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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贮藏对南丰蜜桔中橘小实蝇的致死作用 

及其对南丰蜜桔糖酸含量的影响* 
吴家展**  王广利  汪  涛   

路  天  王建国  李伟军  李小珍***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南昌 330045） 

摘  要  【目的】 柑橘重大害虫橘小实蝇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已经传入江西南丰蜜桔产区，影响

南丰蜜桔的生产、贮藏和出口。研究低温对南丰蜜桔果实中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致死作用，及其对南丰蜜

桔果实糖/酸含量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南丰蜜桔鲜果的低温贮藏技术，为南丰蜜桔鲜果的安全出口提供信

息。【方法】 将接入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南丰蜜桔和健康的南丰蜜桔成熟果实，分别放置在温度为 3 和 5 ℃

的冷库，测定不同贮藏时间下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死亡率以及南丰蜜桔果实内可溶性糖和可滴定酸的含

量。【结果】 南丰蜜桔中橘小实蝇 2-3 龄幼虫对低温 3 和 5 ℃的耐受力强。低温条件下，延长南丰蜜桔

贮藏时间，果实内部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死亡率提高。低温 3 ℃条件下，南丰蜜桔果实内部 50%橘小实

蝇卵和幼虫死亡的处理时间为 2.37-3.15 d，全部个体死亡的处理时间为 11 d；5 ℃条件下，50%个体死亡

的处理时间为 3.07-3.87 d，全部个体死亡的时间为 13 d。健康南丰蜜桔鲜果在低温 3 和 5 ℃条件下，延

长贮藏时间，失重率和可溶性糖含量提高，可滴定酸含量下降。低温 3 和 5 ℃贮藏 13 d，南丰蜜桔果实

表面无冻伤；可溶性糖含量较高，分别达到 16.65%和 17.03%；可滴定酸含量低，分别为 1.18%和 1.16%。

【结论】 南丰蜜桔在低温 3 和 5 ℃条件下贮藏 13 d，既能彻底杀灭果实内部橘小实蝇卵和幼虫，又能较

好保持南丰蜜桔成熟果实品质，是南丰蜜桔的理想贮藏条件。 

关键词  橘小实蝇；低温处理；南丰蜜桔；果实品质；贮藏时间 

The effects of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on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in Nanfeng tangerines, and on tangerine sugar and acid content 

WU Jia-Zhan**  WANG Guang-Li  WANG Tao   
LU Tian  WANG Jian-Guo  LI Wei-Jun  LI Xiao-Zhen*** 

(College of Agronomy,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Aim]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on 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eggs and larvae in 

Nanfeng tangerines, and on the soluble sugar and titratable acid levels of tangerines. [Methods]  Tangerines that were 

infested with B. dorsalis eggs and larvae and non-infested tangerines were stored in a low temperature storage facility at 3 and 

5 ℃, after which the mortality rate of B. dorsalis, and the soluble sugar and titratable acid levels of the tangerines were 

measured after different storage durations. [Results]  2nd and 3rd instar larvae of B. dorsalis were more resistant to storage at 

3 or 5 ℃ than eggs or 1st instar larvae. Mortality of eggs and larvae increased with storage time. At 3 ℃, tangerines had to 

be stored for 2.37-3.15 days to kill 50% of eggs and larvae, and for 11 days to achieve 100% mortality. At 5 ℃, tangerines had 

to be stored for 3.07-3.87 days to achieve 50% mortality, and for 13 days to achieve 100% mortality. Over time, the weight 

loss and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non-infested tangerines increased, but the titratable acid content declined. After storage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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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5 ℃ for 13 days tangerines had no signs of frost bite, high soluble sugar content (16.65% at 3 ℃ and 17.03% at 5 ℃), 

but low titratable acid content (1.18% at 3 ℃ and 1.16% at 5 ℃). [Conclusion]  Storing Nanfeng tangerines at 3 and 5 ℃ 

for 13 days killed 100% of B. dorsalis eggs and larvae without adversely affecting fruit quality. 

Key words  Bactrocera dorsalis; cold treatment; Nanfeng tangerine; fruit quality; storage time 

橘小实蝇 Bactrocera dorsalis（Hendel）是果

蔬作物上的重大害虫，具有极强的传播和扩张能

力（胡凯平等，2019）。橘小实蝇最早于 1912 年

在中国台湾发现（Li et al.，2019），如今已经传

入到我国福建、广东、广西和云南等 17 个南方

省（直辖市、自治区），为传入地区的寄主如柑

橘、番石榴、芒果和杨桃等带来重大影响（杨海

燕等，2021）。2005 年橘小实蝇在江苏苏州和无

锡橘园发生，2006 年在上海橘园发生，柑橘产

量损失 20%-30%（周国梁等，2006；袁梦等，

2008）；2008-2009 年橘小实蝇在福州杨桃园发

生，以甲基丁香酚为诱剂雄性成虫密度达到

968.33 头/诱捕器/7 d（郑思宁，2013）。20 世纪

90 年代，橘小实蝇传入江西赣南地区，并迅速

扩张到南丰蜜桔产区（万宣伍，2012；钟德志和

钟春晖，2012）。南丰蜜桔是江西省抚州市南丰

县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植面积 4.67

万 hm2，年产量 75 万吨，出口量 6 万-7 万吨，

销往全国和国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刘晓斌，

2013）。橘小实蝇对南丰蜜桔产区的入侵影响到

南丰蜜桔的田间生产，更影响到南丰蜜桔的销

售，尤其是对外出口。多年来，美国、日本、欧

盟和韩国等高端国际农贸市场，以我国柑橘产区

发生橘小实蝇，卵和幼虫容易随果实传播扩散为

由，限制从我国柑橘产区（包括南丰蜜桔生产基

地）进口新鲜柑橘及相关水果产品（黄爱梅等，

2012）。因此，杀灭受害果实内的橘小实蝇卵和

幼虫是防止橘小实蝇向外传播扩张的重要途径，

也是保障南丰蜜桔安全顺利出口的重要措施。 

杀灭新鲜水果内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常用

方法有低温、熏蒸、气调、热处理、微波、辐射、

激素调节以及多种方法的组合处理（Willink et al.，

2006；APHIS，2012）。其中，低温冷藏处理新

鲜水果因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无毒无残留，为

多数国家和地区接受利用。采用低温冷藏技术处

理水果，既要评价低温对水果携带害虫的杀灭效

果，也要评价低温对果实品质和损伤的影响

（Lahoz-Beltra et al.，1996）。评价低温对害虫的

杀灭效果时，需要选择适宜的低温，然后测试每

个低温不同贮藏时间对害虫不同发育阶段的致

死效果；评价低温对果实品质的影响时，需要检

测被处理水果的外观、重量、糖度和酸度等性状

指标（冯双庆和赵玉梅，2001）。目前，已有一

些研究评价了低温冷藏对水果内有害生物的杀

灭作用：在 1.5 ℃条件下处理脐橙 14 d，能够将

脐橙果实内部的地中海实蝇 Ceratitis capitata 全

部杀灭（Armstrong et al.，1995）；在 3 ℃条件

下处理柠檬 14 d，可将果实内部昆士兰果实蝇

Bactrocera tryoni 全部杀灭（De Lima et al.，

2007）；在蒸热果实中心温度升至 46.5 ℃时保持

10 min，随后再将果实移至 2 ℃下冷处理 40 h，

可将荔枝鲜果中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全部杀灭

（段殿勋等，1996）。然而，较少有研究既探讨

低温对果实内部实蝇的杀灭作用，又探讨低温对

水果果实品质的影响。橘小实蝇入侵南丰蜜桔

产区的时间短，未查阅到低温贮藏对接入南丰

蜜桔果实内部橘小实蝇卵和幼虫致死作用的研

究报道。 

既要保障果实品质，又要杀灭果实内部害

虫，选择合适的低温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对

实蝇类害虫的低温处理条件一般控制在 1-6 ℃

（EPPO，2021）。南丰蜜桔皮薄，能够忍受的贮

藏低温约为 3 ℃，更低的温度易导致果皮腐烂

（陈明等，2009）。据此，本研究选择 3 和 5 ℃

作为低温冷藏处理条件，25 ℃为对照，探索不

同处理时间对南丰蜜桔果实内橘小实蝇卵和幼

虫的致死作用，及其对南丰蜜桔果实品质（失重

率、可溶性糖和可滴定酸）的影响。研究结果有

利于南丰蜜桔的低温保存，也可服务南丰蜜桔鲜

果的安全销售和对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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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虫源和果实 

橘小实蝇虫源采自江西南丰蜜桔生产基地，

室内人工饲养 2 代，扩大种群规模，作为供试虫

源。成虫饲料：南丰蜜桔、啤酒酵母和白糖混

合物（重量比为 3∶1）和自来水，同时放在自

制橘小实蝇养虫箱（长×宽×高=78 cm×50 cm× 

55 cm）。幼虫饲料：啤酒酵母 20 g、白糖 30 g、

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0.4 g、山梨酸 0.4 g、吸水纸

20 g、麦麸 150 g 和水 500 mL，按比例配制混匀，

卵和初孵幼虫转入人工饲料。饲养条件：温度

（25±2）℃，湿度 60%-90%，成虫自然光照条

件，幼虫培养容器上覆盖黑布遮光。 

南丰蜜桔成熟果实采自江西省南丰县柑桔

研究所果园，当天运至实验室。挑选大小均匀、

无病虫害、成熟度一致的果实，用于接入橘小实

蝇卵和幼虫，并用于进行低温处理实验。 

1.2  接虫入果 

将产卵杯放入饲养大量成虫的养虫箱，成虫

产卵 6 h 后收集卵，将卵转入人工饲料饲养。在

25 ℃条件下，培养 2 d 获得 1 龄幼虫，饲养 3 d

获得 2 龄幼虫，饲养 4-5 d 获得 3 龄幼虫（吴佳

教等，2000）。用刀片将南丰蜜桔果实表面切开，

切口呈正三角形，边长 1 cm，深度 1 cm。用软

毛笔蘸水将培养的橘小实蝇卵、1 龄幼虫、2 龄

幼虫和 3 龄幼虫，分别接入果实切口内，每个果

实接入卵 20 粒或幼虫 10 头，切口朝上。接入卵、

1 龄、2 龄和 3 龄幼虫的果实数量分别为 600 个

（处理 550 个，对照 50 个），12 h 待幼虫蛀入果

肉组织后，进行低温处理。 

1.3  低温处理 

低温冷库温度设置为 3 ℃，将分别接入卵、

1 龄、2 龄和 3 龄幼虫的南丰蜜桔果实直接放入

冷库，4 h 后待果心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开始

计时。冷库放置 1 d 后，每天取出接入卵、1 龄、

2 龄和 3 龄幼虫的南丰蜜桔果实各 25 个，连续

取 15 d。取出的果实在 25 ℃条件下放置 24 h，

检查果实内卵的孵化数以及各龄幼虫的存活数。

计数卵的孵化数时，挑开接卵果实，用软毛笔分

开组织，发现 1 龄幼虫数量视为卵的孵化数；计

数各龄幼虫存活数时，挑开接入幼虫的果实，用

软毛笔轻触幼虫，幼虫能够轻微蠕动，即视为存

活幼虫。冷库温度设置为 5 ℃时，处理方法同

上。对照温度设置为 25 ℃，处理接入卵、1 龄、

2 龄和 3 龄幼虫的果实各 50 个，3 d 后计数果实

内活虫数或脱果化蛹数量。低温处理和对照实

验，共用到卵量 12 000 粒，1 龄、2 龄和 3 龄幼

虫各 6 000 头。 

1.4  果实品质测试 

在低温处理接入南丰蜜桔的橘小实蝇卵和

幼虫的同时，研究低温 3、5 ℃和对照 25 ℃条

件下，不同贮藏时间南丰蜜桔果实品质的变化。 

1.4.1  失重率测定  从带回实验室的南丰蜜桔

果实中，随机选取 5 个作为一个重复，标号后测

试重量（g）。然后在低温 3 ℃条件下贮藏 1、3、

8、13 和 20 d 后，分别称重。低温 3、5 和对照

25 ℃条件下，均重复 4 次，测试方法同上。 

1.4.2  可溶性糖测定  南丰蜜桔鲜果 15 箱，每

箱 200 个，冷库低温 3、5 和对照 25 ℃条件下

各贮藏 5 箱，贮藏时间 1、3、8、13 和 20 d。在

每个温度下、每个时间段内，均重复 4 次。 

采用蒽酮比色法测定南丰蜜桔果实内的可

溶性糖含量（李晓旭和李家政，2013）。南丰蜜

桔去皮，取果肉组织 20 g，匀浆，加入蒸馏水

20 mL，搅拌均匀后在 10 000 r/min 条件下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再次向离心管剩余的沉淀中，

加入蒸馏水 20 mL，相同条件下离心，取上清液，

合并 2 次上清液，移至 250 mL 容量瓶中，制成

南丰蜜桔果肉组织可溶性糖提取液。取 2 mL 可

溶性糖提取液，加入浓度为 15 mg/mL 的蒽酮试

剂 0.5 mL，冷水浴中加入浓硫酸 5 mL，摇匀。

迅速放入温度为 80 ℃的水浴锅中 15 min，流动

水冷却至室温，在 620 nm 处测定其吸光度。由

标准线性方程求出可溶性糖浓度。 

1.4.3  可滴定酸测定  处理条件和取样方法同

1.4.2。采用酸碱滴定法（李娜等，2016）分别测

定低温 3、5 和对照 25 ℃条件下，贮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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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和 20 d，南丰蜜桔果实内的可滴定酸含量。

取南丰蜜桔果肉组织 20 g，充分匀浆，纱布过滤

后取 10 mL 果汁原液，加蒸馏水稀释并定容至

100 mL。稀释液转入锥形瓶，滴入 1 滴 1%酚酞

指示剂，用已标定的 NaOH 溶液滴定，至溶液转

为红色 30 s 不褪色为止。重复 4 次。记录滴定消

耗的 NaOH 溶液体积，根据消耗的体积计算样品

果汁中的可滴定酸含量。 

1.5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橘小实蝇的校正死亡率（%）=（处理死亡率－

对照死亡率）/（1－对照死亡率）100。南丰蜜

桔果实失重率（%）=（贮前重量–贮后重量）/

贮前重量×100。以橘小实蝇校正死亡率经过平方

根反正弦转换数据为因变量（Y），以低温处理时

间为自变量（X），参考张文彤和董伟（2013）方

法建立线性相关回归方程，同时计算 LT50 和

LT95。采用 One-way ANOVA 中的 Tukey's 检验，

分析南丰蜜桔鲜果分别在 25 ℃（对照温度）、

3 和 5 ℃（处理温度）条件下贮藏 13 d 的失重

率、可溶性糖含量和可滴定酸百分含量的差异

显著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低温对南丰蜜桔内橘小实蝇的致死作用 

在低温 3 和 5 ℃条件下，低温处理时间越

长，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实际和校正死亡率越

高。低温 3 ℃处理南丰蜜桔果实内的橘小实蝇

卵 9 d，1 龄幼虫 8 d，2 龄幼虫 10 d，3 龄幼虫

11 d，橘小实蝇对应虫态个体全部死亡。低温 5 ℃

处理南丰蜜桔果实内的橘小实蝇卵 12 d，1 龄幼

虫 11 d，2 龄和 3 龄幼虫 13 d，橘小实蝇对应虫

态个体全部死亡（表 1）。因此，要全部杀灭南

丰蜜桔果实内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低温 3 ℃

条件下最少需要处理 11 d，5 ℃条件下最少需要

处理 13 d。 

 
表 1  南丰蜜桔果实内橘小实蝇卵和幼虫在低温 3 和 5 ℃处理不同时间的死亡率 

Table 1  Mortality rate of Bactrocera dorsalis eggs and larvae in Nanfeng tangerine fruits at 3 and 5 ℃  

for different treatment time 

死亡率（%）Mortality rates (%) 

卵 Egg 1 龄 1st instar 2 龄 2nd instar 3 龄 3rd instar 
处理温度（℃）

Temperature 
(℃) 

 处理时间

（d）
Exposure 
time (d)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3 1 56.28 12.91 18.02 10.38 14.03 11.79 15.24 11.82 

 2 58.03 16.39 67.45 64.42 26.54 24.63 25.54 22.53 

 3 65.99 32.25 68.64 65.72 45.37 43.95 30.17 27.35 

 4 68.49 37.23 89.46 88.49 63.78 62.84 45.81 43.62 

 5 84.77 69.66 97.12 96.85 65.59 64.69 55.75 53.96 

 6 92.89 85.84 98.67 98.64 70.67 69.91 76.43 75.48 

 7 97.85 95.72 99.45 99.42 82.45 81.99 91.55 91.21 

 8 98.02 97.69 100.00 100.00 89.17 88.89 93.56 93.30 

 9 100.00 100.00 – – 97.92 97.87 97.67 97.58 

 10 – – – – 100.00 100.00 98.68 99.34 

 11 – – – – – – 100.00 100.00 

5 1 50.46 1.31 12.25 4.08 9.68 7.33 12.37 8.83 

 2 51.35 3.09 22.78 28.38 22.58 20.56 21.43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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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le 1 continued) 

死亡率（%）Mortality rates (%) 

卵 Egg 1 龄 1st instar 2 龄 2nd instar 3 龄 3rd instar 
处理温度（℃）

Temperature 
(℃) 

 处理时间

（d）
Exposure 
time (d)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实际 
Actual 

校正
Positive

5 3 52.25 5.24 53.14 40.85 25.50 23.45 23.86 21.45 

 4 55.87 12.09 60.55 56.88 37.10 35.46 32.24 29.50 

 5 61.11 22.53 72.02 69.41 53.23 52.01 50.03 48.01 

 6 64.45 29.18 76.83 74.67 68.55 67.73 65.12 63.71 

 7 69.60 39.44 79.40 77.48 74.19 73.52 70.54 69.35 

 8 77.78 55.74 85.52 84.17 80.54 80.03 78.57 77.70 

 9 87.08 84.26 96.33 95.99 90.98 90.74 86.72 86.18 

 10 98.72 97.45 98.75 98.33 95.94 95.83 92.86 92.57 

 11 97.74 95.50 100.00 100.00 97.86 97.83 96.98 96.90 

 12 100.00 100.00 – – 98.89 98.67 99.55 99.33 

 13 – – – –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5 (CK)  49.80 – 8.52 – 2.54 – 3.88 – 

 
构建了橘小实蝇卵和幼虫校正死亡率平方

根反正弦转换数据与低温处理时间之间的线性

回归方程。结果表明，校正死亡率平方根反正弦

转换数据与低温处理时间之间呈正相关，除 3 ℃

处理 1 龄幼虫外，其余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均大

于 0.95。在低温 3 ℃条件下，橘小实蝇卵、1 龄、

2 龄和 3 龄幼虫的 LT50 值分别为 2.37、2.42、2.79

和 3.15 d，LT95 值为 6.03、6.80、7.69 和 8.04 d。

在低温 5 ℃条件下，橘小实蝇卵、1 龄、2 龄和

3 龄幼虫的LT50值分别为 3.87、3.07、3.61 和 3.63 d，

LT95 值为 7.92、8.12、9.24 和 9.19 d。与 5 ℃相

比，3 ℃处理的橘小实蝇卵、1 龄、2 龄和 3 龄

幼虫其 LT50值分别缩短 1.49、0.64、0.82 和 0.48 d，

LT95 值分别缩短 1.89、1.32、1.55 和 1.14 d（表

2）。以上研究表明橘小实蝇卵、1 龄、2 龄和 3

龄幼虫尤其卵和 1 龄幼虫对低温敏感。 

 
表 2  橘小实蝇卵和幼虫校正死亡率（Y）与低温处理时间（X）的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2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between positive mortality of Bactrocera dorsalis eggs, larvae and 
low-temperature treatment time 

处理温度（℃） 

Temperature (℃) 

发育阶段 
Developmental  

stage 

回归方程 
Regression 

equation 

相关系数 r
Related  

coefficient 
LT50 (d) LT95 (d) 

全部死亡时间（d）

Time of all death (d)

卵 Egg Y=0.21+0.12X 0.99 2.37 6.03 ≥9 

1 龄幼虫 1st instar Y=0.20+0.11X 0.89 2.42 6.80 ≥8 

2 龄幼虫 2nd instar Y=0.24+0.09X 0.98 2.79 7.69 ≥10 

3 

3 龄幼虫 3rd instar Y=0.18+0.10X 0.98 3.15 8.04 ≥11 

卵 Egg Y=0.07+0.11X 0.99 3.87 7.92 ≥12 

1 龄幼虫 1st instar Y=0.23+0.09X 0.96 3.07 8.12 ≥11 

2 龄幼虫 2nd instar Y=0.21+0.08X 0.98 3.61 9.24 ≥13 

5 

3 龄幼虫 3rd instar Y=0.27+0.08X 0.99 3.63 9.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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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低温影响南丰蜜桔果实品质 

新鲜完整的南丰蜜桔鲜果在低温 3 和 5 ℃

贮藏 13 d 内，未发现烂果、坏果；贮藏时间延

长到 20 d，个别果实表面出现水渍状溃烂痕迹。 

以温度 25 ℃贮藏处理为对照，研究了低温

3 和 5 ℃贮藏不同时间南丰蜜桔果实失重率、可

溶性糖含量和可滴定酸含量的变化。延长贮藏时

间，南丰蜜桔鲜果的失重率升高。对照 25 ℃条

件下，南丰蜜桔鲜果贮藏 13 d 的失重率为

4.30%；低温 3 和 5 ℃条件下贮藏 13 d 的失重率

则分别为 1.44%和 1.82%（图 1：A）。对照 25 ℃

条件下贮藏 13 d的失重率显著高于低温 3和 5 ℃

条件下贮藏 13 d 的失重率（F=18.11；df=2, 9；

P<0.01）。南丰蜜桔鲜果贮藏 8-13 d，可溶性糖

含量较高，可滴定酸含量较低。低温 3 和 5 ℃

条件下贮藏 13 d，可溶性糖含量分别为 16.65%

和 17.03%，与对照 25 ℃贮藏处理 13 d 不存在

显著差异（F=1.29；df=2, 9；P=0.32）（图 1：B）；

可滴定酸含量分别为 1.18%和 1.16%，与对照 25 ℃

贮藏处理 13 d 亦不存在显著差异（F=0.42；df=2, 

9；P=0.67）（图 1：C）。因此，南丰蜜桔在低

温 3 和 5 ℃条件下，贮藏 8-13 d，南丰蜜桔果实

表观形态良好，失重率低，可溶性糖含量高，可

滴定酸含量低，是较为理想的低温贮藏条件。 

综合评价，既要彻底杀灭南丰蜜桔果实内部

可能存在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又要保持良好的南

丰蜜桔果实品质，宜在低温3-5 ℃条件下处理13 d。 
 

 
 

图 1  低温贮藏不同时间南丰蜜桔失重率（A）、可溶性糖（B）和可滴定酸百分含量（C）的变化（%） 

Fig. 1  Change of weight loss rate (A), soluble sugar (B) and titratable acid percent content (C) in Nanfeng  
tangerine fruits under low temperature 

0 代表新鲜果实。0 represents fresh fruits.  

 

3  讨论 

橘小实蝇对江西南丰蜜桔产区的入侵，影响

了南丰蜜桔的田间生产和鲜果出口。目前，南丰

蜜桔主要出口到越南、菲律宾、泰国、缅甸和印

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出口美国、欧盟、日本

和韩国等高端市场的销量有限（刘晓斌，2013）。

低温贮藏南丰蜜桔能够延长南丰蜜桔的保质期，

也能够杀灭鲜果可能携带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

防止橘小实蝇随南丰蜜桔的调运进行远距离传

播。研究南丰蜜桔鲜果在适宜低温条件下的贮藏

时间，对抑制橘小实蝇卵和幼虫随南丰蜜桔的传

播扩张，延长南丰蜜桔的品质，促进南丰蜜桔的

安全出口有积极意义。 

低温贮藏是水果进出境检疫处理的重要手

段，已应用于多种水果携带的橘小实蝇检疫处

理，实现了多种水果的安全对外出口（段殿勋等，

1996；彭发青等，2001）。不同水果品种对低温

的耐受性不同，贮藏水果时低温温度设置亦不相

同，低温贮藏时间亦存在差异。前期研究表明，

采用低温贮藏处理手段完全杀灭水果中的橘小

实蝇，杀灭龙眼内的橘小实蝇在 1 ℃条件下需

要贮藏 14 d（梁广勤等，1999），芦柑内的橘小

实蝇 1.7-1.9 ℃贮藏 12 d（陈华忠等，2002），

沙田柚内的橘小实蝇 1.7-1.8 ℃贮藏 12 d（梁帆

等，2005），枇杷内的橘小实蝇 1.5 ℃贮藏 12 d

（詹开瑞等，2013）。南丰蜜桔鲜果不耐低温，

理想的低温贮藏温度为 3-6 ℃（陈明等，2009），

因此本研究选择 3 和 5 ℃作为低温处理条件。

本研究表明，延长低温贮藏时间，接入南丰蜜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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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内部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死亡率提高，在

3 ℃条件下贮藏 9 d，95%橘小实蝇卵和幼虫死

亡；贮藏 11 d，全部橘小实蝇卵和幼虫死亡；在

5 ℃条件下贮藏 10 d，95%橘小实蝇卵和幼虫死

亡；贮藏 13 d，全部橘小实蝇卵和幼虫死亡。与

芦柑和沙田柚等水果相比（陈华忠等，2002；梁

帆等，2005），贮藏南丰蜜桔的温度高 1-2 ℃，

但全部杀灭接入南丰蜜桔中橘小实蝇卵和幼虫

的时间相似（11-14 d）。笔者从橘园捡拾受橘小

实蝇危害的南丰蜜桔落果，在低温（3±1）℃冰

箱内放置 13 d，未发现活虫。 

南丰蜜桔果实内部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不

同虫态对低温的耐受能力存在差异。研究表明，

橘小实蝇 3 龄幼虫在 3 和 5 ℃条件下的存活能

力强，卵和 1 龄幼虫的存活能力弱。本研究结果

与梁帆等（2005）等采用低温贮藏处理接入沙田

柚中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结果一致。詹开瑞等

（2013）采用熏蒸剂溴甲烷 CH3Br 处理接入枇

杷中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亦得到相同结果。上

述结果表明，与其他虫态相比，橘小实蝇 3 龄幼

虫抗逆能力强，低温杀灭橘小实蝇 3 龄幼虫，是

彻底杀灭橘小实蝇卵和幼虫的重要指标。 

南丰蜜桔新鲜果实在低温 3-5 ℃贮藏 8 d，

失重率较低，含糖量最高，含酸量最低，是最为

理想的低温贮藏条件。然而，这一处理条件未能

将果实内部的橘小实蝇卵和幼虫彻底杀灭，并不

是理想的橘小实蝇低温检疫处理条件。贮藏时间

延长到 13 d，低温对南丰蜜桔色泽、糖、酸等指

标性状影响小，同时能够将橘小实蝇卵和幼虫彻

底杀灭。因此，从出口角度来看，本研究认为南

丰蜜桔在 3-5 ℃条件下贮藏 13 d，方能达到橘小

实蝇检疫处理的要求，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果

实的良好品质。本研究确立的橘小实蝇低温处理

条件，可为南丰蜜桔出口过程中保质保鲜和橘小

实蝇的检疫处理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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