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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察总结了美洲斑潜蝇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为害特点，传播途径，提出了农业防治、物理防
治、药剂防治等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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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果又名长寿果、凤果、艳果，属茄科蔬

菜、水果兼观赏型一年生草本植物，2006年玉门

市引种成功。清泉乡是玉门市人参果主产区，地

处 312国道、高速公路沿线，交通便利。位于玉

门市沿山冷凉生态区，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土

壤富含硒、钼、钙、铁、锌、硼等各种微量元素，
果品甘甜爽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倍受消费

者青睐。2008年，玉门市注册了“祁连清泉”人参

果商标，2010年“祁连清泉”人参果获第八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多年来，玉门市重点扶

持发展人参果产业，在清泉乡建成了千亩日光温

室人参果生产基地，面积达 75.5 hm2，占全市人参

果种植面积的 87%，年产优质鲜果 5 600 t，平均

年纯收入 76.8万元 /hm2，现已成为玉门市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优势特色支柱产业之一。美

洲斑潜蝇（Liriomyza sativae Blanchard）属双翅目潜
蝇科潜蝇亚科斑举蝇属，是为害人参果的重要害

虫之一，发生普遍率达 70%～80%。幼虫潜食叶

肉后，轻者造成叶片点片失绿，影响植株光合作

用；重者整个叶片干枯导致落叶，影响产量和品

kg/hm2作基肥，浅耕整地。6月底幼苗 4～5片真
叶时浇透水，起苗定植。选傍晚或阴天在玉米宽
行内单株定植，行距 0.24 cm，株距 0.20～0.25
cm，种植 4行，定植密度 10.5万～12.0万株。大
小苗分开定植，对病苗、弱苗要淘汰，随起苗随
栽植。栽植深度以原苗入土深度为准，不要埋住
心叶，以免影响发育和生长；同时不能露根，栽
浅了缓苗慢。栽后立即灌水，使幼苗根系与土壤
紧密结合，防止幼苗根系架空吊死。
5.4 田间管理

定植成活后，中耕蹲苗 10～15 d，20 d后进
入生长期，结合灌水追施硝酸铵 300 kg/hm2。8月
中上旬玉米处于灌浆期，芹菜进入旺盛期，结合
灌水追施硝酸铵 225 kg/hm2、钾宝 60 kg/hm2。
5.5 病虫害防治

芹菜的病害主要是因缺乏硼、钙、钾而引起
的一些生理病害，症状有下部劈裂、横裂、株裂
或烂心等，芹菜生长旺盛期用 3 g/kg的硝酸钙溶
液加 2 g/kg的硼砂和 5 g/kg磷酸二氢钾溶液混合叶

面喷雾 2～3次。虫害主要有蚜虫和白粉虱。蚜虫
用 5%吡虫啉乳油 2 000倍液喷雾防治，白粉虱用
25%噻唑酮可湿性粉剂 2 000倍液喷雾防治。
5.6 收获

在 10月上旬早霜来临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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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1 - 5］。因长期单一使用化学农药防治，致使该虫

耐药性提高，难以取得理想的控制效果。为了有

效防治美洲斑潜蝇，提高植株的健康水平，我们

经过多年对该虫的生活习性、为害特点、传播途

径的田间观察和研究，初步摸清了其发生规律与

综合防治措施，现总结如下。

1 形态特征
成虫体形较小，翅长 1.4～1.6 mm，体长

1.2～2.4 mm，浅灰黑色，额鲜黄色，胸背板亮黑

色，体腹面及头部黄色，眼后眶黑色。足基节和

腿节鲜黄色，胫节和跗节色较暗，前足为黄褐色，

后足为黑褐色。卵椭圆形，长径为 0.22～0.29

mm，短径为 0.11～0.16 mm，乳白色，半透明。幼

虫蛆状，长 2.8～3.0 mm，初孵化色浅，渐变淡黄

绿色，后期橙黄色，后气门突呈近圆锥状突起，

顶端三分叉，各具 1 个开口，两端突起呈长形，

幼虫共 3龄。蛹椭圆形，长 1.2～2.4 mm，围蛹，

腹面稍扁平，橙黄色，后气门突与幼虫相同。
2 生活习性

美洲斑潜蝇适应性强，繁殖能力也很强，世代

历期短，各虫态发育不整齐，世代重叠严重。每个
世代夏季 20～28 d，冬季 45～56 d。在日光温室人

参果上周年发生，无越冬现象。1 a可发生 8～10

代，具有暴发性。1 a中有 2个发生高峰，分别为 6

月下旬至 8月上旬、9月中旬至 10月上旬。成虫有
飞翔能力，但较弱，对黄色具有特殊趋性。每年 2

月下旬至 3月上旬温室温度稳定在 16℃左右时，

人参果植株叶片上可出现美洲斑潜蝇被害状。雌成

虫用尾针即产卵器刺伤叶片和叶肉吸食汁液，雄成

虫跟随雌成虫，吸取雌成虫刺出孔残余汁液。雌成

虫喜欢在叶片中、上部产卵，卵产在剌孔下，每孔

1粒，乳白色。卵经 4～6 d孵化为幼虫，幼虫期

6～9 d。幼虫分 3龄，初孵幼虫淡绿透明，孵化后

就蛀食作物，此后体色渐成鲜黄或浅绿。幼虫老熟

后，由潜道内顶端或近顶端约 0.9～1.1 mm处咬破

上表皮，爬出潜道外，在叶片正面化蛹，蛹经 8～

12 d羽化为成虫。快要羽化时蛹的体色变得暗淡，

并可见红褐色眼点，蛹多在9：00时至11：00时羽化，

成虫从顶破蛹皮到展翅完毕约需 26～35 min。只要

温室内温、湿度适宜，蛹能很快羽化为成虫并开始

产卵繁殖下一代。温室温度达到 14～16℃时，此

虫便开始为害。

3 为害特点
成虫和幼虫均可在人参果叶片正面造成为害，

以幼虫为害为主。雌成虫以尾针即产卵器刺伤叶

片和叶肉吸食汁液，在叶面上形成针尖大小的近

圆形凹陷的刺伤“孔”，初期呈浅绿色，以后逐渐

变白，肉眼可见黄色斑点。卵多产在完全展开的

中上部叶片正面。幼虫在叶片正面、叶柄表皮下

蛀食叶肉组织，一般 1虫 1道，1头老熟幼虫 1 d

可潜食 2.5～3.3 cm 左右。多从主脉基部开始为

害，形成先细后宽，终端明显变宽（2.0～2.5 mm）

的蛇形弯曲或蛇形盘绕白色潜道，虫道沿叶脉伸

展，但不受叶脉限制，可若干虫道连成一片形成

带湿黑和干褐区域的蛇形取食斑块区，后期变枯

黄，其内有交替排列整齐的黑色虫粪。受害重的

叶片表面布满白色的蛇形潜道及刻点，失去光合

作用能力，干枯脱落，影响植物生长发育，从而

造成减产。

4 传播途径
美洲斑潜蝇在玉门市日光温室人参果上主要

有 3种传播途径。一是人为传播。人参果种植农
户发现美洲斑潜蝇为害严重的带卵和幼虫的叶片

就随手采下，随意丢弃在温室，或带到温室外面

随处扔掉，害虫羽化后在丢弃地找到寄主植物进
行繁殖为害传播；二是迁飞传播。由于美洲斑潜

蝇食性杂，成虫羽化后，在温室随处飞行为害，

产卵繁殖，扩大种群数量。也可从放风口飞出温

室外，为害露地作物，然后再从放风口飞入温室
繁殖为害人参果。三是随种苗调动传播。玉门市

大部分人参果种苗都是从武威等地远距离调进，

在选择插条和育苗繁殖过程中若不注意携带虫叶，

虫源就会随种苗传入蔓延为害。

5 防治措施
5.1 农业防治

一是清洁田园。人参果拉秧后彻底清除残株

落叶、深埋或烧毁，消灭虫源。二是摘除虫叶减

少虫源。在人参果生长期将美洲斑潜蝇为害严重

的带虫、卵、蛹的叶片和下部虫道较多且功能丧

失的老叶片尽可能及时摘除，用塑料袋或桶集中

到一起带出温室外妥善处理。三是安装防虫网。

在日光温室放风口和入口处选用 20～25目（每平

方英寸面积内的孔数）、丝径 0.18 mm、幅宽 12～

36 m，白色、黑色或银灰色的防虫网，可有效地

防止该虫传入传出造成传播为害。

5.2 物理防治

人参果定植缓苗后，在温室内（跨度 7 m、长

度 70 m）悬挂 20 cm×30 cm 的黄色粘板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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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白银市立足本地优势，大力

发展设施蔬菜产业，在稳步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

将日光温室提质增效、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工作重

点，经过多年的试验与摸索，总结出了日光温室秋

冬黄瓜套早春西瓜套豇豆高效栽培技术，黄瓜产量

107 544.0 kg/hm2，产值 457 671.0元 /hm2；西瓜产

量 29 941.5 kg/hm2，产值 104 797.5元 /hm2；豇豆产

量 48 472.5 kg/hm2，产值 112 972.5元 /hm2。全年总

产值 675 441.0元 /hm2，纯收入 594 426.0元 /hm2。

有效的利用了该地区的气候特点并结合当地农民

的种植习惯，经济效益较高，促进了甘肃白银地
区的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 茬口安排
黄瓜 8月中旬育苗，9月中旬至下旬定植，10

月下旬始收，翌年 3月中旬拉秧。西瓜 1月下旬

在日光温室育苗，2月下旬与黄瓜套栽，5月初采
收，5月中旬拉秧。4月上旬西瓜坐稳后垄侧直接

点播豇豆，6月初采收［ 1］。

2 品种选择
黄瓜选用抗病、抗寒、耐低温、寡日照、品质

佳的密刺型品种，如津优系列和天津德瑞特种业有

限公司的博美系列；砧木选用黄籽南瓜火凤凰。西

瓜选用抗病性强、早熟、适口性好的品种，如美丽、
京欣 2号等。豇豆选用抗病高产的中早熟品种，如

摘要：从茬口安排，品种选择，温室选择，整地施肥，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适时采收等方面介绍了日光
温室秋冬黄瓜套早春西瓜套豇豆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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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涂上黄油、机油诱杀成虫，减少产卵，降低
虫口密度。每 7 d清洗换油 1次。悬挂高度为离植

株顶部 10～15 cm，随着植株的生长不断调整黄板

的高度，保证诱虫效果。

5.3 化学防治

掌握好用药时间。幼虫防治应掌握在卵孵化

盛期、初龄幼虫高峰期幼虫刚潜入虫道、幼虫 2

龄前（虫道很小时），选用 70%灭蝇胺可湿性粉剂
2 000 倍液、 25%斑潜净乳油 1 500 倍液，在

8：00～10：00时或16：00～18：00时，从作物顶部向

下均匀喷药，尽量将每片叶子的正面喷上药液，

几种药液要交替使用，防止抗药性激增而使药效

降低，每隔 10 d喷 1次，连喷 2～3次。成虫防治

应掌握在8：00～10：00时露水未干前喷洒上述药

剂，每隔 8～10 d喷 1次，连喷 2～3次，效果显

著。选用 30%斑潜蝇烟剂熏杀时应在晚上天黑前

进行，关闭通风口，点燃烟剂，次日早上天亮后
打开通风口及时通风后方可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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