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卷 第4期 植 物 医 学 2024年8月

Vol. 3 No.4 PlantHealthandMedicine Aug. 2024

DOI:10.13718/j.cnki.zwyx.2024.04.009

长江上中游柑橘产区

2023年秋季果实蝇发生动态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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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3年9月—11月,长江上、中游柑橘产区出现果实蝇严重危害柑橘的新动态.
桔小实蝇为主要害虫,其发生范围较往年急剧扩大;南亚果实蝇亦在部分区域出现,对柑

橘果实造成危害,为该部分地区首次报道.田间调查显示,多数地区8月下旬果实蝇虫量明

显上升,9月进入成虫盛期,10月初至上旬达到田间虫量高峰.其中,9月中下旬至10月初

为果实蝇为害盛期,随后至10月末,为害程度明显下降.为应对这一新动态,湖北、四川、

重庆的部分区域实施了诱蝇球与化学农药相结合的绿色防控措施,并进行了试验和示范.
这一策略有效控制了果实蝇为害,为柑橘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 键 词:长江上中游;柑橘;果实蝇;

发生动态;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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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SeptembertoNovember2023,therewasanewtrendoffruitfliesseverelydam-
agingcitrusintheupperandmiddlereachesoftheYangtzeRiver.Mostareaswereaffectedby
fruitflies,andtheoccurrencerangerapidlyexpandedcomparedtopreviousyears.Insomeare-
as,SouthAsianfruitflieshavebeenfoundtocausedamagetocitrusfruits,whichhasnotbeen
reportedinlocalhistory.Accordingtothefieldinvestigations,theinsectpopulationinmostare-
asincreasedsignificantlyinlateAugust,andreachedpeakofadultinsectsinSeptember.The
peakofinsectpopulationinthefieldwasinearlyOctober.Thepeakperiodofdamageisinmid
tolateSeptember,withapeakinearlyOctoberandasignificantdecreaseofdamageatendof
October.InsomeareasofHubei,SichuanandChongqing,acombinedgreenpreventionand
controlmeasureofflytrapsandchemicalpesticideswasapplied,andexperimentsanddemon-
strationswerecarriedout.Thismeasureeffectivelycontrolledthedamageoffruitflies.
Keywords:theupperandmiddlereachesoftheYangtzeRiver;citrus;fruitfly;occurrencedy-
namics;preventionandcontrolmeasures

长江上中游柑橘产区历年来柑橘大实蝇[Bactroceraminax (Enderlein)]和南亚果实蝇

(Bactroceratau)常发,桔小实蝇(Bactroceradorsalis)在局部地区发生.柑橘大实蝇成虫5月

中旬为羽化高峰,6月初至8月上旬产卵危害柑橘果实[1].南亚果实蝇成虫发生期为4月中旬

至11月下旬,主要危害葫芦科、茄科植物果实,但对果皮完好的柑橘果实不产卵为害[2].桔小

实蝇发生区从华南地区不断向北扩展,长江、黄河流域均有发生,其中,长江上、中游的湖北、

重庆、四川的部分柑橘主产区零星发生,危害桃、李、柿、葡萄、柑橘等水果,柑橘园成虫量

低[3],大部分地区柑橘园未发现桔小实蝇虫果[4].2023年秋季,长江上、中游柑橘产区出现桔

小实蝇暴发,且发生范围急剧扩大,柑橘受害程度明显加重.部分地区桔小实蝇和南亚果实蝇

交替或混合发生,个别地区以南亚果实蝇为主,其中,湖北省宜昌市2023年首次发现桔小实蝇

危害柑橘.笔者协同各地农业部门,在上述地区广泛开展调查工作并组织防控,取得了显著成

效,现将相关情况报道如下.

1 2023年长江上中游柑橘产区果实蝇为害情况

1.1 发生范围明显扩大,发生程度重于往年

2023年9月中下旬,四川省中部与南部,重庆市南部,湖南省南部,湖北省宜昌市、咸宁

市柑橘主产区相继发生桔小实蝇或南亚果实蝇为害,导致柑橘果实黄化、脱落,受害果实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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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小孔洞,果肉有被取食的症状,部分果实内可见虫卵或蛆状幼虫.从为害程度上看,南部

地区受害程度普遍重于北部.9月中旬果实蝇为害初发,9月下旬普遍进入为害盛期,田间均诱

捕到大量的桔小实蝇或南亚果实蝇成虫.10月下旬至11月初,为害明显下降,但在四川省南部

的部分柑橘产区11月上、中旬仍有不同数量的成虫活动.
在四川省的柑橘产区,果实蝇为害情况已引起广泛关注.在自贡市富顺县懋丰园农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34hm2“爱媛”种植基地,9月13日发现果实出现黄化、脱落.通过诱蝇球诱捕,成

功捕获到桔小实蝇成虫,且果实内部检出蛆状幼虫,显示果实已受到害虫侵害.9月30日至10
月1日,在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转色成熟期的“爱媛”果实黄化、脱落现象普遍,受害程度达

到10%~50%,部分严重田块甚至高达60%,田间悬挂黄色诱蝇球和实蝇粘胶板,诱捕到大量

南亚果实蝇成虫,个别田块诱捕到极少量桔小实蝇成虫.对落果进行剖查后发现,30%的落地

果内含蛆状幼虫.未成熟转色的“大雅”和“春见”果实受害程度相对较低,黄化、落果率为15%
~20%.10月3日至10月7日,成都市蒲江县、眉山市、宜宾市、资阳市、自贡市等地的调查

结果显示,“爱媛”和早熟“密桔”的虫果率严重田块已达40%以上,可见果实蝇已对这些柑橘产

区的柑橘造成严重为害.
1.2 早熟柑橘品种受害严重

9月下旬至10月初,武汉市江夏区和咸宁市的“温州蜜桔”和“爱媛”受害严重,10月中旬

失管园区虫果率高达70%,部分柑橘园绝收.宜昌市发生略迟,10月中旬“爱媛”受害较重,“温
州蜜桔”和橙类受害较轻.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綦橙园”种植的“爱媛”杂柑,9月中旬开始出现

黄化、落果,9月下旬进入为害盛期,至10月上旬,为害已经过半.通过诱蝇球监测虫情发现,

10月上旬以前田间成虫主要为南亚果实蝇,10月中旬以后为桔小实蝇.
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留耕镇大桥村部分农户种植的“温州蜜桔”和脐橙,柑橘大实蝇历年常

发,严重年份为害率达60%以上;然而,今年该地区的柑橘大实蝇为害程度有所下降,根据

10月29日的现场调查,虫果率在10%~20%.桔小实蝇为近几年发生,今年为害严重,虫果率

达20%~30%.

图1 多功能诱蝇球加食物诱剂诱杀桔小实蝇

1.3 前期症状难以区分,为害时间较长

“爱媛”通常在其成熟采摘前的40d左右

(即9月中旬)开始转色,此时若受到果实蝇等

害虫的侵害,受害果实约一周后便会迅速出现

黄化、脱落,且受害果实的成熟度越高,其受

害后的症状出现得越早.由于果实受害初期,

果实内的卵尚未孵化,难以通过肉眼直接发

现,这导致为害初期症状与吸果夜蛾、蝽蟓等

害虫造 成 的 损 害 症 状 难 以 区 分.10月 底 至

11月初,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柑橘果实蝇受害

情况显著下降,但田间仍能观察到少量成虫的

活动.以宜宾市翠屏区菜坝镇石马村二组罗伯

逊脐橙园为例,11月3日,该园区悬挂的黄色

扇形球在24h内诱捕到的成虫数量为5~12
头.至11月下旬,湖南省南部的永州市、广西桂

林市以及黔东南州等地的柑橘园和百香果园,通过悬挂诱蝇球进行监测,仍能捕获到大量的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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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两种果实蝇混合发生,田间世代重叠

田间虫情调查发现,桔小实蝇和南亚果实蝇世代重叠严重,9~11月为害严重,不同虫态

的果实蝇同时存在.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发现,桔小实蝇在武汉市近郊地区往年均有发生,而

果实蝇能以幼虫或蛹的形态在本地越冬[5].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宜都市植保站、四川省南充

市农科院近几年的系统观测研究发现,夏、秋季柑橘园能够诱捕到大量南亚果实蝇成虫和极少

量的桔小实蝇成虫,但均未见明显为害,落果内未发现幼虫,但在2023年秋季柑橘园捕获大量

果实蝇成虫,落果内可见蛆状幼虫.其中,四川省武胜县、眉山市、资阳市等地桔小实蝇田间成

虫量少见,多为南亚果实蝇.取虫果进行羽化观测,发现多为桔小实蝇成虫,偶见南亚果实蝇

成虫,推测柑橘果实受南亚果实蝇为害导致落果,但不适宜卵或幼虫的生长发育.

2 防治措施和效果

图2 扇形诱蝇球诱粘桔小实蝇

  10月上中旬,四川、重庆、湖北等地农业

部门在虫情发生后,迅速开展田间调查和虫情

监测,及时发布虫情预警和防治技术方案,采

用悬挂诱蝇球、实蝇粘胶板、物理诱粘剂和化

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来监测虫情,控制为

害.较早发现桔小实蝇为害的四川省自贡市富

顺县懋丰园农业有限责任公司34hm2“爱媛”

种植基地,发现桔小实蝇为害后,9月20日悬

挂黄色多功能诱蝇球[6](Q/HBJF04-2020,湖

北桔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和扇形诱蝇球[7]

(Q/HBJF04-2021,湖北桔丰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10000个,10月初成虫高峰期全园喷施噻

虫嗪、高效氯氟氰菊酯,有效控制桔小实蝇为

害.四川省武胜县农业农村局于10月2日召

开紧急会议,发布防治技术方案,下发冠状诱

蝇球10万个,用于监测、防控南亚果实蝇.田

间虫量高、为害严重的柑橘园在安全间隔期内采用化学防控措施控制为害.对于田间虫量高且

为害严重的柑橘园,在安全间隔期内采用了化学防控措施来控制为害.通过上述措施,10月中

旬武胜县柑橘产区基本控制住果实蝇为害.

3 果实蝇防治工作建议

近年来,长江流域果实蝇为害逐年加重,特别是2023年桔小实蝇普遍发生并严重危害柑

橘,部分地区出现南亚果实蝇危害柑橘的新动态.由于桔小实蝇容易暴发,为害重,为害初期

不易发现,世代重叠严重,加上农业部门和农户对桔小实蝇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措施不了解,导

致部分地区防治不及时,防治措施不当,损失严重.为有效控制长江流域果实蝇的为害,降低

对柑橘等作物的损害,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防治工作.

1)做好虫情监测.诱蝇球具有雌雄兼诱、持效期长、操作简便、效果直观、成本较低、农户

接受率高的特点,应在8月初即进行田间虫情监测,对秋季成熟期的果园采用黄色诱蝇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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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农业部门同时要对本地柑橘受害情况进行监测分析,确定果实蝇种类和发生期,部分地

区南亚果实蝇危害柑橘的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开展专题研究,分析其发生条件和发展趋势,为

虫情预报提供依据.

2)做好防治示范.由于桔小实蝇和南亚果实蝇在瓜果成熟期为害,为害时间长,世代重叠

严重,而且迫近采摘期,因此建议重点示范、推广物理防治措施,协同应用物理和化学防治措

施,同时注意安全间隔期,针对不同成熟期的柑橘种类和果实蝇种类开展试验示范,总结推广

适合本地实际、高效、安全的绿色防控方案.

3)做好联防联控.桔小实蝇、南亚果实蝇和柑橘大实蝇一样,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环境适

应能力和飞行能力,需要多种防控措施连用,联防联控,防治对象全覆盖才能保证防治效果.
因此,建议加强对果实蝇的统一联防工作,提高整体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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