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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沙棘绕实蝇严重危害沙棘果实，使沙棘种植地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研究其生物学习性，可以为有效监

测和控制沙棘绕实蝇提供理论指导。［方法］通过室内人工饲养和野外观察，研究沙棘绕实蝇的羽化、交尾、产卵、

化蛹等生物学习性和野外发生动态。［结果］沙棘绕实蝇成虫在野外从６月中旬至８月上旬均可见到，发生量受天
气影响较大；成虫主要集中在６：００—１０：００羽化，羽化量占当日羽化量的８１．３％，羽化高峰出现在８：００—９：００；化蛹
时间主要集中在凌晨０：００—６：００，尤其是３：００—６：００钻出果实化蛹的幼虫数量较多，与其它时间段有明显差异；交
尾时间主要集中在白天光照比较强的时间段，一天当中有两次交尾高峰，分别出现在１２：００—１３：００和１６：００—
１７：００，交尾平均持续时长为２３９±１１．８６ｍｉｎ；沙棘绕实蝇产卵期沙棘果长径６．６５±０．２８ｍｍ，宽径５．４７±０．４０ｍｍ，
一果只产一卵。［结论］沙棘绕实蝇在内蒙古磴口地区一年发生一代，幼虫钻蛀果实，蛹隐藏在地下，成虫期较短，

防治工作应集中在成虫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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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 赵　斌，等：沙棘绕实蝇的生物学习性

　　沙棘（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属胡颓子科（Ｅｌａｅ
ａｇｎａｃｅａｅ）沙棘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广泛分布于
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在我国十多个省份均有分布，

总面积超过２．１３３万ｋｍ２［１－２］。沙棘具有耐干旱、耐
土壤贫瘠、萌芽力和萌蘖力强的特点，在我国“三

北”防护林生态建设中发挥着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

的重要作用［３］。沙棘果及其枝叶富含维生素、不饱

和脂肪酸、黄酮类和磷脂类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

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４－５］。以

沙棘为主原料加工生产的一些饮料、保健品及化妆

品也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经济效益显著。目前，

在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沙棘已经发展成为一

种重要的生态—经济型树种［３］。

沙棘绕实蝇（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ｂａｔａｖａｏｂｓｅｕｒｉｏｓａＫｏｌ．）
隶属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实蝇科（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绕实蝇
属，其幼虫蛀食沙棘果，导致受害沙棘果丧失其经济

价值，大发生时能够造成沙棘果减产９０％以上［６］。

范仁俊等人报道称１９８７年沙棘绕实蝇在山西省右
玉县大规模发生［７］。辽宁建平县罗福沟乡等地区的

沙棘以及阜新县的沙棘林也曾遭受到该虫危

害［８－９］。另外，在陕西北部［１０］及黑龙江北部地区［１１］

也有该虫发生。目前，该实蝇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乌

兰布和沙漠中的人工沙棘林［１２］和新疆阿勒泰、塔城

部分县市的沙棘种植基地大规模爆发，给当地造成

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致使沙棘产业的发展前景受到

质疑。

同绕实蝇属的其它种类如苹果绕实蝇、樱桃绕

实蝇一样，沙棘绕实蝇也属于一化性昆虫，且文献记

录国外仅在俄罗斯和蒙古国发生［８］，因此目前尚无

对沙棘绕实蝇生物学习性详细的报道。作者于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乌兰布和沙漠
中的人工沙棘林选取样地，通过室内饲养结合野外

观察，对沙棘绕实蝇的羽化、交尾、产卵、化蛹等生物

学习性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更精准有效地监测和控

制沙棘绕实蝇提供理论指导。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野外试验
１．１．１　实验样地概况　实验样地位于内蒙古磴口
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第三实验

场，地理位置：４０°２５．９３５′Ｎ，１０６°４３．４４２′Ｅ，海拔
１０４８ １０５３ｍ，面积１００ｍ×６０ｍ，树龄约３０年，
株行距２．５ｍ×１ｍ，胸径平均６ｃｍ，郁闭度可达１．

０。
１．１．２　成虫羽化　于２０１６年５月份在沙棘林地中
采集沙棘绕实蝇越冬蛹，取出３０００头蛹，分别放入
１０个聚丙烯（ＰＰ）保鲜盒（长１８．５ｃｍ ×宽１１．５ｃｍ
×高７ｃｍ，保鲜盒盖凿两个直径０．５ｃｍ的透气孔，
盒底凿一个１６ｃｍ ×９ｃｍ的矩形孔，均覆以８０目
尼龙纱网）中，每盒放入试虫蛹３００头：先在保鲜盒
中铺入３ｃｍ厚的湿润沙土，将沙棘绕实蝇蛹均匀散
布其上，再覆以３ｃｍ厚的细沙土。盖好盒盖后将保
鲜盒埋于野外沙棘林中树冠投影下方，盒盖与地表

平，上覆枯枝落叶。每天９：００定时打开盒盖观察成
虫羽化情况。当观察到沙棘绕实蝇首次羽化后，于

每日６：００以后每隔１ｈ观察并记录一次，直至连续
１０天无沙棘绕实蝇成虫羽化为止。
１．１．３　幼虫化蛹　在沙棘林中，通过树冠下铺地膜
以监测沙棘绕实蝇老熟幼虫钻出果实化蛹的起始日

期；在实蝇化蛹盛期，于野外沙棘林中剪取受到危害

的沙棘枝果（沙棘枝切口要保持湿润，防止沙棘枝叶

及果实萎蔫），带回室内放入塑料盆（φ＝３５ｃｍ，Ｈ
＝１２ｃｍ）中，每隔１小时观察记录一次从沙棘果中
钻出的老熟幼虫数量，连续观察３天；用细毛笔轻轻
将３４头同一时期钻出果实的老熟幼虫转移到培养
皿中（φ＝７ｃｍ，Ｈ＝３ｃｍ，培养皿中先放入２ｃｍ厚
的湿润沙土），每隔１５ｍｉｎ观察记录一次老熟幼虫
的化蛹情况。

１．１．４　沙棘绕实蝇发生期监测　于２０１６年６月—
８月以平行线方式在实验样地沙棘林中不同位置悬
挂黄色粘虫板４组，黄板中央添加沙棘绕实蝇引诱
剂，黄板悬挂高度距地面约１．５ｍ。每日７：００于林
间设置黄板，１８：００收取黄板并统计沙棘绕实蝇成
虫诱捕量，黄板及诱剂每天更换一次。样地内设置

一台 ＦＳＲ５Ａ型超声波自动气象站（北京天裕德科
技有限公司），监测林间气温变化（采样时间间隔１
ｈ）。每天记录天气状况。
１．２　室内实验
１．２．１　虫源　室内试验用虫来自于２０１５年５月在
沙棘林中采集的越冬蛹，在室温条件下羽化后，用养

虫盒（长１８．５ｃｍ×宽１１．５ｃｍ×高７ｃｍ，盒盖留２
个直径０．５ｃｍ的透气孔并覆以纱网）饲养并观察。
１．２．２　观察方法　成虫交尾：挑选新羽化的健康
雌、雄成虫各２０头，分别放入２０个饲养盒中，每盒
雌、雄成虫各一头。饲养盒中饲料（蛋白质：糖 ＝１：
４）和水分充足。在每盒中放入长约１０ｃｍ的沙棘枝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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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叶和果实，模拟野外沙棘林微环境）。每隔３０
ｍｉｎ观察一次沙棘绕实蝇交尾情况。

成虫产卵：在上述交尾实验中，每日８：００更换
新鲜的沙棘枝果，将取出的前一天果实放在显微镜

下解剖，观察产卵情况。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４日至７月
７日每日测量３０粒沙棘果的果径，确定产卵期果径
大小。

１．３　数据处理
对于沙棘绕实蝇成虫不同时间羽化量和不同时

间钻出果实化蛹幼虫数，采用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ＶＯＡ
（Ｔｕｋｅｙ法）进行多重比较。分析前原始数据加１后
采用平方根（ｓｑｒｔ）进行数据转换。所有处理均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沙棘绕实蝇生活史

在内蒙古西部磴口地区，沙棘绕实蝇成虫于每

年６月中旬开始羽化，至 ７月下旬基本羽化结束。
羽化２ ３日后达到性成熟，便可开始交尾。羽化６
８天后开始产卵。卵期约７天。幼虫孵化后在沙

棘果内以蛀食果肉为生，当取食完一粒沙棘果的果

肉后幼虫会转移至相邻的果实中继续为害，一头幼

虫最多为害１０粒沙棘果。约３０天后，老熟幼虫落
地化蛹。野外用树冠下铺设地膜法监测，发现老熟

幼虫于７月中旬开始出果化蛹，至９月上旬化蛹结
束，以蛹越冬，生活史见表１。

表１　沙棘绕实蝇生活史（磴口，内蒙古）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ｏｆ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ｂａｔａｖａｏｂｓｅｕｒｉｏｓａｉｎＤｅｎｇｋｏｕ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ｈｉｎａ

虫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
６月Ｊｕｎｅ

Ｆ Ｍ Ｌ
７月Ｊｕｌｙ

Ｆ Ｍ Ｌ
８月Ａｕｇｕｓｔ
Ｆ Ｍ Ｌ

９月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Ｆ Ｍ Ｌ

１０月—次年５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ｔｏｎｅｘｔＭａｙ
蛹 ｐｕｐａ △ △ △ △ △ △
成虫 ａｄｕｌｔ ＋ ＋ ＋ ＋ ＋ ＋
卵 ｅｇｇ ● ● ● ● ● ●
幼虫 ｌａｒｖａ — — — — — —

蛹 ｐｕｐａ △ △ △ △ △ △ △ △ △

　　注：△：蛹；＋：成虫；●：卵；—：幼虫；Ｆ，Ｍ，Ｌ分别表示每月的上、中、下旬。

Ｎｏｔｅ：△：ｐｕｐａ；＋：ａｄｕｌｔ；●：ｅｇｇ；—：ｌａｒｖａ；Ｆ，Ｍａｎｄ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１０ｄａｙｓ，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１０ｄａ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１０ｄａｙｓｏｆｅａｃｈｍｏｎｔｈ，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注：Ａ：雌成虫；Ｂ：雄成虫；Ｃ：卵；Ｄ：幼虫；Ｅ：蛹。

Ｎｏｔｅ：Ａ：ｆｅｍａｌｅ；Ｂ：ｍａｌｅ：Ｃ：ｅｇｇｓ；Ｄ：ｌａｒｖａ：Ｅ：ｐｕｐａ．

图１　沙棘绕实蝇不同虫期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ｏｆ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ｂａｔａｖａｏｂｓｅｕｒｉｏｓａ

２．２　成虫羽化
２．２．１　羽化过程　沙棘绕实蝇通过额囊的膨大将
蛹壳顶破，依靠躯体向前蠕动和额囊胀缩，脱离蛹

壳，挤开土壤，慢慢爬出地面。刚出土的成虫躯体细

长，翅呈皱缩状，体壁柔软，体色也较浅。出土后迅

速爬行寻找相对安全的地方静静展翅，通过额囊活

动和腹部收缩运动，逐渐将皱缩的翅伸直展开，最后

再用后足整理抚平。约经半小时，翅完全舒展。此

时的实蝇体色尚浅，腹部细长，头部额囊也未收回。

再经半小时左右，腹部不断收缩至饱满，额囊也收缩

成扁圆形，体壁完全硬化，体色和翅斑变为正常。此

后，成虫逐渐活跃，时而搓足，时而梳理头部和翅，直

至起飞。

２．２．２　羽化节律　在磴口县，沙棘绕实蝇蛹最早于
６月１７日开始羽化，７月２日之后不再有成虫羽化，
羽化期持续１５天左右。羽化初期雄虫居多，羽化后
期多雌虫，总体雌雄性比接近１：１。沙棘绕实蝇一
天中的羽化时间较为集中，在６：００—１０：００羽化量
最多，占当日羽化量的 ８１．３％，０：００—６：００及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有少量羽化，１５：００—２４：００几乎无成
虫羽化（见图２），不同时间段的羽化量有显著差异
（Ｆ＝２３．６４３，ｄｆ＝１０９，Ｐ＜０．０１）。当日０：００—
７：００雌虫羽化居多，此后雄虫逐渐多于雌虫。

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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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柱顶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具显著性差异，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Ｐ＜０．０１）。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Ｐ＜０．０１，Ｔｕｋｅｙ’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ｅｓｔ．

图２　沙棘绕实蝇一天中不同时段的羽化节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ｃｌｏｓ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ｂａｔａｖａｏｂｓｅｕｒｉｏｓａ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ｙ

２．３　化蛹
沙棘绕实蝇老熟幼虫在当地最早于７月１７日

开始钻出果实落地化蛹，至９月上旬基本结束。幼
虫钻出果实的时间集中在０：００—６：００，其中以３：００
—６：００钻出果实的幼虫数最多，与其他时间段钻出
果实化蛹的老熟幼虫数量有明显的差异（Ｆ ＝
４０．７１７，ｄｆ＝２６，Ｐ＜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钻出果
实的幼虫数量会逐渐减少，１８：００—２４：００出果虫数
又开始增多（见图３）。钻出果实的老熟幼虫很快开
始化蛹，平均化蛹时间为 ２７６±１５ｍｉｎ，最短 １６５
ｍｉｎ，最长４５０ｍｉｎ。

注：图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柱顶不同的小写字母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Ｔｕｋｅｙ法多重比较（Ｐ＜０．０１）。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Ｐ＜０．０１，

Ｔｕｋｅｙ’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ｅｓｔ．

图３　沙棘绕实蝇老熟幼虫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化蛹情况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ｕｐ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ｂａｔａｖａｏｂｓｅｕｒｉｏｓａ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ｙ

２．４　沙棘绕实蝇成虫野外发生动态
在观测地，整个沙棘绕实蝇成虫发生期持续４５

天左右（图４）。沙棘绕实蝇发生期可以人为划分为
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６月１６日至６月２２日，为
沙棘绕实蝇发生初期，虫口密度较低；第二阶段从６
月２３日至７月７日，为沙棘绕实蝇发生中期，在此
时期内虫口密度达到最高；从７月８日至７月２２日
为发生后期，虫口密度迅速下降；７月２３日至８月１
日为沙棘绕实蝇发生末期。沙棘绕实蝇虫口发生量

与成虫期日平均气温并无明显的关系，但受天气的

影响较大，如图４所示，６月２２日（阴天）、６月２６日
（阵雨，大风）和７月６—８日（阴转小雨）的天气变
化造成了实蝇种群数量的较大波动。

注：图中箭头表示当日天气为阴天或降雨。

Ｎｏｔｅ：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ｍｅａｎｃｌｏｕｄｙｏｒｒａｉｎｙａｔｔｈａｔｄａｙ．

图４　２０１６年沙棘绕实蝇野外发生动态

Ｆｉｇ．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ｆ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ｂａｔａｖａｏｂｓｅｕｒｉｏｓ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ｂｙｔｒａｐ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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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交尾行为及节律
沙棘绕实蝇成虫羽化后非常活跃，一般补充一

定营养后，羽化次日雌雄成虫即可交尾。交尾方式

为雌下雄上重叠式。当雄虫渴望交尾时，它会寻找

一个合适的区域，不停地用后足摩擦拨弄腹部末端

的外生殖器，然后后足相互摩搓并涂抹双翅，有雌虫

靠近时，会高频率地震动翅膀。性成熟的雌虫在枝

果或者叶片上休息时，其前足时而摩擦时而拨弄头

部，有时产卵器会伸出体外，后足不停地梳洗产卵器

并摩擦涂抹双翅及腹部背面，有雄虫靠近时也会剧

烈抖动翅膀。雌雄虫相遇时，如果彼此没有交尾欲

望，一接触便会迅速跳开飞离。如果双方有交尾意

愿，雄虫会在爬行移动的过程中瞅准时机，迅速飞跃

到雌虫背部，前足和中足紧紧抱住雌虫胸背部及腹

部前端区域，腹部微弯，后足挑拨雌虫产卵器与自身

外生殖器对接，对接成功后雄虫后足抵触叶面或果

面支撑身体以减轻对雌虫的压力。交尾过程中雌虫

背负着雄虫可以进行游走、取食等活动，一般不会轻

易分开。交尾结束时，有时是雄虫自愿结束交尾飞

离雌虫的，有时是雌虫后足拨弄雄虫使其脱落，但有

时雄虫不愿结束交尾，抱住雌虫不分开。

对沙棘绕实蝇交尾开始时间进行统计，发现沙

棘绕实蝇多在白天交尾。最早发生在７：００左右，最
晚的能够持续到凌晨３：００左右，夜间无交尾起始发
生。一天中有两次交尾高峰期，第一次高峰期在

１２：００—１３：００，第二次高峰期在 １６：００—１７：００（见
图５）。成虫交尾持续时间最短约 ３０ｍｉｎ，最长约
７２０ｍｉｎ，平均持续时长为２３９±１１．８６ｍｉｎ。雌雄
虫一生中平均交尾次数为７．０５±３．６９（ＳＤ）次。交
尾后雌虫寿命（１４．２４±３．３８ｄ，ＳＤ）略长于雄虫
（１３±３．１２ｄ，ＳＤ）。
２．６　产卵观察

沙棘绕实蝇在羽化后６ ８天开始产卵，产卵
期沙棘果大小为长径６．６５±０．２８ｍｍ（ＳＤ），宽径
５．４７±０．４０ｍｍ（ＳＤ）。沙棘绕实蝇的产卵过程可
分为定位试探、穿刺产卵和清洁休整三个阶段。首

先雌成虫搜索、飞行降落到沙棘果上，在沙棘果上一

边绕圈游走一边不停振动翅膀，有时用产卵器刺探

沙棘果，当找到果实的最佳产卵部位后，躯体做出

“俯卧撑”姿态，腹部呈９０°向下弯曲并伸出产卵器，
通过腹部上下蠕动收缩，将卵产在果皮下。成虫产

卵结束后拔出产卵器并用后足梳理清洁产卵器。沙

棘绕实蝇产一粒卵耗时１０ｍｉｎ左右。

注：雌雄交尾对数是指对每天同一时间段的交尾数进行求和。

Ｎｏｔ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ａｔ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ｅｓｍｅａｎｔｈｅｓｕｍ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ｐｌ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ｙｓ．

图５　沙棘绕实蝇不同时间段交尾情况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ｍａｔｉｎｇｏｆ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ｂａｔａｖａｏｂｓｅｕｒｉｏｓａ

成虫在一枚沙棘果中只产一粒卵，野外受害的

沙棘果中有极少数的果中有２ ３条幼虫，可能是
幼虫在转果危害时相遇造成的结果。解剖镜下检查

沙棘果时发现有极少部分卵镶嵌在果皮上，即一半

暴露于空气中，一半包埋于果皮下，可能是沙棘绕实

蝇产卵时的姿势不规整或者过早拔出产卵器所

造成。

３　讨论
野外采用黄板诱捕沙棘绕实蝇成虫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当地沙棘绕实蝇种群发生数量。通过对

野外沙棘绕实蝇成虫发生动态的监测，发现沙棘绕

实蝇成虫野外发生量与当时的气温关系并不明显，

但天气情况对于诱捕数量影响较大，尤其是阴雨天

对沙棘绕实蝇活动影响较大。降雨后（该地多为短

时间的阵雨），土壤湿度增大，对于沙棘绕实蝇成虫

羽化也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各项气象因

子，如环境湿度、风速、光照度等对沙棘绕实蝇成虫

活动的影响进行研究，为今后利用引诱剂控制沙棘

绕实蝇提供理论指导。

沙棘绕实蝇将卵产在果皮下，幼虫蛀食果肉，蛹

在土壤中，所以控制沙棘绕实蝇的关键在成虫期。

目前沙棘绕实蝇的防治主要是地表和林冠喷洒化学

农药［９］，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就是对沙棘绕实蝇的

生活史不甚了解，尤其是对其防治最佳时期———成

虫期了解不准确。所以，研究沙棘绕实蝇在当地的

发生动态对于沙棘绕实蝇的精准防治意义较大。不

过，虽然在大发生时可采用化学农药压低虫口密度，

但应尽量少用，以保证果品质量。目前沙棘绕实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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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我国北方地区零星爆发，但扩散和流行的可能

性存在。因此，在其大范围发生之前应找到有效的

绿色防治措施。

应用引诱剂监测和控制实蝇是当前实蝇防控工

作中采用的主要技术［１３－１８］，目前作者已初步研制出

沙棘绕实蝇的引诱剂并用于监测和防治沙棘绕实蝇

的成虫。另外，沙棘绕实蝇在一粒沙棘果中只产一

粒卵，猜测雌成虫在产卵结束后会于沙棘果表面留

下标记信息素。如果能够提取到该标记信息素并人

工合成，就可在成虫产卵期于沙棘林喷洒以驱避实

蝇，减轻危害。此外，采用不育技术防治实蝇危害在

国际上已有先例［１９－２０］，鉴于沙棘绕实蝇在我国内

蒙、新疆主要危害成片的大果沙棘林，因此未来可考

虑采用不育技术控制其危害。

沙棘在我国分布范围广，但是沙棘绕实蝇成虫

自然扩散能力并不强，主要还是通过苗木运输造成

远距离传播。例如苗木移植过程中根际携带的土块

中可能包含沙棘绕实蝇活体蛹，所以在跨区域苗木

移植过程中应加强检验检疫，阻止其扩散蔓延。

４　结论
沙棘绕实蝇在内蒙古西部磴口地区一年发生一

代，幼虫蛀食果肉，并可转果危害。在地表土层化

蛹，蛹期长达９个多月。成虫期较短，自６月中下旬
至８月上旬。成虫多在凌晨和上午羽化，性比约为１
：１，寿命１５天左右。交尾多发生在白天，可多次交
配。防治工作应在成虫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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