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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北京瘿蚊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付怀军∗， 李菁博， 周达康， 王白冰， 许　 兴， 孟　 昕， 樊金龙
（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 北京市花卉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城乡生态环境北京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摘要： 丁香北京瘿蚊 Ｐｅkｉｎｏｍｙｉａ ｓｙｒｉｎgａｅ Ｊｉａｏ ＆ Ｋｏｌｅｓｉｋ 以幼虫在北京丁香 Ｓｙｒｉｎgａ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ｐｅkｉｎｅｎｓｉｓ 和暴

马丁香 Ｓｙｒｉｎgａ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叶片内隐蔽为害， 为害严重时导致寄主提前落叶。 通过林间调查和室内

试验， 对其生活史、 习性研究发现， 该瘿蚊在北京 １ ａ 发生 １ 代， 以老熟幼虫在表土层结茧越冬。 ３ 月初越冬幼

虫开始化蛹， 成虫羽化盛期为 ３ 月底至 ４ 月初， 成虫不需补充营养， 有趋黄性， 卵孵化期为 ４ 月上中旬， ４ －
１０ 月幼虫为害， １０ 月老熟幼虫脱离叶片在表土层结茧越冬。 本研究结果为该虫的综合防治提供了防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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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 北 京 瘿 蚊 Ｐｅkｉｎｏｍｙｉａ ｓｙｒｉｎgａｅ Ｊｉａｏ ＆
Ｋｏｌｅｓｉｋ 隶属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瘿蚊科 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瘿

蚊亚科 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ｎａｅ 毛瘿蚊总族 Ｌａｓｉｏｐｔｅｒｉｄｉ 北京

瘿蚊属 Ｐｅkｉｎｏｍｙｉａ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２００５ 年在

北京市植物园的北京丁香 Ｓｙｒｉｎgａ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ｐｅkｉｎｅｎｓｉｓ 叶片上发现为害。 ２０１９ 年付怀军等首次

报道了该瘿蚊的形态特征、 为害特点及其发生与

北京丁香物候期的关系等 （付怀军等， ２０１９）。 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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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分类专家焦克龙博士等通过形态学及 ＣＯＩ 和 １２Ｓ
基因序列比对， 于 ２０２０ 年明确该瘿蚊隶属于毛瘿

蚊 总 族 Ｌａｓｉｏｐｔｅｒｉｄｉ 一 新 属， 既 北 京 瘿 蚊 属

Ｐｅkｉｎｏｍｙｉａ， 将 该 种 命 名 为 丁 香 北 京 瘿 蚊

Ｐｅkｉｎｏｍｙｉａ ｓｙｒｉｎgａｅ Ｊｉａｏ ＆ Ｋｏｌｅｓｉｋ， 并详述了其各

虫态的形态特征， 模式标本保存于天津农学院昆

虫学实验室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丁香北京瘿蚊虫体微小， 前期为害状不明显，

秋季出现的黄色微肿起虫瘿也极易和秋季黄叶混

淆而被忽视， 随着虫口数量的连年积增， 受害植

株树势逐年衰弱， 叶片变小， 提前脱落， 严重影

响园林景观和绿化效果。 北京市植物园内调查发

现该虫为害北 京 丁 香、 暴 马 丁 香 Ｓ.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及北京丁香的园艺品种 “金园”
北京丁香 Ｓ.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ｐｅk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Ｊｉｎｙｕａｎ”
（郭翎等，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 年本课题调查园内寄主植

物 ２７０ 株， 受害率达 ９０％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初步调查北京地区该瘿蚊的分布情况， 发

现在北京海淀、 昌平、 延庆、 怀柔、 密云、 房山

等区的北京丁香、 暴马丁香上均有该虫为害。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９ 年， 通过对北京市植物园丁香北

京瘿蚊各虫态的发生情况进行调查， 观测气象条

件对其发生的影响， 明确了其生活史、 习性等生

物学特性， 为该瘿蚊的综合治理奠定了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查地概况

北京市植物园地处北京海淀区香山卧佛寺路，
位于北纬 ３９° ４８′， 东经 １１６° ２８′， 海拔 ６１. ６ ～
５８４. ６ ｍ，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吴菲等， ２０１３）。 园

内共收集展示植物 １０ ０００ 余种 （包括变种和品种）
１５０ 余万株， 其中丁香园收集丁香品种 ５０ 余种

（包括变种和品种） １ ０００ 余株 （孟昕， ２０１０）。 选

取丁香园近百株 ６０ 余年树龄且瘿蚊发生严重的北

京丁香林作为定点调查样地 （５３ ｍ ×４５ ｍ）。
１. ２　 试验仪器及材料

解剖镜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ＳＺ６１、 ＲＸＺ 型智能人工气候

箱 （宁波东南仪器有限公司）、 养虫透明塑料盒

（１６ ｃｍ ×１１ ｃｍ ×７ ｃｍ）、 ４０ 目实验筛、 ７５％酒精、
昆虫针、 培养皿 Φ ９ ｃｍ、 黄色粘虫板等。
１. ３　 寄主及为害调查

在北京市植物园内踏查， 记录丁香北京瘿蚊

为害植物种类及为害特点。

１. ４　 生物学特性观察

通过林间定期观测、 室内解剖镜下观察相结

合的方法， 调查丁香北京瘿蚊生活史和各虫态生

活习性， 并记录各虫态的发生期 （曾岩等， ２００９；
穆希凤等， ２０１０； 赵春明等， ２０１１； 秦刚等， ２０１２；
梁国儒等， ２０１７）。

成虫期每 １ ｄ 观察记录林地成虫的羽化、 交

尾、 产卵等行为活动时间及特点。 林间东、 西、
南、 北、 中 ５ 点设置黄色粘虫板， 每 １ ｄ 更换 １ 次

并统计粘捕成虫数量， 明确成虫发生期。 镜检解

剖 ７０ 头未产卵雌虫和 ７０ 头产卵后死亡雌虫的腹

部， 记录孕卵量和遗腹卵量， 计算平均单雌产

卵量。
卵期每 １ ｄ 采集林地东、 西、 南、 北、 中 ５ 点

的有卵嫩叶 ２０ 片带回室内， 镜检观察卵的孵化

情况。
幼虫期每 ７ ｄ 观察林间幼虫的生长、 为害情况

及虫瘿形成过程， 并采集受害叶室内镜检观察幼

虫发育、 生活习性。 １０ 月幼虫脱落期林地内东、
西、 南、 北、 中 ５ 点地面铺置 １ ｍ２ 的黑色塑料膜

收集脱落幼虫， 每 １ ｄ 统计接虫数量， 明确老熟幼

虫脱落期。
越冬幼虫化蛹发育调查于 ２ 月下旬至 ３ 月下旬

进行。 每 ２ ｄ 采集 １ 次林地树冠下 １ ｃｍ 的土层，
用 ４０ 目实验筛筛取越冬虫茧， 每次在解剖镜下用

昆虫针剥茧 １５０ 头， 观察越冬茧内虫态和化蛹发

育期。
１. ５　 成虫雌雄性比调查

冬季采集林地越冬虫茧土样 １０ ｃｍ × １０ ｃｍ ×
１ ｃｍ 共 １５ 份， 分别装养虫透明塑料盒内放入气候

箱 ２５℃， Ｌ ∶ Ｄ ＝ １２ ｈ ∶ １２ ｈ， ＲＨ ５０％培养， 成虫羽

化后每 １ ｄ 收集记录雌雄虫数量， 室内统计雌雄性

比。 ３ 月下旬林间成虫羽化后连续 ３ ｄ 每日上午采

集成虫并统计雌雄性比。
１. ６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寄主植物和为害特点

调查表明丁香北京瘿蚊仅为害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丁香属 Ｓｙｒｉｎgａ Ｌ. 短花冠管组 Ｓｅｃｔ. Ｌｉｇｕｓｔｒｉｎａ 网脉

丁香 Ｓ.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的 ２ 个亚种， 既北京丁香、 暴马

丁香及北京丁香的园艺品种 ‘金园’ 北京丁香，

７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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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为害网脉丁香原亚种 Ｓ.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ａ 及其它丁香属植物。

４ 月丁香北京瘿蚊初孵幼虫自卵壳底部潜入幼

嫩的叶片组织内吸食植物汁液 （图 １ ～ 图 ３）。 初

孵幼虫虫量大时被害嫩叶叶面略显凹凸不平， 随

着叶片生长， 受害处无明显症状。 夏季风雨或干

旱天气， 受害严重植株落叶明显增多。 ９ 月幼虫为

害处的叶面出现约 １ ｍｍ 浅黄色微突起的虫瘿

（图 ４）， 每头幼虫形成 １ 个虫瘿。 １０ 月叶面形成

圆形直径约 ２ ～ ３ ｍｍ 的黄色肿起虫瘿 （图 ５ ～
图 ６）， 叶背受害处的表皮浅黄绿色不增厚， 幼虫

老熟后咬破叶背表皮落地 （图 ７）。 衰弱树受害叶

片只有叶色变黄而无明显肿起的虫瘿。 为害后期

有的虫瘿处变为褐色或黑褐色， 叶片局部枯死，
受害严重叶提前脱落， 削弱树势。

图 １　 初孵幼虫潜叶

Ｆｉｇ. １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ｌｙ ｈａｔｃｈｅ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ｉｎｔｏ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图 ２　 幼虫侵入后叶背残留的卵痕

Ｆｉｇ. ２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ｅｇｇ 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ｆ ａｆｔｅｒ ｌａｒｖａｌ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图 ３　 卵， 叶肉内的初孵幼虫， 中龄幼虫和脱落后的老熟幼虫

Ｆｉｇ. ３　 Ｅｇｇｓ， ｎｅｗｌｙ ｈａｔｃｈｅ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图 ４　 ９ 月叶面虫瘿初显

Ｆｉｇ. 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ｆ ｇａｌｌ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图 ５　 １０ 月叶片受害严重

Ｆｉｇ. ５　 Ｓｅｖｅｒｅ ｂｌａｄ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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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０ 月叶面肿起的黄色虫瘿

Ｆｉｇ. ６　 Ｙｅｌｌｏｗ ｇａ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ｗｏｌｌｅｎ ｌｅａ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图 ７　 叶背为害状和脱叶老熟幼虫

Ｆｉｇ. ７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ｆ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ａｒｖａｅ

２. ２　 生活习性

成虫喜欢在温暖晴朗无风的白天活动， 阴天、
降温、 降雨、 大风等天气羽化活动少或不羽化。
７ ∶ ３０ 左右初羽化成虫在地表爬行活动， 此时多数

为雄虫。 随着太阳的升起， 阳光照射到地面， 成

虫羽化量增加。 ８ ∶ ３０ 后雌虫明显增多。 成虫羽化

后未见补充营养， 羽化当天即可交尾产卵。 雄虫

极活跃， 在地表迅速爬行寻找雌虫交尾。 每次交

尾时间一般 ３０ ｓ ～ ３ ｍｉｎ 不等， 在无干扰的情况下，
有的交尾时间长达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成

虫交尾高峰， 交尾后不久雌虫即向上空飞行寻找

寄主， １０ ∶ ００ － １３ ∶ ００ 林间可见大量雌虫空中飞舞。
１０ ∶ ３０ 嫩叶上产卵的雌虫陆续增多。 雌虫只在受害

的林地及其边缘飞翔活动。 雄虫大多数一直在地

表活动。 １６ ∶ ００ 后地表雄虫和嫩叶上产卵的雌虫逐

渐消失不见。 调查样地丁香北京瘿蚊雌雄性比约

为 １ ∶ １. ３ （表 ２）。 林间观察成虫一般存活 １ ～ ２ ｄ。
卵散产， 雌虫产卵时附腺的分泌物将卵一端

粘立于叶表， 卵粒多均匀分布叶背， 叶正面极少。
雌虫选定产卵位置后， 腹部末端向胸部下方弯曲，
产卵管贴于叶表静止 ３ ～ ５ ｓ， 提起产卵管， １ 粒卵

产出。 １１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为产卵高峰， １６ ∶ ００ 后嫩叶

上的雌虫极少， １７ ∶ ００ 雌虫产卵结束。 解剖未产卵

雌虫， 平均每雌孕卵量为 １５３. ４ 粒， 解剖产卵后死

亡雌虫， 平均每雌遗腹卵量为 ４. ４ 粒， 平均单雌

产卵量为 １４９ 粒 （表 ３）。 １ 片嫩叶可被多头雌虫

产卵， 卵量多达 ８４５ 粒。 林间调查卵的发育历期

约为 ７ ～ １０ ｄ， 卵的孵化率在 ９５％以上。

表 １　 北京市植物园内丁香北京瘿蚊生活史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ｏｍｙｉａ 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

１ 月

Ｊａｎ.
２ 月

Ｆｅｂ.
３ 月

Ｍａｒ.
４ 月

Ａｐｒ.
５⁃９ 月

Ｍａｙ. ⁃Ｓｅｐｔ.
１０ 月

Ｏｃｔ.
１１ 月

Ｎｏｖ.
１２ 月

Ｄｅｃ.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Ｅ Ｍ Ｌ Ｅ Ｍ Ｌ Ｅ Ｍ Ｌ Ｅ Ｍ Ｌ Ｅ Ｍ Ｌ Ｅ Ｍ Ｌ Ｅ Ｍ Ｌ Ｅ Ｍ 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越冬幼虫； ○， 蛹； ＋ ， 成虫； ‥， 卵； ～ ， 幼虫。 Ｎｏｔｅ： —，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ｌａｒｖａ； ○， Ｐｕｐａ； ＋ ， Ａｄｕｌｔ； ‥， Ｅｇｇ；
～ ， Ｌａｒｖ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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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８ 年丁香园丁香北京瘿蚊种群雌雄成虫性比调查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ｏｍｙｉａ 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ｌａｃｓ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 ２０１８

调查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

雌成虫数 （头）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雄成虫数 （头）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

雌雄性比

Ｓｅｘ ｒａｔｉｏ
（Ｆｅｍａｌｅ ∶ Ｍａｌｅ）

采冬茧室内饲养 Ｃｏｃｏ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ｎｄｏｏｒ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１ ８７１ ２ ４８０ １ ∶ １. ３４

林地采成虫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１ ６０８ ２ ０７６ １ ∶ １. ２９

表 ３　 丁香北京瘿蚊单雌产卵量调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ｇｇ⁃ｌａｙ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ｅｋｉｎｏｍｙｉａ ｓｙｒｉｎｇａ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项目

Ｉｔｅｍ

解剖雌虫数量 （头）
Ｄｉｓｓｅｃｔｅ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总卵数 （粒）
Ｅｇｇ ａｍｏｕｎｔ

平均单雌腹内卵数量 （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ｇ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卵粒数范围 （粒）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ｇｇｓ

孕卵量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ｅｇｇ ａｍｏｕｎｔ ７０ １０ ７３６ １５３. ４ ± ４０. ８ ７５ ～ ３００

遗腹卵量

Ｒｅｍａｎｔ ｅｇ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ａｂｄｏｍｅｎ
７０ ３０８ ４. ４ ± ６. ８ ０ ～ ３０

２. ３　 生物学特性

２. ３. １　 生活史

丁香北京瘿蚊在北京 １ ａ 发生 １ 代 （见表 １），
以老熟幼虫在树冠下 １ ｃｍ 疏松表土层内结茧越冬。
２ 月底 ３ 月初越冬幼虫开始化蛹， ３ 月中旬为化蛹

盛期， 至 ３ 月下旬老熟幼虫全部化蛹。 蛹经 １４ ～
２６ ｄ 羽化成虫。 成虫期在 ３ 月下旬至 ４ 月上中旬，
成虫羽化盛期集中在 ３ 月底至 ４ 月初的 ５ ～ ７ ｄ， 与

北京丁香嫩芽展叶期物候吻合。 卵期在 ３ 月底至

４ 月中旬， 卵经 ７ ～ １０ ｄ 孵化幼虫， ４ 月上中旬孵

化盛期。 初孵幼虫自卵底部潜入叶组织内隐蔽为

害， 幼虫为害期为 ４ 月至 １０ 月。 １０ 月老熟幼虫陆

续咬破叶背表皮脱落入土结茧越冬， 幼虫脱叶盛

期在 １０ 月中下旬， 霜降前后大多数老熟幼虫均已

脱叶结茧越冬。
室内养虫笼饲养观察见雌虫多聚集到光亮处

活动， 可见雌虫趋光性比雄虫更强。 林间悬挂黄

色粘虫板诱捕大量成虫， 表明成虫具有趋黄性。
２. ３. ２　 幼虫习性及虫瘿的形成

幼虫无足不活泼， 在叶内形成的虫室中吸食

植物汁液为害长达 ６ ～ ７ 个月。 ４ 月初孵幼虫 （体
长约 ０. １５ ｍｍ） 从粘附于叶背一端的卵壳底部潜

入叶内， 即在卵壳底部附近的叶肉组织中固定生

活， 叶表无明显异常。 ５、 ６ 月随着幼虫的发育，

虫体所在处的叶肉组织受刺激形成内壁光滑的虫

室， 低龄幼虫为害叶背处比正常叶背颜色略浅。
７、 ８ 月叶面隐约可见淡黄色斑驳失绿， 无肿起虫

瘿。 ９ 月受害组织局部增生， 叶面开始出现约

１ ｍｍ 的淡黄色突起。 １０ 月大龄幼虫取食量明显增

加， 刺激叶面形成近圆形的黄色肿起虫瘿， 叶背

受害处为浅黄色但表皮不增厚。 叶面单个虫瘿直

径为 ２ ～ ３ ｍｍ， 虫口密度大时黄色虫瘿连片， 幼虫

老熟后咬破叶背表皮落地， 依靠胸部的剑骨片爬

行或跳跃， 迅速向土壤或落叶下等阴暗处移动，
可见幼虫有避光性。 霜降后老熟幼虫 （体长 １. ５ ～
２ ｍｍ） 全部落地， 在地表枯草覆盖物下 １ ｃｍ 疏松

表土层内吐丝结茧越冬。

３　 结论与讨论

丁香北京瘿蚊仅为害北京丁香、 暴马丁香和

‘金园’ 北京丁香。 在北京 ｌ ａ 发生 ｌ 代， 以老熟幼

虫在表土层结茧越冬。 ２ 月底至 ３ 月下旬化蛹。
３ 月下旬至 ４ 月上中旬成虫羽化产卵， ４ 月上中旬

卵孵化盛期， ４ 月至 １０ 月以幼虫潜入寄主叶片组

织内吸食汁液， 秋季受害叶片正面多形成黄色微

肿起的虫瘿， １０ 月老熟幼虫入土结茧越冬。 成虫

为日出性昆虫， 不需补充营养， 有趋黄性。 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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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避光性。 本研究明确了丁香北京瘿蚊生活史及

习性， 为该虫综合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丁香北京瘿蚊幼虫微小蛆状， 镜检观察虫室

内未见明显的排泄物及蜕皮痕迹， 测定幼虫龄期

和发育历期难度大。 且在 ６ 至 ８ 月期间， 幼虫体未

见明显生长变化， 疑似此期幼虫有越夏滞育现象。
研究表明有些瘿蚊类害虫通过越夏滞育度过不利

的生存环境， 如小麦吸浆虫 Ｓｉｔｏｄｉｐｌｏｓｉｓ ｍｏｓｅｌｌａｎａ
（侯娟娟等， ２００６）、 杞柳瘿蚊 Ｒｈｂｄｏｐｈａgａ ｓｐ. （张
玉美等， ２０２０） 等幼虫有越夏滞育的习性。 对瘿蚊

类幼虫龄期划分方法的研究较少， 已报道有壮铗

普瘿蚊 Ｐｒｏcｏｎｔａｒｉｎｉ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林振基等， ２００６）、
杞柳瘿蚊 Ｒｈｂｄｏｐｈａgａ ｓｐ. （俞艳栋等， ２０１０） 等瘿

蚊幼虫， 可通过蜕皮次数和各龄幼虫形态、 大小

差异划分幼虫龄期。 针对丁香北京瘿蚊幼虫是否

有越夏滞育习性以及龄期划分、 天敌寄生蜂对幼

虫龄期的寄生选择等问题， 有待继续寻找适宜的

方法深入研究。
大多数瘿蚊寄主范围狭窄， 仅取食 １ 种或几

种近缘植物 （Ｇａｇｎｅ， １９８９）。 丁香北京瘿蚊成虫期

和网脉丁香、 北京丁香、 暴马丁香的展叶期吻合。
丁香北京瘿蚊成虫多产卵于嫩叶叶背， 只为害网

脉丁香的 ２ 亚种即暴马丁香和北京丁香的叶片，
对网脉丁香原亚种未见产卵为害。 初步判断因北

京丁香和暴马丁香的叶背无毛且气孔密度大， 有

利于丁香瘿蚊成虫产卵和初孵幼虫潜入叶片组织，
而此网脉丁香嫩叶叶背腺毛密集， 阻碍了丁香北

京瘿蚊雌虫的叶背产卵行为。 本课题组曾用其它

种丁香属植物幼苗引诱丁香北京瘿蚊成虫产卵观

察， 未见成虫在其上产卵为害。 关于丁香北京瘿

蚊对寄主植物选择的机理是什么？ 与叶片的物理

结构相关性如何？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寄主专

化性如此之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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