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犘犾犪狀狋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 ０９０６　　　修订日期：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２
基金项目：　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３０３０２７）
致　　谢：　中国农业大学杨定教授与李轩昆博士帮助鉴定辽宁地区采集的根蛆标本，谨致谢忱。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ｘｇｑ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辽宁地区韭菜根蛆发生与为害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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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明确辽宁地区韭菜田根蛆发生种类及优势种的消长动态，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分别采用黄色水盆诱集和挖根

的方法对根蛆成虫和幼虫的发生和为害规律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辽宁韭菜田根蛆主要有韭菜迟眼蕈

蚊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Ｙａｎｇ犲狋Ｚｈａｎｇ和食用菌异迟眼蕈蚊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Ｆｒｅｙ，二者常常混合发生。北镇

地区优势种为韭菜迟眼蕈蚊，年发生７～８代，其中冬季温室期发生３～４代。初冬扣棚后根蛆为害期与冬韭生产期

高度重合。沈阳东陵地区优势种为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其在露地韭菜上年发生５代。根蛆在田间呈聚集分布，聚集

程度随种群密度的增大而升高。施用有机肥可显著降低根蛆的为害程度。根蛆以３龄幼虫在大葱上越冬。辽宁地

区根蛆的发生规律呈现冬季发生重，春、秋季略轻发生，夏季基本不发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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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犃犾犾犻狌犿狋狌犫犲狉狊狅狊狌犿Ｒｏｔｔｌｅｒ是百合科多年

生宿根蔬菜，抗寒耐热且适应性强，在我国南北各地

广泛种植。辽宁地区的韭菜栽培以北镇规模最大，

多以反季节中型温室栽培为主。根蛆是辽宁冬季温

室韭菜生产中的重要害虫，其成虫不为害，仅以幼虫

群集取食造成损失。通常幼虫在韭菜根际浅层土壤

或缝隙中活动，为害隐蔽，防治难度较大［１］。受害韭

株长势弱，基本丧失经济和食用价值。为控制根蛆

为害，农户常用高毒农药灌根，造成韭菜农药残留超

标，严重制约了韭菜产业的发展［２３］。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韭菜迟眼蕈蚊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 Ｙａｎｇ犲狋

Ｚｈａｎｇ在辽宁营口地区常发生
［４］。近年来，有文献报

道曾严重为害食用菌、花卉和苗木的食用菌异迟眼蕈

蚊犅．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Ｆｒｅｙ也成为韭菜田的重要害虫
［５７］。

韭菜迟眼蕈蚊是我国特有的根蛆种类，俗称韭

蛆，食性较杂，嗜食韭菜［４，８９］。目前在韭蛆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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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１０１４］。食用菌

异迟眼蕈蚊是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菌菇害虫，其生物

学国外研究较早，可传播真菌病害［１５１９］；国内也有其

严重为害食用菌和韭菜的报道［６７，２０２２］。辽宁冬季

最低气温在－３０℃左右，根蛆难以在本地露地越冬。

然而，韭菜大面积温室栽培为根蛆越冬提供了理想

场所。长期以来，对辽宁地区根蛆的发生种类和发

生规律缺乏系统研究，造成了本地区防治指导工作

难以开展。有鉴于此，本研究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对辽宁

北镇温室和沈阳东陵地区露地两种栽培模式下根蛆

种群的发生动态开展了长期监测，并在掌握规律后

提出根蛆的防治策略，旨在为本地区根蛆害虫的科

学防治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在辽宁省北镇市中安镇中东村（４１°６′Ｎ，

１２１°９′Ｅ）和沈阳东陵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

（４１°８′Ｎ，１２３°５′Ｅ）进行。

北镇市中安镇的韭菜为温室栽培，韭菜品种主

要为‘汉中冬韭’，其次为‘竹竿青’。试验地土质为草

甸土，有灌溉条件。温室长约８０ｍ，宽约８ｍ。外墙

由黄土堆砌，内部有序栽立水泥柱支撑温室，柱高０．６

～１．７ｍ，北高南低呈阶梯状排列。每行柱顶拉钢丝

固定，上承竹片和玉米秸秆，竹片上覆塑料薄膜和草

毡，用于冬季保温。白天收放草毡，增加光照，正常情

况下在小雪节气前后对温室内土壤进行药肥处理，随

后于１１月２５－３０日扣棚。扣棚前浇灌，扣棚后韭菜

生产期间不再浇水。清明节气后揭膜转为露地养根，

期间粗放管理，主要采收一茬韭菜花和韭菜薹。

沈阳东陵地区韭菜为多年露地栽培，春季生产，

冬季自然越冬。试验地土质为壤土，有喷灌条件。

试验田块长约３３ｍ，宽约２０ｍ，面积约６６７ｍ２。栽

培品种为‘汉中冬韭’。

１．２　北镇地区韭菜根蛆发生种类及发生动态

１．２．１　北镇地区韭菜根蛆发生种类及成虫发生动态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日在北镇市中安

镇温室选择根蛆中等发生的韭菜棚２个，在每个棚

内埋置５个黄色水盆（盆口直径２６ｃｍ），盆口与地

面平齐［１］，水盆间隔１５ｍ。每７ｄ调查１次，收集水

盆中的成虫统计数量，并及时清洗水盆补充清水。

将采集的多批根蛆成虫标本寄送中国农业大学，请

杨定教授团队进行形态学鉴定，以确定本地根蛆优

势种群［２３］。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于１１月２５－３０日正

常扣棚，２０１６年遭遇寒冬，提前至１１月７日扣棚。

试验田块中放置土壤温湿度记录仪（型号ＨＯＢＯ

Ｕ２３Ｐｒｏｖ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ｅｍｐ／ＲＨ，美国Ｏｎｓｅｔ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每半小时自动记录１次气温、土

壤深度５ｃｍ和１０ｃｍ的温度和湿度（相对含水量）。

１．２．２　北镇地区韭菜根蛆幼虫发生动态

试验时间、试验地点同１．２．１。每７ｄ调查１

次，采用棋盘式取样法（３∶４∶３），每田块调查１０点，

每点挖根调查１０墩韭菜，记录根蛆幼虫发生数量。

１．３　沈阳东陵地区韭菜根蛆发生种类及发生动态

１．３．１　沈阳东陵地区韭菜根蛆发生种类及成虫发

生动态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日在辽宁省农业

科学院试验基地的露地韭菜田埋置５个黄色水盆诱

集成虫。水盆分２行埋置，一行３个，一行２个，两

行水盆间隔６ｍ。每７ｄ调查１次，收集水盆中的成

虫统计数量，并及时清洗水盆补充清水。将采集的

根蛆标本寄送中国农业大学，请杨定教授团队进行

形态学鉴定，以确定本地根蛆优势种群［２３］。

１．３．２　沈阳东陵地区韭菜根蛆幼虫发生动态

试验时间、试验地点同１．３．１。每７ｄ调查１次，采

用棋盘式取样法（３∶４∶３），每田块调查１０点，每点挖

根调查１０墩韭菜，记录根蛆幼虫发生数量。

１．４　温室韭菜根蛆的空间分布

试验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实验温室进行。韭菜

栽培品种为‘汉中冬韭’。２０１４年２月采取挖根调查

方法，共调查８畦韭菜，每畦（３ｍ×１０ｍ）随机调查４

个样点，每样点调查１ｍ２，样点彼此间隔１ｍ以上。

１．５　肥料对韭菜根蛆发生的影响

２０１５年秋季在辽宁省农科院实验温室内分别

施用经过高温处理的鸡粪和牛粪，以复合氮磷钾肥

（１５∶１５∶１５）为对照，处理畦（３ｍ×１０ｍ）随机区组

设计。韭菜栽培品种为‘汉中冬韭’。２０１６年３月

调查韭菜受根蛆为害情况。每畦（不同施肥处理）随

机调查３点，每点调查１ｍ×１ｍ（长×宽）。田间正

常管理，不施用杀虫剂。

１．６　根蛆越冬场所及寄主间转移规律调查

２０１５年９月和２０１６年３月，分别在沈阳市新民市

张家屯镇同一块韭菜田和大葱田调查根蛆越冬场所。

采取挖根调查法，在田间每６６７ｍ２随机选取１０点，每

点调查０．２ｍ×０．２ｍ×０．２ｍ（长×宽×深）的土

样，调查全部幼虫和蛹。２０１６年３月越冬调查结束

后，将在新民采集的剥净且无虫的大葱根移栽至辽

宁省农科院试验基地露地韭菜东侧，同韭菜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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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２０１６年４月于揭棚通风前对露地韭菜田旁

边的韭菜温室连续进行了３次烟剂熏蒸处理，并于

通风口覆盖１５０目防虫网，然后揭棚通风，物理阻

隔了温室内根蛆成虫向棚外转移。２０１６年９月对

辽宁省农科院试验基地露地韭菜、葱畦、温室韭菜

进行了挖根调查，确定韭菜根蛆在不同寄主间的转

移规律。

１．７　数据分析

利用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用

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进行统计分析，采用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ＤＭＲＴ）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韭菜根蛆种类鉴定

采集的标本经中国农业大学杨定教授鉴定，确

定辽宁北镇地区韭菜田（含扣棚期和露地期）采集的

根蛆标本主要有５种，其中韭菜迟眼蕈蚊犅狉犪犱狔狊犻犪

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占标本的８０％，为本地区优势种，食用

菌异迟眼蕈蚊犅．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犅．狏犲狉狀犪犾犻狊、犔狔犮狅狉犻犲犾犾犪

ｓｐ．和犛犮犻犪狉犪ｓｐ．数量相对较少，合占２０％。沈阳东陵

露地韭菜田采集的根蛆标本有８种，食用菌异迟眼蕈

蚊占标本的７５％，为本地区优势种，韭菜迟眼蕈蚊、

犅．狏犲狉狀犪犾犻狊、犔．犮犪狊狋犪狀犲狊犮犲狀狊、犛．狋犺狅狉犪犮犻犮犪、犛．犪狋狅犿犪狉犻犪、

犔．犻狀犵犲狀狌犪和犛犮犻犪狉犪ｓｐ．等其他种类共占２５％。

２．２　北镇地区韭菜根蛆种群发生动态及温室期棚

内温湿度变化

２．２．１　北镇地区韭菜根蛆成虫发生动态

北镇地区韭菜根蛆优势种群为韭菜迟眼蕈蚊，

因此针对其发生动态进行长期监测。从图１中可以

看出，北镇地区正常扣棚年份（如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

温室期从１１月底至翌年４月初，韭蛆成虫出现３次

较大的高峰，分别出现在１月１５日、３月１日和３月

２９日。扣棚前两周气温降至０℃以下，地表结冰，田

内基本见不到成虫活动。扣棚后，随着棚内温度升

高，于１２月１４日监测到有成虫活动。扣棚后成虫

出现时间相对集中，持续期短，应为越冬老熟幼虫化

蛹并羽化的成虫，是温室期韭菜生产中唯一的虫源。

不同韭菜栽培品种扣棚后成虫高峰期出现时间存在

差异，如种植‘竹竿青’的棚内韭蛆成虫高峰出现在

１月２２日、３月１日和４月６日，其中两个成虫盛期

较‘汉中冬韭’推迟一周。其原因是‘竹竿青’生长

慢、周期较长，对韭蛆的发育产生了明显影响。

北镇地区如遇寒冬可提早至１１月７日（立冬）

扣棚，此时夜间温度已低至－５℃，需要扣棚增温，以

确保节前采收韭菜。提早扣棚成虫高峰出现在１月

８日、２月２３日和３月２９日。１１月２６日即监测到

成虫活动。综上，即使韭菜栽培品种和扣棚时间均

有所不同，每年１２月中上旬和１月中上旬也都是开

展压成虫控幼虫的最佳成虫防治时期。

清明节后棚内日间温度上升很快，高温会抑制

韭菜生长，需要揭棚转露地管理，夏、秋季仅生产韭

菜花和韭菜薹（养根期）。揭棚后不同韭菜田的韭蛆

成虫发生规律趋于一致（图１）。７月初至９月中旬

韭蛆成虫数量骤减，田间几乎诱集不到成虫。扣棚

时间对揭棚后韭蛆成虫的发生影响也很小，揭棚后

高峰出现在４月和５月之间，７月至８月成虫发生量

极少，９月底至１１月初气温适宜，成虫高峰再次出

现，但是发生量较冬季生产田（温室期）明显少很多。

图１　北镇地区不同扣棚时间，不同韭菜品种上韭菜迟眼蕈蚊成虫发生动态

犉犻犵．１　犇狔狀犪犿犻犮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犪犱狌犾狋狊狅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犪狉犻犲狋犻犲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犲犲犽狊犺犲犾狋犲犱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犻犿犲（犅犲犻狕犺犲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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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北镇地区根蛆幼虫发生动态

韭蛆多以３～４龄幼虫和蛹在韭菜根际附近土

壤中越冬。扣棚后与露地韭菜田相比，棚内温度有

所回升，幼虫恢复取食活动，逐渐进入为害高峰，持

续半个月左右，这个阶段是韭菜受害较重的阶段。

随后幼虫进入老熟和蛹等相对静止状态，直至羽化成

虫均不再为害韭菜。由于扣棚前期棚内温度较低，达

不到韭蛆正常发育所需的温度，因此韭蛆发育缓慢，

至１２月１４日棚内始见１代幼虫，此后调查到的幼虫

数量逐渐下降（图２）。幼虫高峰期出现在２月上旬，３

月下旬又出现一次高峰，但此时韭菜已完成采收，对

产量影响较小。揭棚后，气温迅速回落，幼虫活动呈

下降趋势。５月中上旬有一次较大的活动高峰。

２．２．３　北镇地区冬季温室期棚内温湿度的变化

从扣棚到翌年揭棚为温室期。从图３中可以看

出，扣棚后棚内温度升高很快，１２月底土壤５ｃｍ平

均温度达到１３．０℃，对韭菜生长和韭蛆发生非常有

利，这也印证了韭蛆首个为害高峰（１月１５日）的出

现。全年１月份是最冷时期，土壤５ｃｍ平均地温降

至２．５℃左右。１月底至２月中下旬，棚内温度逐步

回升，达到１５．５℃，出现韭蛆第二个为害高峰。进

入３月份，地温升高至１８．６℃，此时韭菜基本采收完

成。温室期５ｃｍ和１０ｃｍ地温明显跟随温室内气

温变化而变化，二者始终相差１～２℃。而５ｃｍ和

１０ｃｍ土壤湿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图２　北镇地区韭菜迟眼蕈蚊幼虫消长动态

犉犻犵．２　犇狔狀犪犿犻犮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狅犱狅狉犻狆犺犪犵犪犾犪狉狏犪犲狅狀

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犲犲犽犻狀犅犲犻狕犺犲狀

辽宁地区冬季从１１月至翌年３月，低温导致韭

蛆发育速率放缓。温室中韭蛆共发生３代，仅前两

代幼虫对冬韭生产造成较大影响。扣棚前日平均气

温虽降至－２．０℃左右，但地温仍维持－１．２～１℃，

扣棚后棚内５ｃｍ地温平均达１０．１℃；土壤湿度达

７３．３％，对韭蛆的越冬存活十分有利。

图３　北镇地区冬季韭菜温室内温湿度变化趋势

犉犻犵．３　犜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犺狌犿犻犱犻狋狔犱狔狀犪犿犻犮犻狀狋犺犲狑犻狀狋犲狉狊犺犲犾狋犲狉犻狀犅犲犻狕犺犲狀

２．３　沈阳东陵地区露地田韭菜根蛆种群发生动态

２．３．１　沈阳东陵露地田韭菜根蛆成虫发生动态

沈阳东陵地区露地韭菜根蛆优势种群为食用菌

异迟眼蕈蚊，因此针对食用菌异迟眼蕈蚊的发生动

态进行长期监测。由图４中可以看出，春季由于气

温低，水盆结冰，至４月下旬监测到食用菌异迟眼蕈

蚊成虫活动，４月末出现首个成虫高峰。５月末出现

第二个成虫活动高峰。６月份进入雨季，成虫飞行

活动受到影响。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降雨也随之增

多，成虫诱捕量一直处于低谷。９月初气温适宜，食

用菌异迟眼蕈蚊活动逐渐加强，至９月底再次出现

小高峰。夏季露地韭菜开花、结籽，田内很少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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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温干旱条件影响，整个露地韭菜田仅有３次较

大的成虫高峰。

２．３．２　沈阳东陵露地田韭菜根蛆幼虫发生动态

春季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首个为害高峰出现

在４月中旬（图４），此时日间气温仍然较低。５月初

幼虫量逐渐增大，５月９日最大调查虫量９５头。５

月底，幼虫出现一次小高峰，随着气温升高，幼虫数

量下降。７、８月份高温干旱，田间调查不到幼虫。９

月份以后，田间温湿度适宜，幼虫开始活动。９月上

旬至１０月底，迎来冬季前最后１次幼虫活动高峰，

但虫量明显少于春季虫量。

图４　沈阳东陵露地韭菜田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周年

发生消长动态

犉犻犵．４　犇狔狀犪犿犻犮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狅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犾犲犲犽犻狀狋犺犲

狅狆犲狀犳犻犲犾犱犻狀犇狅狀犵犾犻狀犵，犛犺犲狀狔犪狀犵

２．４　温室韭菜田根蛆的空间分布（２０１４年）

对辽宁省农科院温室内韭菜根蛆的为害和分布

调查发现，其优势种为食用菌异迟眼蕈蚊，主要分布

在土壤１～５ｃｍ的韭菜根际附近，蛹分布在以根茎

为中心５ｃｍ范围内，土壤深度２ｃｍ左右。遇到根

际土壤湿度较大，受害韭株地表结有明显带露珠的

白色丝网，表明该株受害重。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

虫一般聚集取食，发生量较大。韭株受害后，表现为

生长势弱，植株明显矮于周围健株，新叶叶尖枯黄，

老叶倒伏发霉。对温室内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的

水平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其主要聚集在畦面

中央韭株为害，每畦受害韭株总体上呈聚集分布，幼

虫以被害株为中心向附近韭株转移为害。

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在温室中的分布幂函数

关系为：犞＝１．５８×珚狓２．０１（狉＝０．９８７）。根据Ｔａｙｌｏｒ

幂法则，当犪＝１．５８＞１，且犫＝２．０１＞１时，食用菌异

迟眼蕈蚊幼虫种群在温室韭菜田的空间分布呈聚集

分布。而且在任何种群密度下均为聚集分布，聚集

程度随种群密度的增大而升高［２４］。

２．５　不同肥料处理对韭菜根蛆危害和发生的影响

（２０１５年）

　　不同肥料处理对温室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发生的

影响结果表明（表２），有机肥处理的韭株被害株率

要显著低于化肥处理和空白对照；而在有机肥中，牛

粪处理的韭株被害株率最低，鸡粪处理可减轻韭菜

根蛆的发生。

表１　温室食用菌异迟眼蕈蚊的空间分布及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犪狋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犻狀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

畦序号

Ｆｕｒｒｏｗ

ｎｕｍｂｅｒ

株数／株

Ｐｌａ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有虫株数／株

Ｐｌａｎｔ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

虫株率／％

Ａｔｔａｃｋｒａｔｅ

分布深度／ｃｍ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单位面积虫量／头·ｍ－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ｅｒ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ｅｒ

样点１

Ｓｉｔｅ１

样点２

Ｓｉｔｅ２

样点３

Ｓｉｔｅ３

样点４

Ｓｉｔｅ４

珚狓 犞

１ ２４９ ４ １．６１ １．０～１．８ ２４ ０ ０ １８ １０．５０ １５３．００

２ ２７６ ２ ０．７２ １．０～１．５ ６ ０ ０ ２７ ８．２５ １６４．２５

３ ２０３ ４ １．９７ １．０～１．５ ０ ０ ０ ７ １．７５ １２．２５

４ ２５６ ６ ２．３４ １．０～１．５ ０ １６ ３８ ９ １５．７５ ２６２．９２

５ ２５０ ７ ２．８０ １．５～２．０ ２９ ９５ ０ ２１ ３６．２５ １６８３．５８

６ ２７５ ６ ２．１８ １．０～２．０ ４８ ２ ０ １９ １７．２５ ４９２．９２

７ ２７４ ５ １．８２ ４．０～６．０ １０８ ０ ２５ １２ ３６．２５ ２３９２．２５

８ ２４１ ６ ２．４９ １．５～２．０ １ ０ ２ １９ ５．５０ ８１．６７

　　一般情况下不同施肥处理，对农作物产量有直

接影响。施用有机肥可提供丰富的碳源，能显著提

升土壤中生物量，尤其是放线菌数量，对增强植株抗

病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长期施用有机

肥，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显著地增加，土壤中大团聚

体中有机碳、氮的含量均得到提升［２５２７］。牛粪中粗

纤维较多，适于菌菇的生长。调查发现，根蛆不仅为

害韭菜，也能取食牛粪中的有机物，还可取食其上生

长的菌菇，这也是牛粪处理区韭株受害率低但虫量

反而高的重要原因。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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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农家肥处理对食用菌异迟眼蕈蚊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犲狉狋犻犾犻狕犲狉狊犪狆狆犾狔犻狀犵犪犵犪犻狀狊狋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犻狀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

处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韭菜／株·（１２０ｍ２）－１　Ｌｅｅｋ

调查株数／株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被害株数／株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ｐｌａ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被害株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ｐｌａｎｔｓ

韭菜根蛆／头·（３０ｍ２）－１　Ｍａｇｇｏｔ

幼虫

Ｌａｒｖａ

蛹

Ｐｕｐａ

牛粪Ｃａｔｔｌｅｍａｎｕｒｅ １３０５ ２３ （１．８±０．２９）Ｄ （５４．３±１９．３３）ｂｃＢ （３．８±３．３０）ｂｃＡＢ

鸡粪Ｃｈｉｃｋｅｎｍａｎｕｒｅ １１７８ ５４ （４．６±１．３２）Ｃ （３８．３±１０．８７）ｃＢ （０．８±０．９６）ｃＢ

复合肥ＮＰＫ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１１２５ ８９ （７．９±１．３２）Ｂ （９６．０±３７．３１）ｂＢ （７．０±１．８３）ａｂＡＢ

空白对照ＣＫ １２０６ ２４３ （２０．２±２．９９）Ａ （１９８．０±３２．４９）ａＡ （１０．８±５．０６）ａ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后的不同大、小写英文字母分别代表在０．０１和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下同。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Ｄ．Ｄａｔ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ｒｓｍａｌ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１％ｏｒ５％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ｅ

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６　根蛆越冬场所及寄主间转移规律调查（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

　　越冬前后两次田间调查均发现大葱根部有根蛆

幼虫为害，活动范围在葱茎至须根间１．５～２．０ｃｍ

空间内。将根蛆幼虫带回室内饲养至成虫，经专家

鉴定为食用菌异迟眼蕈蚊犅．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调查发现

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能在大葱的葱须上越冬并完

成发育，越冬深度１０．０～２４．５ｃｍ，平均达到１５．０ｃｍ。

对越冬的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不同虫态的占比进

行分析，发现１～４龄幼虫占比分别为２．１％、２０．１％、

５８．２％和１２．７％，蛹占６．９％。由于大葱采用高垄

培土栽培，葱根较深，调查时未发现地面有成虫活

动。根据调查结果，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在露地葱田

主要以３龄幼虫越冬。

表３　食用菌异迟眼蕈蚊越冬场所调查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狅狏犲狉狑犻狀狋犲狉犻狀犵狆犾犪犮犲狊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

调查时间

Ｓｕｒｖｅｙｔｉｍｅ

株数／株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被害株数／株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ｎｕｍｂｅｒ

被害株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ｐｌａｎｔ

根蛆总数／头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ｇｇｏｔ

幼虫数／头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

蛹数／头

Ｐｕｐａｎｕｍｂｅｒ

越冬前

Ｂｅｆｏｒｅ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１７２ １４９ （８６．６±０．１９）Ａ ５９６ ５９６ ０

越冬后

Ａｆｔｅｒ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
２７２ ５７ （２０．８±１．１３）Ｂ １８９ １７２ １３

　　分别在露地韭菜、大葱、温室韭菜挖根调查食用

菌异迟眼蕈蚊幼虫，明确其在不同寄主间的转移为

害规律。试验结果表明，新移栽大葱根上有食用菌

异迟眼蕈蚊幼虫为害，而且虫量明显高于韭菜田。

温室中调查到的幼虫量很少。露地韭菜受高温和降

雨影响，受害程度也很轻，被害株率显著低于大葱

田。根据温湿度记录仪显示调查当日５ｃｍ地温为

２２．６℃，该温度适宜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的发育。

表４　不同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寄主虫量发生调查

犜犪犫犾犲４　犛狌狉狏犲狔犪犵犪犻狀狊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犺狅狊狋狆犾犪狀狋狊狅犳犅狉犪犱狔狊犻犪犱犻犳犳狅狉犿犻狊

田块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ｆｉｅｌｄ

株数／株

Ｔｏ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被害株数／株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ｐｌａ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被害株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ｐｌａｎｔ

根蛆总数／头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ｇｇｏｔ

幼虫数／头

Ｌａｒｖａｎｕｍｂｅｒ

蛹数／头

Ｐｕｐａｎｕｍｂｅｒ

露地韭菜

Ｏｐｅｎｌｅｅｋｆｉｅｌｄ
２４８ ３ （１．２±２．６５）ｂ ３ ３ ０

露地大葱

Ｏｐｅｎｗｅｌｓｈｏｎｉｏｎｆｉｅｌｄ
６７ ７ （１０．３±３．４８）ａ １０ １０ ０

温室韭菜

Ｃｏｖｅｒｅｄｌｅｅｋｆｉｅｌｄ
１８４ ４ （２．３±３．９４）ａｂ ３ ３ ０

３　讨论

调查表明，韭菜迟眼蕈蚊和食用菌异迟眼蕈蚊

在沈阳和北镇韭菜田均有发生。沈阳露地韭菜田周

边建有百合花温室和大葱育种田，而它们也是食用

菌异迟眼蕈蚊的寄主，与韭菜田构成了交互虫源地。

北镇温室韭菜栽培面积大，缺少交互虫源，因此田间

韭菜迟眼蕈蚊为优势种。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田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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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表明，北镇韭蛆各年分别发生６代、７代和

７代，沈阳露地韭菜田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各年均发

生５代。这种发生代数差异主要是冬季扣棚生产的

结果，为冬季韭蛆为害提供了理想条件。

冬季不同扣棚时间对温室韭蛆的影响表现在成

虫高峰出现时间的差异，发生代数不受影响，这与前

人的研究结论一致［８，１０］。韭农通过扣棚早晚调节韭

菜采收和上市时间，造成韭蛆高峰提早或延后一周

出现，若干年以后韭蛆发生规律可能会朝复杂化发

展。‘竹竿青’和‘汉中冬韭’在北镇当地均有栽培，

品种差异对成虫首次高峰出现时间有一定影响。

‘竹竿青’需经低温休眠，生产周期较长。‘汉中冬

韭’为半休眠品种，生产周期短。但‘竹竿青’产量高

且耐储存，同时其收购价格也较高，因此两个品种都

占有一定市场份额。

研究表明低温对韭蛆的发育和存活都极为不

利［２８］。进入１１月，尽管外界气温很低，但土壤５～

１０ｃｍ平均温度仍可保持在１１．０～１２．０℃左右，对

韭蛆的存活有利。１２月底，土壤５ｃｍ温度已升至

１３．０～１５．５℃，恰好是韭菜的适宜生长温度，对韭蛆

的发生也有利。韭菜根蛆发生规律露地不同于温

室，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入冬前食用菌异迟眼蕈蚊成

虫转移至葱田寄主活动。调查发现，食用菌异迟眼

蕈蚊幼虫以３龄幼虫在１５．０ｃｍ深的葱根上越冬，

而露地韭菜４月下旬始见成虫活动，而此时正值秋

播葱田返青生长，很可能葱田越冬的食用菌异迟眼

蕈蚊扩散至韭菜田活动。本研究已证实了食用菌异

迟眼蕈蚊可在葱田和韭菜等寄主间迁移为害。调查

也发现食用菌异迟眼蕈蚊幼虫孵化后便向下转移，

如近地面有烂叶、伤口或湿度大及寄主本身含水量

高的部位都能成为幼虫的取食侵入点。幼虫喜聚集

取食为害，分布在土层５ｃｍ以内的韭菜根际附近。

老熟幼虫多离开寄主，寻找隐蔽处化蛹，这些发现与

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９］。

夏季高温和暴雨是导致韭蛆成虫和幼虫发生量

偏低的重要原因［３０］。高温实验也观察到超过３２℃

就对会韭蛆发育产生十分不利影响，死亡率增加。

本研究在田间调查时发现夏季７、８月份田间虫量

少，为害轻。由于韭菜田已转露地养根阶段，基本不

需要对韭蛆进行防治。而冬季韭蛆受温室保护，基

本不再受外界影响。因此，要解决温室韭蛆为害问

题，可以在扣棚前对棚内土壤进行药剂处理，清除土

壤中大部分残虫，毒死蜱是目前应用较多的药剂之

一［１８］。食用菌异迟眼蕈蚊作为半腐生性昆虫，施用

牛粪对其生长有利，因此有机肥施用前必须经过充

分腐熟，否则其危害将加重［３０］。借鉴“压前控后”和

“地下害虫地上治”的双轨策略，找准压制成虫的关

键时机。通过反复试验验证，韭菜温室中可于１２月

和１月上旬末在监测到韭蛆成虫高峰期，利用低毒

烟剂（如１７％敌敌畏烟剂）熏蒸灭杀和色板诱杀
［３１］，

进一步杀灭大量成虫，推迟成虫高峰期到来，从而压

低田间落卵量。此方法应用后距第一刀和二刀韭菜

采收期保持１４ｄ的安全间隔期，经２年多的田间测

试，技术使用上安全，对韭蛆的控制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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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检测马铃薯病毒的更加准确的方法，而在甘肃

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检测体系。因此，应尽快在甘肃建

立分子生物学检测马铃薯病毒病的体系，对甘肃省马

铃薯其他病毒病开展全面调查和系统鉴定，以便更全

面地了解甘肃省马铃薯病毒病的种类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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