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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冬种豇豆发生为害的
斑潜蝇及其寄生蜂种类

王仁俊，蔡笃程，李加慧
( 海南大学 热带农林学院，海口 570228)

摘 要: 斑潜蝇类是海南岛豇豆 Vigna sesquipedalis 的常见害虫，寄生蜂是其重要的自然天敌。为更好地保

护利用天敌资源，充分发挥其在斑潜蝇绿色防控中的效能，笔者对海南省海口、琼海、儋州和三亚 4 个市县为

害冬种豇豆的斑潜蝇及其寄生蜂的种类、寄生情况进行了田间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为害海南岛冬种豇豆的

斑潜蝇为三叶斑潜蝇 Liriomyza trifolii ( Burgess) 和美洲斑潜蝇 L． sativae Blanchard，两者的相对丰盛度分别

为 79． 5%和 20． 5% ; 两种斑潜蝇混合发生，优势种群则因地而异: 在海口和三亚是三叶斑潜蝇，在琼海和儋

州则为美洲斑潜蝇; 两种斑潜蝇的寄生蜂有 5 种，其中属茧蜂科的有甘蓝潜蝇茧蜂 Opius dimidiatus ( Ash-
mead) ，属姬小蜂科的有底比斯釉姬小蜂 Chrysocharis pentheus ( Walker) 、异角亨姬小蜂 Hemiptarsenus varicor-
nis ( Girault) 、芙新姬小蜂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 Westwood) 和点腹青背姬小蜂 N． punctiventris ( Crawford) ，

甘蓝潜蝇茧蜂和异角亨姬小蜂的相对丰盛度分别为 51． 8% 和 29． 2%，是其中的优势种; 寄生蜂对斑潜蝇的

寄生率也因地而异，从高到低依次为: 琼海 51． 4%、三亚 45． 4%、儋州 17． 0%、海口 10． 5%。海南岛冬种豇豆

上斑潜蝇寄生蜂种类资源丰富、自然寄生率高，对寄生蜂应加以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其控制斑潜蝇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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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 Vigna sesquipedalis 是海南岛冬季瓜菜的重要种类之一，在海南省北运蔬菜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1］，但在其生长过程中常遭受斑潜蝇类害虫的严重为害。斑潜蝇寄主范围广、繁殖力强、为害场所隐蔽

和易于产生抗药性，对其使用杀虫剂难以达到持续控制的目的，且杀虫剂同时大量杀死天敌，至使斑潜蝇

的为害愈加猖獗［2］。寄生蜂是斑潜蝇的重要自然天敌，对寄生蜂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其控害效能是斑潜

蝇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3］。海南岛自 1993 年首次发现美洲斑潜蝇 Liriomyza sativae Blanchard 以来，有关

斑潜蝇的发生为害及其寄生蜂种类资源已有报道，但在 2006 年三叶斑潜蝇 L． trifolii ( Burgess) 传入之后

鲜有针对豇豆生产中斑潜蝇及其寄生蜂的相关报道［4 － 7］。因此，笔者分别在海南省海口、琼海、儋州和三

亚 4 个市县对为害冬种豇豆的斑潜蝇及其寄生峰的种类、寄生情况进行了田间调查，旨在明确冬种豇豆

上斑潜蝇的发生为害及其寄生蜂的种类资源，以更好地保护利用斑潜蝇的天敌资源，充分发挥其在冬季

瓜菜生产中对斑潜蝇的绿色防控效能。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取样 在 2014 － 09—2015 － 05 期间，分别在海南省海口、琼海、儋州和三亚等 4 个市县采集带



有斑潜蝇幼虫潜道的豇豆叶片，每处 150 片，带回实验室后置于养虫笼内，收集羽化的斑潜蝇和寄生蜂并

保存于 75%酒精中供鉴定。
1． 2 种类鉴定 在体视显微镜( Olympus SZX16) 下依据形态特征鉴定斑潜蝇及其寄生蜂种类，鉴定依据

见文献［8 － 11］。
1． 3 寄生蜂田间寄生率的计算 斑潜蝇寄生蜂的田间寄生率按下式计算［12 － 13］: 寄生率 =［寄生蜂数量 /
( 斑潜蝇数量 + 寄生蜂数量) ］× 100%。调查数据采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 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冬种豇豆上斑潜蝇的种类组成 从图 1 可见，自采集到的带有斑潜蝇幼虫潜道的豇豆叶片中羽化

出的斑潜蝇种类为三叶斑潜蝇和美洲斑潜蝇，两者的相对丰盛度分别为 79． 5%和 20． 5%。三叶斑潜蝇是

海口和三亚地区的优势种群，在海口和三亚的相对丰盛度分别为 93． 9% 和 92． 2% ; 美洲斑潜蝇是琼海和

儋州地区的优势种群，在琼海和儋州的相对丰盛度分别为 92． 1%和 86． 0%。三亚和海口的斑潜蝇发生比

琼海和儋州的严重。

海口 HK 琼海 QH 儋州 DZ 三亚 SY
调查地 Locality

丰
盛
度

Ab
un

da
nc
e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相
对
丰
盛
度

Re
la
tiv

e
ab
un

da
nc
e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

海口 HK 琼海 QH 儋州 DZ 三亚 SY
调查地 Locality

美洲艇潜蝇 L sativae
三叶艇潜蝇 L trifolii

图 1 海南岛 4 个调查地冬种豇豆上斑潜蝇的丰盛度（左）和相对丰盛度（右）

Fig. 1 Abundance (Left) and relative abundance (Right) of two Lriomyza species in
the cowpea planted in winter at 4 sampling sites in Hainan Island

2． 2 冬种豇豆上的斑潜蝇寄生蜂种类组成及寄生率 从采集到的带有斑潜蝇幼虫潜道的豇豆叶片中羽

化出的寄生蜂种类有下列 5 种:

茧蜂科 Braconidae:

( 1) 甘蓝潜蝇茧蜂 Opius dimidiatus( Ashmead) ;

姬小蜂科 Eulophidae:

( 2) 底比斯釉姬小蜂 Chrysocharis pentheus ( Walker) ;

( 3) 异角亨姬小蜂 Hemiptarsenus varicornis ( Girault) ;

( 4) 芙新姬小蜂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 Westwood) ;

( 5) 点腹青背姬小蜂 N． punctiventris ( Crawford) 。

从表 1 可见，甘蓝潜蝇茧蜂和异角亨姬小蜂的相对丰盛度分别为 51． 8% 和 29． 2%，是斑潜蝇寄生蜂

的优势种; 所采集到的寄生蜂主要来自三亚( 74． 5% ) 和琼海( 15． 9% ) 两地; 4 个调查地区斑潜蝇寄生蜂

的平均寄生率( 加权) 为 36． 2%，其中三亚和琼海的寄生率远高于海口和儋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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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南岛 4 个调查地区冬种豇豆上斑潜蝇寄生蜂的丰盛度和寄生率

Tab． 1 Abundance and parasitism rate of the leafminer associated parasitoids in the cowpea planted in winter

at the 4 sampling sites in Hainan Island

寄生蜂 Parasitoids

调查地 Locality

海口

Haikou

琼海

Qionghai

儋州

Danzhou

三亚

Sanya

小计( 相对丰盛度)

Total ( Ｒelative

abundance)

茧蜂科 Braconidae

甘蓝潜蝇茧蜂 Opius dimidiatus ( Ashmead) 2 60 9 278 349( 51． 8)

姬小蜂科 Eulophidae

底比斯釉姬小蜂 Chrysocharis pentheus( Walker) 11 3 0 1 15( 2． 2)

异角亨姬小蜂 Hemiptarsenus varicornis ( Girault) 5 7 4 181 197( 29． 2)

芙新姬小蜂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 Westwood) 22 27 5 35 89( 13． 2)

点腹青背姬小蜂 N． punctiventris ( Crawford) 6 10 1 7 24( 3． 6)

小计 Total 46 107 19 502

寄生率 Parasitism rate /% 10． 5 51． 4 17． 0 45． 4

3 讨 论

海南岛 4 个调查地区为害冬种豇豆的斑潜蝇种类有三叶斑潜蝇和美洲斑潜蝇 2 种，其中三叶斑潜蝇

是海口和三亚的优势种群，美洲斑潜蝇是琼海和儋州的优势种群。美洲斑潜蝇自入侵海南岛 2 年期间，

已对全省 19 个市、县的各类瓜菜造成了严重为害; 三叶斑潜蝇入侵的次年( 2007 年) ，田间豇豆 Vigna un-
guiculata 曾出现美洲斑潜蝇和三叶斑潜蝇种群并存的竞争局面，但在 2011 年后三叶斑潜蝇取代美洲斑潜

蝇成为了优势种群，同时由于对防治斑潜蝇常用阿维菌素和灭蝇胺类杀虫剂的敏感性低，三叶斑潜蝇三

亚种群相对于海口、琼海等地的有较高种群比例［5，7，14 － 15］。笔者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叶斑潜蝇在海口的种

群比例( 即相对丰盛度) 最高，这是否因种群抗药性水平已发生变化导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番茄斑

潜蝇 L． bryoniae ( Kaltenbach) 和南美斑潜蝇 L． huidobrensis ( Blanchard) ［5，14］在本次调查中均未发现。

三叶斑潜蝇入侵之前的同类报道中甘蓝潜蝇茧蜂仅发现在茄类蔬菜上的斑潜蝇上寄生且比例很小

( 3． 2% ) 、在豆类蔬菜带有斑潜蝇幼虫潜道的叶片中未采集到，豆类蔬菜斑潜蝇寄生蜂的优势种底比斯釉

姬小蜂( 占 74． 0% ) 在本次调查中仅占较小的比例; 另外，黄潜蝇釉姬小蜂 Chrysocharis oscinidis Ashmead

曾发现在豆类蔬菜斑潜蝇上寄生( 占 2． 5% ) ［6］，而在本次调查中未发现。
4 个取样地区在调查期间的温度在 21． 5 ～ 28． 3 ℃，平均 24． 9 ℃，对甘蓝潜蝇茧蜂和底比斯釉姬小蜂

均为最适生长发育和繁殖温度，虽然这两种寄生蜂在此温度条件下的生命周期( 约 12． 9 和 13． 0 d) 接近，但

其产卵量( 约 88． 1 和 35． 3 粒 /雌) 却有较大的差别，甘蓝潜蝇茧蜂成为寄生蜂优势种，可能与其和底比斯釉

姬小蜂在调查期间的温度条件下相比有更高的生殖力有关; 三亚和琼海分别地处海南岛的南部和东部，冬季

平均气温( 分别为 22． 9 和 20． 0 ℃ ) 高于地处北部的海口和西部的儋州( 分别为 19． 1 和 19． 2 ℃ ) ，在低于

20 ℃的低适温区内寄生蜂的生长发育速率减缓、生命周期延长，这可能是造成海口和儋州冬种豇豆上斑

潜蝇寄生蜂数量少、寄生率低于三亚和琼海的重要原因［16 － 21］。

常规管理的冬种豇豆田中斑潜蝇被寄生率仍达 36． 2%，这足可见斑潜蝇寄生蜂具有较高的控害效

能。由于斑潜蝇寄生蜂为幼虫期和幼虫—蛹期寄生蜂，多选择斑潜蝇成熟幼虫产卵寄生，在作物生长前

期寄生率低而在作物生长中后期寄生率才逐渐升高［22 － 23］。若不在斑潜蝇为害初期施药防治，作物受害

程度常较高，为此菜农为防止作物受害加重常选择施用杀虫剂，这势必大量杀死寄生蜂。因此，使用杀虫

剂防治斑潜蝇除了选择高效低毒、对天敌杀伤力低的农药种类外，还应在其成虫和低龄幼虫高峰期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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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幼虫 3 龄时施药［24］。清洁田园时豇豆的残株落叶宜先放置一段时间、待寄生蜂羽化后再加以处理。

海南岛实行“双季稻 － 冬瓜菜”的种植模式［25］，水稻和瓜菜均为短期作物，随着水稻和瓜菜周期性的

种植和收获，农田中的节肢动物群落也随之呈现周期性的重建、发展和瓦解 3 个阶段［26］，田埂和附近的杂

草地等非农田生境是农田害虫自然天敌的避难所和种库，提高这些非农田生境植被的多样性是保护与利

用天敌资源和增强天敌控害效能的行之有效的措施［27 － 28］。为此，应在海南岛水稻和瓜菜等短期作物的

生产中大力提倡保护非农田生境植被的多样性。
致谢: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许再福博士帮助鉴定寄生蜂标本，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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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of Liriomyza Leafminers and Their Associated Parasitoids
in the Cowpea Planted in Winter in Hainan Island

WANG Ｒenjun，CAI Ducheng，LI Jiahui
( Colleg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China)

Abstract: Liriomyza leafminers are common pests infesting cowpea Vigna sesquipedalis in Hainan Island，and
their associated parasitoids are important natural enemies． For further con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natural
enemies for the control of leafminers，field surveys of the associated parasitoids and parasitism as well as the leaf-
miners were conducted in the field of cowpea planted in winter in Haikou，Qionghai，Danzhou and Sanya，Hain-
an Province． Two species of leafminers and five species of their parasitoid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urveys．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the two species of leafminers，Liromyza trifolii ( Burgess) and L． sativae Blanchard，were
79． 5% and 20． 5%，respectively． Both L． trifolii and L． sativae were found at the four sampling sites，while L．
trifolii was dominant in Haikou and Sanya，and L． sativave dominant in Qionghai and Danzhou． Of the five spe-
cies of their parasitoids，Opius dimidiatus ( Ashmead) belongs to the family of Braconidae，while Chrysocharis
pentheus ( Walker) ，Hemiptarsenus varicornis ( Girault) ，Neochrysocharis formosa ( Westwood ) and N． punc-
tiventris ( Crawford) to the family of Eulophidae． O． dimidiatus and H． varicornis were relatively abundant with
their high relative abundances being up to 51． 8% and 29． 2%，respectively． The parasitoids had different per-
centages of parasitism over the leaminers from site to site in a descending order: 51． 4% in Qionghai，45． 4% in
Sanya，17． 0% in Danzhou and 10． 5% in Haikou． They had a high diversity and parasitism percentage，and
should，hence，be well conserved and utilized to control the two species of leafminers infesting cowpea planted in
winter in the Island．
Keywords: Hainan Island; cowpea planted in winter; Liriomyza leafminer; parasit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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