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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迟眼蕈蚊Bradysia odoriphaga Yang et Zhang

属双翅目眼蕈蚊科迟眼蕈蚊属，其幼虫俗称“韭蛆”

（杨集昆和张学敏，1985），以钻蛀韭菜地下鳞茎进行

为害，致使地下部腐烂、地上部瘦弱和萎蔫，严重时

造成缺苗断垄甚至成片死亡，是我国韭菜生产上的

主要害虫（梅增霞等，2003）。由于其幼虫在地下隐

蔽为害，且主要依赖化学农药防治，以致“毒韭菜”事

件屡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生活和生态环

境。因此，本试验利用黄色粘虫板、糖醋液和水，系

统监测河北省定州市韭菜春棚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

蕈蚊成虫种群的发生消长，基于其监测效果的优劣，

筛选出最佳田间监测方法，以期为韭菜生产提供绿

色、高效的监测技术，降低农药的使用量及残留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韭菜品种为竹竿青，由河南省拯农种苗有限公

司提供。黄色粘虫板：40.0 cm×24.0 cm，鹤壁佳多

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透明塑料盆：17.5 cm×12.5 cm×

10.0 cm。糖醋液：按王萍等（2011）配方，即绵白糖︰
乙酸︰95%乙醇︰自来水配比为3︰3︰1︰80。

1.2 方法

试验地位于河北省定州市东关村（N38°52′ ,

E114°97′），韭菜大片集中种植，水肥等栽培管理条

件一致。试验田面积648 m2，南北垄向，种植模式为

春棚模式，即 12月末至次年 3月底间塑料膜覆盖。

试验设黄色粘虫板、糖醋液和水 3 个处理，随机排

列，间距 6 m，重复 3次。其中黄色粘虫板垂直垄向

放置，2张纵向并接后固着于竹竿上，底部接地，顶

部距地面高 80 cm。糖醋液盆和水盆均置于地面，

液量达盆高 2/3 处，各加入约 10 g 洗涤灵。各处理

每 3 d更换 1次（沙尘暴和雨后适时更换）。自 2013

年 5月 12日开始至 2014年 11月 24日，进行韭菜迟

眼蕈蚊成虫种群消长动态监测，每隔 3 d调查 1次，

统计各处理的诱虫量。以7 d累积诱虫量为计数单位。

1.3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Excel 2003和DPS 7.05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采用Tukey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种群消长动态的比较

2013 年黄色粘虫板监测韭菜迟眼蕈蚊成虫发

生消长动态有3个明显高峰，分别在掀棚后露地6月

上旬、下旬和 10月中旬，其中最大峰为露地 6月上

旬；糖醋液在6月上旬、下旬有2个峰；水则仅在6月

上旬有1不明显小峰（图1）。2014年黄色粘虫板监

测到7个高峰，分别在棚内3月下旬及掀棚后露地4月

下旬、5月中旬、6月上旬、6月下旬、9月中旬、10月

中旬，其中最大峰为露地9月中旬，次峰在棚内3月

下旬和掀棚后露地4月下旬。糖醋液监测到3个小

峰，依次为棚内3月下旬、掀棚后露地5月中旬和6月

上旬，水则未监测出峰（图1）。2013年成虫终见期，

黄色粘虫板为 11月 17日，糖醋液、水为 10月 27日；

2014年成虫始见期，黄色粘虫板为 3月 17日，糖醋

液、水为 3月 31日；成虫终见期黄色粘虫板为 11月

10日，糖醋液为10月13日、水为9月29日（图1）。

2.2 年累积诱虫量的比较

2013年5—11月黄色粘虫板、糖醋液、水3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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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韭菜迟眼蕈蚊的诱集量分别为662.67、200.67、

69.32 头/诱捕器；2014 年 3—11 月的诱集量分别为

100.25、23.20、14.75头/诱捕器。黄色粘虫板诱集量

最多，极显著高于糖醋液和水处理（P<0.01，图2）。

图1 河北省定州市春棚韭菜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种群的发生动态

Fig. 1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Bradysia odoriphaga adults on Chinese chive in Dingzhou City of Hebei Province

with spring cultivation mode

图2 河北省定州市春棚韭菜栽培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

成虫年累积诱虫量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trap catches per year on Bradysia

odoriphaga adults in Dingzhou City of Hebei Province with

spring cultivation mode

图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误。不同大、小字母分别表示

经 Tukey 法检验在 P<0.01 和 P<0.05 水平差异显著。Data

are mean±SE. Different uppercase or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P<0.01 or P<0.05 level by Tukey test.

3 讨论

本试验连续 2年比较了 3种监测方法对韭菜迟

眼蕈蚊成虫种群发生动态的监测效果，结果显示其

成虫种群发生及持续期的始末时间、峰的数量及其

明显程度和年累积诱虫量，均为黄色粘虫板监测效

果最佳。利用黄色粘虫板监测不仅操作简便，同时

避免了挖根调查对韭菜造成的损坏。因此，建议在

生产中利用黄色粘虫板对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发生

进行监测。本实验室也研究了其它颜色粘虫板与黄

色粘虫板对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监测效果比较，结

果显示黑色粘虫板效果最佳（试验数据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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