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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庞泉沟自然保护区三种落叶松

球果花蝇发生与危害研究
’

张时敏 李广式

关镇词 落叶松球果花蝇
、

黑胸球果花蝇
、

稀球果花蝇

球果花蝇属
‘〕某些种类是落叶松球果的主要害虫

,

由于成虫羽化早
,

幼虫

专门取食幼嫩种子
,

严重影响落叶松的种子来源
。

以往国内报道
,

东北地区危害兴安落叶松

〔加 〕和长白落叶松〔 “  〕球果花蝇种类较多
, ,

但危

害华北落叶松〔
一

叫功 〕的花蝇仅有稀球果花蝇 〔 耐 恻 细介
‘

〕一种
。

在山西庞泉沟 自然保护区华北落叶松次生林内
,

通过 调查
,

除稀球

果花蝇外
,

还发现落叶松花蝇 〔
‘ 〕和黑胸球果花蝇 〔  〕危

害
,

它们在当地组成一个特有的种群
。

试验地自然概况

标准地设在山西省庞泉沟 自然保护 区
,

地处 吕梁山的中段
, ,

一 ’
, ‘

一
‘

海拔   
。

年平均气温 ,
,

相对湿度
,

平均降水量 左

右
。

全年有霜期
。

适宜华北落叶松生长
。

当地主要为天然次生林
,

树龄在 一
,

郁闭度
,

株行距 左右
。

土壤以棕色森林土为主
。

山麓附近
,

退耕地则为褐

色土或发育不完全的黄土性土壤
。

研究方法

在庞泉沟自然保护区内
,

按不同海拔
、

坡向分别固定了 块标准地
,

进行系统调查观测
。

每年在球果花蝇羽化前 月中下旬 在不同标准地内随机取样
,

进行球果花蝇越

冬蛹调查
。

将蛹带回室内观察
,

统计其羽化率
、

天敌寄生率
,

蛹滞育等
。

并获得成虫标本
。

每年在 月 中下旬至 月中旬
,

在不同标准地上
,

选样树 一 株
,

隔 日采果 枚进

行解剖
,

记录花蝇虫态
、

数量
、

危害部位
、

幼虫取食量
、

种子被害率等
,

同时观测记载落叶松发育

情况
。

搜集保存不同龄期的幼虫标本
。

在球果成熟期 月底 月初
,

在不同标准地上
,

随机取样树 株
,

球果 枚
,

分级调查损失率
。

分级标准 受害种子 。 粒为 级
,

粒为 级
,

粒为 级
,

粒以上为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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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老熟幼虫下地越冬前
,

采集一批有虫果放于盛有落叶层的木箱内
,

埋于林 内不

同标准地上
,

使其自然状态下化蛹越冬
。

以补充次年标准地越冬虫 口调查后标本的不足
。

将采集到的雄成虫回软
,

用  氢氧化钾煮沸  
,

取下生殖器观察第五腹板

及肛尾叶形状 
,

以确定其种类和数量 见图
, 。

将浸泡到保存液中的幼虫
,

用解剖针轻轻剥掉幼虫肌肉
,

观察 口咽器
,

及前后气门形

状’
,

以确定种类和数量 见图
。

图 球果花蝇 大第五腹板后面观 仿范滋德

落叶松球果花蝇 黑胸球果花蝇 稀球果花蝇

图 艺 球 果花蝇 尾叶后面观 仿 范滋 德

落叶松球果花蝇 黑胸球果花蝇 稀球果花蝇

结 果

球果花蝇危害特性调查

危害情况 由表 看出
,

根据在 山西庞

泉沟 自然保护区 调查
,

华北落叶松的球果

被害率平均达
,

种子被害率平均达

肠
,

千粒重为
,

发芽率
。

果 内有一

条幼虫则可食种子 一 以上
。

每年从球

果危害情况和球果危害等级来看
,

都与华北落

夕卜 尹
嚼妙

图 球 果花蝇幼虫 日 咽器 仿

落叶松球果花蝇 黑胸球果花蝇

稀球果花蝇

叶松的结实量有关
。

结实量的多少
,

直接影响着球果花蝇危害的程度和损失率 
。

表 华北落叶松球果和种子受害情况调查

调查

时间

年度

调查
果数

枚

球果被

害 率

种 子被

害 率

平均每果

幼虫数

头

千粒重 发芽率
平均 每株

结实量

枚

 

  

 

平 均

  

  

  

  

 

 

 

 

幼 虫危害特性 球果花蝇主要 以幼虫取食尚未成熟的幼嫩种胚
,

在球果 内转移危害
,

形成不规则的隧道
。

初孵幼虫多由球果中下部侵入
,

沿果轴自下而上螺旋式取食 见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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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则又回到下部
,

或由下部直到上部 见图
一 , 。

开始时被害状不明显
,

随着球果生长和

果内幼虫龄期增长
,

后期被害果有褐色溃疡
,

或畸形
,

果实松散
。

初孵幼虫少量取食
,

龄幼虫

食量猛增
,

一条幼虫可控制全果半数以上的种子 见表
。

牛渗必
图 球 果花蝇危害状

表 球果花蝇不同龄期幼虫取食且

幼虫取食量 粒 食害全果

年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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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花蝇不同发生期与球果发育的关系

时 间 落叶松球果发育期 花蝇发育期

4 月下旬

4 月下旬

至 5 月初
5 月中旬

花粉飞散 蛹期(地被物下越冬)

雌花授粉末期 成虫 羽化期

5 月下旬

6 月上中旬

6 月中下旬

7 月上中旬

8 月下旬

至 9 月初

幼果形成期 成虫羽 化盛期
、

产卵

期
、

幼虫孵化初期

球果鳞片长成
,

木 幼虫孵化盛期

质化苞片消失

球果内种壳始形成 幼虫危害盛期

球果种子发育期 幼虫始化蛹

球果种子发育期 幼虫化蛹盛期

种子成熟 蛹越冬

在结实小年
,

成虫在一鳞片上最多产卵 9 粒
,

一果上最多有 21 粒卵
;而在结实大年

,

一鳞

片上最多产 2一 5粒卵
。

开始时幼果 中最多有 9条幼虫取食
,

随着球果和幼虫的发育
,

最后最多

保留 2条
,

大多数只留一条
。

这和幼虫没有转移习性和后期食料不足有关
。

3

.

1

.

3 球果花绳不 同发生期与球果发育的关来 由表 3 看出球果花蝇的发育与华北落 叶松

生长存在着很密切的适应性
,

可 以根据华北落叶松球果的发育期来估测球果花蝇的发生期
。

3

.

2 落叶松球果花蝇属种类组成

经 4 a 调查结果
,

同时发现稀球果花蝇
、

落叶松球果花蝇和黑胸球果 花蝇危害
,

它们组成

特有种群
,

但比例不一
,

有的年份相差悬殊
。

4
a

平均数统计
,

落叶松球果花蝇和黑胸球果花蝇

发生数量近似
,

为主要的虫种
,

而稀球果花蝇发生数量明显低于另外两种 (表 4)
。

表 4 雄成虫尾器解剖确定种类结果

年 度

解剖成

虫数
(头)

稀球果花蝇 落叶松球果花蝇 黑胸球果花蝇

(头 )

占百分比

(% ) (头)

占百分比

(写) (头 )

占百分比

(% )

1987

1988

1989

1990

总 计

42

36

34

:: ;; :: :

簇
::

:: ::};

22
4
26
12
64

52.4
11.1
76.4
28.0
41.3

由表 5 看出
,

每年不同种幼虫发生量和成虫发生量之间有差异
,

这与成虫产卵量
,

幼虫存

活率
,

每种花蝇发育期的早晚
,

解剖幼虫标本所采集的 日期等皆有关系
。

但从总数看
,

3 种幼虫

数量与 3种成虫数量相差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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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5 幼虫口咽a 一创确定种类结果

解剖幼

虫数
(头)

稀球果花蝇 落叶松球果花姆 黑脚球果花蝇

年 度 数 t 占百分比 数 t
(头) (% )

16
。

6

1 0

。

0

1 2

。

9

1 6

。

6

1 3

。

5

(头 )
占百分比 数 t 占百分比

(% ) (头 ) (% )

129155411987

1988

1989

1990

总 计

43
。

3

6 0

.

0

3 8

。

7

4 1

。

7

4 6

。

7

4 0

。

0

3 0

.

0

4 8

。

4

4 1

。

7

3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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