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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樱桃园斑翅果蝇发生动态及 

不同诱液诱集效果比较* 
杨  帆，王泽华，孙  昂，虞国跃，王山宁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北方果树病虫害绿色防控北京市重点实验室，100097） 

摘  要  斑翅果蝇在果园发生严重，但在北京鲜有报道。2020 年在北京市通州区樱桃园成功诱集到 45 头斑

翅果蝇成虫，同年越冬种群调查，12 月 11 日最后一次诱集到斑翅果蝇，2021 年斑翅果蝇首次出现和种群波动时

间与樱桃果实成熟期相吻合。比较 4 种常用诱液对果蝇的诱集效果，发现苹果醋（Bragg）配制的酒醋液诱集效果

最佳；糖酵母液对斑翅果蝇具有一定的诱集特异性。北京地区樱桃园斑翅果蝇应引起关注，谨防其种群暴发，给

樱桃和其他果树生产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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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翅果蝇（Drosophila suzukii）又名铃木氏果蝇，

与其他果蝇不同，雌成虫产卵器呈锯齿状，偏好在

未成熟软皮果实中产卵。该产卵习性给樱桃、杨梅、

蓝莓、树莓等小核软皮果实的品质和产量造成严重

威胁[1]，并且斑翅果蝇作为一种重要的检疫性害虫，

也会影响我国水果和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2]。 

斑翅果蝇危害首次于 1916 年在日本报道[3]，被

认定为原产于亚洲，2000 年后入侵北美和欧洲[4-7]，

随后迅速蔓延，如今已在全球广泛分布，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1,8]。斑翅果蝇在中国早有报道[9]，记录

的分布地区有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湖北、江

苏、浙江、山东、河南、辽宁和黑龙江等 22 个省

（自治区）[1,10-11]。北京曾有斑翅果蝇的记录[10-11]，

但并未开展田间种群调查，对于斑翅果蝇在北京地

区果园的发生情况未有详细报道。 

近年来，随着市民对樱桃等鲜果类需求的日益

增长，北京地区樱桃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据中国园

艺学会樱桃分会统计及相关文献数据，目前我国樱

桃栽培总面积 23 万多 hm2，约占世界樱桃种植总面

积的 27%。截至 2019 年底，北京地区樱桃种植总面

积 4 000 余 hm2，总产量 1.9 万 t，产值 4.27 亿元[12]。

因此，斑翅果蝇是否广泛存在于北京地区樱桃园以

及在樱桃园中的发生情况亟需开展调查研究。 

2020—2021 年，我们在北京市通州区樱桃基地，

通过酒醋液诱集的方法初步调查了樱桃园及周边

果园是否有斑翅果蝇的发生，对斑翅果蝇种群越冬

和樱桃生长季的发生动态进行了监测，并比较了几

种常用诱液对果蝇的诱集效果，以期为北京地区樱

桃园斑翅果蝇发生提供监测预警信息并为安全生

产提供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耗材：自制旋盖圆筒形诱捕器（直径 8 cm，高

10 cm）（图版 1）、酒醋液收回桶、塑料培养皿（直

径 9 cm）、筛子（80 目）、离心管（1.5 mL）、镊

子和显微镜。 

试剂：红酒（大泽山原汁葡萄酒，酒精度

12.5%Vol）、白酒（红星二锅头，酒精度 52%Vol）、

苹果醋（Bragg，酸度 5%）、苹果醋（海天，总酸

含量≥3.50 g/100 mL）、陈醋（水塔，总酸含量≥

4.50 g/100 mL）、白砂糖、红糖、酵母粉（安琪）、

敌敌畏、洗洁精（立白，无香型）和 75%乙醇溶液。 

1.2  方法 

1.2.1  果园斑翅果蝇种群监测 

调查地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樱桃育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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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果树上悬挂诱捕器，诱捕器筒壁上部均匀戳

孔，直径约为 0.5 cm，供果蝇飞入。酒醋液按照红

酒∶苹果醋（海天）＝1∶1 配制，加入少量敌敌畏

（1∶500 稀释），每个诱捕器倒入约 100 mL 诱液。 

首先，对果园斑翅果蝇种群进行了初步调查，

2020 年 5 月 27 日在甜樱桃树上悬挂 9 个诱捕器，

10 d 后收回；2020 年 9 月 7 日在樱桃园周边梨、苹

果和葡萄树上各悬挂 3 个诱捕器，9 月 18 日收回。

悬挂诱捕器时，每个诱捕器之间间距≥10 m。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果园果蝇越冬种群进行了

监测。越冬种群样品采集从 2020 年 11 月 27 日持

续至 2021 年 4 月 9 日，每 2 周收回 1 次，共 12 次，

悬挂诱捕器的果树种类有梨、苹果、樱桃和杂草，

樱桃园悬挂 9 个诱捕器，其他均为 3 个。 

2021 年 4 月 9 日开始对樱桃园斑翅果蝇种群开

展调查，在樱桃树上悬挂 9 个诱捕器，每个诱捕器

相距≥10 m，每周收回 1 次，至 7 月 2 日收回结束。 

1.2.2  不同诱液诱集效果评价 

选择常见的几种果蝇诱液配方，对比诱液诱集

果蝇的效果。不同诱液配方：处理 1，酒醋液，红

酒∶苹果醋（海天）＝1∶1（V∶V）；处理 2，酒

醋液，红酒∶苹果醋（Bragg）＝1∶1（V∶V）；

处理 3，糖酒醋液，红糖∶白酒∶陈醋∶水＝1∶3∶

1∶6（M∶V∶V∶V），质量单位为 g，体积单位

为 mL；处理 4，糖酵母液，酵母粉 1.69 g、白糖 8.45 

g、水 150 mL；对照为清水。每个处理和对照分别

悬挂 3 个诱捕器，每个诱捕器加入 150 mL 诱液和

0.5 mL 洗洁精。一组诱捕器悬挂在同一排樱桃树上，

每组诱捕器相距大于 10 m。每周更换 1 次诱液，收

集时间从 2021 年 5 月 28 日持续至 7 月 2 日。 

以上调查的诱捕器收回后，诱捕器中诱液过

筛，保留虫体，用清水冲洗后，保存于 75%乙醇溶

液中待鉴定。在显微镜下，根据雌雄斑翅果蝇的关

键形态特征对收集到的果蝇进行鉴定，即雌性成虫

具锯齿状产卵器；雄性成虫前翅末端各有 1 个黑色

斑点，前足跗节具 2 排栉[13-15]。 

1.3  数据分析 

斑翅果蝇占比（%）＝（斑翅果蝇数量/总果蝇数量）

×100 

对不同诱液诱集到的斑翅果蝇和总果蝇数量

进行 LOG（X＋1）转换，斑翅果蝇占比进行平方根

反正弦转换。种群动态数据采用一般线性方程模型

进行重复测量分析，不同诱液诱集果蝇数量季节性

平均值采用单因素 ANOVA 方差分析，选择 Tukey 

s-b 进行事后比较（SPSS 25.0）。 

2  结果与分析 

2.1  斑翅果蝇初步调查 

2020年6月甜樱桃果实成熟期在樱桃园共诱集

到果蝇 1 350 头，根据斑翅果蝇形态学鉴定特征，

鉴定出斑翅果蝇 45 头，占比 3.33%。2020 年 9 月，

对梨、苹果和葡萄树上悬挂的诱捕器中诱集到的果

蝇进行鉴定。由表 1 可知，梨、苹果和葡萄树上悬

挂的诱捕器均诱集到斑翅果蝇，其中苹果树上诱集

到的数量最多，共 9 头，占苹果树总诱集果蝇数量

的 3.91%，其次为梨 0.97%和葡萄 0.13%。 

表 1  不同果树悬挂酒醋液诱集果蝇和斑翅果蝇数量 

树种 时间/（年-月） 
斑翅果蝇数量/头 

总果蝇数量/头 
斑翅果蝇 

占比/% 雌性 雄性 

甜樱桃 2020-06 30 15 1 350 3.33 

梨 2020-09  3  4   721 0.97 

苹果 2020-09  8  1   230 3.91 

葡萄 2020-09  1  0   746 0.13 

2.2  斑翅果蝇越冬调查 

2020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1 年 4 月 9 日，对斑

翅果蝇越冬种群进行监测，仅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和12月 11日2次收回的诱液中发现有斑翅果蝇。

11 月 27 日，除苹果园未诱集到斑翅果蝇，其他果

树和杂草均诱集到斑翅果蝇雌雄虫，樱桃园诱集到

斑翅果蝇的占比最高，为 3.54%（图 1）。12 月 11

日，仅在梨和樱桃园各诱集到 1 头斑翅果蝇。2021

年 2 月 5 日最早监测到果蝇，之后果蝇种群数量逐

渐增多（图 2），但直至 4 月 9 日未发现斑翅果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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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柱形上方标注的数字分别为斑翅果蝇数量和占比 

图 1  果树及杂草诱集斑翅果蝇数量及占比（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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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越冬种群调查诱集总果蝇数量种群动态（2020—

2021 年） 

2.3  樱桃生长季斑翅果蝇种群调查 

2021 年 5 月 21 日，在樱桃园诱集到第 1 头斑

翅果蝇，随后数量逐渐上升。6 月 18 日达到最高峰，

平均 1 个诱捕器可诱集到（6±1）头斑翅果蝇成虫，

同时斑翅果蝇所占比率也达到最高（26.97%±

2.65%），随后数量和占比均逐步下降（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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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樱桃园诱集斑翅果蝇数量及占比 

2.4  不同诱液对果蝇的诱集效果 

重复测量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处理诱集到的总

果蝇数量（F4＝43.46）、斑翅果蝇数量（F4＝40.45）

和占比（F4＝39.35）均差异显著，并且不同处理随

时间波动也很大（斑翅果蝇数量：F5＝27.45；总果

蝇数量：F5＝49.17；斑翅果蝇占比：F5＝4.58）。

季节性平均值分析结果同重复测量结果，不同处理

间诱集到的总果蝇数量、斑翅果蝇数量和占比存在

显著性差异（表 2）。诱集总果蝇数量由高到低为：

酒醋液（Bragg）＞酒醋液（海天）＞糖酒醋液＞糖

酵母液＞清水对照；诱集斑翅果蝇数量由高到低

为：酒醋液（Bragg）＞糖酵母液＞糖酒醋液＞酒醋

液（海天）＞清水对照；而斑翅果蝇占比由高到低

为：糖酵母液＞酒醋液（Bragg）＞糖酒醋液＞酒醋

液（海天）＞清水对照。 

3  讨论与结论 

已有报道在北京地区发现斑翅果蝇 [10-11]，但仅

是物种记录，并未详细报道斑翅果蝇在北京的具体

寄主植物，本研究首次报道了斑翅果蝇在北京地区

樱桃（甜樱桃）园的发生，证实樱桃园及周边果园

中确有斑翅果蝇为害。 

斑翅果蝇寄主广泛，雌性成虫产卵器呈锯齿

状，可将卵直接产于成熟或即将成熟的樱桃、桃、

欧洲李、葡萄、草莓、树莓、蓝莓、无花果、柿、 

表 2  不同诱液诱集果蝇数量和占比季节性平均值 

处理 
总果蝇数量/头  斑翅果蝇数量/头  斑翅果蝇占比/% 

平均值 F  平均值 F  平均值 F 

酒醋液（海天）  65.72±33.66 ab 43.46   6.61±0.89 b 40.45  21.17±1.35 b 39.35 

酒醋液（Bragg） 87.72±26.85 a   31.17±1.32 a   44.21±5.65 a  

糖酒醋液  50.44±19.87 ab   12.56±4.64 b    30.53±3.31 ab  

糖酵母液 22.00±2.14 b   12.61±1.59 b   49.50±2.74 a  

清水对照 0.11±0.06 c    0.00±0.00 c    0.00±0.00 c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01）。 

番茄等果皮较软的果实内，幼虫在果实内取食，给

果园造成严重损失[6,13,16-17]。自 2010 年起，我国便不

断有斑翅果蝇为害樱桃、蓝莓和杨梅等的报道[18]。

樱桃作为斑翅果蝇偏好寄主之一，2020 年我们在樱

桃园中仅 1 次诱集，斑翅果蝇即占全部果蝇数量的

3.33%；2021 年开展系统调查，樱桃成熟后期诱集

到的斑翅果蝇占比高达 26.97%±2.65%。从 5 月 21

日诱集到第 1 头斑翅果蝇到 6 月 18 日诱集数量达

到最高峰［平均（23±4）头/桶］，斑翅果蝇成虫

种群增长期和樱桃成熟期相吻合。在对辽宁省斑翅

果蝇发生规律的研究中也发现，斑翅果蝇成虫数量

的变化规律均与果园内种植果树果实发育历期相

关，樱桃早熟品种比晚熟品种上斑翅果蝇成虫出现

时期、高峰时期和消失时期均提前半个月[19]。因此，

樱桃果实开始成熟前就应开展斑翅果蝇的防治工

作，尤其是对早熟品种上斑翅果蝇的防控，以压低

虫口基数，防止种群快速增长。 

尽管苹果和梨不是斑翅果蝇的偏好寄主，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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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樱桃生长季斑翅果蝇种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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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在健康和腐烂的苹果和梨中取食和产卵[20-21]。9

月我们在梨园和苹果园诱集到斑翅果蝇成虫，推测

在樱桃采收后其可能继续在梨或苹果上为害。葡萄

园虽诱集到大量果蝇，但仅发现 1 头斑翅果蝇。葡

萄虽是斑翅果蝇的偏好寄主，但有研究表明，斑翅

果蝇很少危害某些特定品种的葡萄[16]，而我们在葡

萄园几乎没有诱集到斑翅果蝇，可能是因为斑翅果

蝇不喜欢在该葡萄品种上产卵。研究发现，斑翅果

蝇在野外可取食 18 种非作物果实，在经济作物果

实成熟之前，野扇花（Sarcococca confusa）和忍冬

属植物（Lonicera sp. ）上均发现大量斑翅果蝇[22]。

因此，除了关注目标果实上害虫种群发生动态外，

果实成熟前应调查周边是否有适宜斑翅果蝇发生

的非作物生境，提前清除斑翅果蝇虫源；果实收获

后观察是否转移至其他偏好寄主植物或者产卵于

腐烂落果中，及时防控，压低越冬虫量。 

目前防治斑翅果蝇的方法主要依靠化学防治，

频繁大量施用杀虫剂[1,4,23]，会导致斑翅果蝇抗药性

的产生，如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加利福尼亚莓果上

的斑翅果蝇就对多种杀菌素产生了抗药性[8,24]。因此

亟需发展其他合理有效的防治技术，比如对斑翅果

蝇引诱物质的探索[25]。本文对比了酒醋液[26]、糖酒

醋液[27]和糖酵母液[13]等常用的果蝇诱集液的引诱效

果，发现 Bragg 品牌苹果醋配制的酒醋液对斑翅果

蝇和其他果蝇均有很好的诱集效果，但糖酵母液对

斑翅果蝇有特异的诱集效果，诱集的斑翅果蝇占比

最高。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应用目的选择

不同诱液，比如监测总果蝇动态，可以选择酒醋液，

而针对斑翅果蝇种群监测，可以考虑糖酵母液或酒

醋液。海天品牌苹果醋配制的酒醋液诱集总果蝇量

仅次于 Bragg 品牌的，且其售价仅是 Bragg 苹果醋

的 1/8，因此，考虑到成本，总果蝇监测可以用海

天苹果醋配制的酒醋液。关于斑翅果蝇引诱技术，

研究报道一种蛋白饵剂诱集到的斑翅果蝇数量显

著高于糖酒醋液和苹果酒醋液，诱集数量是其 2.6～

3.3 倍，但试验均在罩笼中完成，在田间应用中是

否有效和成本是否过高，仍需验证[28]。除此以外，

斑翅果蝇天敌昆虫的开发[29-35]，简单易操作的相关

农事操作的应用等[36-37]也可为减轻化学农药施用提

供有力支持。 

北京果园鲜有斑翅果蝇报道，对斑翅果蝇是否

能在北京越冬也未知。2020—2021 年在北京市通州

区樱桃园开展的越冬调查发现，最后一次诱集到斑

翅果蝇成虫是在 2020 年 12 月 11 日，之后再未诱

集到斑翅果蝇成虫，直至第 2 年樱桃果实开始成熟。

有研究发现，斑翅果蝇幼虫、蛹和成虫均无法在温

度低于-15 ℃的室外越冬场所（薄土层、枯枝落叶

和残留果实）越冬[19]。本研究调查地温度监测显示

2020 年 12 月和 2021 年 1 月室外平均温度分别为

-4.37 ℃和-5.32 ℃，1 月最低温度低至-25.10 ℃，

室外调查中未诱集到斑翅果蝇，可能由于其无法室

外生存，但仍需进一步开展斑翅果蝇越冬调查，明

确其是否可在北京地区室外越冬。斑翅果蝇可以在

低温（1 ℃）环境下存活数月[38]，还可以利用人为

保温设施（果园、仓库和厨房等）越冬[15,39]。近年

来北京设施农业快速发展，研究发现，2005—2015

年，北京设施农业用地面积增加了 25 444 hm2，增

长了 1.62 倍[40]。设施农业面积增加也为斑翅果蝇提

供了更多的越冬场所，但斑翅果蝇能否在北京地区

周年繁殖仍需深入调查研究。另外，斑翅果蝇易随

水果运输传播[15]，本研究在北京地区果园监测到的

成虫是本地的越冬虫源还是外地带入虫源还需进

一步确定。 

本研究证实了斑翅果蝇在北京地区樱桃园及

周边果园中的发生，初步报道了樱桃园斑翅果蝇成

虫的越冬情况和种群发生动态，筛选出诱集效果最

佳的果蝇诱液。未来不仅需要系统调查樱桃园害虫

种群发生情况，更应加强对樱桃树周边非作物生境

和其他果树上害虫种群动态监测，为防范斑翅果蝇

暴发提供可靠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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