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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降香黄檀害虫种类、分布及危害症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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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降香黄檀被确定为海南省省树后ꎬ种植面积迅速增大ꎬ但对于其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控方面的研究较少ꎮ 【方
法】采用人工采集结合灯光诱集的方法ꎬ调查降香黄檀种植区的害虫种类ꎬ同时对其危害症状进行了详细描述ꎮ 【结果】海
南降香黄檀害虫共计 １９ 种ꎬ确定了其中 １８ 种的学名ꎬ并掌握了各害虫的分类学地位、危害部位及症状ꎮ 害虫在降香黄檀

植株各个组织部位均有分布ꎬ其中以叶部的分布数量较大ꎬ茎干次之ꎮ 苗期以食叶性害虫居多ꎻ５ 年生以内的植株上蛀干害

虫数量显著增多ꎻ老龄植株上的茎干害虫较少ꎮ 【结论与意义】海南省降香黄檀各生育期均有害虫危害ꎬ日后仍需加强对其

害虫监测与防控技术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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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香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Ｔ. Ｃｈｅｎꎬ又名海南

黄花梨ꎬ为蝶形花科 Ｆａｂｏｉｄｅａｅ 黄檀属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常

绿乔木ꎬ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ꎬ为海南名贵的特有

树种之一ꎬ居海南五大特类材之首ꎻ其药用价值非

常高ꎬ与沉香、檀香并称我国三大名香ꎬ是八大类红

木中唯一可以作香料的木材ꎮ
近年来ꎬ降香黄檀由于其巨大的经济价值而被

大量种植ꎬ与椰子并列为海南省的省树ꎬ种植面积

逐年攀升ꎬ但有关其病虫害鲜见报道ꎮ 伍慧雄等

(２００９)对广东省肇庆市国有林业总场属下的林场

和苗圃的降香黄檀病虫害进行了调查ꎬ发现主要害

虫为螟蛾类蛀梢害虫ꎮ 另外有学者发现瘤胸天牛

Ａｒｉｓｔｏｂｉ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等害虫也在降香黄檀上

危害(倪臻等ꎬ２００８ꎻ 王超等ꎬ２００８)ꎬ但系统研究较

少ꎮ 本研究对海南省降香黄檀的害虫种类、分布及

危害症状进行调查和分析ꎬ以期为该树种的病虫害

防治技术研究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主要仪器:高压汞灯(飞利浦牌ꎬ４５０ Ｗ)ꎬ黑光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１): ７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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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一泓牌ꎬ１５ Ｗ)ꎬ线盘ꎬ诱虫灯( ＰＳ￣１５ＶＩ￣２ 型频

振式太阳能杀虫灯)ꎬ幕布ꎬ解剖刀ꎬ手术剪ꎬ昆虫标

本盒ꎬ捕虫网ꎬ高枝剪ꎬ砍刀ꎬ昆虫毒瓶ꎮ
主要试剂:无水酒精(分析纯)ꎬ樟脑ꎬ乙醚(分

析纯)等ꎮ

１.２　 调查时间及地点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对海南省各市

(县)的降香黄檀害虫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ꎬ地点包

括海口市云龙镇、定安县龙州镇、琼海市福田镇、万
宁市兴隆镇、陵水县城周边、保亭县七仙岭自然保

护区、五指山市畅好乡、澄迈林场、临高县临城镇红

山农场、昌江县石碌镇、东方市大田镇、乐东县利国

镇、三亚林业科学研究院实验基地、屯昌枫木林场、
乐东县黄竹镇、琼中县昌平村及其他降香黄檀种植

区、苗圃等ꎮ

１.３　 害虫调查方法

１.３.１　 果实虫害调查　 每 ３~７ ｈｍ２ 设一块样地ꎬ统
计每株树上的害虫种类ꎬ并分别目测害虫对果实的

危害程度ꎮ
１.３.２　 地下虫害调查　 该调查主要在苗圃进行ꎬ苗
圃的样坑数量通常是每 ０.２ ｈｍ２ 以上设一个ꎮ 土坑

应分布均匀ꎬ大小一般为 １ ｍ×１ ｍꎬ挖至无害虫为止ꎮ
１.３.３　 叶部或枝梢虫害调查　 每 １ ~ ７ ｈｍ２ 设一块

样地ꎬ每块样地面积 ０.１３ ｈｍ２ 以上ꎬ样地至少要有

５０ 株以上降香黄檀ꎬ在每块样地内均匀抽查 １０ 株

以上ꎬ统计每株树上的害虫种类ꎬ并分别目测叶部

害虫危害树冠、枝梢的严重程度ꎮ 同一类型的样地

要求有 ３ 次以上的重复ꎻ未满足上述面积、植株数

量条件的则全部详查ꎮ
１.３.４　 蛀干虫害调查 　 每 １ ~ ７ ｈｍ２ 设一块样地ꎮ
统计每株树上的害虫种类ꎬ并分别目测蛀干害虫危

害树木的严重程度ꎮ
此外ꎬ在各个降香黄檀种植区域悬挂诱虫灯ꎬ

并定期进行夜晚幕布灯光诱集ꎬ每隔 １ 个月观察一

次各种植区的害虫发生情况ꎬ将采集的害虫带回室

内进行分类鉴定ꎮ

１.４　 标本鉴定

借助显微镜和分类学工具书ꎬ依据寄主受害

状、害虫形态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等进行害虫种类

鉴定ꎬ对无法识别且处于非成虫虫态的害虫则带回

室内饲养到成虫再鉴定ꎮ

２　 结果与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ꎬ海南省各市(县)的降香黄檀上

均有食叶及蛀干害虫发生ꎬ但危害程度存在差异ꎮ
其中ꎬ根部害虫数量较少ꎬ果实上未发现虫害ꎬ食叶

性害虫多具有暴发危害的症状ꎮ 初步调查结果显

示ꎬ苗期以食叶性害虫居多ꎻ５ 年生以内的植株上蛀

干害虫数量显著增多ꎻ老龄植株上的茎干害虫较少ꎮ
对降香黄檀主要害虫的危害症状进行了系统

分析与整理ꎬ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害虫在海南降香黄

檀植株各个组织部位均有分布ꎬ其中以叶部分布数

量较大ꎬ茎干次之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所获得的降香黄檀害虫中ꎬ瘤胸天牛、褐

缘蛾蜡蝉 Ｓａｌｕｒｎｉｓ ｍａｒｇｉｎｅｌｌｕｓ Ｇｕｅｒｉｎ、红脚绿金龟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ｃｕｐｒｉｐｅｓ Ｈｏｐｅ、痣鳞鳃金龟 Ｌｅｐｉｄｉｏｔａ ｓｔｉｇｍ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等之前已被报道ꎻ荔枝拟木蠹蛾 Ａｒｂｅｌａ ｄｅａ
Ｓｗｉｎｈｏｅ、黑翅土白蚁Ｏｄｏｎ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Ｓｈｉｒａｋｉ、
普通角伪叶甲 Ｃｅｒｏｇｒｉ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Ｂｏｒｃｈｍａｎｎ、中华灰

巴蜗牛 Ｂｒａｄｙｂａｅｎａ ｒａｖｉｄ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ａｎａ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油桐尺

蠖 Ｂｕａｓｒ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ｒｉａ Ｇｕｅｎｅｅ、东方蝼蛄 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中喙丽金龟 Ａｄｏｒｅｔ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 Ｂｕｒ￣
ｍｅｉｓｔｅｒ、棉蝗 Ｃｈｏｎｄｒａｃｒｉｓ ｒｏｓｅａ ｒｏｓｅａ Ｄｅ Ｇｅｅｒ、短额负

蝗 Ａｔｒａｃｔｏｍｏｒｐｈ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ｏｌｖａｒ、印度黄脊蝗 Ｐａｔａｎｇａ
ｓｕｃｃｉｎｃｔａ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花梨小蠹虫等为我国首次报道的

降香黄檀害虫ꎮ 而其他作者所报道的灰卷裙夜蛾

Ｐｌｅｃｏｐｔｅｒａ ｓｕｂｐａｌｌｉｄａ (Ｗａｌｋｅｒ)(王缉健等ꎬ２０１４)、茶
蓑蛾 Ｃｌａｎｉａ ｍｉｎｕｓｃｕｌａ Ｂｕｔｌｅｒ、荔枝茸毒蛾 Ｄａｓｙｃｈｉｒａ
ｓｐ.、小黄鳃金龟 Ｍｅｔａｂｏｌｕｓ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Ｂｒｅｎｓｋｅ、伪尺蠖、
绿丛螽斯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Ｌ.、八点广翅腊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ｅｃｕｌｕｍ (Ｗａｌｋｅｒ)、麻皮蝽 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ａ ｆｕｌｌｏ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梁晨和冯光秒ꎬ２０１５)、黑肾卷裙夜蛾 Ｐｌｅ￣
ｃｏｐｔｅｒａ ｏｃｕｌａｔａ Ｍｏｏｒｅ(刘怡等ꎬ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等在本

次普查中均未被发现ꎬ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害虫

种类分布不同ꎬ也可能是由于调查时间差异所致ꎮ
在对海南省降香黄檀害虫进行统计时还发现ꎬ不

同害虫对该树种的危害程度存在差异ꎬ但这并不能作

为判断该虫重要性的依据ꎬ因为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ꎬ
任何一种害虫都有可能上升为优势种ꎬ对寄主造成严

重危害ꎮ 另外ꎬ本研究仅持续 １ 年时间ꎬ有些害虫可能

由于潜伏期较长而在此次普查中被遗漏ꎮ 因此ꎬ日后

仍需对海南省降香黄檀的害虫进行长期监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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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降香黄檀害虫种类及其危害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 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危害部位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ｒｅａ 危害症状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象甲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绿鳞象甲
Ｈｙｐｏｍｅｃｅｓ 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Ｆａｂｒｉｅｉｕｓ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叶片形成缺刻
Ｎｏｔｃｈｅｄ ｌｅａｖｅ

金龟甲科
Ｓｃａｒａｂａｅｉｄａｅ

红脚绿金龟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ｃｕｐｒｉｐｅｓ Ｈｏｐｅ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绿鳞象甲”
Ａｓ "Ｈ. 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伪叶甲科
Ｌａｇｒｉｉｄａｅ

普通角伪叶甲
Ｃｅｒｏｇｒｉ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 Ｂｏｒｃｈｍａｎｎ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绿鳞象甲”
Ａｓ "Ｈ. 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丽金龟科
Ｒｕｔｅｌｉｄａｅ

中喙丽金龟
Ａｄｏｒｅｔ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绿鳞象甲”
Ａｓ "Ｈ. 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瘤胸簇天牛
Ａｒｉｓｔｏｂｉ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茎干
Ｓｔｅｍ

蛀食茎干造成流胶ꎬ严重时茎干被折断
Ｄｕｍｍｏ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ｓｅ

鳃金龟科
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

痣鳞鳃金龟
Ｌｅｐｉｄｉｏｔａ ｓｔｉｇｍａ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叶片形成缺刻ꎬ严重时新梢嫩叶几乎被取
食殆尽
Ｎｏｔｃｈ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ꎬ ａｎｄ ｅａｔｅｎ￣ｕｐ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ｒｏｕｔ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ｓｅ

花梨小蠹虫(待鉴定) 茎干
Ｓｔｅｍ

同“痣鳞鳃金龟”
Ａｓ " 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拟木蠹蛾科
Ｍｅｔａｒｂｅｌｉｄａｅ

荔枝拟木蠹蛾
Ａｒｂｅｌａ ｄｅａ Ｓｗｉｎｈｏｅ

茎干
Ｓｔｅｍ

蛀食枝叉、伤口或树皮裂缝造成浅坑道ꎬ严
重时造成枝干断裂
Ｔｕｎｎｅｌｅｄ ｔｒｕｎｋ ｂｙ ｐｅｓｔ ｗｏｕｎｄ ｏｒ ｃｒａｃｋｅｄ
ｂａｒｋꎬ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ｓｅ

相思拟木蠹蛾
Ａｒｂｅｌａ ｂａｉｌｂａｒａｎａ Ｍａｔｓ

茎干
Ｓｔｅｍ

同“荔枝拟木蠹蛾”
Ａｓ " Ａ. ｄｅａ"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油桐尺蠖
Ｂｕａｓｒ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ｒｉａ Ｇｕｅｎｅｅ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绿鳞象甲”
Ａｓ "Ｈ. 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等翅目
Ｂｌａｔｔａｒｉａ

白蚁科
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黑翅土白蚁
Ｏｄｏｎ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Ｓｈｉｒａｋｉ

茎干
Ｓｔｅｍ

树干外形成大块蚁路ꎬ植株长势衰退
Ａｎｔ ｒｏａ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ｒｕｎｋ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黄翅大白蚁
Ｍａｃｒｏｔｅｒｍｅｓ ｂａｒｎｅｙｉ Ｌｉｇｈｔ

茎干
Ｓｔｅｍ

同“黑翅土白蚁”
Ａｓ "Ｏ.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同翅目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蛾蜡蝉科
Ｆｌａｔｉｄａｅ

白蛾蜡蝉
Ｌａｗａｎａ ｉｍｉｔａｔａ Ｍｅｌｉｃｈａｒ

枝条、嫩梢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吸食树体汁液ꎬ使嫩梢、叶片弯扭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ｓｐｒｏ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ｓａｐｐｉｎｇ

褐缘蛾蜡蝉
Ｓａｌｕｒｎｉｓ ｍａｒｇｉｎｅｌｌｕｓ Ｇｕｅｒｉｎ

枝条、嫩梢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白蛾蜡蝉”
Ａｓ " Ｌ. ｉｍｉｔａｔａ"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蝼蛄科
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ｉｄａｅ

东方蝼蛄
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Ｂｕｒｍｅｉｓｔｅｒ

根部
Ｒｏｏｔ

危害根部ꎬ造成断根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ｒｏｏｔ ａｎｄ ꎬ ｅｖｅｎ ｒｏｏｔ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蝗总科
Ａｃｒｉｄｏｉｄｅａ

棉蝗
Ｃｈｏｎｄｒａｃｒｉｓ ｒｏｓｅａ ｒｏｓｅａ Ｄｅ Ｇｅｅｒ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危害幼苗ꎬ造成叶片出现缺刻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ꎬ ａｎｄ ｎｏｔｃｈ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尖蝗科
Ｐｙｒｇｏｍｏｒｐｈｉｄａｅ

短额负蝗
Ａｔｒａｃｔｏｍｏｒｐｈ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ｏｌｖａｒ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棉蝗”
Ａｓ "Ｃ. ｒｏｓｅａ ｒｏｓｅａ"

网翅蝗科
Ａｒｃｙｐｔｅｒｉｄａｅ

印度黄脊蝗
Ｐａｔａｎｇａ ｓｕｃｃｉｎｃｔａ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棉蝗”
Ａｓ "Ｃ. ｒｏｓｅａ ｒｏｓｅａ"

柄眼目
Ｓｔｙｌｏｍｍａｔｏｐｈｏｒａ

巴蜗牛科
Ｂｒａｄｙｂａｅｎｉｄ

中华灰巴蜗牛
Ｂｒａｄｙｂａｅｎａ ｒａｖｉｄ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ａｎａ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

叶ꎬ嫩梢
Ｌｅａｆꎬ ｓｐｒｏｕｔ

同“绿鳞象甲”
Ａｓ "Ｈ. 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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