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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地区蒜蛆发生规律及生态防治技术研究 
赵广中 ，滕世辉 ，杨化恩 ，李晓霞 ，王道利2，张 磊 

(1．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汤头街道农技站，276028；2．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农业局，276034) 

摘要 ：对气候因子、种植制度、土壤质地、施 

肥模式对蒜蛆与发生危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播种 

期温度高、土壤湿度大易发生；前茬作物是旱茬作 

物或同科作物易发生 ；施未腐熟的有机肥和普通化 

肥易发生 ；防治上可采取以选用抗病品种、适期晚 

播、科学施肥、人工诱杀为主要措施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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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蛆是临沂地区危害大蒜的主要害虫，蒜蛆成 

虫具有很强的趋臭性，霉烂、刀伤、烂母期、抽薹 

期都散发这种大臭味。未腐熟粪肥所散发的臭味、 

发酵的饼肥和刚耕翻的潮湿土地易招引成虫产卵。 

幼虫有趋避习性，蛀食心部组织并逐渐上移，被害 

部分除蛀蛆蛹，蒜头被幼虫钻蛀成孔洞，残缺不全， 

蒜瓣裸露，炸裂，并伴有恶臭气味，严重的则失去商 

品价值。为研究不同生态因子对蒜蛆的影响，寻找 

经济有效控制蒜蛆的无公害防治技术，临沂河东区 

农技站于2008—2009年进行了系统调查和试验研究。 

1 不同生态因子对蒜蛆发生的影响 

1．1 气候因子对蒜蛆发生的影响 

气候因子包括温度、湿度、降水、光照等，对 

蒜蛆影响较大的是温度和降水。临沂秋季温暖多旱， 

大蒜栽培属秋播区。播期 ：2005—2010年的调查结 

果，蒜蛆在秋季共发生4次高峰。在选种期和种期 

相同的情况下，10月上中旬的温度越高，持续时间越 

长，蒜蛆发生程度越重，2010年10月中旬温度较高， 

地蛆危害严重，部分蒜农不得不再次播种 ；选种期 

相同，播种期越晚 (选种与播种隔时间长 )，有部分 

蒜种发生氧化、霉烂，被害率越高。2005年连续阴 

雨使得蒜种质量下降，被害率达到30％。见表 1。 

1．2 前茬作物对蒜蛆发生的影响 

由表 2看出，前茬作物与大蒜生长环境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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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易生蒜蛆。前茬水稻田处于长期的淹水过程不利 

于成虫产卵，蒜蛆的幼虫、卵、蛹得病死亡，故水 

旱轮作发生蛆害较轻 ；前茬是旱田作物，干旱条件 

为蒜蛆成虫产卵提供了有利条件，蒜蛆的幼虫、卵、 

蛹得以保存下来，蛆害极易发生；大蒜最忌与葱、韭、 

洋葱等同科作物连作，葱蒜类作物从土壤中吸收的 

养分、根系分泌的残余物质及发生的病虫害特别是 

蒜蛆基本相同，不利于大蒜生长，造成大蒜产量低， 

质量差，病虫草害严重。 

1．3 土壤质地对蒜蛆发生的影响 

沙土和沙壤土结构松散，通透性好，降雨和灌 

水后下渗快，保水能力差，适宜地蛆活动和繁殖， 

蒜蛆发生率达 95％以上，被害率达 20％以上，土 

壤越黏蒜蛆发生程度越轻。 

1．4 不同施肥模式对蒜蛆发生的影响 

施肥、浇水及农药使用等农事活动对蒜蛆的影 

响很大。由表 3看出，秋季蒜蛆发生重的田块，土 

壤中留下虫源多，春季发生也较重。通过近几年测 

土化验得知，蒜蛆生长发育适宜 pH为6～6．5。碳 

酸氢铵施到土壤中后，形成弱碱性环境和有刺激性 

气味的氨气，可有效杀死蒜蛆幼虫，不利成虫产卵。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基施碳酸氢铵的蒜田，春秋 

两季蒜蛆发生较轻 ；未腐熟的粪肥或饼肥，引诱成 

虫产卵，春秋两季危害较重 ；无公害有机无机复混 

表 1 不同播种期对蒜蛆发生的影响 



注 ：发生率是指田块发生地蛆的几率 ；被害率是指被害株与调查总株的比率，表 3同。 

肥和大蒜专用肥，pH为中性，无特殊气味，对蒜蛆 

发生影响较小。 

表 3 不同基肥对蒜蛆的影响 ％ 

施肥模式 秋季 春季 

发生率 被害率 发生率 被害率 

播前667m 施碳酸氢铵25kg 5 2 16 9 

未腐熟粪肥 100 50 95 40 

有机无机复混肥 11—2—2 15 11 21 13 

大蒜专用肥 16—9—20 15 12 20 13 

2 蒜蛆生态防治策略 

2．1 农业措施 

2．1．1 精选蒜种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适时选种，尽量缩短选种期 

与播种期的间隔。选种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 1阶段 

精选蒜头 (8月10日至 9月10日)，选出底盘完好、 

色泽洁白、无病、无霉烂、无虫蛀的优质蒜头，先 

剥去外面几层蒜皮，放在透气的袋子里 ；第 2阶段 

精选蒜种 (9月20日至 10月5日)，将选好的优质蒜 

头在阳光下晾晒 2～3 d，使蒜瓣间疏松、易掰。除 

去残留茎盘，挑选无病、顶芽肥大、无伤、大小均 

匀的新鲜蒜瓣作种蒜，以利出苗早、齐、匀。 

2．1．2 适期 晚播 

暖冬年份可推迟播期至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 

地膜覆盖栽培可因种因墒、因温度制宜，确定播期， 
一

般于10月中旬播种，利于形成冬前壮苗。 

2．1．3 科 学施肥 

播种前 5～7 d每 667 m 基施碳酸氢铵 25 kg， 

过晚容易烧坏蒜母，影响出苗 ；施用充分腐熟有机 

肥及优质大蒜专用肥 ；成虫产卵期，在大蒜根际每 

667 m2撒草木灰40～50 kg，对成虫产卵可起驱避 

作用。 

2．1．4 适时浇水 

大蒜烂母前随水追施碳酸氢铵 ；烂母时大水勤 

浇，可缩短烂母时间，淹死土壤中幼虫、卵、蛹， 

减轻受害程度。 

2．1．5 土壤 消毒 

对易生地蛆的田块，每 667 m 用 1．1％苦参碱 

可溶性粉剂 2～2．5 kg与 15～2O kg细土或沙子充 

分混合成毒土，于耕前均匀地撒入田间；施用腐熟 

的粪肥和发酵的饼肥，或在有机肥沤制前用90％敌 

百虫液或 50％辛硫磷乳油 600～800倍液喷洒，充 

分混匀，堆集腐熟，以达到杀灭和预防的效果。 

2_2 药剂防治 

惊蛰以后气温回暖，虫害发生初期，每 667 m 用 

5％氟虫腈悬浮剂50 mL、0．5％藜芦碱乳油 60 mL、 

0．3％苦参碱乳油 100 mL或 20％灭蝇胺可湿陛粉剂 

60 g，对水 80～100 kg，于中午前后成虫活动盛期 

均匀喷雾，效果最佳。 

2．3 人工诱杀 

将红糖、醋、酒、水按重量 3：3：1：10的 

比例配成诱液，加少量锯末和敌百虫拌匀，每隔 

200 m放_直径为 20～30 cm的诱集盆，每天在成 

虫活动盛期打开盆盖杀灭成虫，诱液随时添加，保 

持新鲜，产卵前诱杀，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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