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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蔬菜上常见潜叶蝇的寄生蜂资源及寄生蜂的增殖、助迁、保存等保护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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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叶蝇属双翅目潜蝇科 ,主要以幼虫在植物叶片或叶

柄内取食 ,形成的线状或弯曲盘绕的不规则虫道影响植物

光合作用 ,从而造成经济损失。潜叶蝇 ,特别是美洲斑潜蝇

(L iriom yza sa tivae B lanchard)是为害园艺植物最重要的多食

性种类 , 1993年以来成为我国蔬菜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1〕。天津地区蔬菜上的潜叶蝇有 5种 ,其中美洲斑潜蝇

发生最为普遍〔2〕。

潜叶蝇寄主广泛、为害严重、长期大量用药易引发抗药

性问题 ,加之缺乏有效的抗虫蔬菜品种 ,因此潜叶蝇寄生蜂

资源及其保护利用受到关注 ,逐渐成为潜叶蝇可持续治理

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潜叶蝇的寄生蜂资源

寄生蜂是潜叶蝇的主要天敌〔1〕,欧美国家对寄生蜂种

类鉴定研究已相当深入 , 4种重要潜叶蝇的寄生蜂种类逾

90种 ,寄生美洲斑潜蝇、南美斑潜蝇和三叶草斑潜蝇分别逾

50、40和 60种 ,均为幼虫和幼虫 -蛹期寄生蜂〔3〕。国外对西

伯利亚离颚茧蜂 (D acnusa sibirica Telenga)、潜蝇姬小蜂 (D ig2
lyphus isaea W alker)、淡足潜蝇茧蜂 (O pius pallipes)、贝氏潜蝇

姬小蜂 (D iglyphus begini A shmead)等的生物学特性研究较

多〔4 - 6〕。目前有 20多家公司如 ARB ICO、Buena、Greenfire、The

Bug Store、The Green Spot L td、Koppert可商品化生产潜蝇姬小

蜂或包括西伯利亚离鄂茧蜂的两种潜叶蝇寄生蜂。

我国目前已报道的潜叶蝇寄生蜂种类逾 50种 ,主要包

括姬小蜂、茧蜂和金小蜂。姬小蜂中最常见的为釉姬小蜂

属 (Ch rysocha ris)、姬小蜂属 (D ig lyphus)、新姬小蜂属 (N eo2
ch rysocha ris)、短胸姬小蜂属 ( Hem ipta rsenus)的种类。根据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收藏 ,潜蝇姬小蜂从国外引入前

国内已存在 ,且这种广泛用于潜叶蝇生物防治的寄生蜂在

我国大陆是由形态相同、分子生物学不同的至少 4种寄生

蜂组成的模糊种的复合体〔7〕。近年来笔者对天津市的潜

叶蝇寄生蜂资源进行了调查 ,目前初步鉴定发现 11种潜叶

蝇寄生蜂 (表 1)。

2　潜叶蝇寄生蜂的利用

在自然生态系统和杀虫剂使用较少的地区 ,寄生蜂对

潜叶蝇种群控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侵入性潜叶蝇

的生物防治一般涉及在幼虫和蛹期起作用的当地寄生蜂的

复合体〔8〕,它们具有持续降低潜叶蝇种群的潜能 , 20世纪

80年代初国外开始重视天敌对潜叶蝇种群的控制作用〔9〕。

通过引进和增殖寄生蜂可以达到控制潜叶蝇种群的目的。

在欧洲和北美的园艺作物 ,特别是番茄和菊花的商品化生

产温室中 ,西伯利亚离鄂茧蜂和潜蝇姬小蜂得到了成功的

应用〔3〕;在以色列 ,潜蝇姬小蜂主要用来防治温室蔬菜和

花卉等作物的三叶草斑潜蝇、南美斑潜蝇〔10〕;日本引进潜

蝇姬小蜂和西伯利亚离鄂茧蜂 ,并在温室和田间开展防治

樱桃、番茄上的三叶草斑潜蝇试验 ,在 1997年已将西伯利

亚离鄂茧蜂和潜蝇姬小蜂注册为生物制剂〔11〕。韩国 2002

年 11月放开进口这两种寄生蜂 ,以防治在蔬菜上为害日益

严重的潜叶蝇〔12〕。

我国于 20世纪 90年代从荷兰引入潜蝇姬小蜂 ,开展

了小规模的扩繁和限制释放试验〔13〕,生产上未见大量释放

寄生蜂防治潜叶蝇的报道 ,但在潜叶蝇的寄生蜂保护利用

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笔者结合近年的研究现将潜叶蝇的

寄生蜂保护利用技术介绍如下。

2. 1　寄生蜂与化学防治方法的协调
蔬菜生产中病虫害的暴发使杀虫剂、杀菌剂的使用

无法避免 ,为最大程度地降低农药对寄生蜂的影响 ,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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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多使用对天敌安全的选择性药剂 ,并选择合适的用药

时间 (表 2 ) 。

2. 2　生长季节寄生蜂的增殖及助迁
根据潜叶蝇与寄生蜂个体大小的显著差异 ,在潜叶蝇

幼虫期 ,从田间采集有寄生蜂寄生的叶片置于 60目的尼龙

纱网袋内 ,将纱网袋挂在篱架下 ,让羽化的寄生蜂从纱网袋

内飞出寻找寄主寄生 , 15～20 d后取出纱网袋中叶片 ,同

时注意处理粘在叶片上的潜叶蝇蛹。利用此方法可将寄生

表 1　天津地区蔬菜上潜叶蝇的寄生蜂种类

寄生蜂科 寄生蜂属 寄生蜂名称 寄生情况

茧蜂科 B raconidae

　潜蝇茧蜂亚科

潜蝇茧蜂属

Opius Wesmael

半分蝇茧蜂 (甘蓝斑潜蝇茧蜂 )

Opius dim idiatus (A shmead)

寄主为美洲斑潜蝇

　Opiinae 黄赤蝇茧蜂 Opius sp. 寄主为番茄斑潜蝇、豌豆彩潜蝇

蝇茧蜂 O pius sp. 寄主为美洲斑潜蝇

反鄂茧蜂 Chorebus sp. 寄主为葱斑潜蝇

姬小蜂科 Eulophidae

　凹面姬小蜂亚科

釉姬小蜂属 Chrysocharis

Foerster

攀金姬小蜂 (底比斯釉姬小蜂 )

Chrysocharis pentheus (Walker)

该蜂为单员内寄生 ,产卵于寄主幼虫体内 ,在寄主化蛹前羽化出

成蜂。寄主为美洲斑潜蝇、番茄斑潜蝇、豌豆彩潜蝇、葱斑潜蝇

　Entedontinae 普金姬小蜂 Chrysocharis pubicor2

nis ( Zetterstedt)

该蜂为蛹寄生蜂。寄主为美洲斑潜蝇、豌豆彩潜蝇

新姬小蜂属 N eochrysoch2

aris Kurdjumov

芙新姬小蜂 N eochrysocharis for2

m osa (Westwood)

该蜂为单员内寄生 ,寄生习性与攀金姬小蜂相似。寄主为美洲

斑潜蝇、豌豆彩潜蝇。美洲斑潜蝇盛发期 ,未用药的丝瓜上 ,该

蜂的寄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寄生蜂

扁角姬小蜂属 Clostero2

cerus Walker

潜蛾姬小蜂 C losterocerus lyonetiae

( Ferrière)

幼虫内寄生蜂 ,寄生于美洲斑潜蝇幼虫。在未用药的丝瓜上 ,

其寄生率仅次于芙新姬小蜂 ,居第二位

　羽角姬小蜂亚科

　Eulophinae

潜蝇姬小蜂属 D igly2

phus W alker

潜 蝇 姬 小 蜂 D iglyphus isaea

(W alker)

潜叶蝇外寄生蜂。寄主为美洲斑潜蝇、豌豆彩潜蝇

短胸姬小蜂属 Hem ip2

tarsenus W estwood

橙栉姬小蜂 Hem iptarsenus zilah i2

sebessi ( Erdos)

寄主为葱斑潜蝇、豌豆彩潜蝇

金小蜂科

Pteromalidae

赘须金小蜂属 Halticop2

tera Sp inola

圆形赘须金小蜂 Halticoptera cir2

culus (W alker)

寄主为葱斑潜蝇

表 2　美洲斑潜蝇寄生蜂保护利用与化学防治方法的协调

编号药剂名称
稀释浓度

倍液
防治对象 药剂对寄生蜂的毒性 1) 使用注意事项

①

②

40 %毒死蜱乳油

10 %联苯菊酯乳油

1 500

2 000

用阿维·毒混剂防治斑潜蝇

粉虱

①、②号药剂对寄生蜂幼虫、

蛹、成蜂的影响极大

①、②号药剂尽量避免

在寄生蜂发生期使用

③ 1. 8 %阿维菌素乳油 1 000 斑潜蝇 ③号药剂对寄生蜂幼虫、蛹中

度有害 , 7 d的残留对成蜂影响

较大

③号药剂残留毒性对成

蜂寿命的影响较大 ,谨慎

使用

④ 25 %阿克泰水分散粒剂 3 000 粉虱 ④号药剂对寄生蜂幼虫、蛹影

响较小 , 7 d的残留对成蜂影响

较大

④号药剂残留毒性对成

蜂寿命的影响较大 ,谨慎

使用

⑤ 10 %灭蝇胺悬浮剂 1 600 斑潜蝇 ⑤～�λ| 号药剂对寄生蜂幼虫、 ⑤～�λ| 号药剂用药时间

⑥ 15 %哒螨灵乳油 1 000 叶螨 蛹轻度有害或无害 ,杀虫剂药 应尽可能避开寄生蜂羽

⑦ 3 %啶虫脒乳油 1 000 蚜虫、粉虱 后 7 d,杀菌剂药后 5、7 d的残 化高峰期 ,在寄生蜂大龄

⑧ 10 %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1 500 蚜虫、粉虱 留对成蜂影响小 幼虫及蛹期用药影响较

⑨ 40 %氟硅唑乳油 6 000 白粉病 小 ;释放寄生蜂至少应在

⑩ 10 %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 2 000 白粉病、锈病 杀虫剂施用后 7 d、杀菌

�λϖ 12. 5 %腈菌唑乳油 1 500 白粉病 (黄瓜等 )、叶霉病 (番茄 ) 剂施用后 5 d进行 ,以利

�λω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白粉病 (瓜类 )、早疫病 (番茄 )、炭疽病 (豆类 ) 于寄生蜂种群的增殖或

�λξ 50 %速克灵可湿性粉剂 1 500 灰霉病 建群

�λψ 40 %嘧霉胺悬浮剂 1 200 灰霉病

�λζ 50 %安克可湿性粉剂 800 霜霉病

�λ{ 72 %霜脲锰锌可湿性粉剂 800 霜霉病、疫病

�λ| 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400 黄瓜霜霉病、番茄早疫病

　　注 : 1)有害 ,死亡率 > 75 % ;中度有害 ,死亡率 50 %～75 % ;轻度有害 ,死亡率 25 %～50 %;无害 ,死亡率 < 2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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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从衰败的植物上迁移到旺盛生长的寄主植物上 ,同时可

用于蔬菜上粉虱寄生蜂的助迁和增殖。

2. 3　夏季寄生蜂的保存与增殖
夏季北方降雨较多 ,设施内高温 ,露地和保护地均不利

于寄生蜂的繁殖 ,寄生蜂种群数量受自然条件限制而降低。

可在室内适宜条件或室外用 100目纱网做成养虫笼 (顶部

和前后采用玻璃以利透光、挡雨 ,两侧采用纱网保证通风 )

饲养寄主植物及潜叶蝇 ,用于寄生蜂的增殖 ,待条件适宜时

采用纱网袋助迁到设施和露地作物上。

2. 4　秋冬季寄生蜂的保存与增殖
研究发现 11～12月发育的寄生蜂幼虫 - 蛹耐低温

的时间显著高于夏秋季 ,利用寄生蜂发育的这一特性 ,如

果温室在秋冬季未种植合适的寄主植物 ,可收集有寄生

蜂寄生的作物叶片 ,放入保鲜袋内在 10 ℃条件下冷藏 1

个月左右 ,然后再放入种植寄主植物的温室或大棚内 ,进

行寄生蜂的增殖。此法可使春季蔬菜大棚内的寄生蜂种

群基数显著提高 ,从而更好地控制春季设施蔬菜上潜叶

蝇的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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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y15 《进口农药应用手册 》30元 (25. 5元 ) 2007y26 《反季节瓜菜生产实用大全 》15元 (12. 8元 )

2007y16 《葱蒜周年生产配套技术 》10元 (8. 5元 ) 2007y27 《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园艺 ———蔬菜果树花卉栽培

2007y17 《复混肥料生产与利用指南 》17. 8元 (15. 1元 ) 新技术 》15元 (12. 8元 )

7折优惠区 (购 1本图书请加邮寄费 10元 ,购 2本以上图书请加邮寄费 15元 ;并在汇款单附言处注明所购图书的书名 )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大全 (北方蔬菜卷 ) 》原价 228元 (折扣价 159. 6元 )

　　《中国蔬菜实用新技术大全 (南方蔬菜卷 ) 》原价 198元 (折扣价 138. 6元 )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中国蔬菜 》编辑部 　邮编 : 100081　电话 : 010 - 6891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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