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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性害虫枣实蝇的鉴定与入侵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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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precaution of the ber fruit fly, Carpomya vesuviana, a quarantine pest insec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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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r fruit fly, Carpomya vesuviana Costa, is one of Chinese new quarantine pests which are prohibited
into China regula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ts potential invasion may lead to diastral damage to Chinese date
production. The paper provide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pest and a key to the known species of the genus
Carpomya. Moreover, the impacts, bionomics and some investigating and control methods were given for more
carefully and seriously prevention of its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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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枣实蝇 Carpomya vesuviana Costa是我国 2007 年新增补的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枣实蝇的入
侵可能对我国枣业生产构成毁灭性危害。文章详细介绍枣实蝇的鉴别特征及其和近缘种的区别,对枣
实蝇的危害、生物学特性和防治技术进行介绍, 对我国警惕枣实蝇入侵提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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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实蝇 Carpomya vesuviana Costa 隶于双翅

目 Diptera、实 蝇 科 Tephritidae、实 蝇 亚 科

Trypetinae、实 蝇 族 Trypet ini.、咔 实 蝇 属

Carpomya Costa。枣实蝇是 2007年 5月 29日发

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名录6[ 1]

中规定的我国禁止进境的检疫性入

侵害虫, 危害各种枣类, 以幼虫蛀食果肉(封底

图版Ñ : 4, 5) , 通常可造成 20%以上的产量损

失,局部严重的可以致使全部枣果受害,严重影

响枣产品质量和枣的整体商品价值。我国是世

界上最主要的枣生产国, 占世界总产量的

99% ,枣树面积 100万 hm
2
以上,因此需要特别

警惕和预防枣实蝇的入侵危害。

1  枣实蝇的形态特征

(1)成虫(图 1)
[ 2]

: 头高大于长, 雌雄的头

宽相同,淡黄至黄褐色。额表面平坦,两侧近于

平行, 约与复眼等宽。颜略较额短, 侧面观平

直,触角沟浅而宽,中间具明显的颜脊。复眼圆

形,其高与长大致相等。触角全长较颜短或约

与颜等长,第 3节的背端尖锐;触角芒裸或具短

毛。喙短,呈头状。头部鬃序:下侧额鬃 3对,

上侧额鬃2对;单眼后鬃、内顶鬃、外顶鬃、颊鬃

各 1对;单眼鬃退化,缺如或微小如毛状; 单眼

后鬃、外顶鬃和颊鬃淡黄色,上对上侧额鬃淡褐

色,余全黑色。胸部: 盾片黄色或红黄色,中间

具 3个细窄黑褐色条纹,向后终止于横缝略后;

两侧各有 4个黑色斑点, 横缝后亚中部有 2个

近似椭圆形黑色大斑点, 近后缘的中央于两小

盾前鬃之间有一褐色圆形大斑点;横缝后另有

2个近似叉形的白黄色斑纹。小盾片背面平坦

或轻微拱起; 白黄色, 具 5 个黑色班点, 其中 2

个位于端部, 基部的 3个分别与盾片后缘的黑

色斑点连接。胸部侧面大部分淡黄至黄褐色,

中侧片后缘中间有一黑色小斑点;侧背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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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褐色;后小盾片大部分黑色,中间黄色。胸部

鬃序:肩鬃、沟前鬃、翅上鬃、翅后鬃、翅内鬃、小

盾前鬃、背中鬃、翅侧鬃和腹侧鬃各 1对; 肩板

鬃、背侧鬃、中侧鬃和小盾鬃各 2 对; 背中鬃位

于翅上鬃水平之前; 鬃均发达,除肩板鬃和翅侧

鬃为黄色至黄褐色外, 余均黑色。翅透明, 具 4

个黄色至黄褐色横带, 横带的部分边缘带有灰

褐色; 基带和中带彼此隔离, 较短, 均不达翅后

缘;亚端带较长, 伸达翅后缘,带的前端与前端

带于 r1 和 r2+ 3室内相互连接成倒V 形; 前端带

伸至翅尖之后,边缘的大部分一般由几个小透

明斑带与翅前缘相隔。R4+ 5脉背、腹面裸或仅

于径脉结节上被小鬃; r-m 横脉接近 dm室的中

点。cup室的后端角较短。足完全黄色; 前股

节具 1~ 3根后背鬃和 1列后腹鬃; 中胫端刺

(距) 1 根
[ 2]
。( 2)卵: 圆形, 黄色至黄褐色。雄

虫第5背板几呈三角形, 其宽度不足长度的 2

倍; 第5腹板后缘向内成V形凹陷;雌虫第 6背

板略长于第5背板。雄性外侧尾叶后面观超过

第9背板长度的 1P2; 阳茎端中部大片几丁化。
雌性产卵管基节圆锥形, 约与第 5背板的长度

相等; 针突末端渐窄至尖锐, 两侧具微细锯齿。

体、翅长 219~ 311 mm。( 3)幼虫: 蛆形。3 龄

幼虫体长 710~ 910 mm,宽 119~ 210 mm; 口感

器具 4个口前齿; 口脊 3条, 其缘齿尖锐; 口钩

具1个弓形大端齿。第 1 胸节腹面具微刺; 第

2、3胸节和第 1腹节均有微刺环绕;第 3~ 7腹

节腹面具条痕;第 8腹节具数对大瘤突。前气

门具 20~ 23指状突;后气门裂大, 长约 4~ 5倍

于宽
[ 2]

(封底图版 Ñ: 1~ 3)。

图 1 枣实蝇成虫特征图( ` )

(引自White and Elson-Harris, 1992) [ 2]

2  枣实蝇与近缘种的区别

咔实蝇属 Carpomya Costa 共有 6种, 形态

鉴别特征见检索表。与枣实蝇形态最为接近的

是欧非枣实蝇 C. incompleta ( Bezzi) , 二者的主

要区别如下:枣实蝇的盾片黄色或红黄色,具明

显的黑色斑点和白黄色斑纹;小盾片白黄色,具

5个彼此分离的黑色斑点; 翅具 4个横带:其中

前端带和亚端带在 r1 室和 r2+ 3室内相互连接。

而欧非枣实蝇的盾片和小盾片全部黄色或黄褐

色;翅仅具 3个横带,前端带缺失。

世界咔实蝇属 Carpomya 分种检索表

(主要椐 Norrbom, 1997 [3] )

1. 翅 R2+ 3脉于端带处具一明显的前向短支脉. 寄主: 葫芦科

2, , , , , , , , , , , , , ,, , , , , , , , ,

翅 R2+ 3脉无短支脉; r1 室至少有 1个深色斑点或亚端带具

一折痕. 寄主: 非葫芦科 ( C . tica 未知) 3, , , , , ,

2. 头部伸长, 颊明显向前呈角状突出; 喙长,呈膝状; 整个颜

脊强烈突起, 其下部略宽于上; 腹部; 腹侧片中部有一深

褐色大斑; 翅亚基带与中带在 r1 室和 br 室内相连; 雌性针

突末端锯齿状. 分布: 欧洲、以色列

韦氏咔实蝇 C. wiedennani (Meigen)

, , , , , , , , ,

, , , , , , ,

头部不伸长, 颊前部圆形; 喙短, 呈头状; 颜脊上部强烈

突起, 下部很宽, 略突起; 腹侧片除背缘白色外, 余全黄

色至橙色; 翅亚基带与中带不相连; 雌性针突末端不为锯

齿状. 分布: 高加索、土耳其、塞浦路斯、埃及至印度西部

短脉咔实蝇 C. pardalina Bigot, , , , , , , , ,

3. r-m 横脉接近 dm室的中点, 处于中带内或其端缘; 小盾片

完全黄色,或白黄色具黑褐色至黑色斑点或斑纹. 分布: 旧

世界 4, , , , , , , , , , , , ,, , , , , , , , ,

r-m 横脉约位 dm 室端部的 3P4, 贴近亚端带边缘; 小盾片

黑褐色, 具U 形黄色斑. 寄主: 未知; 分布: 哥斯达黎加

斑盾咔实蝇 C. ti ca Norrbom, , , , , ,, , , ,

4. 盾片和小盾片具黑褐色或黑色斑点或斑纹; 翅前端带存

在; 单眼鬃发达或微小 5, , , , ,, , , , , , , , ,

盾片和小盾片完全黄色或黄褐色, 无黑褐色或黑色斑点或

斑纹; 翅前端带缺如; 单眼鬃微小. 寄主: 枣属 Ziziphus

spp. ; 分布: 南欧、中东、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

欧非枣实蝇 C. incompleta ( Becker)

, , , ,

, , , , ,, ,

5. 单眼鬃发达; 腹侧片大部黑褐色, 仅背缘白色。寄主: 蔷

薇属 Rosa spp. ; 分布: 自中欧至哈萨克斯坦、以色列

蔷薇咔实蝇 C. schineri ( Loew)

, ,

, , , ,, , , , ,

单眼鬃缺如或微小; 腹侧片除背缘白色外,余全黄色或橙

黄色, 寄主: 枣属 Ziziphus spp. ; 分布: 印度、阿富汗、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波斯尼亚、高加索、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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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泰国、阿曼、意大利

枣实蝇 C . vesuviana Costa

,, ,, ,, ,,,
,, ,, ,, ,,

3  枣实蝇的危害、发生规律与控制技术

311  枣实蝇的危害和发生规律

枣实蝇原产印度,现已扩散到阿富汗、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

泰国、毛里求斯和意大利等国,最近已发现入侵

阿曼
[4]
。枣实蝇是伊朗 Bushehr 省危害各种枣

树最为严重的害虫, 1997~ 1999年连续 3 年进

行的野外调查表明, 枣实蝇可以危害各种枣

树
[ 5]

, 包括 Ziziphus spina-chresti , Z. muritania,

Z . numularia 和 Z. lotus。在大部分情况下, 枣

实蝇产卵为单粒, 但 1个枣果内可以发现 1 头

幼虫或者 2~ 4头幼虫, 最多可能有 5~ 6 头幼

虫
[ 6]
。幼虫取食枣肉并向中间蛀食, 导致果实

提早成熟和腐烂, 蛀果率可以达到 30% ~

100%
[5]
。在果园中,枣实蝇对处于不同地理方

向上枣的为害程度不同, 其蛀果率差异明显, 枣

果受害最严重的是东边, 位于东、南、北、西 4个

方向的枣果受害率分别占 23%, 17%, 15% 和

15%。幼虫老熟后, 脱离枣果落地在 6~ 15cm

深的土壤中化蛹,尔后成虫羽化出土
[ 7]
。

枣实蝇危害与果实重量、矿物质含量、可溶

性固体物质含量、总糖含量成正比; 而与酸度、

维生素 C和苯酚含量成反比。果肉比例、可溶

性固体物质和总糖含量高、且酸度、维生素 C

和苯酚含量低的品种, 更容易遭受枣实蝇的危

害
[ 8]
。

312  枣实蝇的控制技术

定期捡拾受害落果并销毁, 清除枣园内以

及枣园附近的野生枣树; 翻耕树下和周围土壤

以消灭土壤中的幼虫和蛹
[7]
。成虫产卵期用化

学喷施敌敌畏或马拉硫磷等药剂进行防治。同

时, 应用引诱剂甲基丁香酚 ( methyl eugenol )进

行疫情监测和大量诱杀(引诱剂+ 马拉硫磷)成

虫
[ 11, 12]

,按每个诱捕器放入 100 mL 诱剂, 将诱

捕器悬挂于树上, 放置密度以 10 个诱捕器P
hm

2 [ 7]
。

伊朗曾引进 1 种茧蜂 Fopius carpomyiae

( Silvestri)作为幼虫的天敌控制枣实蝇,取得一

定效果
[ 9]

, 同时发现 1 种新的寄生蜂 Biosteres

vandenboschi Fullaway 也是枣实蝇的寄生性天

敌
[10]
。

4  枣实蝇对我国枣产业的威胁

枣是我国第一大干果, 枣树面积 100 万

hm
2
以上, 总产量 250 万吨, 占世界总产量的

99%, 年产值200多亿元,目前我国枣产品已出

口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的 20多个国家和

地区。除新疆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

等均为主要枣产区, 800 万农户0靠枣吃饭0。

近年来西部大开发过程中, 枣业发展已经成为

农民增收、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要方向。目

前新疆已经成为全国发展枣业面积最大的省

区,未来 3~ 5年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枣生产区。

因此, 应严格控制中亚地区贸易和旅客携带枣

果进入我国,尤其对进入新疆吐鲁番、和田和喀

什等枣主产区的防范更加重要。同时,对甘肃、

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我国枣产区进行

全面监测,做到严防传入以及疫情的早发现、早

控制, 以保护我国日益发展的枣种植业的安全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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