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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筛选出对南瓜实蝇（Bactrocera tau）成虫具有引诱活性的挥发物质，采用 Y型嗅觉仪测定南瓜实蝇成虫对

(E)-3-壬烯-1-醇、正十六烷、十八烯和顺-3-己烯-1-醇 4种寄主挥发物的嗅觉行为反应。结果表明，4种寄主挥发物对

南瓜实蝇成虫都具有诱集效果，(E)-3-壬烯-1-醇对南瓜实蝇雌雄成虫的最高引诱率分别是 78.76%和 82.82%，正十六烷

对南瓜实蝇雌雄成虫的最高引诱率分别是 84.52%和 86.84%，十八烯对南瓜实蝇雌雄成虫的最高引诱率分别是 84.46%和

81.89%，顺-3-己烯-1-醇对南瓜实蝇雌雄成虫的最高引诱率是 84.52%和 86.84%。说明 (E)-3-壬烯-1-醇、正十六烷、十

八烯和顺-3-己烯-1-醇可以作为南瓜实蝇成虫植物源引诱剂的成分。

关键词：南瓜实蝇；寄主植物挥发物；引诱率

中图分类号：S4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23）02-0104-06

Olfactory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Bactrocera tau（Walker） Addicting to 4
Kinds of Host Vola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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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creen out the volatiles with attractive activity to adults of Bactrocera tau (Walker). The olfac⁃
tory responses of adult Bactrocera tau (Walker) to four host volatiles (heptadecane, n-hexadecane, octadecene and
cis-3-hexene-1-ol) were measured by y-olfactome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host volatiles had trapping
effect on the adult of Bactrocera tau (Walker). The highest attractive rates of heptadecane on Bactrocera tau
(Walker) adult males were 78.76% and 82.82%. The highest attractive rates of n-hexadecane to Bactrocera tau
(Walker) male and female adults were 84.52% and 86.84%, and the highest attractive rates of octadecene to Bactroc⁃
era tau (Walker) female and male adults were 84.46% and 81.89%. The highest attracting rates of cis-3-hexen-1-
ol to Bactrocera tau (Walker) male and female adults were 84.52% and 86.84%. The results show that heptadecane,
n-hexadecane, octadecene, and cis-3-hexen-1-ol can be used as ingredients of Bactrocera tau (Walker) adult
plant attrac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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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实蝇（Bactrocera tau）又称南亚果实蝇，属

双翅目实蝇科，以幼虫为害葫芦科果蔬为主 [1]。

害虫防治目前主要采用化学防治，采用植物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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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2]、病原微生物 [3]、天敌昆虫 [4]和植物挥发物等也

是未来防治害虫的手段之一。目前对实蝇类防治

主要是以化学防治为主，采用生物防治相对较

少，袁盛勇等 [5]利用球孢白僵菌对南瓜实蝇进行

防治，刘丽红等 [6]发现南瓜上诱集到的南瓜实蝇

数量最多，其次是黄瓜，丝瓜和苦瓜上诱集的虫

量几乎相同。植物挥发性物质对昆虫选择寄主取

食和产卵等行为有重要影响，利用寄主植物的挥

发性物质对害虫进行绿色防控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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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南瓜实蝇的防控方面，寄主挥发性物质

引诱作用研究还相对较少。李瑜 [7]采用气-质联

用法鉴定出新鲜黄瓜和南瓜汁的挥发性香味物质

中均含有顺-3-己烯-1-醇，李艳艳等 [8]报道十八

烯和正十六烷是黄瓜中含量较多的挥发性物质。

梁帆等 [9]研究发现农田或菜园地种植的南瓜和丝

瓜等瓜类果实，对南瓜实蝇有强烈的吸引力；

Hasyim等 [10]发现香薷毛竹的提取物樟脑对南瓜实

蝇的引诱效果较好。王璐丰等 [11]发现水稻植株中

的正十六烷对白背飞虱（Sogatella furcifera）有一定

吸引作用。郭晓春等 [12]发现将顺-3-己烯-1-醇、

芳香醇和壬醛等五种挥发物按一定比例混配后对

刺股沟臀肖叶甲（Colaspoides opaca）有明显引诱作

用。吴健等 [13]对 8种寄主植物挥发物对桔小实蝇

（Bactrocera dorsalis）的引诱作用进行研究，李磊

等 [14]研究了不同果香香精对瓜实蝇（Bactrocera cu⁃
curbitae）的诱集作用；马艳粉等 [15]研究了糖酒醋液

不同配比对火龙果园桔小实蝇（Bactrocera dorsa⁃
lis）的诱集作用；张淑颖等 [16]利用 Y型嗅觉仪测定

香蕉果肉，对性成熟的桔小实蝇（Bactrocera dorsa⁃
lis）雌雄成虫均表现出显著引诱效果。申建梅

等 [17]研究发现葡萄柚成熟果实气味挥发物柠檬烯

和月桂烯等对桔小实蝇雌虫有明显的引诱作用。

王平等 [18]研究发现人为损伤果对南瓜实蝇更有引

诱力，这可能与其果实挥发的化学物质有关，表

明寄主种类和所含的挥发性物质对南瓜实蝇产卵

选择性上有很大作用。

本研究利用 Y型嗅觉仪研究瓜类 4种寄主挥

发性物质对南瓜实蝇成虫的引诱作用进行研究，

为开发利用植物源引诱剂诱杀南瓜实蝇的可行性

提供重要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昆虫：南瓜实蝇幼虫采自云南省蒙自市

蔬菜地腐烂南瓜内，带回实验室人工饲养建立南

瓜实蝇室内种群。

供试试剂：(E)-3-壬烯-1-醇（AR级，上海麦

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正十六烷（AR级，上海

瀚思化工有限公司）、十八烯（AR级，安徽酷尔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顺-3-己烯-1-醇（AR级，安徽

酷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无水乙醇（AR级，上海

展云化工有限公司）、三氯甲烷（AR级，成都市科

龙化工试剂厂）。

1.2 试验方法

用三氯甲烷将供试试剂分别稀释 4个处理浓

度（表 1）。引诱测试参照张淑颖等 [16]的方法，采

用 Y型嗅觉仪测定挥发物对南瓜实蝇成虫的引诱

作用。试验前挑出 5、10、15日龄的南瓜实蝇雌雄

成虫备用，在两个味源瓶的底端分别放入一块滤

纸片（面积为 1 cm2），将配好的挥发物用移液枪吸

取 15 μL滴到一个味源瓶里的滤纸上作为实验组

气味源，另一个味源瓶滴入等体积的溶剂三氯甲

烷作为对照。真空泵流速调为 1 L/min。
表 1 试剂处理浓度 mg/mL

化学试剂

(E)-3-壬烯-1-醇
正十六烷

十八烯

顺-3-己烯-1-醇

浓度

151.0
190.0
259.0
212.0

浓度

340.0
380.0
518.0
424.0

浓度

530.0
570.0
677.0
636.0

浓度

757.0
760.0
836.0
848.0

每种供试试剂设4个处理浓度，每个处理3次重

复，每个重复用相同日龄雌雄成虫各 30头，每个重

复共 60头虫。试验时每头虫观察 3 min，如果成虫 1
min内进人Y型管一侧超过管壁长度的三分之一，

持续1 min以上定为该侧的气味对它有引诱作用，若

在 2 min内未进入任何一壁，记为不选择，观察并记

录南瓜实蝇成虫的选择情况。每次试验后用清水洗

涤Y型管内壁，然后将内管壁擦干，每个处理结束后

用95%乙醇清洗Y型管内壁。

1.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计算

其引诱率。

引诱率（%）=（处理组虫数/测试总虫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南瓜实蝇成虫对(E)-3-壬烯-1-醇的嗅觉行

为反应

2.1.1 5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 (E)-3-壬烯-1-醇

的嗅觉行为反应

由表 2可知，(E)-3-壬烯-1-醇对 5日龄南瓜

实蝇雌雄成虫均具有引诱作用，浓度为 757.0
mg/mL时对雌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71.54%，浓度为

151.0 mg/mL时最低，为 33.68%。757.0 mg/mL与其

他 3个浓度的引诱率存在显著性差异。浓度为

757.0 mg/mL时，对南瓜实蝇雄虫的引诱率最高，

为 74.68%，浓度为 151.0 mg/mL时的引诱率最低，

为 39.84%。随浓度增加，对雌雄成虫的引诱率增

加，在相同浓度下对雄虫引诱效果均高于雌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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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E)-3-壬烯-1-醇的嗅觉

行为反应

浓度(mg/mL)
151.0
340.0
530.0
757.0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引诱率(%)
雌虫

33.68±2.36a
42.62±3.52a
55.86±3.64b
71.54±4.52c

雄虫

39.84±3.47a
45.54±2.64a
61.82±3.47b
74.68±2.46c

2.1.2 10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 (E)-3-壬烯-1-醇

的嗅觉行为反应

(E)-3-壬烯-1-醇在浓度为 757.0 mg/mL时对

10 日龄南瓜实蝇雌虫引诱率最高，为 74.56%，
151.0 mg/mL时对雌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34.66%。
757.0 mg/mL与其他 3个浓度的引诱率存在显著性

差异。当浓度为 757.0 mg/mL时，(E)-3-壬烯-1-醇
对南瓜实蝇雄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80.46%，浓度为

151.0 mg/mL时引诱率最低，42.48%。随浓度增加，

对雌雄成虫的引诱率逐渐增加，在相同浓度下对雄

虫的引诱效果均高于雌虫（表3）。
表 3 10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E)-3-壬烯-1-醇的嗅觉

行为反应

浓度(mg/mL)
151.0
340.0
530.0
757.0

引诱率(%)
雌虫

34.66±2.52a
52.86±2.54b
63.49±3.47c
74.56±2.63d

雄虫

42.48±4.65a
55.62±2.37b
69.29±3.24c
80.46±4.68d

2.1.3 15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 (E)-3-壬烯-1-醇

的嗅觉行为反应

(E)-3-壬烯-1-醇对 15日龄南瓜实蝇雌虫均

有较强的诱集作用，在浓度为 757.0 mg/mL时对雌

虫引诱率最高，为 78.76%，浓度为 151.0 mg/mL时
对雌虫引诱率最低，为 36.84%。在浓度为 757.0
mg/mL时，对雄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82.82%，浓度

为 151.0 mg/mL时引诱率最低，为 43.94%。在相同

浓度下对雄虫的引诱率高于雌虫，随浓度的增加

对雌雄成虫的引诱率逐渐提高（表 4）。
2.2 南瓜实蝇成虫对正十六烷的嗅觉行为反应

2.2.1 5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正十六烷的嗅觉行

为反应

正十六烷在浓度为 760.0 mg/mL时对 5日龄南

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72.44%，浓度为 190.0

mg/mL时引诱率最低，为 47.86%。正十六烷浓度

为 760.0 mg/mL对 5日龄南瓜实蝇雄虫的引诱率最

高，为 69.89%，在浓度为 190.0 mg/mL时引诱率最

低，为 44.89%。在相同浓度下，正十六烷对 5日龄南

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高于雄虫，随浓度增加对雌雄

成虫的引诱率逐渐增加（表5）。
表 5 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正十六烷的嗅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190.0
380.0
570.0
760.0

引诱率（%）
雌虫

47.86±3.48a
58.49±2.64b
64.68±2.84bc
72.44±3.47c

雄虫

44.89±2.65a
56.94±2.47b
61.36±2.76bc
69.89±4.82c

2.2.2 10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正十六烷的嗅觉行

为反应

正十六烷浓度为 760.0 mg/mL时对 10日龄南

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71.58%，浓度为

190.0 mg/mL 时 对 正 雌 虫 的 引 诱 率 最 低 ，为

40.98%。正十六烷浓度为 760.0 mg/mL时对 10日
龄南瓜实蝇雄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75.62%，190.0
mg/mL浓度下的引诱率最低，为48.36%（表6）。
表 6 10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正十六烷的嗅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190.0
380.0
570.0
760.0

引诱率(%)
雌虫

40.98±3.47a
53.54±2.86b
63.78±3.78c
71.58±4.32c

雄虫

48.36±2.48a
56.92±2.74a
68.67±3.46bc
75.62±4.72c

2.2.3 15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正十六烷的嗅觉行

为反应

正十六烷对 15日龄南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

最高，为 80.79%，浓度为 190.0 mg/mL时引诱率最

低，为 41.37%。正十六烷浓度为 760.0 mg/mL时对

南瓜实蝇雄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75.48%，该浓度

与其他 3个浓度下的引诱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4 1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E)-3-壬烯-1-醇的嗅觉

行为反应

浓度(mg/mL)
151.0
340.0
530.0
757.0

引诱率(%)
雌虫

36.84±3.64a
53.42±3.84b
65.58±2.46b
78.76±3.48c

雄虫

43.94±2.86a
58.74±3.74b
67.26±4.68bc
82.82±2.8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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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mg/mL浓度下的引诱率最低，为44.96%（表7）。
表7 1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正十六烷的嗅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190.0
380.0
570.0
760.0

引诱率(%)
雌虫

41.37±2.36a
58.58±3.56a
69.45±2.46b
80.79±3.24c

雄虫

44.96±2.64a
52.48±2.74a
64.69±4.84b
75.48±2.63c

2.3 不同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十八烯的嗅觉行

为反应

2.3.1 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十八烯的嗅觉行为反应

由表 8可知，浓度为 836.0 mg/mL时，十八烯

对 5日龄南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62.45%，
浓度为 518.0 mg/mL时引诱率最高，为 84.46%。十

八烯浓度为 518.0 mg/mL时对雄虫的引诱率最高，

为 81.89%，在 259.0 mg/mL浓度下对雄虫的引诱率

最低，为 57.57%。

2.3.2 10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十八烯的嗅觉行为

反应

十八烯在 259.0 mg/mL浓度下对 10日龄南瓜

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57.45%，浓度为 518.0
mg/mL 时对南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81.89%。当浓度为 259.0 mg/mL时十八烯对南瓜实

蝇雄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54.78%，在 518.0 mg/mL浓
度下引诱率最高，为 78.54%（表 9）。
表 9 10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十八烯的嗅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259.0
518.0
677.0
836.0

引诱率(%)
雌虫

57.45±2.65a
81.89±2.92b
67.56±3.41c
59.89±3.78ac

雄虫

54.78±2.46a
78.54±2.76b
65.78±2.83c
55.17±2.49a

2.3.3 15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不同浓度十八烯的

嗅觉行为反应

在浓度为 259.0 mg/mL时十八烯对 15日龄南

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46.74%，浓度为 518.0

mg/mL时对雌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72.68%。十八

烯在 518 mg/mL浓度下对 15日龄南瓜实蝇雄虫的

引诱率最高，为 65.92%，在浓度为 259.0 mg/mL时
对雄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31.35%（表 10）。

2.4 南瓜实蝇成虫对顺-3-己烯-1-醇嗅觉行为

反应

2.4.1 5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顺-3-己烯-1-醇

的嗅觉行为反应

由表 11可知，顺-3-己烯-1-醇对 5日龄南瓜

实蝇雌雄成虫均有引诱效果，当浓度降为 636.0
mg/mL时对雌虫引诱率达最高，为 72.46%，在浓度

为 212.0 mg/mL时引诱率最低，为 42.28%。顺-3-
己烯-1-醇浓度为 636.0 mg/mL时对南瓜实蝇雄虫

的引诱率最高，为 77.78%，在 212.0 mg/mL时对雄

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53.62%（表 11）。
表 11 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顺-3-己烯-1-醇的嗅觉

行为反应

浓度(mg/mL)
212.0
424.0
636.0
848.0

引诱率(%)
雌虫

42.28±2.46a
60.86±3.62b
72.46±3.82c
56.64±3.26d

雄虫

53.62±4.84a
66.82±3.67b
77.78±3.54c
58.46±4.82ab

2.4.2 10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顺-3-己烯-1-醇

的嗅觉行为反应

顺-3-己烯-1-醇对 10日龄南瓜实蝇雌雄成虫

均具有诱集效果，在浓度为636.0 mg/mL时对雌虫的

引诱率最高，为 84.52%，当浓度为 212.0 mg/mL时
引诱率最低，为 54.82%。顺 -3-己烯 -1-醇在

636.0 mg/mL时对南瓜实蝇 10日龄雄虫引诱率最

高，为 86.84%，浓度为 212.0 mg/mL时引诱率最低，

为 62.69%。相同浓度下，顺-3-己烯-1-醇对 10日
龄南瓜实蝇雄虫的诱集效果高于雌虫（表12）。
2.4.3 15 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顺-3-己烯-1-醇

的嗅觉行为反应

寄主挥发物顺 -3-己烯 -1-醇浓度为 636.0
mg/mL时对 15日龄南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高，

表 8 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十八烯的嗅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259.0
518.0
677.0
836.0

引诱率(%)
雌虫

69.78±2.82a
84.46±2.73b
74.54±4.74c
62.45±2.83a

雄虫

57.57±3.47a
81.89±4.53b
70.44±3.75c
60.75±2.65a

表 10 1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十八烯的嗅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259.0
518.0
677.0
836.0

引诱率(%)
雌虫

46.74±2.65a
72.68±5.54b
64.57±3.18c
57.78±5.88ac

雄虫

31.35±2.69a
65.92±2.43c
60.84±3.85bc
55.62±2.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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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1.47%，浓度为 212.0 mg/mL时引诱率最低，为

46.82%。在 4个浓度中，636.0 mg/mL对南瓜实蝇雄

虫引诱效果最好，为 83.86%，在浓度 212.0 mg/mL时
引诱率最低，为 54.36%，相同浓度下，顺-3-己烯-
1-醇对 15日龄雄虫的引诱效果好于雌虫（表 13）。
表 13 15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顺-3-己烯-1-醇的嗅

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212.0
424.0
636.0
848.0

引诱率(%)
雌虫

46.82±2.64a
63.58±2.72b
81.47±2.46c
64.74±3.62b

雄虫

54.36±3.54a
68.59±2.67b
83.86±3.24c
69.84±4.68b

3 结论与讨论

寄主挥发物 (E)-3-壬烯-1-醇、正十六烷、十

八烯和顺-3-己烯-1-醇对南瓜实蝇有很好的诱

集效果，4种寄主挥发物中顺-3-己烯-1-醇对南

瓜实蝇成虫的诱集效果最好，十八烯次之，第三

是 (E)-3-壬烯-1-醇，最差的是正十六烷。 (E)-3-
壬烯-1-醇在 757.0 mg/mL时对 5日龄南瓜实蝇雌

雄成虫最高引诱率分别是 71.54%和 74.68%，对 10
日龄雌雄成虫的最高引诱率分别是 74.56% 和

80.46%；对 15 日龄雌雄成虫的引诱率分别是

78.76%和 82.82%。 (E)-3-壬烯-1-醇随浓度的增

加对南瓜实蝇雌雄成虫的诱集效果也逐渐增加，

在 3个日龄中随龄期增加，诱集效果有逐渐提高

的趋势，且 (E)-3-壬烯-1-醇对雄虫的诱集效果比

雌虫的好。正十六烷在 760.0 mg/mL时对南瓜实

蝇 5日龄雌雄成虫的最高引诱效果分别是 72.44%
和 69.89%，对 10日龄雌雄成虫的最好引诱率分别

是 71.58%和 75.62%，对 15日龄雌雄成虫的最好

诱集率分别是 80.79%和 75.48%。正十六烷浓度

为 760 mg/mL时对 15日南瓜实蝇雌虫的诱集效果

最好，引诱率为 80.79%，对雄虫是 10日龄引诱率

最高，为 75.62%。十八烯在 518.0 mg/mL时对南瓜

实蝇 5日龄雌虫引诱率最高，为 84.46%，对雄虫的

引诱率最高，为 81.89%；浓度为 836.0 mg/mL时，十

八烯对 5日龄南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62.45%，在 259.0 mg/mL浓度下对雄虫的引诱率最

低，为 57.57%。十八烯在 259.0 mg/mL浓度时对

10日龄南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57.45%，
浓度为 518.0 mg/mL时对雌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81.89%，259.0 mg/mL时十八烯对南瓜实蝇雄虫的

引诱率最低，为 54.78%，在 518.0 mg/mL浓度下引诱

率最高，为 78.54%。在浓度为 259.0 mg/mL时十八

烯对 15 日龄南瓜实蝇雌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46.74%，对雄虫的引诱率最低，为 31.35%。浓度

为 518.0 mg/mL时对 15日龄雌虫的引诱率最高，

为 72.68%，对雄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65.92%。十

八烯对南瓜实蝇 5日龄成虫的引诱效果最强，对

10日龄成虫的效果居中，对 15日龄成虫的引诱效

果在 3个日龄中相对最低。顺-3-己烯-1-醇在

636.0 mg/mL时对 5日龄南瓜实蝇雌虫引诱率最

高，为 72.46%，对雄虫的引诱率最高，为 77.78%。
在浓度为 212.0 mg/mL时对 5日龄南瓜实蝇雌雄

成虫的引诱率均最低，分别是 42.28%和 53.62%。
顺-3-己烯-1-醇在浓度为 636.0 mg/mL时对 10日
龄南瓜实蝇雌雄成虫的引诱效果均最好，分别是

84.52%和 86.84%。在浓度为 636.0 mg/mL时对 15
日龄南瓜实蝇雌雄虫的引诱率均最高，分别为

81.47%和 83.86%。顺-3-己烯-1-醇对南瓜实蝇雄

虫的引诱效果比对雌虫的引诱效果好，在 3个日龄

中对10日龄成虫的引诱效果最好。

寄主植物挥发性物是植食性昆虫的信息素主

要来源之一，在昆虫的寄主选择和行为定位中起

到重要作用 [19]，主要是影响昆虫对寄主选择、交

配、取食和产卵等多种行为 [20]，植物挥发物对植食

性昆虫寄主定向寻找寄主起主要作用 [21]。植食性

昆虫在寻找寄主过程中，主要依靠视觉信号和嗅

觉寻找其寄主，寄主植物体内的化学信号物质在

昆虫寻找产卵寄主过程中起到直接主导作用，植

物挥发性化学物质在这些化学信号中处于重要地

位。植物释放的挥发性物质成分多种多样，在寄

主植物所含比例各不相同 ,有时是多种挥发性物

质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后对昆虫有更好的刺激作

用。本研究在同种寄主挥发性物质刺激雌雄虫的

嗅觉反应也存在一定差异，另外不同龄期的南瓜

实蝇成虫对同种浓度的化学物质的嗅觉反应也存

在一定差异。未就不同挥发物质按照不同浓度比

例进行混配对南瓜实蝇成虫的嗅觉反应开展深入

表 12 10日龄南瓜实蝇成虫对顺-3-己烯-1-醇的嗅

觉行为反应

浓度(mg/mL)
212.0
424.0
636.0
848.0

引诱率(%)
雌虫

54.82±4.56a
69.46±3.48b
84.52±2.67c
70.86±2.94b

雄虫

62.19±3.86a
70.64±4.78ab
86.84±2.45c
72.45±3.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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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另外，雌雄成虫之间交尾前后对寄主挥发

物有无明显区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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