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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田间调查及室内饲养观察 ,查明洛阳大蒜根蛆的主要种类是葱地种蝇 ,在大蒜上 1 年发

生 2代 ,以蛹在土中越冬 。秋季大蒜退母期危害严重 ,造成死株 。不同大蒜品种受大蒜根蛆危害程

度不同 ,以当地种植的红蒜品种受害重。不同播期大蒜根蛆的危害程度不同 ,播期越早受害越重。

不同药剂试验表明 ,吡虫啉 、啶虫脒 、乐斯本对大蒜根蛆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田间施用草木灰对

大蒜根蛆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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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蛆是危害大蒜的重要害虫 ,其幼虫群集蛀食

地下根茎 。根蛆从鳞茎基部托盘处开始取食 ,向蒜

瓣内蛀食形成孔道 ,严重时蒜肉被蛀食一空 ,受害部

多呈腐烂状。特别严重时 ,大蒜根被吃尽 ,引起植株

死亡 。常年被害株率达 20%～ 50%,死株率达 10%

～ 20%。严重影响大蒜的产量和品质 ,降低蒜农的

收入 。为此 ,对大蒜根蛆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进

行了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1　根蛆种类及发生规律调查

1.1.1　大蒜根蛆成虫的调查　试验设在洛阳宜阳

县三乡乡东柏坡村大蒜田 。大蒜播种后在田间安放

糖醋液诱集成虫至大蒜收获 ,每公顷放 75盆 。每 2

～ 3 d收 1 次 ,带回室内检查根蛆成虫的数量及种

类。

1.1.2　大蒜根蛆幼虫发生危害规律调查　大蒜播

种后 ,在当地选择有代表性的田块 3 ～ 5 块 ,田间挖

虫调查 ,每 7 ～ 10 d 1次 ,记录根蛆的种类 、数量及大

蒜被害程度 。将田间采集的幼虫在室内进行饲养 ,

直至化蛹;将田间采集的蛹于室内保存观察 ,至羽化

为成虫 ,通过室内饲养了解其生活史 。

1.2　不同大蒜品种对大蒜根蛆发生危害程度的影响

选择当地种植的当家品种(红蒜 、白蒜 、寒蒜)进

行调查 。每个大蒜品种选 3块田 ,每 7 ～ 10d进行 1

次田间挖虫调查 ,记录根蛆的种类 、数量及大蒜被害

程度。

1.3　不同播期对大蒜根蛆发生危害程度的影响

选择不同播种期的大蒜进行田间调查 ,大蒜品

种为红蒜 ,调查方法同 1.2。

1.4　不同药剂对大蒜根蛆的防效试验

选大蒜根蛆历年发生比较重的大蒜田进行试

验 。大蒜田地势平整 ,排灌方便 ,田间管理同一般大

田 。试验设 5 种药剂加空白对照共 6 个处理(表

1),小区面积 6m×10m ,小区间的走道 0.5m , 4次

重复 。大蒜品种为红蒜 。播期为9月1 7日 。同时

表 1　供试药剂及用量

药剂名称 剂型 每公顷用量 生产厂家

啶虫脒 5%可湿性粉剂 7500 g 西安恒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吡虫啉 10%可湿性粉剂 7500 g 上海升联化工有限公司

乐斯本 48%乳油 4500mL 美国陶氏益农(Dow AgroSciences)公司

蓖麻粉 干粉 150 kg 自制

草木灰 粉 450 kg 自制

空白对照 不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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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药剂进行沟施土壤处理 ,每公顷用细土量为

300 kg 。药后 30d查田间虫量 ,计算被害株率及死

株率 。取样方法:2m双行 ,五点取样。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蒜根蛆种类及危害特点

从田间挖虫室内取样调查及糖醋液田间诱集室

内鉴定结果可知 ,在洛阳市危害大蒜的根蛆种类主

要是葱地种蝇[ Delia antiqua (Meigen)] ,属双翅目

花蝇科。大蒜从播种即可被害 ,幼虫食害蒜母及新

出的茎 ,幼虫蛀入大蒜鳞茎 ,引起大蒜腐烂 、叶片枯

黄 ,受害部位腐烂 ,幼虫在腐烂部位继续危害 ,被害

部有恶臭味。被害苗地上部叶片发黄 ,蒜株矮小 ,严

重的造成成片死亡。

2.2　大蒜根蛆的发生危害规律

调查结果表明 ,大蒜根蛆在大蒜上 1 年发生 2

代。大蒜根蛆成虫的发生高峰有 2个时期 ,秋季大

蒜出苗后是大蒜根蛆成虫的秋季高峰期;春季 3 月

下旬至 4月上旬是大蒜根蛆成虫的春季高峰期。幼

虫的第 1个危害期为大蒜出苗后至退母期 ,退母期

达到被害高峰 。此高峰期危害严重 ,危害时期长 ,常

造成大蒜植株死亡或苗弱苗小 ,对第 2年的产量影响

较大。老熟幼虫 10月下旬以后陆续化蛹越冬 ,越冬

场所大部分在被害株附近 10cm 周围土壤中 ,少部分

在被害株残体内化蛹越冬。预蛹期为 1 ～ 2d ,老熟幼

虫平均体长6.12mm ,蛹平均体长6.27mm ,化蛹初期

为深红色 ,后变为红褐色。幼虫的第 2个危害期为春

季 ,高峰期为 4月中旬至 5月上旬 ,此期由于大蒜已

经长成 ,造成根部被害 ,植株长势弱 。到 5月下旬大

蒜收获 ,大蒜根蛆幼虫化蛹 ,一部分在土壤中越夏 ,一

部分羽化为成虫转移到其他作物上危害。

2.3　不同大蒜品种对大蒜根蛆发生危害的影响

不同的大蒜品种根蛆发生危害程度不同 ,调查

结果表明 ,红蒜受害重 ,白蒜 、寒蒜受害轻 。因此在

品种选择上 ,应因地制宜选择抗虫品种(表 2)。

2.4　不同播期对大蒜根蛆发生危害程度的影响

不同播种期的大蒜 ,根蛆发生危害程度不同 ,播

种越早 ,被害越严重 ,9月中旬播种的被害株率明显

比 9月下旬播种的高(表 3)。因此 ,在不影响产量的

前提下 ,应适当推迟播期 ,减轻根蛆的危害程度 。

表 2　根蛆对不同大蒜品种的危害程度 (播期 9月下旬)

调查日期

(月-日)

红蒜

被害株率

(%)
死株率

(%)
幼虫量

(头)
蛹量

(个)

寒蒜

被害株率

(%)
死株率

(%)
幼虫量

(头)
蛹量

(个)

白蒜

被害株率

(%)
死株率

(%)
幼虫量

(头)
蛹量

(个)

15-10 5.0 0.0 28 0.0 0.6 0.0 19 0.0 1.6 0.0 13 0.0

03-11 8.7 0.0 17 6 4.4 0.0 10 3 2.5 0.0 8 4

16-11 12.3 3.7 22 17 5.0 0.6 12 9 5.6 1.7 9 10

29-11 - - 0 23 - - 0 18 - - 0 15

16-12 - - 0 22 - - 0 18 - - 0 17

注:幼虫量 、蛹量为每 10株被害株数量 ,不同

表 3　不同播期大蒜根蛆发生情况 (红蒜)

调查日期

(月-日)

09-15

被害株率(%) 死株率(%) 幼虫量(头) 蛹量(个)

09-28

被害株率(%) 死株率(%) 幼虫量(头) 蛹量(个)

10-15 16.2 0.0 38 0.0 5.0 0.0 28 0

11-3 23.2 2.3 27 10 8.7 0.0 17 6

11-16 28.4 4.9 15 25 12.3 3.7 22 17

11-29 - - 0 20 - - 0 25

12-16 - - 0 30 - - 0 20

表 4　不同药剂对大蒜根蛆的防治效果

药剂名称 平均每米单行株数 死株数 被害株数 被害株率(%) 防效(%) 虫口数量(头) 相对虫口减退率(%)

啶虫脒 88 0.6 2.6 2.95 89.70 15 87.9

吡虫啉 90 0.4 3.2 3.56 87.70 17 84.3

乐斯本 87 1.2 3.8 4.37 84.80 20 83.8

蓖麻粉 85 2.0 10.5 12.35 57.14 53 57.3

草木灰 90 1.8 9.8 10.89 62.20 50 59.7

空白对照 85 5.6 24.5 28.82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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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良好舒适的环境 。减少应激 ,并保证日常饲

喂的日粮的数量和质量;采用优质饲料及原料 ,避免

饲喂发霉变质或含有霉菌毒素的饲料 ,以提高猪群

的整体健康水平 。

2.4　实行全进全出饲养制度

产房保育舍和生长育肥舍都应严格遵守全进全

出的饲养制度。规模化猪场可采用同期发情技术来

实现成批分娩 、早期断奶 、同期转群 。严禁混群饲

养 ,减少交叉感染的几率。确保所有仔猪都能吃到

足够的初乳 ,增加仔猪摄入高水平母源抗体的机会 ,

提高仔猪的抗病力。

2.5　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

猪场要根据本场实际情况 ,制定出科学 、合理的

免疫程序。要做好猪瘟 、伪狂犬病 、蓝耳病 、传染性

胸膜肺炎及气喘病等疫病的免疫接种 ,使猪群处于

良好的免疫状态 ,减少传染病的发病机会 ,可有效防

止圆环病毒病在猪场的继发感染 。

2.6　采用综合防治措施

猪场发生圆环病毒病后 ,没有特效的治疗办法 ,

只能根据发病情况 ,采用相应的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目前还没有研制出有效的商品疫苗用于生产。有条

件的猪场在确诊为该病的情况下 ,可取具有典型病

变的病猪的脾脏 、肺脏 、淋巴结等 ,以制作自家组织

灭活苗 ,用于本场使用 。同时 ,猪群在断奶前后和转

群前后的 5 ～ 7 d ,可在饲料中添加阿莫西林 、阿奇霉

素 、支原净等药物 ,连续饲喂 10 ～ 14 d ,以减少猪场

中细菌性传染病的发生及继发感染 ,避免和减轻圆

环病毒对猪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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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药效试验

由表 4可以看出 ,啶虫脒 、吡虫啉及乐斯本对大

蒜根蛆的防治效果均达 80%以上 。蓖麻粉 、草木灰

对根蛆也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3　小结

1)大蒜根蛆是大蒜生产上的主要害虫 ,发生时

间长 ,危害严重 ,造成的损失大 。应根据当地的具体

情况 ,选择合适的品种 ,并进行适期晚播 ,降低根蛆

的危害程度。

2)草木灰对大蒜根蛆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对成

虫产卵有一定的驱避作用 ,在成虫产卵时 ,可田间撒

施草木灰 。

3)诱杀成虫。在成虫盛发期用诱杀剂诱杀成

虫。可有效地减轻田间的产卵量 ,减少幼虫数量。

4)据田间调查 ,精细整地 ,可减少虫量 18%～

20%;尽量避免连作 ,施已腐熟的有机肥 ,多施生物

肥 ,增强根部活性 ,抑制根蛆的活力;成虫羽化产卵

期尽量保持地表干燥 ,可影响成虫的产卵 ,降低根蛆

虫量;在幼虫危害期适量灌水可淹死部分幼虫 ,减轻

幼虫的危害 。

5)化学药剂防治根蛆。 ①种子处理:选择肥

大 、无病蒜瓣进行晾晒 , 并用 90%敌百虫 800 ～

1 000倍液浸种 2 ～ 3 h ,可有效地防治苗期大蒜根蛆

的危害 。②药剂防治:在大蒜退母期进行药剂灌根 ,

可选用 10%吡虫啉 、3%啶虫脒 、48%乐斯本灌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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