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昆虫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ntomology    2023, 60(3):860871.     DOI: 10.7679/j.issn.20951353.2023.080 

 

                           

*资助项目 Supported projects：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77401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C3501502）；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与健

康科技创新工程项目(CIMFS 2021-I2M-1-031) 

**第一作者 First author，E-mail：haoyuesun2022@163.com 

***共同通讯作者 Co-corresponding authors，E-mail：qhl193314@sina.com；lpengfei224@126.com 

收稿日期 Received：2022-10-05；接受日期 Accepted：2022-11-14 

 

枸杞红瘿蚊的交尾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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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林业大学省部共建森林培育与森林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  要  【目的】 枸杞红瘿蚊 Gephyraulus lycantha Jiao & Kolesik 是枸杞生产中重发、频发的害虫，明

确枸杞红瘿蚊成虫交尾行为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为利用性信息素防控枸杞红瘿蚊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在室内条件下，观察枸杞红瘿蚊成虫的交尾行为、交尾节律和多次交尾现象，并统计分析不同时龄及寄主

植物对其交尾次数和交尾时长的影响。【结果】 枸杞红瘿蚊羽化后即可发生求偶和交尾，交尾行为包括避

让、打斗和交尾 3 种，且雌雄成虫都具有搜寻和识别配偶的行为。成虫交尾具有明显的时辰动态节律，多

集中于光期，在光期 2 h（8：00）达到交尾高峰。枸杞红瘿蚊成虫的平均交尾时长为（32.49±1.67）s，大

多集中在 10.0-50.0 s 时间段内。枸杞红瘿蚊雌雄成虫都存在多次交尾现象，雄虫更为明显。雄虫时龄变化

对雌雄成虫的交尾次数影响较大，随着雄虫时龄的增加，交尾次数降低，而当雌雄成虫时龄同时变化时会

对其交尾时长产生显著影响（P<0.05)。寄主植物对枸杞红瘿蚊成虫交尾行为无显著影响。【结论】 本研

究揭示了枸杞红瘿蚊成虫交尾的行为特征、动态节律，明确了成虫时龄是影响其交尾的主要因素，从理论

上证实了利用性信息素防治枸杞红瘿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枸杞红瘿蚊；交尾行为；影响因素；时龄；寄主植物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mating behavior of Gephyraulus lycantha 
(Diptera: Cecidomyiidae) 

SUN Hao-Yue1, 2**  ZHANG Yu-Qing1  ZHANG Fan1  LEI Jie-Wei1, 2  MA Mei2   
XU Chang-Qing1  LIU Sai1  QIAO Hai-Li1***  LU Peng-Fei2*** 

(1.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19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Silviculture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ating behavior of the gall midge, Gephyraulus lycantha 

Jiao & Kolesik, a frequent and recurrent pest of Lycium barbarum, in order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develop techniques 

controlling of this pest with sex pheromones. [Methods]  The mating behavior of G. lycantha was studied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and the effects of age and host plant species on mating frequency and duration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dults generally begin courtship and mate immediately after emerging. Mating behavior has three aspects avoidance, fighting 

and mating. Both males and females search for, and identify, mates. Copulation has an obvious dynamic, hourly rhythm, which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light phase of the photoperiod, peaking at 2 h (8:00) in the light phase.  The average mating 

duration of adults was (32.49±1.67) s, with most in the range of 10.0-50.0 s.  Multiple copulation occurred in both male and 

female adults, but was more common in males.  The frequency of mating by both sex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age. Host 

plant species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ating behavior. [Conclusion]  Ag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mating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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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cantha.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t should be both feasible and effective to use sex pheromones to control this pest. 

Key words  Gephyraulus lycantha; mating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age; host plants 

枸杞红瘿蚊 Gephyraulus lycantha Jiao & 

Kolesik，又名枸杞花桥瘿蚊，隶属于双翅目

Diptera 瘿 蚊 科 Cecidomyiidae 桥 瘿 蚊 属

Gephyraulus（Jiao et al.，2020），是为害宁夏枸

杞 Lycium barbarum（以下简称枸杞）的重要成

灾性害虫之一。该虫以成虫产卵于枸杞幼嫩花蕾

内，孵化后的幼虫啃食子房，使花蕾畸形膨大，

形成“灯笼状”虫瘿，受害的花蕾不能正常开花

结果，危害率即为产量损失率，因其发生隐蔽，

难以防治，生产上称之为“枸杞癌症”（吴福帧

等，1982；刘赛等，2020）。自 1970 年在宁夏野

生枸杞上发现枸杞红瘿蚊以来（刘美珍等，

1987），1972 年在青海暴发，1985 年在宁夏暴发，

至今其发生区域和为害面积正逐年增加，已蔓延

至宁夏、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各大枸杞

产区（徐常青等，2014）。在宁夏地区，枸杞红

瘿蚊通常每年发生 6 个世代，严重发生时可导致 

60%以上的产量损失，甚至绝收，已成为枸杞产

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张凡等，2020）。 

目前，针对枸杞红瘿蚊的防治普遍依赖于化

学农药，常规化学农药防治不仅治标不治本，而

且极易造成农药残留超标，严重影响药材枸杞子

的临床用药安全。因此，寻求安全有效的枸杞红

瘿蚊防控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昆虫性信息素的生物防治方法，因其具

有安全、高效、简单、专一性等优点，已成功应

用于许多农林害虫的监测和防控（郑丽霞等，

2018；徐汉虹等，2020）。该方法的精准与成功

应用建立在对目标害虫成虫交尾行为和交尾能

力等生殖行为特征充分明确和认识的基础上（梁

玲等，2019）。多数昆虫性成熟时，会向异性个

体传达交尾欲望，并采用求偶的方式进行种内信

息交流和识别，从而与同种配偶完成种群繁衍

（赵新成和王琛柱，2006）。已有研究报道，植

食性瘿蚊部分种类的性信息素已被提取、鉴定与

合成，并用于害虫监测，但直接用于田间防治的

种类较少（Suckling et al.，2007；Hall et al.，2012；

Jorgensen，2019；张凡等，2020）。例如，黑森

瘿蚊 Mayetiola destructor 最早被证实其雌虫在

田间具有吸引雄虫的特性（Foster et al.，1991；

李红军等，2008）。甘蓝瘿蚊 Contarinia nasturtii

（Albertsson，2008）、菊花瘿蚊 Rhopalomyia 

longicauda （ 刘 亚 佳 等 ， 2008 ）、 鞍 瘿 蚊

Haplodiplosis marginata（Censier et al.，2014）、

麦红吸浆虫 Sitodiplosis mosellana（Gries et al.，

2000）等种类的性信息素也已通过分离和鉴定，

并在田间对雄虫具有较好的引诱作用。 

目前国内外关于枸杞红瘿蚊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其形态特征、发生规律以及农药防治措施等

方面（李建领等，2017；Jiao et al.，2020），而

针对与其性信息素相关的成虫交尾行为和交尾

能力等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对枸杞

红瘿蚊成虫的交尾行为、交尾时长、交尾能力、

交尾节律以及影响交尾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以期为利用性信息素监控枸杞红瘿蚊提供理

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 

枸杞红瘿蚊的虫瘿采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宁县枸杞种植基地（37°48′N，105°71′E），带回

室内放入直径 8 cm、高 10 cm 的玻璃器皿中，

皿底铺设 5 cm 厚沙土供老熟幼虫入土化蛹，在

人工气候箱（PRX-450D，宁波赛福实验仪器有

限公司）中饲养至成虫羽化，饲养条件设置为温

度（25 ± 2）℃，相对温度 25% ± 5%，光周期

16 L︰8 D。 

1.2  供试植物 

试验所用宁夏枸杞植株采自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枸杞种植园（ 40°04′N，

116°28′E），品种为宁杞 1 号，树龄 3 年。试验

期间枸杞种植园内未施用任何化学农药。参考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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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等（2020）采集带有幼嫩花蕾（鉴别特征为现

蕾 1-3 d，长 1.5-3.5 mm）且长势均一的健康枸

杞枝条，枝条长约 20 cm，每 3 根枝条为一组，

将同组枝条插在浸满纯净水的花泥中（长×宽×

高=5 cm×5 cm×8 cm），置于玻璃容器内（直径

15 cm，高 20 cm）。设置 4 个处理，处理 1（空

白对照）：仅有花泥，不插枸杞枝条的空白对照；

处理 2（仅幼蕾枝条）：仅保留幼嫩花蕾，摘除

枝条上的叶片、成熟花蕾、盛开花、果等；处理

3（无幼蕾枝条）：仅摘除枝条上的幼嫩花蕾；处

理 4（完整枝条）：保持完整的枸杞枝条，不做

任何摘除处理。 

1.3  枸杞红瘿蚊成虫的交尾行为及其时辰节律

观察 

所有实验均选择初羽化未交尾的枸杞红瘿

蚊成虫，在温度为（25 ± 2）℃，相对湿度为 25% ± 

5%，光周期为 16 L︰8 D 的条件下进行。光期为

6:00-22:00，暗期为 22:00-次日 6:00。 

1.3.1  交尾行为特征、交尾时长及时辰节律观察  

将初羽化未交尾的枸杞红瘿蚊雌雄成虫各 100

头置于透明容器中（直径 15 cm，高 20 cm），进

行 24 h 不间断观察，以 1 h 为一个时间段，记录

枸杞红瘿蚊成虫的交尾行为、交尾对数和交尾持

续的有效时长。连续观察 2 d，直至供试成虫全

部死亡为止，试验重复 3 次。 

1.3.2  多次交尾行为观察  将初羽化未交尾的

枸杞红瘿蚊成虫按雌雄比 1∶50（待测雌虫 1 头，

配对雄虫 50 头）和 50∶1 （配对雌虫 50 头，

待测雄虫 1 头）分别饲养于 2 个透明玻璃容器中，

容器同 1.3.1。进行全天 24 h 持续观察，分别记

录 2 个容器中待测成虫的交尾次数。试验期间及

时清理死亡的配对成虫，并补充初羽化未交尾的

成虫，保持容器中的配对成虫数量为 50 头。试

验持续至待测成虫死亡结束，重复 10 次。 

1.4  枸杞红瘿蚊成虫交尾的影响因素 

1.4.1  时龄对成虫交尾的影响   根据刘赛等

（2020）的研究结果，枸杞红瘿蚊成虫多集中在

光期交尾，且已交尾的雌成虫和雄成虫平均寿命

分别为 41.8 h 和 38.3 h，本研究中将刚羽化的枸

杞红瘿蚊成虫寿命（0 - 36 h）以 6 h 为间隔，分

成 7 个时间段，在温度为（25 ± 2）℃，相对湿

度为 25% ± 5%，光周期 16 L︰8 D 的条件下，

从光期开始持续观察 6 h，记录枸杞红瘿蚊不同

时龄成虫对其交尾行为的影响。 

将羽化 0、6、12、18、24、30 和 36 h 的未

交尾雌雄成虫分别置于透明容器中，容器同

1.3.1。试验设置 3 个处理：（1）初羽化未交尾的

雄虫与不同时龄的雌虫配对；（2）初羽化未交尾

的雌虫与不同时龄的雄虫配对；（3）相同时龄的

雌雄成虫配对。观察记录成虫的交尾情况。每个

处理雌雄成虫均为 50 头，各重复 3 次。 

1.4.2  寄主植物对成虫交尾的影响  在 1.2 所述

4 种寄主植物处理的容器中，放入初羽化未交尾

的枸杞红瘿蚊雌雄成虫各 50 头，用保鲜膜将容

器顶端密封，并用昆虫针扎孔洞保证透气。于光

期开始，每隔 20 min 观察一次成虫求偶、交尾

情况，记录交尾对数、每对成虫交尾的持续时长。

试验重复 6 次，每次持续观察 6 h。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1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统计枸杞红瘿蚊成虫交尾时辰节律及不同时龄、

不同寄主植物处理下的交尾次数和交尾持续时

长。采用正态分布分析正常状态下枸杞红瘿蚊成

虫交尾持续时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枸杞红瘿蚊的交尾行为特征   

枸杞红瘿蚊成虫羽化后，不需要补充营养，

即可开始求偶和交尾。交尾行为包括避让、打斗

和交尾 3 种，且雌雄成虫都具有搜寻和识别配偶

的行为（图 1，图 2）。 

初羽化的枸杞红瘿蚊成虫身体柔弱，翅未展

开，爬行散开后，停息展翅，随后稍作静伏即爬

离或飞向四周，开始寻找合适的场所和配偶进行

求偶与交尾。当雌虫遇到适合场所时，便静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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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随后扭动腹部，使其腹部略微抬起，慢慢向

外伸出产卵器，并略微向上弯曲，开始求偶（图

1：A）。此时，雌虫向雄虫发出求偶信号，等待

雄虫前来与之交尾，整个求偶过程中雌虫保持不

动，产卵器偶有伸缩。在枸杞红瘿蚊雌雄成虫搜

寻和识别配偶的过程中，其触角会小幅度地左右

摆动，当遇到同性、异性时，触角摆动幅度加大，

并表现出不同的识别行为（图 2）。 
 

 
 

图 1  枸杞红瘿蚊成虫的求偶与交尾行为 

Fig. 1  Calling and mating behaviors of Gephyraulus lycantha 

A. 雌虫求偶；B. 雌虫与雌虫相遇；C. 雄虫被求偶雌虫吸引；D. 雌雄交尾； 

E. 雄虫与交尾的雄虫争夺配偶；F. 多头雄虫争夺配偶。 

A. Female courtship; B. Female encounter female; C. Male attracted by female; D. Mating of male and female;  
E. Male fight male for one mate; F. Multiple males compete for one mate. 

 

2.1.1  雄雄相遇时的交尾行为  有 2 种情况（图

2：A）：（1）如有身体接触，双方便会快速摆动

触角，对峙并发生打斗行为。打斗时，中足与后

足稳定发力，前足进攻，并不断振翅，试图用前

足攻击对方，直至弱者逃离。偶有打斗时，一雄

虫爬上另一雄虫背部，试图用口器触碰其身体，

并弯曲腹部进行攻击，随后两雄虫分开，各自远

离；（2）少数情况下两雄虫会相互避让，但均未

发生交尾。 

2.1.2  雌雌相遇时的交尾行为  如有身体或触

角接触，会相互轻触彼此后，立刻避让离开，未

见抱对、交尾、对峙和打斗行为（图 1：B）。一

旦雌虫找到合适场所静伏，并伸出产卵器后，便

静止不动，此后雌虫之间很少相遇（图 2：B）。 

2.1.3  雌雄相遇时的交尾行为  有以下几种情

况（图 2：C）：雄虫在寻找配偶的过程中，不断

振翅飞行，较雌虫更为活跃。一旦发现雌虫，便

快速扇动双翅，急速向雌虫飞去（图 1：C）。（1）

如果雄虫无交尾意愿，则用触角轻碰雌虫身体

后，离开；（2）如雄虫有交尾意愿，则围绕雌

虫不断振翅、摆动触角，并用触角碰触、拍打雌

虫，找准机会迅速爬到雌虫背部试图交尾。此时，

少数雌虫会反抗、爬动或躲避雄虫，试图将雄虫

从背部甩掉，掉下的雄虫会继续爬向雌虫背部并

强行抱对进行交尾，而多次尝试不成功的雄虫，

则会离开。大多数雌虫会静止不动，配合雄虫的

交尾行为（图 1：D）。交尾时，雄虫翅与身体

平行，用前足与中足抱住雌虫胸腹部，后足落地

以固定身体，与雌虫身体略成 45°角，曲腹伸

出外生殖器，插入雌虫生殖腔，进行交尾。当输

精完成后，雄虫缩回外生殖器，但身体仍保持交

配之势，静止片刻后，雌雄分开。雌虫将产卵器

收回至产卵管内。 

2.1.4  雌虫遇到正在交尾的成虫  如有身体或

触角接触，雌虫会轻触正在交尾的成虫后，立刻

避让离开（图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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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雄虫遇到正在交尾的成虫  正在交尾的

雄虫与后来的雄虫均会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用

触角互相触碰，正在交尾的雄虫仍抱紧雌虫与之

继续保持交尾之势。后来的雄虫用触角和前足攻

击正在交尾的雄虫，试图爬到正在交尾的雄虫背

上将其赶走，同时，后来的雄虫开始曲腹，预寻

找合适机会与雌虫抱对进行交尾（图 2：D）。大

多数情况，正在交尾的雄虫能把后来的雄虫赶

走，继续交尾（图 1：E）。少数情况，后来的雄

虫能将正在交尾的雌雄成虫驱散，或者把正在交

尾的雄虫赶走后，与雌虫开始交尾。另外，当多

头雄虫同时遇到正在交尾的成虫时，雄虫之间会

发生强烈的打斗和争夺配偶现象，胜者会与雌虫

继续交尾或开始交尾，败者逃离，继续寻找新的

配偶（图 1：F）。 

2.2  枸杞红瘿蚊的交尾时长及交尾节律 

2.2.1  枸杞红瘿蚊的持续交尾时长  从枸杞红

瘿蚊每次交尾的持续时间来看，有效的交尾时长

存在不同（图 3）。观察 100 对枸杞红瘿蚊雌雄

成虫的交尾行为，共记录其有效交尾时长 329

个。其中，最长的交尾时长为 283.0 s，最短交尾

时长仅为 4.0 s，枸杞红瘿蚊的平均交尾时长为

（32.49 ± 1.67）s，且大多集中在 10.0-50.0 s。 

 
 

图 3  枸杞红瘿蚊交尾持续时长 

Fig. 3  The duration of copulation of  
Gephyraulus lycantha 

  
2.2.2  枸杞红瘿蚊的交尾时辰节律  对枸杞红

瘿蚊的整个成虫期进行观察发现，其交尾行为全

天可见，并呈现出明显的时辰动态节律（图 4）。

但在光期下，枸杞红瘿蚊的交尾时辰波动及交尾

次数显著高于暗期，该段时间内成虫交尾的次数

占整日总交尾次数的 77%。一日内，枸杞红瘿蚊

在进入暗期后的 6 h 内（23：00-5：00）交尾行

为发生的频率很低，其交尾百分比基本维持在

5%以下。暗期结束前 2 h（5：00-7：00），枸杞

红瘿蚊逐渐开始活跃，其交尾百分比也呈上升趋 

 

 
 

图 4  枸杞红瘿蚊成虫交尾的时辰节律 
Fig. 4  Circadian rhythm of mating of Gephyraulus lycantha adults in the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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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当光期开始后，枸杞红瘿蚊的交尾频率持续

上升，并在光期 2 h（8：00）达到交尾高峰，其

交尾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时段（P<0.05）。随后，

枸杞红瘿蚊的交尾百分比迅速下降，并于进入光

期后 9-10 h（15：00-16：00）降至最低值，而

后其交尾百分比又略有上升，但始终保持在 5%

以下。 

2.2.3  枸杞红瘿蚊的多次交尾行为  从枸杞红

瘿蚊的一生交尾次数来看，雌雄成虫均存在多次

交尾现象（图 5）。雄虫的多次交尾现象非常常

见，1 头雄虫一生平均可交尾（9.60 ± 3.84）次，

最少交尾次数为 4 次，最多可达 16 次。其中，

一生能交尾 10 次或 12 次的雄虫占总交尾次数的

比例最高，为 20%；其余雄虫发生 4 次或以上交

尾，占比均为 10%。雌虫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交尾

1 次，交尾次数占总交尾次数的 80%；但存在交

尾后再次交尾的现象，交尾次数最多不超过 3

次，其占比仅为 10%。单头雌虫一生平均可交尾

（1.30 ± 0.67）次。 
 

 
 

图 5  枸杞红瘿蚊成虫的交尾次数 

Fig. 5  Mating times of Gephyraulus lycantha adults 
 

2.3  枸杞红瘿蚊交尾的影响因素 

2.3.1  成虫时龄对枸杞红瘿蚊交尾的影响  枸

杞红瘿蚊雌雄成虫均能进行多次交尾，但其时龄

能显著影响成虫的交尾次数和交尾时长（图 6）。 

不同时龄的雌虫与初羽化的雄虫配对后，交

尾次数随着雌虫时龄的增加而下降（图 6：A）。

其中，0、6、12 h 时龄雌虫的平均交尾次数显著

高于其他时龄（P<0.05)，尤以 0 h 时龄雌虫的交

尾次数最高，可达（26.67±2.67）次；从 18 h

开始，雌虫与雄虫的交尾次数开始逐渐减少，当

雌虫到达 30 h 时龄时，其与雄虫的交尾次数达

到最低。随着雌虫时龄的增加，其与雄虫交尾持

续的时间随着交尾经历的增加呈逐渐延长之势

（图 6：B）。在雌虫时龄到达 24 h 时，其与雄

虫的交尾持续时长达最高，为（61.81 ± 4.00） s；

之后，随着雌虫时龄增加，雌雄成虫的交尾持续

时长开始略微下降，但仍保持在 50 s 以上，且不

同时龄雌虫与雄虫的交尾持续时长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性（P=0.094）。 

不同时龄的雄虫与初羽化的雌虫配对后，雄

虫与雌虫的交尾次数随雄虫时龄的增加呈下降

趋势（图 6：C）。其中，0 h 时龄的雄虫与雌虫

交尾次数最高，平均可达（24.33 ± 1.86）次；从

雄虫时龄到达 30 h 开始，其与雌虫的平均交尾

次数显著低于其他时龄（P<0.05），且达到最低

值，仅为（6.33 ± 0.33）次。而随着雄虫时龄的

增加，其与雌虫交尾持续的时间随着交尾经历的

增加呈动态变化，但总体趋势逐渐延长（图

6： D）。 

相同时龄的雌、雄虫配对后，随着成虫时龄

的增加，其交尾次数呈下降趋势（图 6：E）。其

中，0 h 时龄成虫的平均交尾次数最高，达

（25.67 ± 1.86）次；当成虫时龄到达 36 h 时，

其交尾次数最低，仅为（10.50 ± 0.50）次。而雌

雄成虫的交尾持续时长在其 0 h 时龄时为最短；

随着成虫时龄的增加，其交尾持续时长呈上升且

动态变化（图 6：F），当雌、雄成虫到达 18 h

时龄时，其交尾持续时长达最高值，并显著高于

其他时龄成虫的交尾时长（P<0.05)。 

由上可知，枸杞红瘿蚊成虫无论是同一性别

时龄增加，还是两性时龄均增加，其平均交尾次

数均呈逐渐减少之势，而其交尾持续时长则会逐

渐增加。其中，雄虫时龄变化对雌雄成虫的交尾

次数影响较大，而当雌雄成虫时龄同时变化时会

对其交尾持续时长产生显著影响。 

2.3.2  寄主植物对枸杞红瘿蚊交尾的影响  枸

杞红瘿蚊雌雄成虫在 4 种处理寄主植物存在时，

其交尾次数（P=0.61）和交尾持续时长（P=0.92）

之间无显著差异（表 1）。其中，在无任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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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枸杞红瘿蚊成虫时龄对其交尾的影响 

Fig. 6  Effect of age on the mating of Gephyraulus lycantha adults 

A. 不同时龄雌虫的交尾次数；B. 不同时龄雌虫的交尾持续时长；C. 不同时龄雄虫的交尾次数； 

D. 不同时龄雄虫的交尾持续时长；E. 不同时龄成虫的总交尾次数；F. 不同时龄成虫总的交尾持续时长。 

A. Mating times of females at different ages; B. Duration of mating in females of different ages;  
C. Mating times of males at different ages; D. Duration of mating in females of different ages;  

E. Total mating times of adults at different ages; F. Total duration of mating in adults of different ages. 

 
表 1  不同寄主植物处理对枸杞红瘿蚊交尾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host plant treatments on copulation of Gephyraulus lycantha (mean±SE) 

分组 
Groups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仅幼蕾枝条 
Only young bud 

branches 

无幼蕾枝条 
No young bud 

branches 

完整枝条 
Complete 
branches 

显著性（P） 
Significance 

交尾次数 
Number of mating 

16.50±6.76 8.50±2.40 10.83±3.05 12.67±3.65 0.61 

交尾时长（s） 
Duration of mating (s) 

35.34±7.22 31.27±6.34 31.41±6.34 34.89±5.20 0.92 

不同处理条件下交尾差异不显著（P>0.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copulati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 conditions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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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空白对照处理中，枸杞红瘿蚊的交尾次数

和交尾持续时长最高，分别为（16.50 ± 6.76）次

和（35.34 ± 7.22）s；其次是在保持完整枸杞枝

条和无幼蕾枝条处理中；在仅保留幼蕾枝条的处

理中，雌雄成虫的平均交尾次数和交尾持续时长

最低，仅为（8.50 ± 2.40）次和（31.27 ± 6.34）s。 

3  结论与讨论 

室内观察发现，枸杞红瘿蚊雌虫羽化后遇到

合适场所时，会伸出腹部末端的产卵器和性腺

体，进行有规律的抽动，表现出性兴奋特征，召

唤和吸引雄虫前来交尾。当雌雄成虫相遇时，二

者经近距离接触和刺激，雄虫会主动与雌虫抱对

进行交尾。当只有雌虫存在，或者雌虫与雌虫相

遇时，雌虫仅表现为伸出产卵器进行求偶或二者

互相避让的行为。而当雄虫与雄虫相遇时，二者

大多会打斗，各自远离，无交尾行为。由此可见，

枸杞红瘿蚊的生殖方式为两性生殖，不存在单性

生殖的现象。这一特性与菊花瘿蚊 Rhopalomyia 

longicauda、柳瘿蚊 Rhabdophaga saliciperda、刺

槐叶瘿蚊 Obolodiplosis rohiniae 等众多植食性瘿

蚊的研究结果一致（刘亚佳等，2008；吉志新等，

2011；田虎和杨亚龙，2019）。 

一般认为昆虫的交尾时长是其性选择的一

个重要特征，会影响成虫的繁殖行为，对昆虫的

适应性有着重要意义（满孝明等，2020）。雄虫

可以在交尾过程中通过延长交尾时间来增加生

殖力，达到占有雌虫、降低其再次交配几率的目

的（朱道弘，2004）。但是对于本身寿命极短的

昆虫来说，增加交配时长反而会因生命力不足而

使雌雄双方付出更高的交配代价，例如消耗能

量、交配机械损伤、增加被捕食风险等（Jones and 

Aihara-Sasaki，2001；范立鹏等，2015；张锦坤

等，2020）。枸杞红瘿蚊成虫寿命极短，仅为 1- 2 d

（刘赛等，2020），而其平均交尾时长为（32.49 ± 

1.67）s，且大多集中在 10.0-50.0 s。这与刺槐叶

瘿蚊 Obolodiplosis rohiniae、异迟眼蕈蚊 Bradysia 

impatiens 等交尾时长为 3-4 min 的双翅目昆虫相

比，时间较短（吉志新等，2011；谷山林和王小

燕，2019；苟玉萍等，2021），可能是综合生殖

效率以及交配代价产生的进化选择结果，同时其

交配时间的长短还可能与雄性精包大小和射精

量的多少有关（长有德和康乐，2002；张清泉等，

2009）。 

昆虫的生殖行为具有一定的昼夜节律性，不

同种类昆虫在经过长期协同进化后，其求偶交配

的时间会有较大差异，这是昆虫适应环境的结果

同时也是生殖隔离的一个重要机制（Gavrilets，

2000）。在实验室条件下，枸杞红瘿蚊的交尾行

为表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在早上 7:00-10:00 交

尾比较集中，而桑瘿蚊 Contarinia sp.多在傍晚交

尾（徐韶和周卫阳，2017），山核桃瘿蚊 Contarinia 

sp.多集中在下午交尾（张晶，2016）。3 种瘿蚊

交尾节律的差异保证了各自之间的生殖隔离，体

现了种间差异。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其他昆虫类

型中，例如鳞翅目昆虫亚洲型舞毒蛾 Lymantria 

dispar asiatica 求偶及交尾行为的时间节律与不

同种的松异舟蛾 Thaumetopoea pityocampa、杨小

舟 蛾 Micromelalopha troglodyta 、 蜀 柏 毒 蛾

Parocneria orienta 均不同（薛羿等，2017）。本

研究结果显示，枸杞红瘿蚊成虫交尾行为全天可

见，但在光期的交尾率显著高于暗期，可能是光

照强度影响了成虫的交配活跃度。周海泳等

（2020）研究发现黑水虻 Hermetia illucens 在白

天光照强度与其交配活跃度显著相关，当光照强

度低于一定值时，繁殖活跃度降低，甚至没有进

行交配。 

昆虫繁衍后代采用的典型交配策略是多次

交配。因昆虫的种类不同，参与多次交配的成虫

性别也不同，甘薯天蛾 Agrius convolvuli、小地

老虎 Agrotis ipsilon 等雌虫可以与雄虫多次交配

（沈顺章等，2017），雌性多次交配，可以保证

更高的交配质量（Baker et al.，2001）。斑翅果蝇

Drosophila suzukii、二化螟 Chilo suppressalis 等

雄虫参与多次交配（刘冰等，2017；冯波等，

2020），雄性是竞争性别，其交配配偶越多，产

生后代的机会越大，数量也越多，从而获得更高

的适应性（王甦等，2014；高琼华，2016）。同

时还存在部分昆虫雌雄虫均存在多次交配的习

性（沈顺章等，2020）。枸杞红瘿蚊雌雄成虫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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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多次交尾的现象，但雄虫的更为明显，其一

生平均可交尾 10 次，且雄虫的交尾次数对其繁

殖力没有显著影响。雄虫多次交尾的习性，让利

用性信息素诱杀雄虫以达到控制种群数量的作

用减弱。田间剩余的雄虫可以通过多次交尾，与

大量的雌虫完成交尾产卵的过程（刘兴平等，

2008），据此推测雄虫多次交尾现象是目前枸杞

红瘿蚊田间防治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原

因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成虫龄期是影响昆虫交尾行为的重要因素

之一（崔志浩等，2022；罗丽林等，2022）。本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成虫时龄的增加，枸杞红瘿

蚊成虫的交尾次数降低，其繁殖能力减弱。这与

很多种类昆虫成虫的龄期对其成活从交配行为

的影响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龄期

的增加，昆虫体内的精原细胞耗尽导致交配能力

降低（黄复生和况明书，1989；闫喜中等，2014；

梁玲等，2019）。由于枸杞红瘿蚊的最佳交尾时

间集中在羽化后 0-6 h，因此在防治中可以利用

这一特点，通过性信息素对雄虫搜寻雌虫的行为

进行迷向干扰，错过雌雄成虫的最佳交尾时龄，

以减少交尾次数，从而降低产卵数量，达到控制

枸杞红瘿蚊后代种群数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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