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５－０６－２９　 　 接受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１５－０７－３０
基金项目: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２０１４ 植重￣０４)ꎻ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ＢＡＫ１１Ｂ０１)ꎻ 广西作物病虫害生物学重点

实验室基金(１４￣０４５￣５０￣ＫＦ￣５)ꎻ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Ｊ４５０００３２)ꎻ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１５ＢＡＤ０８Ｂ０２)ꎻ 科技部科技伙伴计划(ＫＹ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５)
作者简介: 顾渝娟ꎬ 女ꎬ 农艺师ꎮ 研究方向: 有害生物鉴定和分子检测
∗通讯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ｙｊ＠ ｇｄｃｉｑ.ｇｏｖ.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７８７.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５

中国进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携带蚧虫疫情分析
顾渝娟∗ꎬ 梁　 帆ꎬ 马　 骏

广东检验检疫技术中心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２３

摘要:【背景】蚧虫是半翅目胸喙亚目蚧总科下的一类昆虫的总称ꎮ 蚧虫个体小、食性广ꎬ极易随货物扩散传播ꎮ 【方法】分
别从疫情概况、截获种类、产地、截获载体、截获年份等方面对 １０ 年来我国各口岸截获蚧虫的信息数据进行了比对和统计ꎬ
并对之前容易被忽视的非检疫性蚧虫疫情进行了统计和分析ꎮ 【结果】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我国从进口植物和植物产品中截获蚧

虫共计 １７１９７８ 批次ꎬ其中ꎬ检疫性蚧虫 １２ 种共 ７０７１ 批次ꎻ南洋臀纹粉蚧截获量最大ꎬ达 ２８４８ 批次ꎬ大洋臀纹粉蚧次之ꎬ为
２４４２ 批次ꎬ第 ３ 是新菠萝灰粉蚧ꎬ为 １７１４ 批次ꎮ 东南亚是蚧虫的主要来源地ꎬ截获量居前 ３ 位的蚧类几乎都来自该地区ꎻ
水果是截获蚧虫的主要载体ꎬ占所有植物及植物产品总截获量的 ９９.０％ꎻ总体来看ꎬ蚧虫截获量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逐年下降ꎬ到
２０１０ 年后又呈暴发性上升趋势ꎮ 比较 ３ 种截获量较大的蚧虫发现ꎬ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年ꎬ截获主要以南洋臀纹粉蚧为主ꎻ自 ２００９
年起ꎬ大洋臀纹粉蚧截获量逐年上升ꎬ成为截获量最多的蚧虫ꎻ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新菠萝灰粉蚧截获量激增ꎮ ２００５ 年至今ꎬ我国

口岸共截获其他非检疫性蚧类 ６８７９７ 批次ꎬ鉴定到种的有 ４６ 个属 １０５ 种共 ６８７１２ 批次ꎬ其中ꎬ在我国内陆地区尚未报道的

有 ２３ 个种ꎬ入侵风险高ꎬ需要引起重视ꎮ 【结论与意义】了解我国口岸蚧类害虫截获情况ꎬ有利于针对性地开展疫情检疫与

监测ꎬ有效防范蚧类害虫的传入与扩散ꎮ
关键词: 蚧虫ꎻ 检疫ꎻ 截获ꎻ 疫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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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蚧虫属于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胸喙亚目 Ｓｔｅｒｎｏｒ￣
ｒｈｙｎｃｈａ 蚧总科 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ꎬ以刺吸式口器直接取食

植物汁液ꎬ部分种类分泌的蜜露会导致植物发生烟

煤病ꎬ同时蚧虫会传播病毒ꎬ影响植物生长ꎬ最终导

致其减产甚至死亡ꎮ 全世界已描述蚧虫 ４９ 科 １０５０
属超过 ７５００ 种ꎬ其中ꎬ我国记录 １６ 科 ２４９ 属 ８３０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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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有关我国口岸蚧虫截获情况尚未见报道ꎮ 因

此ꎬ本文拟系统分析我国口岸蚧虫截获情况ꎬ以期

为相关部门开展产地检疫和口岸监测提供依据ꎮ

１　 检疫性蚧虫疫情分析
目前ꎬ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中蚧

虫共 ２１ 种ꎮ 其中ꎬ盾蚧科 １２ 种ꎬ分别为刺盾蚧

Ｓｅｌｅｎａｓｐｉｄｕｓ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Ｍｏｒｇａｎ、灰白片盾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
ｒｉａ ｃｒｙｐｔａ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霍氏长盾蚧 Ｍｅｒｃｅｔａｓｐｉｓ ｈａｌｌｉ
(Ｇｒｅｅｎ)、 黑丝盾蚧 Ｉｓｃｈｎａｓｐｉｓ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Ｓｉｇｎｏ￣
ｒｅｔ)、桃白圆盾蚧 Ｅｐｉｄｉａｓｐｉｓ ｌｅｐｅｒｉｉ (Ｓｉｇｎｏｒｅｔ)、松针

盾蚧 Ｃｈｉｏｎａｓｐｉｓ ｐｉｎｉｆｏｌｉａｅ (Ｆｉｔｃｈ)、松唐盾蚧 Ｃａｒｕ￣
ｌａｓｐｉｓ ｊｕｎｉｐｅｒｉ (Ｂｏｕｃｈè)、香蕉肾盾蚧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ｃｏｍ￣
ｐｅｒｅｉ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东京蛎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ｔｏｋｉｏｎｉｓ (Ｋｕ￣
ｗａｎａ)、芒果蛎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ｔａｐｌｅｙ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榆蛎

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ｕｌｍｉ ( Ｌ.)、松突圆蚧 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 Ｔａｋａｇｉꎻ粉蚧科 ６ 种ꎬ即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
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木薯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ｎｉｈｏｔｉ Ｍａｔｉｌｅ￣Ｆａｒｒｅｒｏ、大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ｉｎｏｒ (Ｍａｓｋｅｌｌ)、南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 新 菠 萝 灰 粉 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香蕉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ｇｒａｓｓｉ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ꎻ
蚧科 ３ 种ꎬ无花果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ｒｕｓｃｉ (Ｌ.)、七角

星蜡蚧 Ｖｉｎｓｏｎｉａ ｓｔ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 和枣大球蚧

Ｅｕｌｅｃａｎｉ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Ｓｈｉｎｊｉ)(陈乃中ꎬ２００９)ꎮ

１.１　 截获种类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我国检疫人员从进口植物和植物

产品中截获蚧虫共计 １７１９７８ 批次ꎻ鉴定到蚧亚目

的有 ９ 批次ꎬ鉴定到科的有 ３８４７８ 批次ꎬ鉴定到属

的有 ５８３２４ 批次ꎬ鉴定到种的有 ７５１６７ 批次ꎮ 检疫

性蚧虫 １２ 种共 ７０７１ 批次ꎬ占截获蚧虫的 ４.１１％ꎻ以
粉蚧属为主ꎬ占总截获量的 ９９.８％ꎻ其中ꎬ南洋臀纹

粉蚧截获量最大ꎬ占总截获量的 ４０.３％ꎬ大洋臀纹

粉蚧次之ꎬ占 ３４. ５％ꎬ第 ３ 为新菠萝灰粉蚧ꎬ占

２４.２％(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我国口岸检疫性蚧虫截获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ｄ ｓｃａｌ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ＣＩＱ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４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截获量(批次)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大洲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来源国家 / 地区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ｒｅａｓ

新菠萝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

１７１４ 亚洲 Ａｆｒｉｃａ 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柬埔寨、泰国、
马来西亚ꎬ我国台湾、香港、澳门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Ｋｏｒｅａꎬ Ｃａｍ￣
ｂｏｄｉａ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ꎬ Ｍａｃａｏ

大洋洲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毛里塔尼亚、利比里亚 Ｍａｕｒｉｔａｎｉａꎬ Ｌｉｂｅｒｉａ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美国、巴拿马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Ｐａｎａｍ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英国、马耳他共和国 ＵＫꎬ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ａｌｔａ

大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ｉｎｏｒ (Ｍａｓｋｅｌｌ)

２４４２ 亚洲 Ａｓｉａ 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我国澳门和香港、泰国、新加
坡、越南、我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伊朗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ꎬ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Ｍａｃａｏ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Ｉｒａｎ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俄罗斯、芬兰 Ｒｉｓｓａꎬ Ｆｉｎｌａｎｄ

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 ３０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俄罗斯 Ｒｕｓｓｉａ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新西兰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南美洲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智利 Ｃｈｉｌｅ
亚洲 Ａｓｉａ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黑丝盾蚧 Ｉｓｃｈｎａｓｐｉｓ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Ｓｉｇｎｏｒｅｔ) １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芬兰 Ｆｉｎｌａｎｄ

芒果蛎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ｔａｐｌｅｙ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２ 亚洲 Ａｓｉａ 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越南ꎬ我国台湾、香港、澳门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ꎬ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ꎬ Ｌａｏｓ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Ｓｒｉ －
Ｌａｎｋａ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Ｍａｃ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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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截获量(批次)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大洲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来源国家 / 地区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ｒｅａｓ

南洋臀纹粉蚧 ２８４８ 北美洲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南非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亚洲 Ａｓｉａ 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泰国、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越南ꎬ我国台湾、香港、澳门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ꎬ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ꎬ Ｌａｏｓ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ꎬ Ｔｈａｉ￣
ｌａｎｄ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Ｔａｉｗａｎꎬ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ꎬ
Ｍａｃａｏ

松突圆蚧 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 Ｔａｋａｇｉ ５ 不详 Ｕｎｋｏｗｎ
桃白圆盾蚧 Ｅｐｉｄｉａｓｐｉｓ ｌｅｐｅｒｉｉ (Ｓｉｇｎｏｒｅｔ) １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
灰白片盾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ｃｒｙｐｔａ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１ 亚洲 Ａｓｉａ 越南、我国香港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无花果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ｒｕｓｃｉ (Ｌ.) ２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
香蕉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ｇｒａｓｓｉ Ｌｅｏｎａｒｉ ２０ 亚洲 Ａｓｉａ 菲律宾、越南、泰国、我国台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ꎬ Ｖｉｅｔｎａｍ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Ｔａｉｗａｎ
香蕉肾盾蚧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ｃｏｍｐｅｒｅｉ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５ 不详 Ｕｎｋｏｗｎ

１.２　 来源地分析

分析截获量较大的几种蚧虫发现ꎬ东南亚地区

是其主要来源地ꎬ其中ꎬ来自泰国的大洋臀纹粉蚧

和南洋臀纹粉蚧截获量均超过该种有害生物全球

截获总量的 ３ / ４ꎮ 新菠萝灰粉蚧是近年来我国口岸

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ꎬ主要来自菲律宾ꎬ占总截

获量的 ２ / ３(表 １~２)ꎮ

１.３　 截获寄主 /载体分析

水果是截获蚧虫的主要载体ꎬ占所有植物及植

物产品总截获量的 ９９.０％ꎬ其余为木质包装和交通

工具(表 ３)ꎮ 蚧虫多为广食性ꎬ对食物偏好较小ꎬ
但果皮凹凸不平、果蒂较大的水果易于蚧虫附着且

不易除掉ꎬ携带风险较高ꎮ

表 ２　 ３ 种常见检疫性蚧虫来源地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ｄ ｓｃａｌｅ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主要来源国 / 地区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ｒｅａｓ

截获量(批次)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所占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大洋臀纹粉蚧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１８７５ ７６.８
Ｐ. ｍｉｎｏｒ 我国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２９０ １１.９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１３４ ５.５
南洋臀纹粉蚧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２５７７ ９０.５
Ｐ.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不详 Ｕｎｋｎｏｗ １７０ ６.０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３５ １.２
新菠萝灰粉蚧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１１３１ ６６.８
Ｄ.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越南 Ｖｉｅｔｎａｍ ３９３ ２３.２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８９ ５.３
我国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３３ １.９

表 ３　 几种检疫性蚧虫截获载体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ＩＱ 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ｇｏｏｄ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寄主 / 载体 Ｈｏｓｔ / ｇｏｏｄ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新菠萝灰粉蚧 Ｄ.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菠萝、菠萝蜜、香蕉、番荔枝、番石榴、红毛丹、莲雾、榴莲、龙眼、山竹、人参果、椰色果、船舶
Ｐｉｎｅａｐｐｌｅꎬ ｊａｃｋｆｒｕｉｔꎬ ｂａｎａｎａꎬ ｓｕｇａｒ ａｐｐｌｅꎬ ｇｕａｖａꎬ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ꎬ ｗａｘ ａｐｐｌｅꎬ ｄｕｒｉａｎꎬ ｌｏｎｇａｎꎬ ｍａｎ￣
ｇｏｓｔｅｅｎꎬ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ｆｒｕｉｔꎬ ｌ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ｓｈｉｐ

大洋臀纹粉蚧 Ｐ. ｍｉｎｏｒ 榴莲、番石榴、番荔枝、佛手瓜、红毛丹、龙眼、芒果、枇杷、板材
Ｄｕｒｉａｎꎬ ｇｕａｖａꎬ ｓｕｇａｒ ａｐｐｌｅꎬ ｃｈａｙｏｔｅꎬ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ꎬ ｌｏｎｇａｎꎬ ｍａｎｇｏꎬ ｌｏｑｕａｔꎬ ｗｏｏｄ

扶桑绵粉蚧 Ｐ.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板材苗木、红毛丹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ꎬ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
黑丝盾蚧 Ｉ.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芒果苗木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ｎｇｏ
芒果蛎蚧 Ｌ. ｔａｐｌｅｙｉ 板材 Ｗｏｏｄ
南洋臀纹粉蚧 Ｐ.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榴莲、荔枝、龙眼、番荔枝、番石榴、红毛丹、柚、椰色果、山竹、橙、小麦麸皮

Ｄｕｒｉａｎꎬ ｌｙｃｈｅｅꎬ ｌｏｎｇａｎꎬ ｓｕｇａｒ ｆｒｕｉｔꎬ ｇｕａｖａꎬ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ꎬ ｐｏｍｅｌｏꎬ ｌ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ｍａｎｇｏｓｔｅｅｎꎬ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ａｎ
松突圆蚧 Ｈ.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 菠萝、橙、苹果 Ｐｉｎｅａｐｐｌｅꎬ ｏｒａｎｇｅꎬ ａｐｐｌｅ
桃白圆盾蚧 Ｅ. ｌｅｐｅｒｉｉ 火龙果 Ｄｒａｇｏｎ ｆｒｕｉｔ
灰白片盾蚧 Ｐ. ｃｒｙｐｔａ 柠檬 Ｌｅｍｏｎ
无花果蜡蚧 Ｃ. ｒｕｓｃｉ 菩提树苗、无花果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ｔｒｅｅꎬ ｆｉｇ
香蕉灰粉蚧 Ｄ. ｇｒａｓｓｉ 香蕉、芭蕉 Ｂａｎａｎａ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ａｎａ
香蕉肾盾蚧 Ａ. ｃｏｍｐｅｒｅｉ 香蕉、橙 Ｂａｎａｎａꎬ ｏｒ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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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截获年份分析

总体来看ꎬ蚧虫截获量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逐年下

降ꎬ但到 ２０１０ 年后又呈暴发性上升趋势ꎮ 比较 ３
种截获量较大的蚧虫发现ꎬ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ꎬ主要以

南洋臀纹粉蚧为主ꎻ自 ２００９ 年起ꎬ大洋臀纹粉蚧截

获量逐年上升ꎬ成为截获量最大的蚧虫ꎻ２０１１ 年以

来ꎬ新菠萝灰粉蚧截获量激增(图 １)ꎮ

图 １　 ３ 种主要蚧虫近年截获情况
Ｆｉｇ.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ＩＱ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４

　 　 蚧虫的截获种类与口岸的关注度以及输出国

的检疫除害处理措施相关ꎮ 以南洋臀纹粉蚧为例ꎬ
２００６ 年截获批次达到峰值ꎬ为 ５１５ 批次ꎬ２００７ 年总

局发布警示通报ꎬ要求加强对泰国进口水果的检

疫ꎬ对发现疫情的产品进行严格除害、退运或销毁ꎬ
责令出口国加强出口检疫力度ꎬ最终有效降低了疫

情的截获水平ꎮ

２　 非检疫性蚧虫疫情分析
２００５ 年至今ꎬ我国口岸共截获非检疫性蚧虫

６８７９７ 批次ꎬ鉴定到种的共 ４６ 个属 １０５ 种 ６８７１２ 批

次ꎬ其中ꎬ在我国内陆地区尚未报道的有 ２３ 个种

(李涛ꎬ２０１０ꎻ 汤祊德ꎬ１９９１、１９９２ꎻ 汤祊德和郝静

钧ꎬ１９９５ꎻ 王琛ꎬ２０１０ꎻ 翁振宇等ꎬ２０１３ꎻ 袁水霞ꎬ
２００７ꎻ 张凤萍ꎬ２００６ꎻ Ｙａｉｒꎬ１９９４)ꎮ 截获批次排名前

３ 位的属分别为盾蚧属 ３ 种 １７８４９ 批次、粉蚧属 １４
种 １４６８５ 批次、肾圆蚧属 ５ 种 １２５２３ 批次(表 ４)ꎮ

有些种虽暂未被列入检疫名录中ꎬ且我国没有

分布报道ꎬ但每年截获量大ꎬ入侵风险较高ꎬ应引起

高度重视ꎮ

表 ４　 非检疫性蚧虫截获信息及在我国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ｄ ｓｃａ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ＩＱ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４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截获次数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国内报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Ｎ: ａｂｓｅｎｔ)
绒蚧属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ｏｃｃｕｓ
(现改名 Ｅｒ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Ｋｏｔｅｊａ ＆ Ｚａｋ￣Ｏｇａｚａꎬ１９８１)

柿粉蚧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ｏｃｃｕｓ ｋａｋｉ ３ 有 Ｙ

奥粉蚧属 Ａｌ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Ｅｚｚａｔ ＆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ꎬ１９５６ 摩氏奥粉蚧 Ａｌ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ｉ ７ 无 Ｎ
安蛎蚧属 Ａｎｄａｓｐｉｓ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ꎬ１９２１ 荔枝安蛎蚧 Ａｎｄａｓｐｉｓ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ｉ ７ 有 Ｙ
肾圆盾蚧属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ꎬ１８９８ 红肾圆盾蚧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ａｕｒａｎｔｉｉ １２３０６ 有 Ｙ

黄肾圆盾蚧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ｃｉｔｒｉｎａ １２５ 有 Ｙ
榈肾圆盾蚧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ｉｎｏｒｎａｔａ １ 有 Ｙ
东方肾圆盾蚧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１０ 有 Ｙ
红豆杉肾圆盾蚧 Ａｏｎｉｄｉｅｌｌａ ｔａｘｕｓ ８１ 有 Ｙ

白毡蚧属 Ａｓｉａｃｏｒ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ｓｋｅｌｌꎬ１８９７ 柿树白毡蚧 Ａｓｉａｃｏｒ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ｋａｋｉ ２ 有 Ｙ
小圆盾蚧属 Ａｓｐｉｄｉｅｌｌａ Ｌｅｏｎａｒｄｉꎬ１８９８ 红圆盾蚧 Ａｓｐｉｄｉｅｌｌａ ａｕｒａｎｔｉｉ ５３４ 无 Ｎ
圆盾蚧属 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Ｂｏｕｃｈéꎬ１８３３ 椰圆盾蚧 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２６３６ 有 Ｙ

常春藤圆盾蚧 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ｎｅｒｉｉ ６ 有 Ｙ
茶圆盾蚧 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ｔｈｅａｅ ３ 无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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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４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截获次数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国内报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Ｎ: ａｂｓｅｎｔ)
轮盾蚧属 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月橘白轮盾蚧 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ｍｕｒｒａｙａｅ １ 有 Ｙ

芒果白轮盾蚧 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ｒｉｓ １２９６ 有 Ｙ
苏铁白轮盾蚧 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ｙａｓｕｍａｔｓｕｉ ８ 有(我国台湾)

Ｙ(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龟蜡蚧属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Ｇｒａｙ (现改名 Ｐａｒａｃｅｒｏｓｔｅｇｉａ ｎ.ｇ.) 角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ｃｅｒｉｆｅｒｕｓ ４１５ 有 Ｙ

日本龟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８０ 有 Ｙ
红龟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ｒｕｂｅｎｓ ２２ 有 Ｙ
佛州龟蜡蚧 Ｐａｒａｃｅｒｏｓｔｅｇｉａ ｆｌｏｒｉｄｅｎｓｉｓ １８

绿绵蜡蚧属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ｌｖｉｎａｒｉａ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 垫囊绿绵蜡蚧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ｌｖｉｎａｒｉａ ｐｓｉｄｉｉ ３９ 有 Ｙ
台湾绿绵蜡蚧 Ｃｈｌｏｒｏｐｕｌｖｉｎａｒｉａ ｔａｉｗａｎａ １ 有 Ｙ

金顶盾蚧属 Ｃｈｒｙｓｏｍｐｈａｌｕｓ Ａｓｈｍｅａｄꎬ１８８０ 褐圆金顶盾蚧 Ｃｈｒｙｓｏｍｐｈａｌｕｓ ａｏｎｉｄｕｍ ２０５ 有 Ｙ
拟褐圆金顶盾蚧 Ｃｈｒｙｓｏｍｐｈａｌｕｓ ｂｉ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ｔｕ ２ 无 Ｎ
橙圆金顶盾蚧 Ｃｈｒｙｓｏｍｐｈａｌｕｓ ｄｉｃｔｙｏｓｐｅｒｍｉ ３ 有 Ｙ
柑橘金顶盾蚧 Ｃｈｒｙｓｏｍｐｈａｌｕｓ ｆｉｃｕｓ ６４９ 有 Ｙ

箭蜡蚧属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ｏｄｅｓ 豆箭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ｏｄｅｓ ｃａｊａｎｉ ６ 有 Ｙ
软蚧属 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ꎬ１７５８ 广食褐软蚧 Ｃｏｃｃｕｓ ｈｅｓｐｅｒｉｄｕｍ １３ 有 Ｙ

咖啡绿软蚧 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ｒｉｄｉｓ １７ 有 Ｙ
隐绵蚧 Ｃｒｙｐｔｉｃｅｒｙａ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ꎬ１８９０ 克氏隐绵蚧 Ｃｒｙｐｔｉｃｅｒｙａ ｃｌａｕｓｅｎｉ ２ 无 Ｎ
枝圆盾蚧属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Ｂｅｒｌｅｓｅꎬ１８９６ 危枝圆盾蚧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ｐｅｒｎｉｃｉａｂｉｌｕｓ １ 有 Ｙ

梨园蚧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ｓｕｓ １ 有 Ｙ
盾蚧属 Ｄｉａｓｐｉｓ 波氏盾蚧 Ｄｉａｓｐｉｓ 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ｉｉ ２９ 有 Ｙ

凤梨盾蚧 Ｄｉａｓｐｉｓ ｂｒｏｍｅｌｉａｅ １７８ 无 Ｎ
仙人掌盾蚧 Ｄｉａｓｐｉｓ ｅｃｈｉｎｏｃａｃｔｉ １７６４２ 有 Ｙ

Ｄｒｅｐ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榕箭蜡蚧 Ｄｒｅｐ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ｈｉｔｏｎ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
ｔｏｄｅｓ ｃｈｉｔｏｎ 为其异名)

５９ 有 Ｙ

灰粉蚧属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双刺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７ 无 Ｎ
菠萝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９１６ 有 Ｙ
李比利氏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ｌｅｐｅｌｌｅｙｉｉ １８３２ 无 Ｎ

白蜡蚧属 Ｅｒｉｃｅｒｕｓ 白蜡蚧 Ｅｒｉｃｅｒｕｓ ｐｅｌａ １８ 有 Ｙ
Ｅｘａｌｌｏｍｏｃｈｌｕｓ 甘蔗簇粉蚧 Ｅｘａｌｌｏｍｏｃｈｌ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９７１ 无 Ｎ
拂粉蚧 Ｆｅｒｒｉｓｉａ 双条拂粉蚧 Ｆｅｒｒｉｓｉａ ｖｉｒｇａｔａ ４６０３ 有 Ｙ
蜕盾蚧属 Ｆｉｏｒｉｎｉａ 柏蜕盾蚧 Ｆｉｏｒｉｎｉａ ｅｘｉｅｒｎａ １ 有 Ｙ

日本单蜕盾蚧 Ｆｉｏｒｉ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２３ 有 Ｙ
茶围圆蚧 Ｆｉｏｒｉｎｉａ ｔｈｅａｅ ２ 有 Ｙ

栉圆蚧属 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ꎬ１８８１ 棕栉圆蚧 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ｌａｔａｎｉａｅ ６ 有 Ｙ
Ｈｏｒｄｅｏ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红毛丹眼粉蚧 Ｈｏｒｄｅｏ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ｐｈｅｌｉｉ ４ 无 Ｎ
吹绵蚧属 Ｉｃｅｒｙａ Ｓｉｇｎｏｒｅｔꎬ１８７５ 埃及吹绵蚧 Ｉｃｅｒｙａ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ａ ９ 有 Ｙ

澳洲吹绵蚧 Ｉｃｅｒｙａ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 ２７３ 有 Ｙ
黄毛吹绵蚧 Ｉｃｅｒｙａ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ａｒｕｍ １７８ 无 Ｎ

毛粉蚧属 Ｋｉｒｉｔｓｈｅｎｋｅｌｌａ 甘蔗毛粉蚧 Ｋｉｒｉｔｓｈｅｎｋｅｌｌａ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 １ 有(我国台湾)
Ｙ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蛎盾蚧属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Ｓｈｉｍｅｒꎬ１８６８ 紫疤蛎盾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ｂｅｃｋｉｉ ３９ 有 Ｙ
长牡蛎盾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ｇｌａｖｅｒｉｉ ３ 有 Ｙ

曼粉蚧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ꎬ１９５８ 木槿曼粉蚧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ｈｉｒｓｕｔｕｓ ４２４３ 有 Ｙ
黑圆盾蚧属 Ｍｅｌａｎａｓｐｉｓꎬ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ꎬ１８９７ 日黑圆盾蚧 Ｍｅｌａｎａｓｐｉｓ ｂｒｏｍｅｌｉａｅ ８ 无 Ｎ

黑美盾蚧 Ｍｅｌａｎａｓｐｉｓ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ｅ １ 无 Ｎ
菝葜黑盾蚧 Ｍｅｌａｎａｓｐｉｓ ｓｍｉｌａｃｉｓ １ 有 Ｙ

牡蛎蚧属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Ｓｈｉｍｅｒꎬ１８６８ 紫牡蛎盾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ｂｅｃｋｉｉ ４０９ 有 Ｙ
松牡蛎盾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ｐｉｎｉ １ 无 Ｎ

堆粉蚧属 Ｎｉｐａｅｃｏｃｃｕｓ Ｓｕｌｃꎬ１９４５ 鳞粉蚧 Ｎｉｐａｅｃｏｃｃｕｓ ｎｉｐａｅ ２１６ 有 Ｙ
柑橘堆粉蚧 Ｎｉｐａｅｃｏｃｃｕｓ ｖａｓｔａｔｏｒ １１０８ 有 Ｙ

刺圆盾蚧属 Ｏｃｔ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ꎬ１９２１ 柑桔刺圆盾蚧 Ｏｃｔ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ａｅ ２ 有 Ｙ
簇粉蚧属 Ｐａｒａｐｕｔｏ Ｌａｉｎｇꎬ１９２９ 山竹簇粉蚧 Ｐａｒａｐｕｔｏ ｏｄｏｎｔｏｍａｃｈｉ ４３ 无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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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４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截获次数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国内报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Ｎ: ａｂｓｅｎｔ)
片盾蚧属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Ｔａｒｇｉｏｎｉ￣Ｔｏｚｚｅｔｔｉꎬ１８６８ 灰片盾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８ 有 Ｙ

梨片盾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ｄｅｓｏｌａｔｏｒ ２ 有 Ｙ
糠片盾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ｐｅｒｇａｎｄｅｉ ２１０ 有 Ｙ
黄片盾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ｐｒｏｔｅｕｓ ４ 有 Ｙ
黑片盾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ｚｉｚｉｐｈｉ ２７ 有 Ｙ
黑点蚧 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 ｚｉｚｙｐｈｕｓ １２５２ 有 Ｙ

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橘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ｃｉｔｒｉ ２ 无 Ｎ
石蒜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ａｎｉ ２ 有 Ｙ

并盾蚧 Ｐｉｎｎａｓｐｉｓ 百合并盾蚧 Ｐｉｎｎａｓｐｉｓ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ｅ ３ 有 Ｙ
臀纹粉蚧属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Ｆｅｒｒｉｓꎬ１９５０ 桔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ｉｔｒｉ ２６１ 有 Ｙ

无花果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ｆｉｃｕｓ １ 有 Ｙ
肯尼亚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ｋｅｎｙａｅ １ 无 Ｎ
紫藤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ｋｒａｕｎｈｉａｅ ３ 有 Ｙ

网纹盾蚧属 Ｐｓｅｕｄａｏｎｉｄｉａ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ꎬ１８９７ 牡丹网盾蚧 Ｐｓｅｕｄａｏｎｉｄｉａ ｐａｅｏｎｉａｅ ４ 有 Ｙ
白盾蚧属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考氏白盾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ｉ ９８ 有 Ｙ

桑白盾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 ５９ 有 Ｙ
李白盾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ｐｒｕｎｉｃｏｌａ ２ 无 Ｎ

粉蚧属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ꎬ１８４０ 拟葡萄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ｆｆｉｎｉｓ ４４ 有 Ｙ
黄皮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ｓ ５２ 无 Ｎ
榕树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ｂａｌｉｔｅｕｓ ２４４ 有 Ｙ
桔小粉蚧 (并入柑桔棘粉蚧ꎬ为异名)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ｉｔｒｉｃｕｌｕｓ

１０３ 有 Ｙ

康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ｍｓｔｏｃｋｉ ５８０ 有 Ｙ
柑桔棘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ｒｙｐｔｕｓ １１１４ 有 Ｙ
香蕉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ｅｌｉｓａｅ ３ 有 Ｙ
柑栖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ｇａｈａｎｉ ７ 有 Ｙ
杰克贝尔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 ４２９４ 无 Ｎ
长尾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ｕｓ ８０８１ 有 Ｙ
真葡萄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 １５３ 有 Ｙ
新葡萄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ｏ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 １ 无 Ｎ
暗色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ｖｉｂｕｒｎｉ ９ 有 Ｙ

笠盾蚧属 Ｑｕａｄｒ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Ｍ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梨圆盾蚧 Ｑｕａｄｒ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ｓｕｓ ２３ 有 Ｙ
球坚蚧属 Ｒｈｏ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ｓｋａｊａ 吐伦球坚蚧 Ｒｈｏ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ｔｕｒａｎｉｃｕｓ ２ 有 Ｙ
蔗粉蚧属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ｃｏｃｃｕｓ Ｆｅｒｒｉｓꎬ１９５０ 甘蔗粉蚧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ｃｏｃｃｕｓ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 ２１３ 有 Ｙ
黑盔蚧属 Ｓａｉｓｓｅｔｉａ Ｄｅｐｌａｎｃｈｅｓꎬ１９５９ 咖啡黑盔蚧 Ｓａｉｓｓｅｔｉａ ｃｏｆｆｅａｅ ６ 有 Ｙ
凹圆蚧属 Ｔｅｍｎ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ꎬ１９２１ 飞蓬凹圆蚧 Ｔｅｍｎ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ｅｘｃｉｓｕｓ ２８ 有 Ｙ
矢尖蚧属 Ｕｎａｓｐｉｓ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ꎬ１９２１ 柑桔矢尖盾蚧 Ｕｎａｓｐｉｓ ｃｉｔｒｉ ２５ 有 Ｙ

括矢尖盾蚧 Ｕｎａｓｐｉｓ ｙａｎｏｎｅｎｓｉｓ ４６ 有 Ｙ

３　 蚧虫口岸检疫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３.１　 分类混乱

蚧虫种类繁多ꎬ形态类似ꎬ鉴定依据仅为雌成

虫的外部形态ꎬ鉴定难度大ꎻ同时ꎬ随着新技术的运

用和新理论的提出ꎬ很多属名和种名被调整ꎬ存在

大量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情况ꎬ增加了鉴定的难

度ꎮ 分析截获清单发现ꎬ蚧虫分类混乱ꎬ主要存在

同物异名、中文名混乱、更名的属未及时更新、一些

记录无资料可查等问题ꎬ如甘蔗簇粉蚧 Ｅｘａｌｌｏｍｏ￣
ｃｈｌ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和 Ｐａｒａｐｕｔｏ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在疫情截获数据

库中都存在ꎬ而目前国际公认其种名为前者ꎬ后者

为异名ꎮ
对策:组织专家开展蚧虫本底调查ꎬ并及时更

新国际上对蚧虫分类的新标准ꎬ对于存在争议的分

类问题ꎬ应尽快厘清和明确ꎮ

３.２　 资料匮乏

我国关于蚧虫的系统分类学专著有限且陈旧ꎬ
国外资料又受语言和害虫区域性的限制ꎬ导致口岸

鉴定资料匮乏ꎬ鉴定结果与描述不吻合ꎬ不同实验

室间缺乏对比与确认ꎮ
对策: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出版专著ꎬ就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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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蚧虫鉴定与命名进行归纳和整理ꎬ编写适宜口岸

应用的鉴定手册ꎮ

３.３　 缺乏专业人才

蚧类个体小ꎬ形态特征细微ꎬ需要通过制作玻

片进行观察ꎬ对专业知识要求较高ꎮ 目前ꎬ口岸的

实际情况是相关专业人员少、业务量大ꎬ除少数技

术中心对其可以粗略分类外ꎬ很多口岸都是以科代

室ꎬ鉴定能力有限ꎬ检出率不高ꎬ很多昆虫仅能鉴定

到科甚至目ꎮ
对策:建立口岸与高校和科研院所长期合作机

制ꎬ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到有害生物鉴定开展全面

合作ꎻ同时加强远程鉴定、分子生物学、专家咨询系

统等辅助手段的开发和运用ꎬ提高口岸检出率和正

确率ꎮ

３.４　 很多种类未纳入检疫名录

蚧虫食性广、危害大、防治困难ꎬ一旦传入难于

根除ꎬ尽管如此ꎬ蚧虫的检疫重要性一直未得到相

关部门的足够重视ꎮ 目前ꎬ我国有害生物检疫名录

中检疫性生物有 ４４０ 种ꎬ但蚧虫仅有 ２１ 种ꎮ 很多

危害严重、我国尚未发生但口岸截获频繁的蚧虫尚

未被列入检疫名录中ꎮ
对策:针对口岸截获情况开展风险分析ꎬ对危

害严重、入侵风险大、但尚未列入检疫名录的蚧类

害虫增补到名录中ꎬ推进植物检疫名录的实时更

新ꎬ为口岸执法提供依据ꎬ有力防止高风险有害生

物入侵ꎮ

致谢:感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陈克研究员提供疫

情截获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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