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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外来有害生物褐纹甘蔗象入侵海南
钟宝珠ꎬ 吕朝军ꎬ 覃伟权∗ꎬ 黄山春ꎬ 韩超文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ꎬ海南 文昌 ５７１３３９

摘要: 【背景】褐纹甘蔗象原产于菲律宾ꎬ严重危害椰子等棕榈科植物和甘蔗ꎬ目前该虫已传入我国台湾、广东、广西和云

南ꎬ尚未在海南省发生ꎮ 【方法】为尽早预防该虫传入ꎬ本文简要描述了褐纹甘蔗象的生物生态学特性ꎬ并运用有害生物危

险性分析(ＰＲＡ)方法ꎬ从国内分布情况、潜在的经济危害性、受害寄主的经济重要性、传播扩散的可能性和危险性管理难度

等方面对该虫入侵海南的可能性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ꎮ 【结果】褐纹甘蔗象在海南省的风险评估值 Ｒ＝ ２.０８ꎬ属于高风险

的林业有害生物ꎬ建议将其列入海南省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ꎻ同时提出了该虫的综合防治措施和建议ꎮ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可为尽早制定褐纹甘蔗象防范措施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褐纹甘蔗象ꎻ 外来有害生物ꎻ 入侵ꎻ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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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纹甘蔗象 Ｒｈａｂｄｏｓｃｅｌｕｓ ｌｉｎｅａｔｉｃｏｌｌｉｓ (Ｈｅｌｌｅｒ)ꎬ
别名褐色棕榈象ꎬ隶属于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象虫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甘蔗象属 Ｒｈａｂｄｏｓｃｅｌｕｓꎬ是棕榈科植物

和甘蔗的重要害虫ꎬ主要以幼虫钻蛀叶鞘及茎干为

害ꎬ植株受害严重时会枯萎死亡ꎮ 该虫原产于菲律

宾的吕宋岛、内革罗岛等(张润志等ꎬ２００２)ꎬ分别于

１９７６ 年和 １９９７ 年传入日本冲绳岛和我国台湾省

(张润志等ꎬ２００２)ꎻ目前已广泛分布于我国北京(赵
京芬等ꎬ２００７)和广东(王果红等ꎬ２００５)、云南(何
艳萍等ꎬ２０１０)、广西(秦成兴等ꎬ２０１４)多个南方省

区ꎬ对我国的椰子等棕榈科植物和甘蔗造成了巨大

损失ꎮ 海南省尚未发现褐纹甘蔗象的危害ꎬ为了预

防该虫侵入ꎬ本文简要描述其生物生态学特性ꎬ依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ꎬＦＡＯ)规定的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ＰＲＡ)程序ꎬ对该虫在海南发生的风险性进行

定性和定量分析ꎬ并对其综合预防措施提出建议ꎮ

１　 生物学特性
据报道ꎬ褐纹甘蔗象在日本冲绳岛内一年发生

１ 代ꎮ 成虫具有明显的负趋光性ꎬ一般隐藏于叶鞘

或幼虫蛀道内ꎬ遇惊吓时成虫有假死现象ꎮ 成虫产

卵于椰子或甘蔗茎干内或叶鞘内ꎬ有时产卵于叶脉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１): ６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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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ꎻ幼虫孵化后钻蛀叶鞘和茎干为害ꎬ造成大量纵

横交错的孔洞及虫道ꎮ ２５ ℃ 时ꎬ卵、幼虫、蛹的平

均发育历期分别为 ７~９、５０~６１、１５~１８ ｄꎻ３０ ℃时ꎬ
卵、幼虫、蛹的平均发育历期分别为 ５~６、４４~５１、１０
~１２ ｄꎻ２５ ℃条件下从卵发育到蛹需要 ７５ ~ ８５ ｄꎬ
３０ ℃时从卵发育到蛹需要 ５９ ~ ６５ ｄꎮ 成虫寿命为

(２０８±４４.９) ｄꎬ从羽化至第 ２０８ 天的成虫存活率为

７８.６％ꎻ产卵期平均为 １７９ ｄꎬ平均产卵量(７３. ４ ±
２２.４)粒ꎮ

２　 生态学特性
褐纹甘蔗象种群消长规律具有明显的季节性ꎬ

６—１１ 月发生数量大ꎬ危害较重ꎻ１２ 月到次年 ３ 月

发生数量较少ꎬ危害较轻ꎮ 不同棕榈植物上该虫发

生数量有所不同ꎬ主要在大王椰子 Ｒｏｙｓｔｏｎｅａ ｒｅｇｉａ
(Ｈ.Ｂ. Ｋ.) Ｏ. Ｆ. Ｃｏｏｋ、国王椰子 Ｒａｖｅｎｅ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Ｊｕｍ. Ｈ. Ｐｅｒｒｉｅｒ 和美丽刺葵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ｉ Ｋｕｎｔｈ
上为害ꎬ散尾葵 Ｃｈｒｙｓａｌｉ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Ｈ.Ｗｅｎｄｌ.
上发生数量稍低ꎻ在深圳龙岗的调查发现ꎬ该虫喜

欢在美丽刺葵上越冬ꎮ 张建琼等(２００８)对褐纹甘

蔗象入侵定殖能力的研究表明ꎬ当有一对雌雄成虫

侵入并存活时ꎬ该虫就能成功定殖ꎬ而少量卵侵入

并不能保证该虫种群成功定殖ꎮ

３　 褐纹甘蔗象在海南发生的风险性分析

３.１　 定性分析

３.１.１　 国内分布情况(Ｐ１) 　 荆玉栋等(２００３)利用

ＣＬＩＭＥＸ 气候模型对褐纹甘蔗象在我国的适生区进

行了分析和预测ꎬ结果显示ꎬ海南省、广东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福建省、浙江省和云南省南部地区是褐纹

甘蔗象在我国大陆的适生区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上述

省区中的广东、广西、云南均已发现褐纹甘蔗象为

害ꎬ而海南省与这些地区毗邻ꎬ具备褐纹甘蔗象繁殖

的气候和地理条件ꎬ是该虫入侵的潜在危险区ꎮ
３.１.２　 潜在的经济危害性(Ｐ２) 　 在椰子苗期ꎬ褐纹

甘蔗象低龄幼虫会在苗基部叶鞘包围着的幼嫩茎

钻蛀形成不规则的取食痕ꎻ高龄幼虫钻入茎干内为

害ꎬ老熟后包裹纤维作茧化蛹ꎮ 寄主茎干受害后表

面常出现流胶ꎮ 褐纹甘蔗象也钻蛀为害大株椰子ꎬ
椰子茎表面受害愈合后常留有为害痕ꎮ 棕榈科植

物受害较重时出现黄叶ꎬ严重时死亡ꎮ 甘蔗茎干被

蛀后常枯死(荆玉栋等ꎬ２００３ꎻ 陆永跃等ꎬ２００４ꎻ 张

润志等 ２００２)ꎮ

椰子是海南省的省树ꎬ甘蔗在海南的种植也有

１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甘蔗产业和椰子产业是海南的传

统产业ꎬ甘蔗和椰子也是褐纹甘蔗象的主要寄主ꎮ
该虫一旦传入并定殖ꎬ将对海南省的椰子和甘蔗生

产造成严重威胁ꎮ
３.１.３　 受害寄主的经济重要性(Ｐ３) 　 目前已报道

的褐纹甘蔗象的寄主植物包括棕榈科经济植物或

观赏植物ꎬ主要有椰子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西谷椰子

Ｍｅｔｒｏｘｙｌｏｎ ｓａｇｕ Ｌ.、大王椰子、华盛顿椰子 Ｗａ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ｉａ ｆｉｌｉｆｅｒａ Ｌ.、槟榔 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Ｌ.、假槟榔 Ａｒ￣
ｃｈｏｎｔｏｐｈｏｅｎｉｘ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ｅ ( Ｆ. Ｍｕｅｌｌ.) Ｈ. Ｗｅｎｄｌ. ｅｔ
Ｄｒｕｄｅ、海枣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ｓｐ.、刺葵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ｓｐ. Ｋｕｎｔｈ、散
尾葵、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 Ｒ.Ｂｒ.、海桃椰

子 Ｐｔｙｃｈｏｓｐｅｒｍａ ｓｐ.、 棍 棒 椰 子 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ａ ｖｅｒ￣
ｓｃｈａｆｆｅｌｔｉｉ Ｗｅｎｄｌ.等ꎬ以及甘蔗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等大田作物(荆玉栋等ꎬ２００３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０２)ꎮ

椰子是我国热带地区的主要植物性食用油来

源ꎬ也是重要的食品、天然饮料、纤维和填料等原料ꎬ
还是典型的热带木本油料和能源作物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底ꎬ海南省椰子种植面积达到 ３６５７３.３３ ｈｍ２ꎬ年产椰

果 ２５２９２ 万个ꎬ全年总产值可达到 ３２０００ 万元ꎮ 甘

蔗作为海南省的传统产业ꎬ在增加农民收入、解决

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ꎬ对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和发展热带森

林旅游具有深远意义ꎮ
３.１.４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Ｐ４) 　 褐纹甘蔗象成虫

可通过飞行自然扩散传播(陆永跃等ꎬ２００４)ꎬ但主

要是随着寄主种苗或作为包装材料或填充材料的

纤维材料而传播ꎮ
褐纹甘蔗象于 １９７６ 年随棕榈科植物 Ｐｔｙｃｈｏ￣

ｓｐｅｒｍａ ｓｐ.调运传入日本冲绳岛ꎬ并于 １９９３ 年成为

甘蔗上的重要害虫ꎮ 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传入我国台

湾(张润志等ꎬ２００２)ꎬ首次发现该虫为害是在台湾

省中西部的彰化县田尾乡ꎬ主要危害棕榈科黄椰子

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ａ ｖｅｒｓｃｈａｆｆｅｌｔｉｉ Ｗｅｎｄｌ.和散尾葵ꎬ并以此为

中心向南北扩散ꎻ１９９８ 年扩散到北部的台北县八里

乡、三峡乡及深坑乡等地区ꎬ并成功定居成为多种

棕榈科植物的重要害虫ꎻ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传入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的黄岐、盐步和里水镇ꎬ严重危害大王

椰子和假槟榔的假植苗木ꎮ 褐纹甘蔗象现已广泛

分布于我国广东省深圳市、顺德市、南海市、中山市

(王果红等ꎬ２００５)ꎬ云南红河州地区(何艳萍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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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ꎬ广西南宁市、柳州市和北海市(秦成兴等ꎬ
２０１４)ꎬ以及北京等地(赵京芬等ꎬ２００７)ꎮ

近几年ꎬ由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ꎬ棕榈科植

物的国际(国内)调运日趋频繁ꎬ给褐纹甘蔗象的传

播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ꎬ同时给棕榈作物的农业

生产带来了巨大危险ꎮ
３.１.５　 危险性管理难度(Ｐ５) 　 褐纹甘蔗象食性较

广ꎬ该虫在原产地一年发生 １ 代ꎮ 温度为 ２５~３０ ℃
时该虫能完成世代发育ꎮ 该虫常隐藏于叶鞘或幼

虫蛀道内取食寄主ꎬ隐蔽性较强ꎮ 由于寄主植物的

频繁调运ꎬ检疫难度较大ꎬ采用有机磷类药剂虽可

对褐纹甘蔗象幼虫起到较好的防效ꎬ但对成虫难以

根除ꎮ

３.２　 定量分析

参考有害生物风险性评估体系及多指标综合

评估计算方法与评判标准(蒋青等ꎬ１９９５ꎻ 阎伟等ꎬ
２０１３)ꎬ对各指标的赋分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褐纹甘蔗象在海南的风险性分析评判指标赋分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Ｒ. ｌｉｎｅａｔｉｃｏｌｌｉｓ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序号
Ｎｏ.

评判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评判标准
Ｇ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ｔｉｏｎ

赋分值
Ｖａｌｕｅ

赋分理由
Ｒｅａｓｏｎ

１ 国内分布情况(Ｐ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国内无分布ꎬＰ１ ＝ ３ꎻ国内分布面积占 ０ ~ ２０％ꎬ Ｐ１
＝ ２ꎻ占 ２０％ ~５０％ꎬＰ１ ＝ １ꎻ大于 ５０％ꎬＰ１ ＝ ０ꎮ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Ｐ１ ＝ ３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ｔ
０~２０％ꎬ Ｐ１ ＝ ２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ｔ ２０％~５０％ꎬ Ｐ１
＝ １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ꎬ Ｐ１ ＝ ０.

２ 在北京、广东、云南和广西都有分布ꎬ目
前国内分布面积 ０~２０％ꎮ
Ｔｈｅ ｐｅｓｔ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ｔ ０~２０％.

２.１ 潜在的经济危 害 性
(Ｐ２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据预测ꎬ造成产量损失达 ２０％以上和 / 或严重降低
产品质量ꎬＰ２１ ＝ ３ꎻ产量损失为 ５％ ~ ２０％和 /或有
较大质量损失ꎬＰ２１ ＝ ２ꎻ产量损失在 １％ ~ ５％和 /或
有较小的质量损失ꎬＰ２１ ＝ １ꎻ产量损失小于 １％ꎬ且
对质量无影响ꎬＰ２１ ＝ ０ꎮ
>２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ꎬ ａｎｄ / 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ｖｅｒ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ꎬ Ｐ２１ ＝ ３ꎻ ５％ ~２０％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ａｎｄ / ｏｒ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ｓｓꎬ Ｐ２１ ＝ ２ꎻ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５％ꎬ ａｎｄ / ｏｒ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ｓｍａｌ￣
ｌ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ꎬ Ｐ２１ ＝ １ꎻ ｐｒｏｄｕｃｉｏｎ ｌｏｓｓ <１％ ａｎｄ
ｎ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Ｐ２１ ＝ ０.

２ 椰子、甘蔗等茎干被蛀食后常死亡ꎬ造成
的产量损失在 ５％~２０％ꎮ
Ｃａｕｓｉｎｇ ５％~２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２.２ 是否为其他检疫性有
害生物的传播 媒 介
(Ｐ２２)
Ｖｅ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ｑｕａｒ￣
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ｓ

可传带 ３ 种以上的检疫性有害生物ꎬＰ２２ ＝ ３ꎻ传带
２ 种ꎬＰ２２ ＝ ２ꎻ传带 １ 种ꎬＰ２２ ＝ １ꎻ不传带任何检疫
性有害生物ꎬＰ２２ ＝ ０ꎮ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ꎬ
Ｐ２２ ＝ ３ꎻ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ｑｕａｒ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ꎬ Ｐ２２
＝ ２ꎻ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１ ｋｉｎｄ ｏｆ ｑｕａｒ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ꎬ Ｐ２２ ＝ １ꎻ
ｎｏ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ｙ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ꎬ Ｐ２２ ＝ ０.

０ 不传带任何检疫性有害生物ꎮ
Ｎｏ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

２.３ 国外重视程度(Ｐ２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如有 ２０ 个以上国家列入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ꎬＰ２３
＝３ꎻ１０~１９ 个ꎬＰ２３ ＝２ꎻ１~９ 个ꎬＰ２３ ＝１ꎻ无ꎬＰ２３ ＝０ꎮ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ꎬ Ｐ２３ ＝ ３ꎻ １０~１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Ｐ２３ ＝ ２ꎻ
１~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Ｐ２３ ＝ １ꎻ ｎ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ꎬ Ｐ２３ ＝ ０.

１ １~９ 个国家将褐纹甘蔗象列入检疫性有
害生物名单ꎮ
１~ 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

３.１ 受 害 寄 主 的 种 类
(Ｐ３１)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受害寄主 １０ 种以上ꎬＰ３１ ＝ ３ꎻ受害寄主 ５~９ 种ꎬＰ３１
＝２ꎻ受害寄主 １~４ 种ꎬＰ３１ ＝１ꎻ无受害寄主ꎬＰ３１ ＝０ꎮ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Ｐ３１ ＝ ３ꎻ ５~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Ｐ３１
＝ ２ꎻ １~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Ｐ３１ ＝ １ꎻ ｎ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Ｐ３１ ＝ ０.

３ 受害寄主 １０ 种以上ꎮ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３.２ 受 害 寄 主 的 面 积
(Ｐ３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ｈｏｓｔ

受害寄主面积 ３５０ 万 ｈｍ２ 以上ꎬＰ３２ ＝ ３ꎻ受害寄主

面积 １５０ 万~３５０ 万 ｈｍ２ꎬＰ３２ ＝ ２ꎻ受害寄主面积小

于 １５０ 万 ｈｍ２ꎬＰ３２ ＝ １ꎻ没有受害寄主ꎬＰ３２ ＝ ０ꎮ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ꎬ Ｐ３２ ＝ ３ꎻ １.５~３.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ꎬ Ｐ３２ ＝ ２ꎻ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ꎬ Ｐ３２ ＝ １ꎻ ｎｏ
ｄａｍａｇｅꎬ Ｐ３２ ＝ ０.

１ 受害寄主面积小于 １５０ 万 ｈｍ２ꎮ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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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序号
Ｎｏ.

评判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评判标准
Ｇ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ｔｉｏｎ

赋分值
Ｖａｌｕｅ

赋分理由
Ｒｅａｓｏｎ

３.３ 受害寄主的特殊经济
价值(Ｐ３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ｏｓｔ

受害寄主经济价值高或出口创汇高ꎬＰ３３ ＝ ３ꎻ受害
寄主价值一般或出口创汇一般ꎬＰ３３ ＝ ２ꎻ受害寄主
经济价值低或出口创汇低ꎬＰ３３ ＝ １ꎻ受害寄主无价
值或无出口创汇ꎬＰ３３ ＝ ０ꎮ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ｅａｒｉｎｇꎬ ｅｔｃ. Ｐ３３ ｆｏｒ ３ꎬ ２ꎬ １ꎬ ０ꎬ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ｔｓ.

３ 受害寄主经济价值高或出口创汇高ꎮ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ꎬ ｈｉｇ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ｅａｒｉｎｇ ｈｏｓｔｓ.

４.１ 口岸截获频率(Ｐ４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ｅｃｋ

在口岸经常被截获ꎬＰ４１ ＝３ꎻ在口岸偶尔被截获ꎬＰ４１ ＝
２ꎻ在口岸未被截获或只截获过少数几次ꎬＰ４１ ＝１ꎮ
Ｔｈｅ ｐ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ａｔ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ｔ ｐｏｒｔꎬ Ｐ４１
＝ ３ꎻ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ａｔ ｌｏ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ꎬ Ｐ４１ ＝ ２ꎻ ｓｅｌｄｏｍ
ｏｒ ｎｅ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ｃｅｔｐｅｄꎬ Ｐ４１ ＝ １.

１ 在口岸未被截获或只截获过少数几次ꎮ
Ｓｅｌｄｏｍ ｏｒ ｎｅ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４.２ 运 输 中 的 存 活 率
(Ｐ４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ｅｓｔ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运输中存活率在 ４０％以上ꎬＰ４２ ＝ ３ꎻ运输中存活率
在 １０％ ~４０％ꎬＰ４２ ＝ ２ꎻ运输中存活率在 ０ ~ １０％ꎬ
Ｐ４２ ＝ １ꎻ运输中存活率为 ０ꎬＰ４２ ＝ ０ꎮ
>４０％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４２ ＝ ３ꎻ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ｔ １０％~４０％ꎬ Ｐ４２ ＝ ２ꎻ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ａｔ ０~１０％ꎬ Ｐ４２ ＝ １ꎻ ｎｏ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Ｐ４２ ＝ ０.

３ 运输中很少死亡ꎬ存活率在 ４０％以上ꎮ
>４０％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４.３ 国外分布状况(Ｐ４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在世界 ５０％以上的国家有分布ꎬＰ４３ ＝ ３ꎻ２５％ ~
５０％的国家有分布ꎬＰ４３ ＝ ２ꎻ０ ~ ２５％的国家有分
布ꎬＰ４３ ＝ １ꎻ没有国家分布ꎬＰ４３ ＝ ０ꎮ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Ｐ４３ ＝ ３ꎻ ２５％ ~ ５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Ｐ４３ ＝ ２ꎻ ０ ~ ２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Ｐ４３ ＝ １ꎻ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Ｐ４３ ＝ ０.

１ 在世界 ０~２５％的国家有分布ꎮ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２５％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４.４ 省 内 的 适 生 范 围
(Ｐ４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省内 ５０％以上的地区适生ꎬＰ４４ ＝ ３ꎻ省内 ２５％ ~
５０％的地区适生ꎬＰ４４ ＝ ２ꎻ省内 ０ ~ ２５％的地区适
生ꎬＰ４４ ＝ １ꎻ省内没有适生地区ꎬＰ４４ ＝ ０ꎮ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ｉｎｌａｎｄꎬ Ｐ４４ ＝ ３ꎻ ２５％ ~
５０％ ｏｆ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ꎬ Ｐ４４ ＝ ２ꎻ ０~２５％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ꎬ Ｐ４４ ＝ １ꎻ
ｎｏ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ꎬ Ｐ４４ ＝ ０.

３ 海南省为褐纹甘蔗象的适生地区ꎮ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４.５ 传播能力(Ｐ４５)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ｐｒｅａｄ

通过气传ꎬＰ４５ ＝ ３ꎻ由活动力很强的介体传播ꎬＰ４５
＝ ２ꎻ通过土传及传播力很弱ꎬＰ４５ ＝ １ꎮ
Ｆｏｒ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ｐｅｓｔꎬ Ｐ４５ ＝３ꎻ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ｖｅｃｔｏ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ꎬ Ｐ４５ ＝ ２ꎻ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ｂｏｒｎｅ ｐｅｓｔ 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Ｐ４５ ＝１.

２ 主要随着寄主种苗或作为包装材料或填充
材料的纤维材料而传播ꎬ且寄主调运频繁ꎮ
Ｍａｉ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ｈｏｓｔ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ｏｒ ｆｉｂ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ｓ ａ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ｒ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ｈｏｓｔ ｔ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５.１ 检 验 鉴 定 的 难 度
(Ｐ５１)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检疫鉴定方法可靠性很低ꎬ花费时间很长ꎬＰ５１ ＝
３ꎻ检疫鉴定方法非常可靠ꎬ且简便快速ꎬＰ５１ ＝ ０ꎻ
介于前两者之间ꎬＰ５１ ＝ ２ 或 １ꎮ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ｏｗꎬ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ꎬ Ｐ５１ ＝３ꎻ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Ｐ５１ ＝ ０ꎻ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
ａｎｄ ３ꎬ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３ꎬ Ｐ５１ ＝２ꎻ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０ꎬ Ｐ５１ ＝１.

１.５ 当场鉴定可靠性一般ꎬ需要具有相关专
业知识的技术人员进行鉴定ꎮ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 ｉｓ ｌｏｗꎬ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５.２ 除 害 处 理 的 难 度
(Ｐ５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除害率为 ０ꎬＰ５２ ＝３ꎻ除害率在 ５０％以下ꎬＰ５２ ＝２ꎻ除害
率在 ５０％~１００％ꎬＰ５２ ＝１ꎻ除害率为 １００％ꎬＰ５２ ＝０ꎮ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ｏｗ
ｎｅａｒｌ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ｐｅｓｔꎬ Ｐ５２ ＝３ꎻ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５０％ꎬ Ｐ５２ ＝ ２ꎻ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５０％ ~
１００％ꎬ Ｐ５２ ＝１ꎻ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１００％ꎬ Ｐ５２ ＝０.

２ 该虫主要在茎干内蛀食ꎬ采用常规方法
除害率在 ５０％以下ꎮ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５０％.

５.３ 根除难度(Ｐ５３)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田间防治效果差ꎬ成本高ꎬ难度大ꎬＰ５３ ＝ ３ꎻ田间防
治效果显著ꎬ成本很低ꎬ简便ꎬＰ５３ ＝ ０ꎻ介于前两者
之间ꎬＰ５３ ＝ ２ 或 １ꎮ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ｉｔｈ ｂａｄ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ｍｕｃｈ ｄｉｆ￣
ｆｉｃｕｌｔｙꎬ Ｐ５３ ＝ ３ꎻ ｗｉｔｈ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ｔｏ ｗｏｒｋꎬ Ｐ５３ ＝ ０ꎻ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 ａｎｄ ３ꎬｃｌｏｓｅ ｔｏ ３ꎬ Ｐ５３ ＝
２ꎻ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０ꎬ Ｐ５３ ＝ １.

１.５ 田间防治效果一般ꎬ成本较高ꎮ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 ｂｕｔ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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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多指标综合评估计算方法ꎬ分别对各分指

标(Ｐ ｉ)和总指标值(Ｒ)进行计算ꎮ
Ｐ１ ＝ ２
Ｐ２ ＝ ０.６Ｐ２１＋０.２Ｐ２２＋Ｐ２３ ＝ ０.６×２＋０.２×０＋１＝ ２.２
Ｐ３ ＝ｍａｘ(Ｐ３１ꎬＰ３２ꎬＰ３３)＝ ｍａｘ(３ꎬ１ꎬ３)＝ ３

Ｐ４ ＝
５ Ｐ４１×Ｐ４２×Ｐ４３×Ｐ４４×Ｐ４５ ＝

５ １×３×１×３×２ ＝１.７８
Ｐ５ ＝(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３) / ３＝(１.５＋２＋１.５) / ３ ＝ １.６７

Ｒ＝ ５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 ＝
５ ２×２.２×３×１.７８×１.６７ ＝２.０８

根据 Ｒ 值的大小ꎬ将风险程度划分为以下 ４
级:２.５~ ３.０ 时为极高风险ꎬ２.０ ~ ２.４ 为高风险ꎬ１.５
~１.９ 为中风险ꎬ１.０~１.４ 为低风险ꎮ 褐纹甘蔗象在

海南省的 Ｒ 值为 ２. ０８ꎬ属于高风险的林业有害

生物ꎮ

４　 综合防治建议
(１)加强检疫ꎬ防止褐纹甘蔗象传入ꎮ 该虫主

要通过椰子苗木和甘蔗等传带向外传播ꎬ因此防范

该虫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强检疫ꎮ 对从海外及该

虫发生省区引进的棕榈科植物苗木和甘蔗进行严

格检疫ꎬ且尽量从非疫区引进苗木ꎮ
(２)加强相关基础研究ꎬ提升检疫管理水平ꎮ

我国目前开展的褐纹甘蔗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生

危害、生物生态学及药剂防治方面ꎬ还未开展检疫

鉴定、应急防控及监测预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ꎮ 因

此ꎬ应在借鉴褐纹甘蔗象发生国家和地区在检疫鉴

定和综合防控等方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ꎬ积极开展

合作交流ꎬ制定科学合理的褐纹甘蔗象检疫及应急

防治措施ꎮ
(３)开展实时害虫监测ꎮ 在褐纹甘蔗象已经发

生和有可能发生的地区(如海南)进行监测ꎬ及时掌

握该虫的发生动态ꎬ一旦发现危害立即铲除或焚毁ꎮ
(４)人工诱杀及引诱物诱集ꎬ必要时使用药剂

防治ꎮ 在褐纹甘蔗象发生地区可使用发酵的甘蔗

茎干或性激素ꎬ置于塑料盆或水桶内ꎬ每隔一定距

离放置一个诱集物ꎮ 此方法在成虫活动高峰或产

卵期可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ꎮ
在褐纹甘蔗象发生严重的地区ꎬ可根据植株大

小用多种有机磷类农药ꎬ采取涂毒泥、茎干注射、喷
雾、根施内吸性杀虫剂等方法处理受害植株ꎮ 常用

药剂有 ４８％乐斯本乳油 １０００ 倍、８０％敌敌畏乳油 ５００
倍ꎮ 另外ꎬ可采用昆虫病原线虫小卷蛾斯氏线虫

Ｓｔｅｉｎｅｒｎｅｍａ ｃａｒｐｏｃａｐｓａｅ (Ｗｅｉｓｅｒ)和异小杆线虫Ｈｅｔｅｒ￣
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ｓｐ.防治该虫ꎮ 据报道ꎬ将 ４０００ 条ｍＬ－１感

染期小卷蛾斯氏线虫与 ４８％毒死蜱 ＥＣ(１０００ ｍｇＬ－１)、
７０％吡虫啉(５００ ｍｇＬ－１)混合施用于国王椰子ꎬ
７ ｄ后对褐纹甘蔗象幼虫的防效为 ９６％ꎬ对成虫的

防效为 ８８.８９％ꎬ均明显高于单剂毒死蜱、单剂吡虫

啉和小卷蛾斯氏线虫单独使用对褐纹甘蔗象的防

效(王果红等ꎬ２００５、２００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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