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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柿伪安瘿蚊主要危害浙江省兰溪市的本地品种大红柿。其幼虫在当年生枝条皮层下取食并

形成虫瘿, 严重影响柿子产量。柿伪安瘿蚊在兰溪 1 a 发生 1 代, 以 1 龄幼虫在柿树受害枝条上的

虫瘿内越冬。正常年份 5月上旬成虫羽化, 降雨量的大小可以直接影响发生量, 多雨湿润的年份发

生量大, 干旱少雨的年份尤其是春季干旱可以明显降低虫口数量。实生苗上虫口数量很少, 以野柿

实生苗为砧木, 大红柿为接穗的嫁接苗上虫口数量最多; 春梢上虫口数量较夏梢、秋梢上多。发现柿

伪安瘿蚊上有 3种寄生蜂, 即黑色广肩小蜂、瘿蚊旋小蜂和一种旋小蜂。防治策略应采用抓住成虫

高峰期用药, 结合检疫与栽培防治,协调生防与化防措施。还讨论了其发生规律和环境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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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伪安瘿蚊 ( P seudasphondyl ia diosp y ri Mo et Xu )
[ 1]
属双翅目 ( Diptera ) , 瘿蚊科

( Cecidomiidae)。国外在欧洲和非洲有瘿蚊危害柿树( Diosp yr os kaki L. f . )的报道,
[ 2～4]

,但没

有瘿蚊在柿树枝条内危害的报道。目前已知柿伪安瘿蚊分布于浙江省兰溪市的朱家、马涧、石

渠、香溪 4个乡 [ 5] , 寄主仅为柿树, 其幼虫在当年生枝条皮层下取食并形成虫瘿, 使芽叶萎缩,

生长停滞, 失去座果能力,翌年春受害枝条枯死。该虫最早于 1987年在兰溪市朱家乡发现,

1993年起爆发成灾, 1995年全乡受害严重的柿树产量减少 7成以上, 其中余粮山 1个村年损

失产量 90%,经济损失严重。为了控制此虫危害,减少柿子产量损失, 1995～1997年作者对该

害虫的分类地位、生物学、生态学和防治方法进行了研究,现将部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林间观察

每年 4月上旬套袋观察,选有虫柿树 3～5株,在不同方位各选 2个有虫枝条, 套上 20 cm

长尼龙网纱袋,扎实袋口, 4月中旬始,每 2 d观察收集羽出成虫。统计羽化数量、雌雄比例等。

同时剥查柿枝观察,每 5 d剪取不同类型的有虫柿枝 5个, 剥去柿枝皮,观察记录虫瘿、瘿蚊及

小蜂发育情况,查到瘿蚊蛹后,每 2 d剥查 1次,直至羽化结束。不同季节观察柿林物候变化、

害虫种群密度、天敌情况等。重点是成虫羽化高峰期,观察瘿蚊交配与产卵习性,将产有卵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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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嫩枝带回室内,解剖检查。

1. 2　室内饲养观察

采集有虫柿枝,末端插入小水瓶中置于养虫笼内,观察成虫羽化规律及产卵习性。将收集

到的不同虫态在双筒镜下观察, 描述形态特征, 制作标本并摄影,雌雄成虫用导电胶固定,经临

界点干燥喷碳,在扫描电镜( S日立-450)下观察并摄影。

1. 3　防治试验

( 1)涂干杀幼虫:使用 40%氧化乐果、50%甲胺膦、25%乐斯本,药剂和水按 1∶3比例配

制成水溶液。选有虫柿树 20株, 分成 4组。10月下旬,涂柿树主枝长20 cm,对照用水, 4月下

旬观察幼虫死亡情况。( 2)林间喷雾杀成虫: 5月初成虫羽化高峰期,使用 40%氧化乐果 2 000

倍, 25%乐斯本 1 500倍, 林间喷雾,柿树稍湿为宜,喷后 1 h 观察、检查瘿蚊成虫死亡情况。

2　研究结果

2. 1　形态特征　(图 1)

图 1　柿伪安瘿蚊形态

特征

1.雌虫触角; 2.雌虫前

翅; 3. 雄虫外生殖器;

4. 蛹; 5. 幼虫剑骨片;

6.幼虫; 7.枝条受害状

雌成虫:体长 2. 0～3. 0 mm ,紫黑色,胸部背面具橙红色, 复眼 1对,缺单眼,触角 14节,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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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鞭节 12节,各亚节有短颈,长圆筒形,仅末2节短圆,上有环状感觉器,下颚须 4节。胸部强

烈隆起,具前翅1对,平衡棒 1对,前翅宽阔, R S基部弱, R5与翅等长,无 M1+ 2。足细长,跗节

第 1节短,第 2节特别长,跗爪简单。腹部粗壮, 腹部第 7节背板长为第 6节的 1. 5倍,尾须 1

节,具刚毛,产卵管有大型基叶, 其端部 0. 5针状骨化,光滑无毛,无倒刺。

雄成虫:体长 1. 5～2. 5 mm ,紫黑色, 复眼 1对,缺单眼,触角14节,渐短,鞭节 12节,各亚

节圆筒形,渐短,末 2节明显长过于宽。足细长, 跗节第1节短,第 2节特别长,跗爪简单。腹部

细瘦,腹端上弯,其上着生雄外生殖器,生殖基节游离, 几呈圆球状,生殖刺突短、宽, 位于生殖

基节背后方, 左右不对称,后面观其中之一上具 1个二岐的齿。

卵:短椭圆形, 0. 14 mm×0. 11 mm ,白色。

幼虫:体长 2. 5～3. 0 mm, 共3龄,黄色。头部及胸部稍宽过腹部,头部有一“Y”形剑骨片,

体向背面弯曲成“C”形。老熟幼虫体黄色,粗壮。

蛹:体长 1. 3～2. 3 mm, 粗壮,初化时黄白色, 将羽化时呈黄褐色, 翅芽变黑,头部尖,前足

和后足稍超过中足。

2. 2　生活习性

2. 2. 1　年生活史　柿伪安瘿蚊在浙江省兰溪市 1 a发生 1代,以 1龄幼虫在柿树受害枝条上

的虫瘿内越冬。翌年3月,越冬幼虫开始发育, 4月上旬幼虫逐渐老熟, 4月中旬开始化蛹, 4月

下旬达到化蛹高峰, 5月上旬为成虫羽化高峰,高峰期一般持续 4～10 d(表 1)。成虫羽化时间

与春梢抽生时间吻合。

表 1　柿伪安瘿蚊年生活史( 1995, 浙江兰溪)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越 ～～～ ～～～ ～～～ ～～～

冬 　●● ●

代 + +

第

1 ～～～ ～～～ ～～～ ～～～ ～～～ ～～～ ～～～

代

　　注:～幼虫,●蛹, + 成虫, 卵。表 2同。

2. 2. 2　习性　成虫一般白天羽化,上午7: 00～9: 00羽化最多。初羽化成虫, 先在枝条上爬行,

9: 00～10: 00时交尾、产卵最盛。飞翔力弱,主动扩散范围不大,约在3～4 m 之内。无趋化性,

有弱的趋光性。晴朗高温无风天气活动较盛。大风大雨不利于生存,死亡率高。羽化后即可交

尾产卵。产卵部位以春梢(当年抽生的枝条)幼嫩部位居多。由于羽化时间比较集中,故产卵部

位以春梢基部 20 cm 左右比较密集。成虫产卵前先用产卵管穿剌试探,受穿剌部位即使未产

卵,在木质部与韧皮部之间也会发黑,可能是受分泌物影响。成虫雌性比约为 80% ,寿命 2 d。

雌成虫卵巢 1对, 每侧卵巢有 20个卵巢管,每个卵巢管中有 3粒卵,故怀卵量为 120粒。产卵

量 50～100粒,平均 80粒。

卵初产时透明无色,位于木质部与韧皮部之间。

幼虫孵出后在皮层下危害, 植物组织受成虫产卵时的分泌物刺激后发生变化,一般在 9月

份已明显可见枝条外观局部肿胀,形成虫瘿。虫瘿组织疏松膨胀,内部为空腔,瘿室内壁黑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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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状, 每个虫瘿空腔内只有 1头幼虫。虫瘿处枝条发脆易折。11月气温下降,幼虫即在虫瘿

内越冬。翌年 3月柿树萌芽时幼虫停止休眠,继续发育, 4月初虫体开始膨大, 4月中旬幼虫老

熟,准备化蛹。

蛹初化时黄色,复眼红褐至黑褐色,蛹期 20 d左右,近羽化时翅芽开始变黑色。成虫羽化

时利用蛹的尖角(由幼虫剑骨片发育而来)顶破表皮,并将蛹壳带出虫瘿。成虫羽化离开后,白

色蛹壳即留在虫瘿上的羽化孔处,非常醒目。

2. 3　发生与环境的关系

2. 3. 1　温度　春季低温可以使成虫羽化时间推迟, 正常年份 5月上旬成虫羽化,如遇春季低

温干旱,可使幼虫发育减慢,成虫延迟至 5月中旬羽化; 而春季温暖湿润, 可使幼虫提早化蛹,

成虫提前至 4月下旬羽化。成虫羽化高峰, 1994年为 4月 25～28日, 1995年为 5月 5～8日,

1996年为 5月 20～25日, 1997年为 4月 20～30日。4月份平均温度与羽化期的关系见参考

文献[ 6]。

2. 3. 2　降雨　降雨量的大小可以直接影响发生量。多雨湿润的年份发生量大,干旱少雨的年

份,尤其是春季干旱可以明显降低虫口数量。春梢基部每 cm 枝长幼虫头数, 1994、1995、1996、

1997年分别为 4～6、11. 7、0. 2、2头。但在羽化高峰期,大雨可以冲刷已羽化成虫,造成大量死

亡,从而影响第 2年的发生量。

2. 3. 3　品种　柿伪安瘿蚊主要危害兰溪市的本地品种大红柿( D . kak L. f . v ar . dahongshi) ,

在金黄柿( D . kak L. f . var. jinghuangshi )上有少量危害, 未见危害甜柿 ( D . j ap onica Sieb et

Zucc)、野柿( D . kak L. f . var. silvest ris M akino)。对发生地的柑桔( Citr us r eticulata Blanco )、

梨( Py rus py rif olia Nakai)、杨梅(Myrica rubra ( Lour. ) Sieb et Zucc. )、无花果( Ficus carica

L.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Blume)等果树进行了调查,均未见危害。实生苗上虫口数量很

少,以野柿实生苗为砧木,大红柿为接穗的嫁接苗上虫口数量最多;春梢上虫口数量最多,夏梢

上虫口少, 秋梢上偶尔有发现;树龄以 10 a 以上成年树和老树受害重, 3 a 以内的小树基本不

受害。

2. 3. 4　天敌　发现柿伪安瘿蚊上有 3种寄生蜂[ 5] , 其中以黑色广肩小蜂( Eurytoma nigrita

Boh. )虫口数量最多, 瘿蚊旋小蜂( Eup elmus uroz onus Dalman)和一种旋小蜂( Ceramby cobius

sp. )仅零星发生。黑色广肩小蜂为柿伪安瘿蚊的外寄生蜂, 一般在瘿蚊 2龄幼虫时即可发现黑

色广肩小蜂幼虫寄生在瘿蚊体外,吸取体液,发育速率明显快于瘿蚊。瘿蚊幼虫未及老熟即死

亡,然后黑色广肩小蜂幼虫取食虫瘿内壁的黑色部分。广肩小蜂幼虫体白色,被长毛,具1对尖

锐上颚,无剑骨片,可以与瘿蚊幼虫区别。一般在广肩小蜂幼虫老熟之前,瘿蚊幼虫就已死亡

表 2　黑色广肩小蜂年生活史( 1995,浙江兰溪)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越 ～～～ ～～～ ～～～ ～～～ ～～～ ～～～

冬 　　● ●●●● ●●● ●　　

代 + + + + + + + + + + + + + 　　

第

1 ～～～ ～～～ ～～～ ～～～ ～～～ ～～～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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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广肩小蜂的蛹白色,羽化前翅芽转黑色。羽化时间比瘿蚊迟 1周左右,但成虫期长达 4

个月之久,当地果农一直将其当作柿树害虫来防治, 可能是柿伪安瘿蚊成灾原因之一。

2. 4　防治措施

柿伪安瘿蚊幼虫生活在虫瘿之内,防治非常困难。防治对策应采用抓住成虫高峰期用药,

结合检疫与农业防治措施, 协调生防与化防矛盾,消灭此虫危害。

2. 4. 1　冬季修剪　受害枝条是翌年的虫源,应在冬季清园时剪除, 最迟不超过4月上旬。如果

超过 4月上旬,则剪下的枝条必须烧毁或深埋处理, 否则瘿蚊仍能安全羽化。修剪后的柿树应

加强培肥管理,促发春梢。

2. 4. 2　品种更换　由于柿伪安瘿蚊主要危害本地品种大红柿,在受害严重的地区, 可以考虑

用甜柿、日本甜柿,甚至其它果树来替换。

2. 4. 3　药治成虫　柿伪安瘿蚊一般以卵、幼虫或蛹的虫态生活在柿树枝条上的虫瘿内或树皮

下,药剂难于到达, 试验表明氧化乐果、甲胺磷和乐斯本 3种药剂兑水涂干的方法对柿伪安瘿

蚊幼虫杀伤力很低。而氧化乐果和乐斯本 2种药剂喷雾对柿伪安瘿蚊成虫均有很强的杀伤作

用,喷后 1 h, 柿叶上的瘿蚊成虫 98%以上死亡。因此只有成虫羽化离开枝条后,可以进行有效

的防治。但瘿蚊成虫羽化时间短, 1年中只有 10 d左右可见成虫,其中高峰期仅3～5 d,这也是

防治的最佳时机。可根据预测结果,在成虫高峰出现时用药,连治 2次,间隔 5 d。可用 48%乐

斯本乳油 1 500倍或 45%氧化乐果 1 500倍药剂细喷 1年生树枝和当年春梢。

3　讨论与建议

　　( 1)成灾原因分析。在浙江省兰溪市, 自 1983年起开始防治柿绒粉蚧( E riococcus K aki

Kuwana) , 常用药剂有氧化乐果、敌敌畏、甲胺磷、机油乳剂,对控制柿绒粉蚧的发生起了重要

作用。但是有些农户的防治时机不太适当,大量杀伤天敌。在朱家乡柿绒粉蚧用药一般至少在

4月下旬、5月下旬和 6月下旬防治 3次,其中 5月下旬和 6月下旬使用氧化乐果或菊酯类农

药,此时正值天敌黑色广肩小蜂羽化期, 大量杀伤天敌, 加上大部分果农把黑色广肩小蜂当作

害虫防治,使本来不是害虫的柿伪安瘿蚊演变为严重害虫,造成柿树大面积减产。

( 2)预测预报。一是套袋预测,在每年 3月中旬,选择不同类型果园中的柿树 3～5棵,每棵

树桉操作方便的高度, 东南西北方向各取 2根枝条, 将其基部套上 20 cm 长的尼龙网袋,网眼

大小与普通窗纱相同。于4月初开始,每 2 d 观察 1次,初见成虫3 d后将会有羽化高峰。二是

查化蛹进度,预测成虫羽化高峰。每年4月上旬开始,每 5 d 1次, 选择 2～3个类型柿树林,每

个类型剪取 5个受害枝条剥查虫瘿。剥查到蛹时, 每2 d查 1次, 查到化蛹率50%时,则1周之

后可能有羽化高峰。三是根据柿伪安瘿蚊羽化时,其白色蛹壳留在受害枝条上这一习性,在 4

月下旬 至 5月中旬观察到柿树 1年生枝条上大量白壳出现时,说明此时正值成虫羽化高峰,

应立即用药, 简称“见白壳, 打成虫”。

( 3)协调农药防治和天敌保护。由于柿伪安瘿蚊的主要天敌黑色广肩小蜂受 5月下旬及 6

月下旬当地防治柿绒粉蚧的影响很大,建议柿绒粉蚧的防治
[ 7]
中, 要狠治第 1代,挑治 2、3代,

而且 2、3代的挑治宜改用对天敌杀伤少的选择性杀虫剂,如优乐得或扑虱灵,不用或少用对天

敌杀伤较大的广谱杀虫剂, 如有机磷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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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检疫。柿伪安瘿蚊主要以带虫柿树枝条远距离传播, 目前已被列为浙江省危险性森林

害虫,因此种苗、树枝、接穗严禁外运(果实不在此例)。控制对象主要是本地品种大红柿,也包

括金黄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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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iological Aspect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Pseudasphondylia diospyros ( Diptera: Cecidomi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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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 seudasphondyl ia diospy ros mainly damages the lo cal variety of Diospy r os kaki in

Lanx i City o f Zhejiang Province, the larvae feed on under barks of new branches, form galls,

and heavily reduce the yield o f f ruit s. T his cecidomiid has only one generat ion in Lanx i,

overw inter by first instar larvae in shoots. The adults hatch normal ly in the early of M ay,

the adult populat ion density can be af fected by rainfall, the high density occurred in wet year,

low density occurrs in dr y year especially dry Spring season. T he populat ion density is higher

in g raft ing seedling w hen local variety Dahong shi as cion than any other varieties, and it is

higher in Spring shoots than in Summer and A utumn shoots. It is found that ther e are three

parasito ids on the cecidomiids, i. e. Eury toma nigr ita, Eup elmus ur oz onus and Ceramby cobius

sp. . T he contro l st rategy is to spray insect icides w hen the most cecidomiid adul ts emerge,

combined w ith quarant ine, culture contro l measures, concordant of biolog ical and chemical

cont rol measur es. T he relations betw een occur rence and env ir onment effects w 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 Diospy ros kaki ; P seud asphondy lia diospy ros; cecidomiid f ly; pest cont 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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