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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观察访花食蚜蝇对不同颜色（白色、黄色）诱集器和不同浓度（0、

10%）蔗糖溶液的趋向性，分析访花食蚜蝇对植物花颜色及挥发化学物质的偏好

性。以两种访花食蚜蝇（黑带食蚜蝇 Episyrphus balteatus De Ger 和黄颜食蚜蝇

Syrphus ribesii Linnaeus）作为观察对象。实验结果表明，在黄色与白色两个诱集

器处理组中，黑带食蚜蝇对白色诱集器有较高的偏好性，而黄颜食蚜蝇对黄色有

较高的偏好性。较高浓度的蔗糖溶液能显著提高两种食蚜蝇的访问次数。食蚜蝇

的访问次数与每次访问时间之间不具有一致性。本实验为访花食蚜蝇的访花机制

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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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食蚜蝇是双翅目中最具多样性的一个科[1-3]，世界上已记载的食蚜蝇约 200

属 5 000 余种[2]，我国已知约 90 属 400 余种，据估计约有 600 种[4-5]。食蚜蝇科

的昆虫，有些种类的幼虫为捕食性，是蚜虫、蚧类等同翅目害虫的天敌[5-8]。大

多数食蚜蝇成虫访问花朵时取食花蜜和花粉，还可为植物传播花粉，提高植物的

结实率和繁殖能力。 

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蜜蜂访花偏爱性假设[9]。此后，一些研究

者又提出了其他传粉昆虫的访花偏爱性假设，如独居蜂[10]、甲虫[11]、蝴蝶[12]和

一些双翅目昆虫[13]。传粉昆虫的访花偏爱性对显花植物来说是有益的，可以提

高植物果实的产量、减少异花授粉、避免异种花粉污染柱头等作用[14]。 

近年的研究甚至发现，花蜜的糖浓度决定着传粉者种类，这与某些访花者不

能吸食粘度太高的花蜜有关[15-16]。多数情况下，花粉和花蜜是有花植物提供给访

花者最重要的报偿，也是影响访花者行为的主要性状[17]。昆虫在花上的行为与

花的结构特征有关，其中花型、蜜腺、颜色、气味、开花时间等被称为“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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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部综合特征[18]，均可能是植物引诱访花昆虫的因素。 

目前国内对于食蚜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种的记述，而成虫的生态学、生

物学特性研究及生物防治利用等方面的许多工作才刚开始。作为访花昆虫，尽管

对访花昆虫的访花机制已有研究，但访花食蚜蝇的访花机制仍不清楚。因此，本

实验对长白山露水河地区的访花食蚜蝇的访花偏好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为进一步

深入探讨访花食蚜蝇的访花机制奠定基础。 

2.研究地点与时间 

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北纬 41°42′～42°10′，东经 127°38′～128°00′，为

季风影响的大陆山地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2.8～7.3℃ ，年平均降水量为 750～1 

340 mm，全年日照为 2 300 h，无霜期一般为 100 d。本实验在吉林省白山市抚松

县露水河镇进行。露水河地处中纬度内陆山区，位于长白山下，属北温带东亚季

风气候。实验选取的地点是红松林种子园。红松林种子园人为干扰程度较强，形

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人为干扰群落。乔木为红松 Pinus koraiensis Sieb. et Zucc.，

伴生的草本有飞蓬 Erigeron acer L.，草地风毛菊 Saussurea amara (L.) DC.，东

北风毛菊 Saussurea manshurica Kom.，看麦娘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l.，大花

益母草 Leonurus macranthus Maxim.。本实验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8，9 日两天。 

3.研究方法 

实验处理：两个因素（颜色和蔗糖浓度），颜色选择 2 个水平（白色、黄色），

浓度选择 2 个水平（0、10%），共 4 个处理：白色（white）诱集器+白水（water）

—W+W、白色（white）诱集器+10%蔗糖（sucrose）溶液—W+S、黄色（yellow）

诱集器+白水（water）—Y+W、黄色（yellow）诱集器+10%蔗糖（sucrose）溶液

—Y+S。分别分配在 4 个相同规格的白色器皿（水果盘）中。在白色诱集器组中，

在每个白色水果盘上覆盖两层白色的塑料膜，分别在两个水果盘的塑料膜上均匀

加入 10ml 白水、10ml10%蔗糖溶液;在黄色组中在每个白色水果盘上覆盖两层黄

色塑料膜，分别在两个水果盘的塑料膜上均匀加入 10ml 白水、10ml10%蔗糖溶

液。在放置诱集器皿时，4 个器皿采用随机放置在空旷地，每个器皿间隔 2m。 

优势种的确定方法：观察记录每个处理组的食蚜蝇种类和数量。同时用昆虫

网捕捉食蚜蝇，放入毒瓶带回实验室鉴定，确定访花食蚜蝇优势种类。时间为 8

日上午 8: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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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行为观察方法：8 个人分为 4 组（每组 2 人）。每组观察一个处理。每

组中的两人分别观察黑带食蚜蝇和黄颜食蚜蝇。时间为 8 日下午 2:00-4:00 及 9

日上午 8:30-10:30。在观察过程中，记录访问的食蚜蝇的个体数量及每次停留时

间。 

4.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共观察食蚜蝇种类为黑带食蚜蝇 E. balteatus、黄颜食蚜蝇 S. ribesii 和黄

带狭腹食蚜蝇 Meliscaeva cinctella Zetterstedt。在不同处理中每种食蚜蝇出现的数

量有区别（表 1）。 

表 1  访花食蚜蝇的种类及每种访花食蚜蝇出现的个体数量 

处理 黑带食蚜蝇 

Episyrphus 

balteatus  

黄颜食蚜蝇

Syrphus ribesii  

黄带狭腹食蚜蝇 

Meliscaeva 

cinctella  

Y+W 7 3 0 

Y+S 25 19 0 

W+W 6 5 1 

W+S 4 3 0 

表 1 的结果表明，黑带食蚜蝇和黄颜食蚜蝇出现的数量较高，黑带食蚜蝇数量

共 42 头，黄颜食蚜蝇数量为 30 头，而黄带狭腹食蚜蝇仅为 1 头。 

 

图 1 在四种处理中访花食蚜蝇（黑带食蚜蝇和黄颜食蚜蝇）的访花次数 

图 1 观测结果表明在相同观察时间下，虽然每组之间的食蚜蝇访问次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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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但除 Y+W 外，其余三组均是黄颜食蚜蝇的访问频率要显著高于黑带食

蚜蝇。Y+W、Y+S 两组比较表明无论是黑带食蚜蝇还是黄颜食蚜蝇，蔗糖溶液

都更能吸引访花食蚜蝇的访问，显著增加访问频率。但 W+W、W+S 两组却与之

相反，或许是颜色与蔗糖浓度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以影响了访花食蚜蝇的访问，

需要更进一步的实验探究。 

 

图 2在四种处理中访花食蚜蝇（黑带食蚜蝇和黄颜食蚜蝇）停留时间 

图 2 观察结果表明在 Y+W、Y+S 两组中，都为黄色诱集器条件下均为黄颜

食蚜蝇的停留时间要长于黑带食蚜蝇的停留时间。而在 W+W、W+S 两组中，都

为白诱集器条件下，黑带食蚜蝇的停留时间要长于黄颜食蚜蝇。表明黑带食蚜蝇

与黄颜食蚜蝇对不同颜色之间存在不同的偏好性。但在 Y+S 组中，黑带食蚜蝇

与黄颜食蚜蝇的停留时间均较长，说明两种访花食蚜蝇黄色+蔗糖溶液的组合都

具有较强的偏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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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四种处理中访花食蚜蝇（黑带食蚜蝇和黄颜食蚜蝇）平均停留时间 

图 2 与图 3 相比较可以发现 Y+S 组无论是总停留时间还是平均停留时间都

要显著高于其他组，表明黄色+10%蔗糖溶液组合对黑带食蚜蝇和黄颜食蚜蝇的

吸引力都较强。昆虫的访花行为直接与其取得经济报酬密切相关[19]。花蜜是植

物为传粉者提供的主要回报物质之一，花蜜分泌量的多少和成分的组成，能够调

节拜访昆虫的访花行为，从而对其远交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决定作用[20]。但在黄

色组（Y+W、Y+S）中，黄颜食蚜蝇的停留时间较长，而白色组（W+W、W+S）

中，黑带食蚜蝇的停留时间较长。 

5.讨论与结论 

黑带食蚜蝇和黄颜食蚜蝇为当地的两个优势种，二者对花色有着不同的偏好性

选择。在黄色与白色两个组中，黄颜食蚜蝇对黄色有较强的偏好性，停留时间较

长。而黑带食蚜蝇对白色有较强的偏好性，停留时间较长。两种访花食蚜蝇对黑

色和黄色有着不同的偏好性，从而揭示了这两种访花食蚜蝇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

的颜色选择机制。 

花的气味可作为食源信号，有利于促使昆虫产生定向反应来找到所需的食物以

起到传粉的作用[21]。蔗糖溶液能显著延长访花食蚜蝇的停留时间。黄颜食蚜蝇

与黑带食蚜蝇相比访问频率较高，但访花食蚜蝇的访问频率与停留时间长短却不

一致，访花频率与停留时间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选择机制，需要进一步的

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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