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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racting effect of different parts of host plants litchi and longan(Litchii chinensis Sonn and Euphoria

longana Lam)on oviposition of litchi fruit borer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emales only selected and oviposited at the new sprigs when only new and old sprigs were provided.
Females liked to select Feizixiao mostly , Huaizhi and Luomizi secondary , Guiwei least when fruits of four litchi

varieties were provided.The attraction of different litchis varieties fruits to the females was different , and Feizixiao was

strongest , Huaizhi and Luomizi secondary , and Guiwei least.Number of egg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litchi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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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观察荔枝蒂蛀虫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对寄主植物品种 、器官及器官部位的产卵选
择性规律。结果表明 ,与老梢相比 , 荔枝蒂蛀虫明显倾向于选择嫩梢产卵;4 个荔枝品种果枝中以妃子
笑上落卵数最多 ,在淮枝 、糯米糍荔枝果实上较少 ,桂味荔枝上最少;不同的荔枝品种果实气味引诱雌虫
产卵的能力不同 ,其中妃子笑引诱力最强 , 淮枝 、糯米糍引诱力较低 , 桂味最低;在同一荔枝果实不同部
位的落卵量 ,以果皮上 、下两部分较大 ,全果明显低于果皮上部 ,而荔枝肉和荔枝核上没有落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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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蒂蛀虫 Conopomorpha sinensis Bradley

是荔枝和龙眼的重要害虫
[ 1 ～ 4]

。20世纪 80 年

代以来 , 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龙 眼

(Euphoria longana Lam)被害呈现越来越严重的

趋势 ,一般被害率为 20%～ 40%,高的达 90%

以上
[ 4]
。该虫主要为害果实和嫩梢 ,发生程度

与寄主植物生育期密切相关 ,该虫产卵对果实

的部位有选择性
[ 3, 5]
。雌 、雄成虫的触角电生理

活性随提取物种类和交配经历而差异显著
[ 6]
。

本文报道荔枝蒂蛀虫对寄主植物品种 、器官及

器官部位的产卵选择性 ,为控制荔枝蒂蛀虫提

供了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供试虫源:从荔枝园采集落果 ,带回实

验室后平铺于地上 ,并覆盖一层荔枝叶或者龙

眼叶 ,每天上午收集蛹 ,待羽化后收集同一天羽

化的成虫作供试虫源。如果试验进行 24 h ,用

羽化后第6 d的成虫 ,如果试验进行 48 h ,则是

羽化后第6 d和 7 d的成虫。

(2)供试寄主:供试荔枝品种有中熟品种妃

子笑和桂味 、晚熟品种淮枝和糯米糍 ,龙眼为石

硖的改良品种。试验前从荔枝树和龙眼树上采

集枝叶 、果实 ,该园1个月以上没有施用化学农

药 。梢(营养枝)的长度和果枝的长度均为 20

cm左右。

1.2　试验方法

(1)寄主枝梢对雌虫产卵的引诱作用:每个

养虫笼中放入4种不同类型的枝条即糯米糍荔

枝嫩梢 、老梢 、石硖龙眼嫩梢和老梢 ,每种 4根 ,

同类型枝条插入同一矿泉水瓶中 ,并接入产卵

高峰期成虫 15对 ,48 h后检查每个枝条上的落

卵数 ,5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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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荔枝品种果枝对雌虫产卵的引诱

作用:每个养虫笼中放入 4个不同品种荔枝的

果枝即妃子笑 、桂味 、淮枝和糯米糍 ,每品种选

2根果枝 ,共含 10个果实 ,插入一矿泉水瓶中 ,

接虫和检查方法同(1)。

(3)不同荔枝品种果实气味对雌虫产卵的

引诱作用:分别用纸巾将大小均一的 4个品种

荔枝果实包住 ,然后喷水使纸巾保持湿润 ,放入

同一笼中 ,每品种 10 个果实 ,接入产卵高峰期

成虫 10对 ,24 h后检查每片纸巾上的落卵数 ,5

次重复。

(4)荔枝果实不同部位气味对雌虫产卵的

引诱作用:将妃子笑荔枝果实分成果皮(含果蒂

的上部和不含果蒂的下部)、果肉和果核三部

分 ,分别用纸巾包好 ,纸包与荔枝果实大小基本

一致 ,并喷水保持湿润 ,接虫和检查方法同(3)。

试验期间室内温度 25 ～ 27℃, 相对湿度

60%～ 80%,光照 L∶D=12 h∶12 h 。

2　结果与分析

2.1　荔枝和龙眼枝梢对雌虫产卵的引诱作用

在同样条件下 ,荔枝蒂蛀虫明显倾向于选

择嫩梢产卵(表 1)。荔枝嫩梢上落卵量最多 ,

平均为 3.8粒 ,龙眼嫩梢次之 ,为 1.8粒 ,荔枝 、

龙眼老梢上均无卵。

表 1　不同枝梢类型 、荔枝品种果枝和果实气味及妃子笑荔枝果实不同部位对荔枝蒂蛀虫产卵的引诱作用

枝梢类型
落卵量

(粒 枝条)
荔枝品种

落卵量(粒 果)

果枝 果实气味

妃子笑荔枝

果实部位

落卵量

(粒 片纸巾)

荔枝老梢 0c 淮枝 1.4±0.2b 0.6±0.3b 全果 1.8±0.4b

荔枝嫩梢 3.8±0.3a 桂味 0.2±0c 0c 核 0c

龙眼老梢 0c 妃子笑 6.4±0.1a 8.2±0.2a 肉 0c

龙眼嫩梢 1.8±0.2b 糯米糍 1.0±0.2b 1.6±0.2b 果皮上半部 4.9±0.3a

果皮下半部 3.5±0.3ab

注:表中数据是平均值±标准误 ,数据后有相同字母者表示经复极差检验(Duncan' s Multiple Range Test)在 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

2.2　不同荔枝品种果枝对雌虫产卵的引诱作用

由表 1可见 ,荔枝蒂蛀虫对不同荔枝品种

的产卵选择性不同。供试的 4个荔枝品种中以

妃子笑果实上落卵量最多 ,平均 6.4粒 ,淮枝 、

糯米糍果实上较少 ,平均分别为 1.4粒和 1粒 ,

桂味上最少 ,平均仅 0.2粒 。因此 ,表现在田间

混种果园中有些荔枝品种发生为害重 ,而有些

品种上发生为害较轻 。

2.3　不同荔枝品种果实气味对雌虫产卵的引

诱作用

试验发现 ,荔枝蒂蛀虫可根据由果实从包

裹着的纸巾中挥发出来的气味来寻找产卵部

位 ,寻找过程与荔枝果实颜色 、形状等无关。不

同的荔枝品种果实引诱雌虫产卵的能力不同 ,

其中妃子笑引诱力最强 ,平均每个果实上落卵

8.2粒 ,糯米糍 、淮枝引诱力较低 ,平均每个果

实上分别落卵 1.6粒和 0.6粒 ,桂味引诱力最

低 ,雌虫未在包裹的纸巾上产卵(表 1)。这些

结果与不同荔枝品种果实对雌虫产卵的引诱作

用一致 。

2.4　荔枝果实不同部位气味对雌虫产卵的引

诱作用

荔枝蒂蛀虫对同一荔枝果实不同部位产卵

具有明显选择性(表 1)。其中 ,落卵量以荔枝

果皮上 、下两半部分较大 ,分别为 4.9粒和 3.5

粒 ,在荔枝全果上的落卵量明显低于荔枝果皮

上半部分 ,而荔枝肉和荔枝核上的没有落卵 。

观察发现 ,在包住荔枝肉的纸巾上面 ,荔枝蒂蛀

虫停留 、活动数量最多 ,但是没有产卵 。这说明

引诱荔枝蒂蛀虫产卵的应是荔枝皮上的挥发性

物质 ,而荔枝肉或核中不存在这类物质 ,但是荔

枝肉中可能存在一些对成虫有非常明显引诱作

用的物质。

3　讨论

在寄主植物嫩梢和老梢的产卵引诱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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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荔枝蒂蛀虫只在嫩梢上产卵。荔枝树嫩枝

含水量和含氮量都比老枝高 , 而且质地较柔

软
[ 7]
,荔枝蒂蛀虫在孵化后直接由卵壳底部钻

进梢的髓部或者叶脉
[ 6]
。这可能是荔枝蒂蛀虫

趋嫩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不同品种荔枝的产

卵引诱的试验中 ,以妃子笑上的卵量最多 ,然后

才是淮枝和糯米糍 ,桂味最少 ,其主要原因可能

是妃子笑果实香气浓郁 ,挥发性成分较多 ,引诱

力强。用纸巾将荔枝果实完全包起来 ,排除了

果实表面物理性状的影响 ,测试果实气味对荔

枝蒂蛀虫产卵的引诱作用 ,其结果与没有包纸

巾的结果类似 ,均是妃子笑上落卵数最多 ,淮

枝 、糯米糍果实上较少 ,桂味上最少 。进一步的

研究表明同一荔枝果实不同部位的产卵引诱作

用不同 ,荔枝蒂蛀虫仅在荔枝果皮上产卵 ,说明

引诱蒂蛀虫产卵的活性物质存在于荔枝果皮

中。田间的调查结果表明 ,同生育期不同品种

荔枝上荔枝蒂蛀虫落卵量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

以妃子笑上卵量较大 ,而荔枝梢期该虫主要产

卵于嫩梢上 ,在果实上主要落卵于靠近果蒂的

果皮上。以上试验 、观察结果表明荔枝蒂蛀虫

主要通过寄主气味来确定寄主的种类和部位 ,

从而选择最适合产卵的部位 。根据试验结果 ,

可以考虑在荔枝蒂蛀虫防治中利用引诱产卵的

特异性物质将该虫引诱到不适宜生长发育的植

物上产卵 ,干扰荔枝蒂蛀虫在寄主上的正常产

卵行为 ,或者利用一些非寄主植物的次生物质

干扰荔枝蒂蛀虫与寄主间的化学信息联系 ,减

少着卵量 ,达到有效控制该虫为害的目的
[ 8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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