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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潜叶蝇〔Pegomya exilis (Meigen)〕又称甜菜

藜泉蝇，属双翅目花蝇科。分布于我国各地，是黑龙

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青海、新疆、山东以及华北和

华中等地春季菠菜的主要害虫。以前该虫在上海菜

区几乎没有发生，近年来随着居民菠菜消费和出口

量的增加，引进推广耐热品种，以及保护地和遮阳网

菠菜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上海市基本实现了除盛

夏高温季节（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外的周年生产，

但也为菠菜潜叶蝇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寄主等环境

条件，其发生为害呈明显的加重趋势。据普查，

2010～2012 年春季，菠菜潜叶蝇在上海市 10 个区县

的菜区均有发生，严重的田块有虫株率达到 5%左

右，可造成局部菠菜叶片干枯和虫粪污染。由于上海

地区此虫在菠菜上发生危害的情况尚未见报道，因

此对该虫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进行了调查研究。
1 寄主与为害

菠菜潜叶蝇属寡食性害虫，已报道的主要寄主

植物有菠菜、糖用甜菜、叶用甜菜、萝卜以及天仙子、
春蓼、白藜、墙生藜和繁缕等。以其幼虫潜入叶内取

食叶肉，留下表皮形成许多块状隧道（彩色图版 1），

或在尖叶品种上蛀食成条状隧道 （彩色图版 2），并

在隧道残留大量虫粪，严重时被害叶片干枯（彩色图

版 3、4），降低菠菜的食用和商品价值。调查结果显

示，该虫盛发期菠菜田的被害株率可达到 5%以上，

而同期萝卜、叶用甜菜的被害株率低于万分之一。夏

季虽有一定生产面积的萝卜和少量叶用甜菜，但均

没有查到被害株；但在粪肥堆上腐生的虫口密度较

高，并为秋季邻作的菠菜田和早播田提供虫源而加

重为害。可见，近年来上海地区菠菜潜叶蝇的主要寄

主是菠菜，在没有菠菜时则选择在农家畜肥营腐生

生活，很少在萝卜和甜菜上发生。
2 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 4～7 mm，展翅 10 mm，体灰黄色，复

眼黄红色。雄蝇头部两复眼间的间额狭于前单眼的

宽度（彩色图版 5），雌蝇额带较雄蝇宽，淡色型（彩

色图版 6）的额带为赤黄色至黄褐色，浓色型（彩色

图版 7）则为暗红色至黑褐色，额侧及颊的颜色为黄

褐色至暗褐色，表面有银色粉。有一对短小的触角，

共 3 节，基部的第 1、2 节为黄色至暗褐色，长度为第

3 节的一半左右；第 3 节为扁平、黑色，抖动非常频

繁，基部外侧有一根触角芒，长度约为第 3 节触角的

2.5 倍，触角芒基部为黑色、粗大，逐渐过渡为黄色的

细长丝状 （彩色图版 8）。淡色型雌蝇的胸部背面为

灰黄色至暗灰黄色，有时稍带绿色，背部有明显的褐

色条纹或混有不规则的杂斑；浓色型雌蝇的个体因

条斑的颜色与体色相近，粗看无明显条纹，仔细观察

或在解剖镜下观察可见到条斑的存在。小盾片上有

较粗大的 3 对刚毛。前翅暗黄色，翅脉黄色，后翅退

化成极小的平衡棍。雄成虫腹部尖细，胸部与腹部呈

向下弯曲状。雌成虫腹部肥大，呈半个椭圆形，胸部

与腹部基本平行。
卵长椭圆形，大小（0.8～0.9）mm×0.3 mm，呈扁

平、多粒扇形排产，也有堆产。初产时为白色，孵化前

逐渐转变为米黄色，表面有似长方形或多角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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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状纹（彩色图版 9、10）。
幼虫共 3 龄，初孵化时仅 1 mm 长，末期不及 2

mm，体透明；2 龄体长在 4～5 mm 以下。老熟幼虫

（蛆）头尖尾粗，体长 7～9 mm，污黄色，口钩黑色，近

三角形，有 4～6 个小齿。虫体各体节有许多皱纹，交

界处有肉质小突起，腹部后端围绕后气门有 7 对肉

质突起（彩色图版 11）。
蛹为围蛹，体长 4～5 mm，头部较窄，尾部较平，仍

可看到前后气门突起，红褐色至黑褐色（彩色图版 12）。
3 生活习性

通过 2 a（年）多的调查明确，上海地区菠菜潜叶

蝇在菠菜上一年发生 5～6 代，主要以蛹在土壤中越

冬。保护地菠菜越冬代成虫的始见期为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露地菠菜于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始见成

虫产卵。一年中以春季（3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第 1

代发生量最大，第 2、3 代发生期因高温干旱，不适宜

菠菜生长及该虫存活,以及滞育增多等原因，导致虫

口密度明显降低。秋季（9 月下旬至 11 月中下旬）在

菠菜上发生第 4、5 代，为年内第 2 个发生盛期。在夏

季缺乏适宜寄主菠菜时，可在粪肥或有机质上营腐

生生活并完成发育。自 11 月中、下旬和 12 月上、中
旬起，以蛹态分别在露地和保护地土中滞育越冬。

成虫多在环境温度 10 ℃以上时开始活动、觅偶

和产卵，白天有较强的飞行扩散能力，8：00～10：00、
14：00～15：00 有 2 个活动高峰，对黄色的趋性较

弱。成虫羽化多在气温低、湿度大的清晨，一般成虫

寿命 7～15 d（天），最长可达 18～20 d（天），产卵前

期 2～4 d（天）。产卵多选择在寄主叶背，以 4～9 粒

扇形排产居多，少数仅 1～3 粒或 10 多粒块产。每头

雌成虫可产卵 24～110 粒，平均产卵量为 60 多粒。
成虫产卵对植株有较严格的选择性，多数选在菠菜

生育期超过四叶一心的植株，喜在叶肉偏厚的成龄

叶上产卵，一般不在叶龄偏小植株上产卵，也不喜在

有潜叶虫道的叶片上产卵。
卵孵化多数在傍晚，同一卵块的卵粒大都同时

孵化，但从孵化至幼虫潜入叶内需 15～30 h（小时）。
卵的发育历期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17～20 ℃为

4～6 d（天），在 14～20 ℃条件下卵孵化率最高达到

85%以上。初孵幼虫一般在原处潜入叶内取食叶肉，

由于卵是多粒块产，常有多头幼虫集中在同片叶上

为害，随幼虫龄期的增长，潜叶虫道呈现不规则形的

扩展，形成一个半透明、只剩上下表皮的膜状大斑

块，被害处内常可见有虫粪，多数被害叶在 3～7 d

（天）即可被食光叶肉，后经阳光照射和风吹，被害叶

片随即干枯。卵块中后孵化的幼虫，一般都会另选新

的叶片蛀食为害，最多可转移 10～20 cm 的距离，所

以田间常可见同株有几片叶同时被潜叶为害的严重

受害株，除心叶外成龄叶片布满虫斑，造成植株生长

缓慢，导致严重减产。经人工饲养结果，14～16 ℃时

幼虫期 21～27 d（天），16～23 ℃幼虫的存活率最高，

可完成潜叶为害的比率超过 75%，蛹的羽化率可达

到 55%以上。老熟幼虫多数从叶中钻出，转移数厘米

后入土化蛹，入土深度在 1～5 cm 内，少部分直接在

蛀食的虫道内化蛹。
4 防治技术

4.1 土壤处理 春季和早秋菠菜收获后，要及时清

除残茬和进行机耕（旋耕）10 cm 以上，灭杀（深埋）

土中虫蛹，减少越夏和越冬虫源。
因菠菜对除草剂敏感，土壤高温消毒可兼治草

害、具洗盐渍化的功效，修复、改善设施栽培菠菜的

土壤条件。利用夏季休耕期，对设施菠菜生产的棚室

灌水和密闭棚膜进行高温闷棚 10～15 d（天），晴天

时表土层温度可达 60 ℃，杀灭虫蛹。
4.2 田块选择 秋季菠菜田要远离农畜堆肥场所，

或在农畜堆肥上喷洒 48%毒死蜱（乐斯本）乳油 500

倍液灭蝇，减少越夏虫源的滋生。更应合理规划和布

局，避免秋、冬播菠菜连茬栽培。
4.3 选用抗（耐）虫品种 在春、秋两季菠菜潜叶蝇

发生盛期（气温 15～22 ℃），选用尖叶品种栽培比阔

叶品种虫情明显下降 3～5 倍，可减轻为害、减少用药。
4.4 化学防治 上海地区春秋两季，于 3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9 月下旬至 11 月中旬蝇卵孵化始盛期，对

菠菜生育期为三叶一心期以上的类型田，选用高效

低毒农药 60%灭蝇胺水分散粒剂 2 000～3 000 倍液

（每 667 m2 用药 30～50 g），或 75%灭蝇胺（潜克）可

湿性粉剂 2 500～3 000 倍液（每 667 m2 用药 30～45

g）喷雾防治。10～15 d（天）防治 1 次，一般连防 2

次，安全间隔期 5 d（天）。此外，还可选用 1.8%阿维

菌素（爱福丁）乳油 2 500～3 000 倍液，或 20%阿维·
杀单（斑潜净）微乳剂 1 000 倍液，或 40%阿维·敌畏

（绿菜宝）乳油 1 000 倍液，或 0.5%楝素（川楝素）乳

油 800 倍液，或 2.5%高效氯氟氰菊酯（功夫）乳油

2 500 倍液，或 40％菊·马乳油 1 500 倍液，或 90％

敌百虫晶体 800 倍液等，施药间隔期和次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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