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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潜叶蝇发生的影响因子及非化学防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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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豌豆潜叶蝇(Phytomyzahorticola)是豆类作物重要的害虫之一.本文研究了豌豆

潜叶蝇在寄主上的发生规律和为害特点.结果表明,不同生育期豌豆上豌豆潜叶蝇发生程

度不同;距虫源越近的作物发生越重;高温会抑制豌豆潜叶蝇的发生.防控试验表明,“寄

主-非寄主-寄主”的作物布局方式可有效阻断豌豆潜叶蝇的传播扩散,且黄板对豌豆潜叶蝇

成虫诱集效果好,防效达到62.0%,2种方法均可减轻为害.研究结果为豌豆潜叶蝇的综合

防治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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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ccurrenceanddamagecharacteristicsofPhytomyzahorticolaonhostwerestud-
iedinthispaper.TheresultsshowedthattheoccurrencedegreeofPhytomyzahorticolawas
differentatdifferentgrowthstagesofpea.Theclosertheplanttotheinsectsource,themore
severetheoccurrenceofleafminer.Thecontrolexperimentsshowedthatthe“host-non-host-
host”croplayoutcouldeffectivelyblockthespreadofPhytomyzahorticola .Theyellowplate
couldeffectivelyattracttheadultPhytomyzahorticola (Goureau)andthecontrolefficacy
reachedto62.0%,whichcouldreducethedamage.Theresultsprovideareferenceforthecom-
prehensivecontrolofPhytomyzahort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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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豌豆潜叶蝇(Phytomyzahorticola),属于双翅目(Diptera)潜蝇科(Agromyzidae),又称油

菜潜叶蝇,已成为江苏地区重要害虫,其寄主范围广,为害程度重,年为害面积超过10万hm2.
幼虫取食叶肉,叶片内呈现多条虫道,虫道布满幼虫和蛹,直接影响叶菜外观,降低商品性,同

时降低豆类作物籽粒的饱满度.据研究,溴氰虫酰胺等化学药剂对豌豆潜叶蝇具有较好的防

效[1-6],但化学药剂的长期使用,势必会导致豌豆潜叶蝇抗药性的上升[7-10]、化学药剂防效的下

降以及农残超标等问题.自1914年 Melander报道美国的梨圆蚧对石硫合剂产生抗性以来,已

发现小菜蛾[11]、粉虱[12]、斜纹夜蛾[13]以及同翅目[14]等数百种害虫对化学药剂产生了不同程度

的抗药性.自2006年提出“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以来,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得到了深入的

研究,为害虫综合治理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15-16].目前对豌豆潜叶蝇绿色防控技

术已有一定的报道[17-20].本研究通过开展大量田间调查,研究栽培和环境等因素对豌豆潜叶蝇

发生程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农业和物理防控等一系列非化学防控措施,以期为

生产上的绿色高效控制豌豆潜叶蝇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及虫害调查

试验调查地点设在如皋市如城、城北、江安等镇区,发生盛期每3~7d调查一次,选取豌

豆等主要寄主不同生育期田块10块以上.采取平行式取样法,每点顺行选取5株,调查豌豆中

部1/3叶序叶片[21],叶片被害程度分级标准参照吴翠翠等[2]的研究,记录叶片被害级别,计算

叶被害率、虫情指数.同时记录田间作物布局,幼虫、蛹在叶片上正反面分布,以及幼虫状态

(存活或死亡).

虫情指数=
∑(各级虫叶数×相对级数值)

调查总叶片数×5 ×100

1.2 试验处理

1.2.1 不同作物布局

试验选在城北街道城北社区相邻种植的茼蒿、大蒜田进行.将茼蒿、大蒜田各分成3个小

区,每小区面积100m2.3月6日对每小区中部区域16m2 植株进行清理以种植豌豆.4月

27日、5月7日调查各小区豌豆叶片被害级别,计算虫情指数和防效.取样调查方法同1.1.

1.2.2 黄板控制

试验选在江安镇胜利居3块豌豆田进行.每田块各设空白对照区和黄板悬挂区2个处理.
空白对照区小区面积60m2;黄板悬挂区,每667m2 悬挂60张.3月10日悬挂黄板,每月更换

一次,即4月10日、5月10日更换,并分别选取换下的10张黄板统计诱虫量.5月10日调查

叶片被害级别,计算虫情指数和防效.取样调查方法同1.1.

2 结果与分析

2.1 虫害发生规律和特点

2.1.1 为害特点

豌豆潜叶蝇寄主有豆类、叶菜类等多种作物,其中主要有豌豆、茼蒿、青菜、大白菜、油

菜、莴苣等[18].在苋菜、葱蒜等作物上未见为害.观察豌豆潜叶蝇幼虫在叶片内取食叶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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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发现,可从叶片一面转移到另一面,老熟幼虫在叶内化蛹.羽化为成虫后飞出.由表1可知,

幼虫正面占比为17.9%~50.0%,正反面都有所分布,但叶片反面占比较大;蛹正面占比为

0.0%~10.1%,少量分布于叶片正面,主要位于叶片反面.

表1 豌豆潜叶蝇幼虫、蛹在豌豆叶片上的分布情况

调查日期
幼虫

虫量/头 正面虫量/头 正面占比/%

蛹

虫量/头 正面虫量/头 正面占比/%

4月7日 21 5 23.8 8 0 0.0

4月11日 36 18 50.0 33 2 6.1

4月18日 82 26 31.7 33 1 3.0

4月24日 39 19 48.7 58 5 8.6

4月30日 235 42 17.9 155 2 1.3

5月7日 59 18 30.5 53 3 5.7

5月14日 885 248 28.0 595 60 10.1

  注:2016年田间调查数据.

2.1.2 不同生育期豌豆上潜叶蝇发生情况比较

由表2可知,不同生育期豌豆潜叶蝇的发生程度不同.为害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5叶序

期、8叶序期、10叶序期、15叶序期、花前期、花荚期、荚盛期.在田间生长时间越长(生育期

越老)的豌豆上虫害越重.青菜和茼蒿等其他蔬菜的虫害发生均有相同的特点,特别是油菜以及

留种青菜等作物在收获时发生量大,单张叶片虫量在20头以上.

表2 不同生育期豌豆上潜叶蝇发生情况比较

生育期
3月22日

叶被害率/% 虫情指数

4月12日

叶被害率/% 虫情指数

5月2日

叶被害率/% 虫情指数

5叶序 2.2 1.3 9.5 2.4 - -

8叶序 5.6 2.1 13.6 3.9 35.6 10.4

10叶序 10.7 3.8 18.5 9.6 47.8 21.6

15叶序 - - 27.6 14.4 54.7 27.3

花前期 - - 32.5 18.6 60.3 42.6

花荚期 - - 53.9 36.1 68.2 54.2

荚盛期 - - 89.4 64.8

  注:2016年田间调查数据.

2.1.3 虫害发生情况与虫源距离的关系

调查不同地点豌豆及周围作物上虫害发生情况,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荚期豌豆上虫害

发生较重,具有大量的虫源,在其附近的大白菜、嫩茼蒿、蚕豆、豌豆等作物上虫害呈明显的梯

度分布.离虫源地越近,虫害越重;离虫源地越远,虫害越轻,甚至不发生.在田生长时间长的

寄主作物上存在大量的虫蛹,其羽化后的成虫可向周围扩散,成为其本身及附近作物的虫源.
豌豆潜叶蝇从近而远逐渐传播扩散的特性,可能与豌豆潜叶蝇远距离飞翔能力较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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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高温对虫害发生的抑制作用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5月中旬至6月中旬选择生育期较晚豌豆调查,幼虫死亡率逐渐升

高;进入6月中下旬后,田间已很少见豌豆潜叶蝇为害,表明高温对豌豆潜叶蝇具明显的抑制

作用.有研究表明,气温高于35℃时难以存活[19].入夏后,随着气温升高,幼虫开始死亡,随

后为害自然消退(表4).

表3 与虫源不同距离豌豆潜叶蝇发生程度调查

调查时间 作物 与虫源距离/m 叶被害率/% 虫情指数

2016年5月17日 荚期豌豆(虫源) - 72.6 46.4
小棚大白菜 1 27.8 11.2
小棚大白菜 3 0.0 0.0

2016年5月27日 荚期豌豆(虫源) - 90.8 52.5

嫩茼蒿

2017年5月16日 荚期豌豆(虫源)

蚕豆

2017年5月27日 荚期豌豆(虫源)

豌豆

1 14.6 7.8
3 12.8 4.2
5 4.3 1.5
7 2.9 0.5
- 87.6 50.5
5 60.4 15.3
10 26.8 9.4
20 3.6 1.2
- 95.5 79.6
10 75.4 41.3
20 57.9 28.9
30 25.7 12.3

表4 豌豆寄主上幼虫存活状态调查

调查日期 幼虫数/头 死亡数/头 死亡率/%

5月12日 90 14 15.6
5月15日 78 21 26.9
5月20日 86 28 32.6
5月25日 68 27 39.7
5月31日 47 27 57.4
6月3日 56 50 89.3
6月16日 - - 不见活虫

  注:2017年田间调查数据.

2.2 防控效果

2.2.1 作物布局对虫害的影响

由表5可知,大蒜区与茼蒿区种植的豌豆上虫害比较,前者轻于后者.4月27日、5月7日

大蒜区较茼蒿区的豌豆虫情指数分别减轻77.2%,70.8%.茼蒿区豌豆潜叶蝇发生量大,具有

充足的虫源,因而豌豆上虫害重;大蒜区无豌豆潜叶蝇为害,无虫源,因而豌豆上虫害轻.试验

表明,非寄主-寄主的布局可以减轻豌豆潜叶蝇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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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作物布局豌豆潜叶蝇发生比较

不同区域豌豆
4月27日

虫情指数 较豌豆区减轻/%
5月7日

虫情指数 较豌豆区减轻/%
大蒜区 2.1 77.2 5.7 70.8
茼蒿区 9.2 - 19.5 -

2.2.2 黄板对豌豆虫害的影响控制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黄板诱杀豌豆潜叶蝇成虫效果较好.4月10日和5月10日更换的黄板上

虫量,平均单张虫量分别为382.7头和1126.9头.第2次诱虫量大于第1次,主要因为豌豆潜

叶蝇在此期间呈上升趋势[20].黄板区、对照区虫情指数分别为21.6和56.8,黄板的防效为

62.0%.这是因为黄板诱集成虫后,降低了田间的成虫量,继而降低害虫产卵量,减轻为害.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豌豆潜叶蝇发生程度受作物生育期、田间作物布局、气温等多种因素影响,且

农业、物理等措施对其具有较好的控制作用.一是源头控制压低基数.植株叶片上存有大量豌

豆潜叶蝇幼虫和蛹,是附近和下茬作物的虫源.因此,收获后及时将残枝败叶清理离田,进行

烧毁或沤肥,可降低虫源量.二是作物科学布局阻断传播.切勿将潜叶蝇喜好的寄主豌豆、茼

蒿、青菜等连片种植,宜与非寄主葱、蒜等作物相邻种植,推广采用寄主-非寄主-寄主的布局模

式,阻断潜叶蝇传播扩散.三是应用黄板控制成虫.在田生长时间长的豌豆等作物虫害发生重,

应在作物生长初期至6月初悬挂黄板,视黄板上虫量及时更换黄板.
在坚持“非必要不用药”的原则下,从源头控制、传播阻断、成虫诱集等多方面采取综合防

控措施,可有效控制豌豆潜叶蝇为害,同时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降低农药残留风险,提高农

作物品质.但是食用豆角的豌豆在田时间长,潜叶蝇发生重,至于其化学防治指标有待进一步

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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