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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冬蕾蛆的发生规律及绿色防控技术探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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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款冬蕾蛆属双翅目斑蝇科直斑蝇属害虫,为害款冬花蕾后,会造成花蕾鳞片松散、变黑,花蕊残缺不全或

变褐腐烂,严重影响款冬的产量和质量.本文介绍了该虫的形态特征、为害特征及生活习性等,并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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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冬(TussilagofarfaraL.)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以花蕾入药,又名冬花、九九花、艾冬花,有润

肺、化痰、止咳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款冬花具有镇咳祛痰、提升血压、呼吸兴奋、抗血小板聚集、抗

肿瘤、抗腹泻、抗溃疡形成和促进胆汁分泌作用,其主要成分为芦丁、槲皮素、款冬酮、款冬二醇等[1].款

冬花现在已成为十大陇药之一,全国约1/3的款冬花需求量由甘肃省供给[2].随着款冬的规模化及连作化

种植,其病虫害发生日趋加重.由于农户对款冬病虫害无法准确识别、防治措施使用不当等,导致款冬花大

量减产,甚至绝收.近年来研究人员对款冬褐斑病、枯萎病的为害特点和发生规律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有

效的防治措施,但对款冬害虫蕾蛆的发生规律和防控鲜见报道.为此,笔者于2019年首次发现款冬蕾蛆为

害后,2年多对各个时期的虫态特征、为害特征及生活史进行了观察,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防控

措施.

1 形态特征

从各虫态形态特征来看,款冬蕾蛆属于双翅目(Diptera)斑蝇科(Ulidiidae)直斑蝇属(Tetanops)昆虫.
鉴于以幼虫为害的特点,本文称其为款冬蕾蛆.

1.1 成虫

成虫体长6~8mm,翅展11~13mm,外观与家蝇类似,体黑色,有光泽,无明显条纹或鬃毛.翅透

明,前翅的亚前缘1/3处有一块褐色斑纹.雄虫略瘦小,腹部末端黑色、圆形,雌蝇略肥大,腹部末端深橙

色、尖状,末端有较长的产卵器.

1.2 卵

卵呈白色或乳白色,通常呈梭形,稍有弯曲,大约长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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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幼虫

幼虫头部呈圆锥形,有1对黑色口钩,一般缩入前胸,虫体伸缩自如.躯干具8节环状突起,淡黄色,

尾端粗,截断状,体形略呈圆锥形,体表光滑油润,半透明且无足,富有弹性.老熟幼虫体长8~10mm,蛆

形,后气门位于体躯末端,气门新月形,上有圆柱形褐色气管2组,每组3个(图1A).

1.4 蛹

蛹呈围蛹状,长约9~10mm,椭圆形,初期黄色,后变棕褐色,表面粗糙,末端有突体1对(图1B).

2 为害特征

观察结果表明,款冬蕾蛆主要为害露出地表的花蕾.受害初期,仅花蕾外围鳞片变得松散,或同时先端

变褐;受害后期,花蕾外围鳞片整体会变黑褐色甚至干枯,用手捏有中空感,剥开花蕾可看到乳白色的幼

虫向下蛀食,虫道内留有小颗粒状粪便,造成花器管残缺不全并变褐腐烂(图1C).当款冬蕾蛆自花蕾顶端

鳞片缝隙入侵经花柄蛀食进入根茎部时,多造成根腐病菌从伤口侵入,加速地上部分枯萎或死亡.款冬蕾

蛆是在花蕾中隐藏为害,早期难以识别,一旦发现,则已对款冬花蕾造成较为严重为害.从近3年的为害程

度来看,款冬蕾蛆一般会造成款冬花减产30%~50%左右.

A:款冬蕾蛆幼虫;B:款冬蕾蛆蛹;C:款冬花蕾受害状.

图1 款冬蕾蛆形态和为害状

3 生活习性

3.1 生活史

据实地调查,款冬蕾蛆在甘肃定西1年发生1代,多以老熟幼虫在被害花蕾、花柄或根茎部内及表土

中越冬,采后干燥的被害花蕾中发现有少数以蛹越冬.随着翌年春季气温回升,在花蕾或茎杆内越冬的幼

虫钻出,进入距离地表7~10cm处泥土中化蛹,7月上旬开始羽化,7月中旬为羽化盛期,羽化期持续时

间约1个月左右.初羽化出土的成虫在地面爬行后潜伏在植株下部叶片或杂草上,此期间大量成虫产卵.成

虫飞行能力较弱,扩散范围约2~3m.成虫飞行时间主要在10:00—17:00,12:00—14:00达到活动高

峰.在温暖无风的情况下,成虫活动明显增加;而在凉爽多风或低温潮湿的情况下,成虫飞行显著减少,多

停留于地表[3].成虫具有趋光性、趋化性、趋湿性,对未腐熟有机农家肥也有趋性.成虫多产卵于款冬植株

外围第1,2层叶腋间或2~3mm深土表中,卵经5~14d孵化,初孵化的幼虫爬行至茎基部初膨大的花蕾

上,从鳞片缝隙中钻入,向下蛀食,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款冬蕾蛆为害盛期,11月下旬停止取食,进入

越冬休眠期.

3.2 来源及发生条件

款冬蕾蛆的来源主要有2种途径:一是前茬作物留在土壤中越冬、越夏的虫源,包括卵、幼虫和蛹等;

二是种植时,施用的有机肥或农家肥未充分腐熟,其散发的气味引诱成虫产卵为害.款冬雷蛆多喜温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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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的气候环境,在黏土或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施用未充分腐熟农家肥及重茬种植地块发生严重.

4 防治方法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农药防治为辅

的防控措施,综合近年来人们对蔬菜根蛆的防治研究及作者对款冬蕾蛆防治实践,提出以下防控建议.

4.1 农业防治

种植前要清理田园,保持田面干净;收获后及时清除植株残体;休田时翻耕土壤并晒田,减少蕾蛆基

数.合理施肥,施用充分腐熟有机肥,严禁未腐熟及生粪上地.黑膜覆盖栽培,9月上旬在其基部培土,阻

隔幼虫入侵花蕾.合理密植,行株距控制在30~40cm,可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田间湿度.与禾本

科、豆科等作物进行3~4年以上轮作.

4.2 物理防治

4.2.1 糖醋液诱杀

采用糖∶醋∶水∶90%晶体敌百虫配制成1∶1∶3∶0.1的溶液,667m2 放置3~4盆诱杀蕾蛆成

虫[4],诱蝇器用大碗,先放少量锯末,然后倒入糖醋液加盖,每天在成蝇日间活动时(10:00—18:00)开

盖,并注意随时添补.

4.2.2 色板诱杀

成虫生发期,放置黄色黏虫板,黄板规格一般40cm×25cm,每20~25m2 悬挂1张.黏虫板垂直竖

放,放置高度一般距地面20~30cm,以黏虫板一半露出款冬顶端为宜.当黄板表面黏满成虫前,及时更换.

4.2.3 灯光诱杀

利用成虫的趋光性,在成虫羽化盛期,晚间在田间设置日光灯,灯下放水盆,可诱使成虫扑灯落水

而死.

4.2.4 防虫网阻隔

在成虫羽化出土前为植株覆盖50~60目防虫网,防止成虫飞入产卵.

4.3 生物农药防治

用10%大蒜油乳油4500mL/hm2 或0.3%苦参碱水剂7500mL/hm2[5];用含孢子150亿/g的球孢白

僵菌颗粒剂[6],含1×108 芽胞/mL苏云金芽孢杆菌[7],苏云金杆菌每公顷药量7.5L[8]防治,卵孵化盛期

用药,把幼虫消灭在钻蛀花蕾之前.

5 小结与讨论

据报道,防治款冬蕾蛆的高效药剂有噻虫胺、噻虫嗪、吡虫啉、呋虫胺、高效氯氰菊酯、辛硫磷、灭蝇

胺、虫螨腈、氟啶脲等[9],但款冬花作为中药材,为了不影响其安全性,不建议在款冬花蕾形成期田间喷灌

化学农药防治蕾蛆,尤其是毒性较大的化学农药.另外,由于国内外目前鲜见该虫为害款冬花蕾报道,因此

需要深入开展其生物学、生态学特性研究,调查其种群发生规律、种群扩散机制及暴发成灾机理,为款冬

蕾蛆综合防控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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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lowerbudmaggotoncoltsfoot(TussilagofarfaraL.)belongstothegenusofTetanops
Fallén (Diptera,Ulidiidae).Afterdestroyingtheflowerbuds,theywillcauselooseandblackbudscales,
incompleteorbrownandrottenflowerstamens,whichseriouslyaffectstheflowerbudyieldandquality.
Inthispaper,the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harmcharacteristicsandlivinghabitsoftheinsectarede-
scribed,andthepreventionandcontrolstrategiesarerecommended.
Keywords:coltsfoot(TussilagofarfaraL.);budmaggot;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harmcharacter-
istics;livinghabit;control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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