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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韭菜迟眼蕈蚊种群动态 
及越夏越冬场所调查研究* 
史彩华 1, 2**  杨玉婷 1  韩昊霖 2  程佳旭 1  

 吴青君 2  徐宝云 2  张友军 2*** 
（1. 长江大学农学院，荆州 434025；2.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目的】 为明确北京地区不同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菜田全年韭菜迟眼蕈蚊 Bradysia odoriphaga种

群动态的发生规律及其越夏越冬场所。【方法】 分别在 2014—2015 年通过黄色板对露地和温室韭菜田

块的韭菜迟眼蕈蚊成虫进行了监测，并通过挖根和网捕的方式调查韭菜迟眼蕈蚊的越夏越冬场所及虫

态。【结果】 北京地区，露地韭菜田块韭菜迟眼蕈蚊每年发生 3~4代，温室内可全年发生，主要为害高峰

期在春秋两季；韭菜迟眼蕈蚊幼虫主要分布在 0~5 cm的土壤深处；夏季韭菜迟眼蕈蚊虫口基数偏低，但

主要在本地韭菜田块越夏；冬季韭菜迟眼蕈蚊主要以 4龄老熟幼虫在鳞茎内或鳞茎附近的土壤中越冬。

【结论】 本研究阐明了北京地区不同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周年发生的种群动态规律及越夏越

冬生物学特性，为韭菜迟眼蕈蚊的预测测报和综合防治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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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dynamics and summer and winter habitats  
of Bradysia odoriphaga in the Beij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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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Qing-Jun2  XU Bao-Yun2  ZHANG You-Jun2*** 

(1. College of Agricultur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5, China; 2.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Institute of Vegetab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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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clarify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the summer and winter habitats of Bradysia odoriphaga 

under different Chinese chiv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regimes in the Beijing area. [Methods]  B. odoriphaga imagoes 

were monitored using yellow swatches in fields and greenhouses from 2014 to 2015. The location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B. odoriphaga in winter and summer were surveyed by digging up the roots of chives and netting. [Results]  B. odoriphaga 

has three to four generations in chive fields annually but is present all the year round in greenhouses. The peak of crop damage 

is in spring and autumn. B. odoriphaga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il at a depth of 0-5 cm. The population is lower in winter than 

in summer. In summer, B. odoriphaga is predominantly found in local chive fields and over-winters as 4th instar larvae inside 

chive bulbs or in soil. [Conclusion]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summer and winter habitats of B. 

odoriphaga under different Chinese chiv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s in the Beijing area and thereby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prediction and control of B. odoriphaga. 

Key words  Bradysia odoriphaga, population dynamics, over-summer, over-winter 

  



6期 史彩华等: 北京地区韭菜迟眼蕈蚊种群动态及越夏越冬场所调查研究 ·1175· 

 

 

韭菜 Allium tuberosum Rottler 属于百合科

多年生宿根蔬菜，具有良好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

值（Imahoriet al.，2004；薛明等，2005），主要

分布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品种资源十分丰

富。制约韭菜产业快速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是韭

蛆（李贤贤等，2014）。韭菜迟眼蕈蚊 Bradysia 

odoriphaga Yang et Zhang)的幼虫，俗称韭蛆，也

是唯一取食为害的虫态。韭菜迟眼蕈蚊属双翅

目，眼蕈蚊科（杨集昆和张学敏，1985），主要

分布在北京、天津、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和

台湾等地。韭菜迟眼蕈蚊属杂食性昆虫，为害范

围广，可为害 7 科 30 多种蔬菜、瓜果类和食用

菌（薛明等，2005；Yang et al.，2015），尤其喜

欢取食韭菜，造成一般田块损失 50%左右，严重

田块甚至绝收。 

韭菜迟眼蕈蚊是我国特有的蔬菜地下害虫，

但长期以来不被人们重视，国内研究起步较晚

（Li et al.，2015），缺乏系统研究。关于韭菜迟

眼蕈蚊的研究，国外至今空白。因此，关于韭菜

迟眼蕈蚊最基本的生物学研究还不够深入，给防

治工作带来巨大障碍。目前，关于韭菜迟眼蕈蚊

防治的研究报道较多，主要归纳为 4大类：农业

防治（党志红等，2001）、物理防治（王洪涛等，

2015）、生物防治（白光瑛等，2015）和化学防

治（李贤贤等，2014）。由于韭菜迟眼蕈蚊幼虫

是唯一聚集在地下为害的虫态，一般不容易被发

觉，但一旦被发觉往往已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化学防治操作简单，见效快，最受人们欢迎，因

此，人们习惯使用化学农药防治韭菜迟眼蕈蚊，

甚至使用高毒药剂，导致食用韭菜中毒事件屡见

不鲜，严重制约了韭菜产业的持续发展。因此，

若能深入了解韭菜迟眼蕈蚊的生物学习性，尤其

是种群动态规律，为韭菜迟眼蕈蚊的测报提供理

论参考依据。为弄清北京地区不同栽培管理模式

下韭菜地韭菜迟眼蕈蚊种群动态的发生规律及

其越夏越冬场所，本文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温湿度自动探测仪（ZigWSN-C-A和ZigWS- 

STM-S，北京紫腾科技有限公司）。 

1.2  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种群动态监测 

本试验于 2014—2015 年在北京市顺义区杨

镇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农场露地

（40o1'N，116o6'E）和北京市昌平区南口中国农

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农场温室（40o2'N，

116o2'E）进行。通过黄板监测成虫，随机 10点

取样，每周取样调查一次。 

1.3  韭菜迟眼蕈蚊越夏场所调查 

本试验于 2015年 7—9月在北京市顺义区杨

镇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农场

（40o1'N，116o6'E）进行。 

1.3.1  不同寄主作物上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数

量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式分别调查不同寄主（韭

菜、大葱、西瓜苗、藜和玉米）作物上韭菜迟眼

蕈蚊幼虫的数量，每次 10 点，每点寄主取样区

域 20 cm×20 cm×20 cm（长×宽×高），间隔两周

调查一次。 

1.3.2  韭菜地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空间分布 

通过扫网的方式调查韭菜地 3 个不同高度

区域（＜10 cm、10~20 cm和＞20 cm）韭菜上

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数量，每 10网为一次重复，

每处理 4次重复，间隔两周调查一次。 

1.3.3  韭菜地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空间分布 

通过挖根法调查不同深度（5、10、15、20 cm）

土壤内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数量，随机 10 点取

样，每点泥土取样区域 20 cm×20 cm（长×宽），

间隔两周调查一次。 

1.3.4  不同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幼虫

的发生动态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式分别调查两

种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数量和

活动位置，每次 10 点，每点泥土取样区域       

20 cm×20 cm×20 cm（长×宽×高），间隔两周调查

一次。模式 1：除了接收自然降水，另外设有补

水装置，保持土壤湿度；模式 2：仅接收自然降

水，不再补充其它水分。整个试验期间，分别利

用温湿度自动探测仪监测两种栽培管理模式下

土壤 5 cm深处的温度和湿度，每 15 min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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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韭菜叶鞘对韭菜迟眼蕈蚊发生的影响 

本试验分两组，即韭菜去掉叶鞘（无叶鞘）

和保留厚实的叶鞘（有叶鞘）。按试验要求，在

田间挑选健康且长势一致的韭菜植株进行处理，

将无叶鞘和有叶鞘的韭菜植株分别转栽到塑料

杯（Φ=9 cm）中，杯中土壤粗细和均匀程度一

致，植株栽培深度一致。剪掉韭菜叶片，保留等

长的假茎，并做好标记。为了防止外来韭菜迟眼

蕈蚊成虫将卵产在处理的植株上，本试验取出大

小一致、完好无破损的 3个养虫笼，分别向笼中

随机放入 30 株无叶鞘和 30 株有叶鞘的韭菜植

株，待其恢复生长 7 d。试验时，笼 1接韭菜迟

眼蕈蚊幼虫，分别向杯中接 2龄幼虫，每杯 10头，

10 d 后调查并统计杯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数

量；笼 2 释放韭菜迟眼蕈蚊成虫，向笼中放入

100对（雌和雄）成虫，让其自由交配产卵，20 d

后依次调查韭菜的被害株；笼 3不接任何虫态的

韭菜迟眼蕈蚊，让韭菜自由生长，20 d后调查韭

菜的生长高度。 

1.5  韭菜迟眼蕈蚊越冬场所调查 

本试验于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在北

京市顺义区杨镇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农场（40o1'N，116o6'E）进行。采取随机挖根

取样的方式调查韭菜迟眼蕈蚊在韭菜田块的虫

态、龄期、数量及分布的位置，每次 10 点，每

点 20 cm×20 cm×20 cm（长×宽×高），间隔两月

调查一次。整个试验期间，利用温湿度自动探测

仪监测韭菜田块 5 cm深处土壤的温度和湿度，

每 15 min一次。 

1.6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进行数据资料统计；采用

SPSS 17.0 进行数据分析，Duncan’s 新复极差

（DMRT）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P<0.05作为

差异显著的判断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2014—2015 年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种群动态

监测 

根据图 1 可知，无论露地韭菜还是温室韭

菜，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高蜂期均发生在春、秋

两季，其中露地 2014年发生 3代，2015年 4代；

温室较露地发生代数多。在露地和温室，春季   

4—5 月为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发生高峰期；夏

季 7—8 月韭菜迟眼蕈蚊成虫少见；一般 9 月开

始成虫逐渐增多，10 月再次形成高峰期。冬季

露地未见韭菜迟眼蕈蚊成虫，但温室可见。 

 

 
 

图 1  2014—2015 年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种群动态 
Fig. 1  Population dynamics of Bradysia odoriphaga from 2014 to 2015 

A. 露地；B. 温室。 

A. In open field; B. In gree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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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韭菜迟眼蕈蚊的越夏场所（2015 年） 

2.2.1  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在不同寄主作物上的

分布  通过 7—9 月调查不同寄主作物上韭菜迟

眼蕈蚊幼虫的数量，发现 7—8 月，韭菜迟眼蕈

蚊幼虫数量非常少见；韭菜和大葱上发现有韭菜

迟眼蕈蚊幼虫为害，西瓜苗、玉米和藜上均未发

现韭菜迟眼蕈蚊幼虫，根据虫口数量发生顺序依

次为（图 2）：韭菜﹥大葱﹥西瓜苗、玉米、藜。

随着时间推移，9月韭菜上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

数量明显增多，而其它寄主作物上未见韭菜迟眼

蕈蚊幼虫，具体发生顺序依次为（图 2）：韭菜

﹥大葱、西瓜苗、玉米、藜。 
 

 
 

图 2  不同寄主作物上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分布（2015

年 7—9 月） 
Fig. 2  Number of Bradysia odoriphaga larvae in 

different hosts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15 

 
2.2.2  韭菜地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空间分布   

韭菜迟眼蕈蚊成虫更喜欢活动在离地面高

度 0~10 cm 的空间，即接近地面（图 3）。韭菜

株高小于 10 cm时，扫捕的成虫数量最多；其次

是株高在 10~20 cm之间；韭菜株高大于 20 cm

时，成虫量最少。7—8 月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

数量明显少于 9月（图 3）。 

2.2.3  韭菜地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空间分布   

7—9 月调查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在土壤中的

分布情况，发现韭菜迟眼蕈蚊幼虫主要分布在离

地面 0~5 cm深处的土壤中，越往土壤深处，韭

菜迟眼蕈蚊幼虫数量越少，超过 10 cm则不见韭

菜迟眼蕈蚊幼虫（图 4）。随着调查时间推移，    

7—8月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数量开始减少，9月

又逐渐增多，且 9月土壤中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

数量明显多于 7—8月（图 4）。 

 

 
 

图 3  韭菜地韭菜迟眼蕈蚊成虫的空间分布 

（2015 年 7—9 月）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radysia odoriphaga 

adults in Chinese chive field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15 

 

 
 

图 4  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在土壤中的空间分布 

（2015 年 7—9 月）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radysia odoriphaga 

larvae in Chinese chive field from July to  
September, 2015 

 
2.2.4  不同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幼虫

的发生动态及分布  不同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蛆

幼虫的数量与土壤湿度呈正相关（图 5）。两种

栽培管理模式下地温之间无明显差异，但土壤湿

度差异显著。土壤湿度较大的田块，韭菜迟眼蕈

蚊幼虫的数量明显增多（图 5：A）。湿度大的田

块，韭菜迟眼蕈蚊幼虫主要分布在叶鞘内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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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湿度小的田块，韭菜迟眼蕈蚊幼虫主要分布

在鳞茎或直根中，其它地方（假茎、须根等）也

有，但数量较少（图 5：B）。 
 

 
 

图 5  不同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 

幼虫的发生动态及位置分布 
Fig. 5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location of Bradysia 

odoriphaga larvae under different cultivation 
management models 

A. 温湿度与韭菜迟眼蕈蚊幼虫数量的关系； 

B. 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分布的位置。*表示方差分析显著

性差异（P<0.05）。下图同。 

A.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verage temperature, 
mean humidity, and B. odoriphaga larvae in soil; B. The 

specific location of B. odoriphaga larvae. * indicate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level according to one-way 
ANOVA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The same below. 

 

2.3  韭菜叶鞘在韭菜迟眼蕈蚊为害中的作用 

分别对无叶鞘和有叶鞘的韭菜植株接种韭

菜迟眼蕈蚊幼虫，结果（表 1）表明：有叶鞘韭

菜植株上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存活率明显高于

无叶鞘的韭菜植株。分别让韭菜迟眼蕈蚊成虫自

由选择在无叶鞘和有叶鞘的韭菜植株上产卵，调

查韭菜植株的被为害率，结果（表 1）表明：无

叶鞘和有叶鞘的韭菜植株被为害率均为 90%，且

有或无叶鞘对韭菜植株的生长高度无显著影响。 

2.4  韭菜地韭菜迟眼蕈蚊越冬虫态及位置 

2014年 11月—2015年 3月调查韭菜地韭菜

迟眼蕈蚊的数量、虫态及位置，结果表明：冬季

韭菜迟眼蕈蚊主要以 4 龄老熟幼虫在鳞茎内或

土壤中越冬，其中 4 龄幼虫平均约占 90.78%，

其它龄期平均约占 9.22%，且 3次调查之间韭菜

迟眼蕈蚊幼虫的数量并无显著差异（图 6）。通

过田间自动温湿度仪监测表明，2014年 11月—

2015年 3月土壤深处 5 cm的最低温度为﹣7.18℃；

2015年 11月—2016年 3月土壤深处 5 cm的最

低温度为﹣9.87℃（图 7）。 

3  结论与讨论 

韭菜迟眼蕈蚊在不同地域发生的代数不尽

相同。例如，哈尔滨每年发生 3代（林宝祥等，

2014），吉林集安（张国祥等，2005）、甘肃玉门

（韩斌杰和张丽琼，2012）、陕西渭南（吴玲杰， 

2015）、天津（曹清莲，1985）和浙江慈溪（王

勤海，1997）每年发生 4代，大连每年发生 3~4代

（刘长珉，1982），河北辛集（党志红等，2001）

和江苏徐州每年发生 5 代（王炜等，2008），山

西大同（翟旭等，1988）和山东潍坊（王承香等，

2014）每年发生 4~5代，上海每年发生 6代（袁

永达等，2006），湖北武汉每年发生 6~8 代（周

利琳等，2012）等。本研究表明，北京地区韭菜

迟眼蕈蚊的发生高峰期在春秋两季，夏季韭菜迟

眼蕈蚊成虫和幼虫均较少，露地韭菜每年发生

3~4代，保护地可周年发生，与前人研究结果一

致（薛勇，2000）。 

韭菜迟眼蕈蚊在不同地域的种群动态可能

与环境小气候有关，如温度和湿度。高温对昆虫

的交配（Kamimura and Tatsuki，1993）或产卵量

（蒋丰泽等，2015）影响较大。当温度在 18~27℃

范围时，灰飞虱 Laodelphax striatellus (Fallé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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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韭菜有或无叶鞘对韭菜生长及韭菜迟眼蕈蚊幼虫为害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Chinese chive and damage of chive gnats with or without leaf sheath 

处理 Treatments 
幼虫存活率（%） 

Survival rate of larvae 

韭菜被害率（%） 

Ratio of damaged Chinese chive 

韭菜株高（cm） 

Height of Chinese chive

有叶鞘With leaf-sheath 78.67±3.06 a 90 15.06±1.64 a 

无叶鞘Without leaf-sheath 19.58±3.13 b 90 11.97±2.09 a 

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同列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方差分析显著差异（P<0.05）。 

Data are mean ±SD, and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level according to 
one-way ANOVA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图 6  韭菜迟眼蕈蚊的越冬虫态及位置 
Fig. 6  Insect phase and location of Bradysia odoriphaga for over-wintering 

A. 代表虫态；B. 代表不同越冬时间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数量；C. 代表韭菜迟眼蕈蚊越冬幼虫的龄期； 

D. 代表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越冬位置。 

A. Overwintering stage; B. The overwintering number of B. odoriphaga larvae in different dates;  
C. Overwinteringinstar of B. odoriphaga larvae; D. Overwintering position of B. odoriphaga larvae.  

 

产卵量随温度升高而增加；当温度超过 30℃时，

成虫寿命变短且不产卵（张爱民等，2008）。高

温可能影响了昆虫体内能量代谢或激素的合成，

阻碍卵黄生成和卵黄沉积 （Bryant and Raikhel，

2011），甚至可以延续到子代。瓢虫 Harmonia 

axyridis (Pallas) 卵孵化的温度既影响幼虫健康，

也影响子代的生殖力 （Zhang et al.，2014)。以

上研究均说明不适宜的温度可能减少昆虫的种

群数量，韭菜迟眼蕈蚊也不例外。Li 等（2015）

研究表明，温度范围在 18~25oC时，韭菜迟眼蕈

蚊的发育历期随着温度升高而缩短，20~25oC 为

最适发育温度；随着温度继续升高，不利于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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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土壤 5 cm 深处的最低温度 
Fig. 7  The lowest temperatures in 5 cm deep of soil 

 
迟眼蕈蚊的生长发育和后代繁殖。据气象资料统

计，北京夏季外界高温现象非常普遍，将会直接

影响韭菜迟眼蕈蚊成虫产卵或卵的孵化，导致

韭菜迟眼蕈蚊数量急剧下降，与本文研究结果

一致。 

本研究表明，冬季露天韭菜田块不见韭菜迟

眼蕈蚊成虫；夏季韭菜迟眼蕈蚊成虫数量非常少

见，且主要在离地面 0~10 cm的空间活动，说明

韭菜迟眼蕈蚊成虫活动能力不强，与前人研究结

果一致（张思佳等，2013）。另外，温度适宜时，

昆虫的发育速度与温度呈正相关，可以缩短产卵

前期；当温度达到某一阀值时，昆虫的发育速度

与温度呈负相关，可以延长产卵前期（杜尧等，

2007）。美洲斑潜蝇 Liriomyza sativae （Blanchard）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温度在 16.5~31.5℃范

围时，产卵前期随着温度升高而缩短；当温度达

到 36.5℃时，产卵前期明显延长（王音和雷仲仁，

2000）。夏季韭菜迟眼蕈蚊成虫数量极少可能与

高温导致韭菜迟眼蕈蚊发育历期延长有关，需要

在后续实验中进一步研究证明。 

既然夏季极少见韭菜迟眼蕈蚊成虫，冬季不

见韭菜迟眼蕈蚊成虫，且韭菜迟眼蕈蚊成虫活动

能力较差，其它虫态又不具备远距离转移能力，

那么，春秋两季大量暴发的韭菜迟眼蕈蚊从何而

来？本研究通过大量的田间调查试验，证明春秋

两季暴发的韭菜迟眼蕈蚊种群主要来自于本地

韭菜田块的韭菜迟眼蕈蚊虫源，当遇到合适的气

候条件时大量繁殖。本研究通过调查不同夏寄主

植物上韭菜迟眼蕈蚊的数量，发现韭菜田块韭菜

迟眼蕈蚊的数量最多，幼虫主要在离地面 0~5 cm

深处的土壤中活动；其次是大葱田块；其它寄主

植物上未见韭菜迟眼蕈蚊为害。前人有研究表

明，韭菜迟眼蕈蚊对不同寄主作物的为害程度不

同，其中以韭菜、大蒜和圆葱为害最重，其次是

菊科，对茄科作物基本无为害（张鹏等，2015）。

这一研究为未来韭菜轮作或间作提供了科学的

参考指导，同时也阐明了韭菜地夏季存在韭菜迟

眼蕈蚊为害的现象。 

除了环境温度外，湿度太低直接影响昆虫的

种群数量（Bailey and Keifer，1943）。前人研究

表明，相对湿度明显影响昆虫的生活史（Tamiru 

et al.，2012）。因此，不同地域韭菜迟眼蕈蚊的

发生世代不同，可能也与湿度关系紧密。Yang

等（2015）研究表明，韭菜迟眼蕈蚊生长发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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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相对湿度为 60%~80%，其中最适相对湿度为

70%，说明韭菜迟眼蕈蚊生长对湿度要求较大。

然而，据气象资料统计，北京的夏季多为干旱少

雨，给韭菜迟眼蕈蚊的正常生长带来一定的影

响。本试验调查不同栽培管理模式下韭菜迟眼蕈

蚊幼虫的数量，结果表明：两种栽培管理模式下，

土壤温度无明显差异，土壤湿度越大，韭菜迟眼

蕈蚊数量越多，进一步证明了湿度对韭菜迟眼蕈

蚊生长繁殖的重要性。另外，调查还发现土壤湿

度较大时，幼虫更喜欢在叶鞘内取食为害，特别

是厚实且具有弹性的叶鞘内发生偏多。叶鞘对韭

菜迟眼蕈蚊的意义何在?本研究结果表明：有、

无叶鞘对韭菜生长无显著影响，且韭菜植株被害

率均为 90%，但通过人工接虫发现有叶鞘韭菜上

韭菜迟眼蕈蚊幼虫的存活率更高。这一研究说明

韭菜迟眼蕈蚊成虫产卵与韭菜有或无叶鞘并无

直接关系，可能与厚实叶鞘的保水性能好有关。

叶鞘越厚，保水性越好，更适合韭菜迟眼蕈蚊幼

虫的生长与存活。当土壤湿度较小或干旱时，韭

菜叶鞘的含水量低，部分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可能

因此死亡，致使夏季田间的韭菜迟眼蕈蚊数量更

少。韭菜的须根非常发达，即使在干旱炎热的夏

季，也能为韭菜的鳞茎或直根供应水分和养分。

当韭菜叶鞘含水量较低时，部分韭菜迟眼蕈蚊幼

虫钻入韭菜鳞茎或直根中，少量钻入韭菜假茎

内，获取鳞茎、直根或假茎内的营养和水分，让

其存活下来。 

昆虫通过滞育或休眠度过寒冷的冬季，成为

春季大量暴发的虫口基数。韭菜迟眼蕈蚊成虫远

距离、快速转移能力较差，因此，本地韭菜迟眼

蕈蚊能否顺利越冬，以什么虫态越冬，直接关系

到下一年春季韭菜迟眼蕈蚊的发生量和发生时

间。前人研究表明，韭菜迟眼蕈蚊在黑龙江省以

蛹越冬（林宝祥等，2014）；其它地方（吉林、

辽宁、甘肃、陕西和天津等）均以幼虫越冬（刘

长珉等，1982；曹清莲，1985；张国祥等，2005；

韩斌杰和张丽琼，2012；吴玲，2015）。本试验

田间调查结果表明，冬季韭菜迟眼蕈蚊在北京地

区主要以 4龄老熟幼虫在鳞茎内或土壤中越冬。

春季温度适宜时，韭菜迟眼蕈蚊幼虫开始化蛹羽

化、交配产卵，正好解释了春季是韭菜迟眼蕈蚊 

成虫发生的高峰期。虽然冬季北京地区室外的温

度可以低至﹣15oC，但是根据土壤自动温湿度测

定仪近两年的数据资料显示，室外土壤 5 cm深

处的最低温度高于﹣10℃，较韭蛆的过冷却点

高。有研究报道，韭蛆的过冷却点为﹣13.98oC，

冰点温度为﹣9.94oC（梅增霞等，2003）。这一

监测数据进一步证实了韭菜迟眼蕈蚊可以在北

京地区越冬。 

本试验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韭菜迟眼蕈蚊

这一生物学特性与韭菜的生长特性，以及人们特

殊的收割习惯（夏冬季节是韭菜的养根期，人们

不收获韭菜）结合起来，寻找一条特殊的防虫策

略——“秋虫夏治”和“春虫冬治”技术。即在

夏季或冬季施用化学农药防治韭菜迟眼蕈蚊，既

能减少虫口基数，降低秋季和春季韭菜迟眼蕈蚊

的为害虫源；又能延长施药期与收获期的间隔时

间，让土壤微生物有足够的时间降解化学药剂，

为韭菜的绿色无公害化生产提供安全保障。另

外，夏季高温是影响韭菜迟眼蕈蚊生长发育或后

代繁殖的重要因素。因此，考虑通过物理方法提

高土壤温度将韭菜迟眼蕈蚊杀死，或许具有替代

农药或减少药剂使用量的潜力，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本研究阐明了北京地区不同栽培管理

模式下，韭菜迟眼蕈蚊周年发生的种群动态规

律。露地每年发生 3~4代，温室（保护地）可以

全年发生为害，为害高峰期在春秋两季；夏季韭

菜地韭菜迟眼蕈蚊虫口基数偏少，但依然存在，

与土壤温湿度有关；冬季露地韭菜不见韭菜迟眼

蕈蚊成虫，但主要以 4龄老熟幼虫在鳞茎内或土

壤中越冬。这一研究为北京地区韭菜迟眼蕈蚊的

预测测报和综合防治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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