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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平菇厉眼蕈蚊是菇类生产上的重要害虫，本文描述了该种的形态特征，附有识别特征图，根据其生活习性提

出了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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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菌丰富了我们的菜篮子，种 植 食 用 菌 也 是

农民致富的一种产业。食用菌在生产过程中会遭受

多种病虫的为害，其中平菇厉眼蕈 蚊 是 最 为 常 见 的

一种害虫。

平 菇 厉 眼 蕈 蚊（Ｌｙｃｏｒｉｅｌｌａ　ｐｌｅｕｒｏｔｉ　Ｙａｎｇ　ｅｔ

Ｚｈａｎｇ），俗称菌蚊、菌蛆，属双翅目眼蕈蚊科（Ｓｃｉａｒｉ－

ｄａｅ）（也有把它作为菌蚊科的一个亚科）。平菇厉眼

蕈蚊可取食为害 平 菇、杨 树 菇、茶 树 菇、香 菇、木 耳、

金针菇、猴头菇、凤尾菇、长根菇、榆黄菇等多种食用

菌和药用菌 灵 芝 等［１］。对 于 平 菇 厉 眼 蕈 蚊 的 分 布，

有的文献记录较 广，如 北 京、新 疆、内 蒙 古、辽 宁、河

北、河南、上 海、福 建、四 川、贵 州、云 南 等 地 均 有 分

布［２］，而有些 文 献 仅 记 录 北 京［３］。由 于 厉 眼 蕈 蚊 种

类多，形态 相 近，需 借 助 显 微 镜 才 能 观 察 到 鉴 别 特

征，并作 出 正 确 的 鉴 定，详 细 的 特 征 可 查 阅 杨 集

昆等［４］。

本文对平菇厉 眼 蕈 蚊 形 态 进 行 描 述，提 供 形 态

特征图片，并提出防治建议。

１　平菇厉眼蕈蚊的形态识别

（１）成虫：平菇厉眼蕈蚊从外形上与一般的蚊子

相近，身体（包括触角、足、翅 膀 和 腹 部）细 长。与 另

一类常为害食用菌的菌蚊科昆虫相近，触角均为１６

节，３足均有发达的胫节端距，不同之处在于眼蕈蚊

的复眼存在“眼桥”，即两复眼在头顶处变尖，延伸并

左右相连［５］。平菇厉眼蕈蚊雄虫体长约３．３（２．５～

４．０）ｍｍ，暗褐色。复眼很大，眼桥的宽由４个小眼

（个别为３个）组成；触角第４鞭节长为宽的２．５倍；

下颚须３节，中 节 稍 短，端 节 稍 细，长 约 为 中 节 的

１．５倍。前足胫节端部胫梳基部弧形。腹部末端的

尾器基节中央后缘具一瘤状突，疏生刚毛，端节呈弧

形弯 曲、顶 端 具 锐 尖。雌 虫 体 稍 大，长 ３．３～

４．０ｍｍ，触 角 较 短；腹 端 具 一 对 近 似 圆 形 的 尾 须

端节［４］。

（２）卵：卵聚 产 或 散 产，椭 圆 形，初 产 时 乳 白 色，

表面光滑，孵化前可见黑色的头部。

（３）幼虫：分４龄，老熟幼虫体长４．６～６．５ｍｍ，

乳白色，不透明，头黑色，体圆筒形。

（４）蛹：雄 蛹 长２．４～２．６ｍｍ，雌 蛹 长２．９～

３．２ｍｍ，初期乳白色，逐渐变淡黄色，羽化前变深褐色。

２　平菇厉眼蕈蚊的防治

平菇厉眼蕈蚊 对 温 度 的 适 应 性 强，在 平 均 气 温

４～３２℃下均能生活，适宜温度为１５～２２℃，最 适

温度时完成一代只需２１ｄ［６］。平菇厉眼蕈蚊成虫期

不取食，寿命约为３～５ｄ［７］。雌虫多爬行，活动范围

较小，卵成堆或散产在菌柄丛间的缝隙、菇根附近的

覆土上，菌床表面的凹陷处及料 袋 内 的 交 接 缝 等 隐

蔽场所，每雌产卵量在１０～１２９粒之间［８］。平 菇 厉

眼蕈蚊主要以幼虫为害，幼虫喜食各种菇类的菌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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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体原基及含菌丝潮湿的培养料，可潜入菇蕾、子

实体，并蛀成孔洞。幼虫数量较多时可造成退菌、原

基消失，培养料松散、逐渐 变 成 黄 褐 色，菇 蕾 萎 缩 死

亡、菌柄折断倒伏、菇体孔洞，被害子实体发黄、枯萎

乃至腐烂，诱发各种霉菌造成菌袋彻底污染报废等。

为害平菇一般减产１５％～３０％，严重时子实体完全

失去商品价值［７］。

平菇厉眼蕈蚊 是 菇 类 生 产 上 的 重 要 害 虫，由 于

成虫可主动扩散至其他食用菌菇 房，且 可 在 大 部 分

地区周年为害，无越冬期，因此防治难度很大。如果

平菇厉眼 蕈 蚊 幼 虫 已 钻 蛀 至 培 养 料 或 入 侵 菇 体 为

害，常常难以防治。因此在防治策略上，应以预防为

主，做到菇房无虫源和虫源不易入侵，这对于平菇厉

眼蕈蚊的防治尤为重要。

图１　平菇厉眼蕈蚊的形态特征

　　（１）清洁菇房和周边卫生，减少虫源。利用高温或

药剂对菌渣及时处理，减少虫源，减轻为害。常年栽培

的菇区，如果菌渣长期堆放在菇房四周，那么虫源较多，

为害会加重。据调查菌渣及时处理的菇区比不处理区

蘑菇上的虫量可减少９８．４４％～９９．２１％，香菇上的虫量

可减少９３．９６％～９９．０４％［９］。平菇厉眼蕈蚊不耐高温，

成虫在３４℃环境条件下４ｈ死亡率达１００％；幼虫在

３７℃环境条件下２ｈ死亡率达１００％［９］，因此高温闷棚

是一个极为有效的先期预防措施。
（２）加强菇房的封闭性，减少成虫的迁入。在菇

房门、窗、水暖电入口处 及 其 他 通 风 口 处 设 置６０目

纱网，阻止平菇厉眼蕈蚊成虫的迁入。
（３）菇房内灯光诱 杀。平 菇 厉 眼 蕈 蚊 成 虫 有 趋

光性，常在培养料上爬 行 或 在 电 灯 周 围 飞 翔。可 以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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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子灭蚊器、高压静电灭蚊灯、黑光灯和粘虫板

等诱杀成虫。

（４）化学防治。使用药 剂 防 治 是 一 种 应 急 的 补

救措施，因为食用菌生长期较短，在农药的选择上更

应慎重，应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

保障食用 菌 的 安 全 生 产。５％氟 虫 腈 悬 乳 液１　５００

倍、５％高效氯氟 氰 菊 酯 乳 油１６　０００倍 可 达 到 良 好

的效果［１０］，应 注 意 药 剂 的 轮 换，防 止 产 生 抗 药 性。

如有条件，可采用一些昆虫病原真菌制剂，如蜡蚧轮

枝菌 对 平 菇 厉 眼 蕈 蚊 的 幼 虫 和 蛹 有 较 高 的 致 死

率［１１］、球孢白僵菌对平菇厉眼蕈蚊的不同虫态都有

很高的致死率［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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