊ＝１
ｓｘ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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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特征繁殖力 ｍｘ 是指所有存活的南亚果实

蝇在年龄 ｘ、阶段 ｊ 时的平均产卵量ꎬ年龄￣阶段特征

繁殖力( ｆｘ)是指在年龄 ｘ、阶段 ｊ 时所有存活雌虫的

平均产卵量ꎮ 二者之间的计算公式为:

ｍｘ ＝
∑
ｋ

ｊ＝１
ｓｘｊ ｆｘｊ

∑
ｋ

ｊ
ｓｘｊ

净增长率 Ｒ０ 是南亚果实蝇种群个体从出生到死

亡的存活率(ｌｘ)与种群特征繁殖力(ｍｘ)乘积之和:

Ｒ０ ＝∑
¥

ｘ＝０
Ｉｘｍｘ

内禀增长率 ｒ 的计算公式:

∑
¥

ｘ＝０
ｅ－ｒ(ｘ＋１) ｌｘｍｘ ＝ １

周限增长率 λ 的计算公式:
λ＝ｅｒ

１.５　 数据处理和分析

使用年龄－龄期两性生命表软件 ＴＷＯＳＥＸ￣ＭＳ￣
Ｃｈａｔ (Ｃｈｉꎬ２０２０ａ)分析和计算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

主植物上的年龄－龄期存活率( ｓｘｊ)、年龄特征存活

率( ｌｘ )、年龄特征繁殖力 ( ｆｘ )、种群特征繁殖力

(ｍｘ)、种群特征净增值率( ｌｘｍｘ)、内禀增长率 ｒ、周
限增长率 λ、净增值率 Ｒ０ 和平均世代周期 Ｔꎮ
ＴＩＭＥ￣ＭＳＣｈａｔ 软件(Ｃｈｉꎬ２０２０ｂ)预测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发育 １４０ ｄ 后的种群数量ꎮ 南亚果实蝇

在 ４ 种寄主植物上的发育历期、成虫寿命、繁殖力

等生活史参数的标准误均选择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重复

１０００００ 次 进 行 计 算ꎬ 通 过 Ｐａｉｒｅ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ｔｅｓｔ
(５％)对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生活史参数进

行差异性检验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寄主食物对南亚果实蝇发育历期、蛹重和存

活率的影响

南亚果实蝇在冬瓜上的 １ 龄(２. ４１ ｄ)、２ 龄

(２.５８ ｄ)和 ３ 龄(３.２２ ｄ)幼虫的发育历期以及整个

幼虫期(８.４９ ｄ)均显著长于在南瓜、黄瓜和西红柿

上的发育历期ꎮ 南亚果实蝇 １、２、３ 龄幼虫的发育

历期以及整个幼虫期在南瓜、黄瓜和西红柿上无显

著差异ꎮ 在 ４ 种寄主上的蛹期无显著差异ꎮ 取食

西红柿的蛹重(１６.２８ ｍｇ)显著高于取食其他 ３ 种

寄主ꎬ取食冬瓜的蛹重(１０.７８ ｍｇ)显著低于取食其

他 ３ 种寄主食物ꎮ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植物上

的成虫前期存活率存在显著差异ꎬ其中ꎬ在南瓜上

成虫前期存活率最高(８７.９６％)ꎬ显著高于取食其

他 ３ 种寄主植物的成虫前期存活率(表 １)ꎮ
２.２　 寄主食物对南亚果实蝇成虫生活史参数的影响

幼虫取食冬瓜ꎬ产卵前期(２５.２４ ｄ)和总产卵前

期(４１.３７ ｄ)显著长于寄主食物为南瓜(２０.７１ ｄ、
３６.７７ ｄ)和黄瓜(２１.２０ ｄ、３６.５８ ｄ)的产卵前期和总

产卵前期ꎮ 幼虫取食南瓜ꎬ产卵期(５０.２５ ｄ)、雌虫

寿命(１０１.３６ ｄ)、雄虫寿命(１４１.８９ ｄ)显著长于取

食其他 ３ 种寄主植物的产卵期、雌虫寿命和雄虫寿

命ꎮ 幼虫取食南瓜ꎬ其成虫的产卵量(３６１.２６ 粒)显
著高于取食其他 ３ 种寄主寄主的成虫产卵量ꎮ 卵

孵化率在南瓜(８０.８１％)和黄瓜(７９.２１％)之间无显

著差异ꎬ但显著高于取食冬瓜(６７.６１％)和西红柿

(７２.５８％)的卵孵化率(表 ２)ꎮ

表 １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发育历期、蛹重和存活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ｐｕｐ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Ｚ. ｔａｕ ｏ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ｓｔｓ

寄主
Ｈｏｓｔ

１ 龄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 ｄ

２ 龄
２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 ｄ

３ 龄
３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 ｄ

幼虫期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ｒｖａｌ
ｓｔａｇｅ / ｄ

蛹期
Ｐｕｐａｌ ｓｔａｇｅ / ｄ

蛹重
Ｐｕｐａ ｗｅｉｇｈｔ

/ ｍｇ

成虫前期
存活率
Ｐｒｅ￣ａｄｕｌ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 ％
南瓜 ２.１０±０.０４ｂ ２.０８±０.１０ｂ ２.７１±０.０７ｂ ６.７４±０.１０ｂ ８.３１±０.０６ａ １４.５９±０.５４ｂ ８７.９６±３.２３ａ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黄瓜 ２.１２±０.０６ｂ ２.１４±０.０４ｂ ２.８４±０.１１ｂ ６.９８±０.１５ｂ ８.３９±０.０３ａ １３.７５±０.４７ｂ ８０.００±４.００ｂ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冬瓜 ２.４１±０.１０ａ ２.５８±０.０５ａ ３.２２±０.０３ａ ８.４９±０.０９ａ ８.４２±０.１７ａ １０.７８±０.８３ｃ ７２.０３±４.４７ｃ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西红柿 ２.１４±０.０２ｂ ２.１４±０.０２ｂ ２.９８±０.０６ｂ ７.１６±０.０４ｂ ８.２９±０.０４ａ １６.２８±０.３４ａ ６９.６９±４.６２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ꎬ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Ｂ＝ １０００００)程序检验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 ｐａｉｒｅ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ｔｅｓｔꎬ Ｂ ＝

１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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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寿命和繁殖力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ｏｆ Ｚ. ｔａｕ ｏ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ｓｔｓ

寄主
Ｈｏｓｔ

产卵前期
Ａｄｕｌｔ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ｄ

总产卵前期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ｄ

产卵期
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 ｄ

雌成虫寿命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 ｄ

雄成虫寿命
Ｍａｌｅ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 ｄ

产卵量 / 粒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卵孵化率
Ｈ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 / ％

南瓜 ２０.７１±１.２３ｂ ３６.７７±１.０５ｂ ５０.２５±６.０６ａ １０１.３６±１５.２３ａ １４１.８９±１０.２２ａ ３６１.２６±２３.１１ａ ８０.８１±０.２７ａ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黄瓜 ２１.２０±１.７６ｂ ３６.５８±２.５７ｂ ４４.１３±８.０４ｂ ７０.７８±１８.５５ｂ ８４.６１±９.５５ｂ ２８８.３４±２３.５６ｂ ７９.２１±０.１６ａ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冬瓜 ２５.２４±１.５９ａ ４１.３７±２.１７ａ ３２.７６±７.３８ｃ ４３.０８±８.２２ｃ ５７.５３±８.４２ｃ ８４.８０±１１.０１ｃ ６７.６１±０.１８ｂ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西红柿 ２３.７５±１.０１ａｂ ３９.７５±０.６８ａｂ ３４.６４±６.４２ｃ ４７.９２±１２.６６ｃ ３９.３１±７.１７ｄ ７６.５５±９.６４ｃ ７２.５８±０.１９ｂ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ꎬ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Ｂ＝ １００ ０００)程序检验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 ｐａｉｒｅ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ｔｅｓｔꎬ Ｂ ＝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３　 寄主对南亚果实蝇年龄－龄期存活率的影响

南亚果实蝇在南瓜、黄瓜、冬瓜和番茄上的幼

虫期年龄 － 龄期存活率分别是 ０. ８８％、 ０. ８６％、
０.７４％和 ０.８１％ꎬ但南亚果实蝇在南瓜(０.８５％)、黄
瓜(０.７８％)、冬瓜(０.７２％)和番茄(０.６９)上的成虫

最高年龄－龄期存活率 ｓｘｊ均低于同种寄主食物下幼

虫期的年龄－龄期存活率(图 １、２)ꎮ 南亚果实蝇取

食南瓜ꎬ其整个生命周期(卵期＋幼虫期＋蛹期＋成
虫期)最长的可达 ２０８ ｄꎬ而南亚果实蝇取食冬瓜和

西红柿ꎬ其成虫的最长生命周期仅有 １２８ 和 １０９ ｄ
(图 １、２)ꎮ 取食南瓜的南亚果实蝇雌雄虫的存活

率在 ３０~１３０ ｄ 时缓慢下降ꎬ而在 １３０ ｄ 后ꎬ南亚果

实蝇雌雄虫的存活率急剧下降ꎬ且雌虫存活率的下

降速率快于雄虫存活率的下降速率ꎮ 取食黄瓜和

西红柿的南亚果实蝇成虫存活率在 ３０ ｄ 后快速下

降ꎬ同时雌虫的死亡速度与雄虫的死亡速度相当ꎮ
且取食西红柿的南亚果实蝇成虫存活率下降速率

快于取食黄瓜的南亚果实蝇(图 １、２)ꎮ

图 １　 南亚果实蝇卵、幼虫和蛹在 ４ 种寄主上的年龄－龄期存活曲线
Ｆｉｇ.１　 Ａｇｅ￣ａｇ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ｕｒｖｅｓ (ｓｘｊ) ｏｆ ｅｇｇꎬ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ｐｕｐａｅ ｏｆ Ｚ. ｔａｕ ｏ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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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南亚果实蝇雌雄虫在 ４ 种寄主上的年龄－龄期存活曲线
Ｆｉｇ.２　 Ａｇｅ￣ａｇ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ｃｕｒｖｅｓ (ｓｘｊ) ｏｆ 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ｏｆ Ｚ. ｔａｕ ｏ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ｓｔｓ

２.４　 寄主对南亚果实蝇繁殖力的影响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果实上的年龄－龄期特

征存活率( ｌｘ)、年龄－龄期特征繁殖力( ｆｘ)和种群特

征繁殖力(ｍｘ)如图 ３ 所示ꎮ 南亚果实蝇的繁殖力

曲线由多个不连续的高低峰接连而成ꎬ且存在间断

不产卵的情况ꎮ 南亚果实蝇幼虫取食南瓜ꎬ其成虫

的年龄￣龄期特征繁殖力(１４.０３)在 ４３ ｄ 时达到最

高ꎬ高于取食黄瓜(１０.２６)、西红柿(１０.０９)和冬瓜

(９.７８)的的年龄－龄期特征繁殖力ꎮ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年龄－龄期特征存活率 ｌｘ 随着龄期的

增长逐渐下降ꎮ

图 ３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年龄－特征存活率和种群繁殖力
Ｆｉｇ.３　 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ｏｆ Ｚ. ｔａｕ ｏ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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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种群动态参数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种群参数如表 ３
所示ꎮ 南亚果实蝇在南瓜上的内禀增长率(０.１０)
和净增值率(９０.６３)显著高于在黄瓜(０.０８、７４.３７)、
冬瓜(０.０７、３５.６２)和西红柿上(０.０７、２６.０３)的内禀

增长率和净增值率ꎮ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

周限增长率无显著差异ꎮ 南亚果实蝇在黄瓜

(５４.５０ ｄ)和冬瓜(５６.９２ ｄ)的平均世代周期显著长

于在西红柿(４８.４１ ｄ)上的平均世代周期ꎮ
２.６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种群动态预测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植物上发育 １４０ ｄ 的种

群预测数量和种群预测动态如图 ４ 所示ꎮ 南亚果实

蝇在南瓜上饲养的第二代新生卵的种群数量高于其

他 ３ 种寄主饲养的新生卵数量ꎮ 在 １４０ ｄ 时南亚果

实蝇在南瓜上的种群数量指数最高(５.７２)ꎬ其次为黄

瓜(４.３６)ꎬ最低为冬瓜(３.５６)和西红柿(３.４２)ꎮ 以南

瓜和黄瓜为寄主饲养的南亚果实蝇在 ８５ ｄ 后可以发

育第 ３ 代成虫ꎬ而以冬瓜和西红柿饲养需 ９５ ｄ 才能

与羽化出第 ３ 代ꎮ 在 １４０ ｄ 时ꎬ以南瓜和黄瓜饲养的

南亚果实蝇第 ４ 代成虫已经开始羽化ꎬ而以冬瓜和

西红柿饲养的第 ３ 代成虫还未完全羽化ꎮ

表 ３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果实上的种群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ｅａ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Ｚ. ｔａｕ ｆ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ｓｔｓ

寄主
Ｈｏｓｔ

内禀增长率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净增值率
Ｎｅｔ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周限增长率
Ｆｉｎｉｔ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世代平均周期
Ｍｅ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 ｄ

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０.１０±０.０１ａ ９０.６３±８.２５ａ １.１０±０.０２ａ ４９.８９±２.２４ａｂ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０.０８±０.０１ｂ ７４.３７±４.４７ｂ １.０８±０.０１ａ ５４.５０±４.５１ａ
冬瓜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０.０７±０.００ｂ ３５.６２±６.２１ｃ １.０６±０.０５ａ ５６.９２±２.０５ａ
西红柿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０.０７±０.００ｂ ２６.０３±６.８８ｃ １.０６±０.０１ａ ４８.４１±１.０７ｂ

　 　 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ꎬ同一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Ｂ＝ １０００００)程序检验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ꎮ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 ｐａｉｒｅ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ｔｅｓｔꎬ Ｂ ＝

１０００００).

图 ４　 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繁殖的种群动态预测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Ｚ. ｔａｕ ｆ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ｓｔｓ

３　 讨论
与传统生命表相比ꎬ年龄－龄期两性生命能更

清楚地反映种群在不同环境、不同寄主条件下的种

群生长发育差异ꎬ是评价昆虫种群寄主适应性及对

未来种群数量预测的重要方法ꎮ 周波(２００５)通过

传统生命表记录南亚果实蝇在南瓜和黄瓜上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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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发育历期和存活率ꎬ与本试验结果接近ꎬ但在南

瓜和黄瓜上的单雌产卵量仅为 ８４.６７ 和 ９９.５６ 粒ꎬ
显著低于本试验结果ꎮ 该差异可能是由于周波

(２００５)使用 ３％的蜂蜜水饲喂成虫ꎬ成虫期的营养

不足ꎬ从而导致成虫产卵量显著下降ꎮ
南亚果实蝇在南瓜、黄瓜和西红柿上幼虫的发

育历期无显著差异ꎬ但是以西红柿为寄主的蛹重

(１６.２８ ｍｇ)显著高于取食冬瓜和南瓜的蛹重ꎮ 李

丽丽(２００９)发现橘小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
ｄｅｌ)幼虫取食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比例和含量

显著影响幼虫生长发育和蛹重的大小ꎮ 由此推测ꎬ
西红柿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含量可能更有利于

南亚果实蝇幼虫的生长发育ꎮ
南亚果实蝇在武汉地区的发生高峰期为 ６—９

月ꎬ此阶段为寄主果实逐渐成熟的时期且温度较

高ꎬ利于其存活和繁殖(张振宇等ꎬ２０１８)ꎮ 本试验

中南亚果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总产卵前期无显著

差异ꎬ均在 ２０ ｄ 后繁殖下一代ꎮ 在无外界条件限制

下ꎬ预测 １４０ ｄ 后以南瓜为寄主的雌成虫数量可达

５０ 万头ꎬ以西红柿为寄主的雌成虫数量仅有 ２６８２
头ꎮ 因此ꎬ在田间应调整种植结构ꎬ避免南亚果实

蝇危害葫芦科的冬瓜、黄瓜后ꎬ转移危害茄科作物ꎮ
本试验首次使用两性生命表技术评价南亚果

实蝇在 ４ 种寄主上的适合度ꎬ确定南瓜是南亚果实

蝇最适宜的寄主ꎬ同时明确南亚果实蝇可以在冬

瓜、黄瓜和西红柿上完成整个世代周期ꎮ 本试验南

亚果实蝇成虫各阶段发育历期、产卵高峰期等生物

学参数可为江汉平原地区南亚果实蝇的防治提供

生物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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