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韭菜迟眼蕈蚊 (Bradysia odoriphaga Yang et
Zhang)属双翅目(Diptera)，眼蕈蚊科(Sciaridae)，俗

名韭蛆，是我国特有的害虫种类，国外至今尚无相

关报道。该虫是危害韭菜的主要害虫，也可危害

葱、蒜等作物，还可危害花卉、杂草等。在江西、北
京等地还危害食用菌[1- 2]。通常幼虫群集寄主根部

蛀食，常常造成韭菜缺苗断垄，轻则使菜叶发黄、
减产，重则整株死亡[3]。为了更好地防治韭菜迟眼

蕈蚊，为东北地区预测预报提供科学依据，对其发

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进行了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韭菜迟眼蕈蚊采自沈阳市苏家屯区大庄科村

韭菜地，用人工种植的韭菜饲养的种群。
1.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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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皿 (φ=16 cm) 中盛放含水量为 20%细

沙，接入韭菜迟眼蕈蚊的卵(产卵不超过 12 h)，平

均每皿接卵 50～60 粒，用人工种植的韭菜作为食

料，然后分别放入 10、15、20、25、30℃的光照培养

箱(L:D=14：10)中，定期喷水保湿，使相对湿度保

持在 50%～60%，3 次重复。
1.3 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及差异显著性检验。韭菜迟眼蕈蚊发育起点温

度和有效积温的计算采用直接最优法[4]。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温度下韭菜迟眼蕈蚊的发育历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试验温度范围内，韭菜迟

眼蕈蚊各阶段的发育历期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缩

短。相同温度下，幼虫期的发育历期最长。
2.2 韭菜迟眼蕈蚊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

从表 2 可以看出，韭菜迟眼蕈蚊发育的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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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 页) 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播种后至幼苗

期，危害种子和幼苗；二是子粒灌浆至成熟期，危害

高粱穗。在田块四周撒上拌有鼠药的毒谷防鼠，每 2
m放其毒谷 5～6 粒，随时防治，灭鼠效果很好。当化

学灭鼠效果不佳时，在高粱田四周安放电猫可有效

防治前期和后期的鼠害。安装电猫时要注意安全，以

防触电。一般在傍晚安放，第二天黎明撤离。电猫安

装后，要有人值班，发现老鼠触电后，用干燥木棍将

老鼠挑离电线，以免接地费电。一般情况下，一只电

猫一个晚上能电死几十只老鼠,防治效果很好。

3 南育材料的性状选择

3.1 生育期

高粱为短日照作物，在南方冬种后，由于短日

照的影响，生育期普遍缩短，尤其是从出苗到抽穗时

期缩短的天数多，而且早、中、晚熟品种之间的差异

也变小，总的表现是正相关，即在北方早熟的，到南

方也早熟；在北方晚熟的，到南方也晚熟。但是，由于

不同品种对光、温反应的敏感程度不同，其表现也不

完全一样，有的品种在北方早熟的到南方却变晚了；

在北方为晚熟的，到南方却变早了。因此，在生育期

的选择处理时，应根据亲本品种的表现来鉴别后代

的表现，尽量选中早熟、经济性状好的株系，过于晚

熟或太早熟的材料应少选或不选。根据多年观察，在

南育条件下，中国类型的高粱亲本，生育期均缩短；

而原产非洲、印度的高粱亲本生育期变化较小，多数

品种与北方的生育期相差不大。所以，制种时有些品

种应错期播种，以保证花期的相遇。
3.2 经济性状

高粱在南方冬种，一般表现单穗粒重明显下

降，每穗粒数显著减少，千粒重普遍增加，穗型也由

紧变散。因此，应根据北方表现，选择穗大、中紧穗、
每穗粒多的，粒更大的，小粒类型一定要淘汰。
3.3 株高

株高变化不太一致，一般中高秆品种在南方

的株高普遍变矮，两地株高呈正相关，但品种间株

高差异变小。矮秆品种株高在海南与北方相比，没

有明显下降趋势，甚至有些矮秆品种的株高比北

方有所增加，这给选拔增加了困难。所以对株高的

选拔应以北方为标准。
3.4 不育性和恢复性能的表现

在冬种条件下，不育材料在抽穗开花时期，由

于低温影响，往往造成雌花败育和雄花药不开裂，致

使不实率普遍提高。而恢复材料则一般表现恢复性

能下降，尤其在低温年表现更为明显，这样更有利于

恢复性能的选择。因此，在南方进行不育系和恢复系

培育时，必须充分注意育性和恢复性能在南北两地

的不同表现特点，以便进行准确有效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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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幼虫期的发育起点温度最低，但各阶段间差

异不大；有效积温幼虫期最高。

3 讨 论

温度是影响昆虫生长发育的主要因素，本文

采用 5 个温度梯度实验室内研究了韭菜迟眼蕈蚊

的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与瞿旭等 [5]、潘秀美

等 [6]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除试验条件差异

外，还可能与不同的地理种群有关，具体原因还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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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韭菜迟眼蕈蚊发育起点温度与有效积温

发育阶段 发育起点温度(℃) 有效积温(℃·d)
卵期 8.20 50.88

幼虫期 6.29 183.69
蛹期 7.39 48.80

表 1 不同温度下韭菜迟眼蕈蚊的发育历期

温度(℃) 卵期(d) 幼虫期(d) 蛹期(d)
30 1.83±0.17d 8.90±0.18c 2.50±0.50c
25 2.50±0.29d 9.40±0.08c 3.00±0.00c
20 5.50±0.29c 10.93± 0.05c 3.50±0.50c
15 11.45±0.58b 29.58±0.22b 5.33±2.75b
10 16.67±1.86a 33.47±0.23a 19.33±1.53a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差，同列英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

著(5%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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