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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芒果蛎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ｔａｐｌｅｙｉ
(同翅目:盾蚧科)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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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省动植物与食品进出口技术措施研究重点实验室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２３ꎻ ２惠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ꎬ广东

惠州 ５１６００６ꎻ ３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ꎬ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ꎻ ４惠州市惠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ꎬ广东 惠州

５１６００８ꎻ ５沈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ꎻ ６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ꎬ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８

摘要: 【背景】芒果蛎蚧属于盾蚧类昆虫ꎬ食性杂ꎬ分布广ꎬ是危害热带和亚热带水果、蔬菜和园林植物的重要害虫ꎬ主要随

水果、苗木和交通工具等介质进行远距离传播ꎮ 该虫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ꎮ 惠州口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从芬兰进境的货物中截获该虫ꎬ属于我国口岸首次截获ꎮ 【方法】在收集整理芒果蛎蚧的生物学、地理学等信

息的基础上ꎬ介绍了芒果蛎蚧的主要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寄主植物和生物学特性ꎬ并分析了该有害生物入侵我国的风险ꎮ
【结果】芒果蛎蚧雌成虫为椭圆形ꎬ长约 １.２ ｍｍꎬ触角每侧有 １ 根长毛ꎬ每侧前气门有 ３ 个盘状腺ꎬ形态特征与近似种 Ｌｅｐｉｄｏ￣
ｓａｐｈｅｓ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ｅ 和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ｐａｌｌｉｄａ 非常相似ꎮ 风险分析表明ꎬ我国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台湾以及四川等省非常

适合芒果蛎蚧生存和危害ꎮ 芒果蛎蚧入侵我国会给芒果等果树造成危害ꎬ给相关产业带来损失ꎬ影响从业人员收入ꎬ还影

响生态环境ꎬ可能导致生态灾难ꎮ 【结论与意义】芒果蛎蚧有入侵我国的可能ꎬ加强检疫是防范该虫入侵的主要手段ꎬ生物

防治是治理该虫的重要措施ꎮ
关键词: 芒果蛎蚧ꎻ 截获ꎻ 惠州口岸ꎻ 风险分析ꎻ 检疫性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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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广东省惠州口岸从进境货物中

截获介壳虫ꎬ经专家鉴定为芒果蛎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ｔａｐｌｅｙ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该检疫性有害生物为我国首次截

获(吴福中等ꎬ２０１５)ꎮ 该虫虫体较小ꎬ附着在寄主

上隐蔽ꎬ不易辨认ꎮ 为了让更多植物检疫工作者和

科研人员了解该外来有害物种ꎬ并防止其入侵传

播ꎬ保护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和维护生态平衡ꎬ本
文拟介绍该虫的形态特征、近似种区分、地理分布、
寄主植物和生物学特性ꎬ分析该虫的入侵风险ꎬ并
提出其防治措施ꎮ

１　 芒果蛎蚧概况

１.１　 分类地位及形态特征

学名: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ｔａｐｌｅｙ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１９６０ꎮ
异名:Ｉｎｓｕｌａｓｐｉｓ ｔａｐｌｅｙｉ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ꎬ１９６３ꎮ
芒果蛎蚧属同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蚧总科 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

盾蚧科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ｄａｅ 蛎蚧属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ꎮ
雌成虫虫体被介壳包被ꎬ介壳细长ꎬ约 ２.５ ｍｍ

长ꎬ稍向外突出ꎬ颜色为浅红褐色ꎬ末端为蜕皮壳ꎬ
浅褐色ꎮ 雌成虫细、椭圆形ꎬ长约 １.２ ｍｍꎬ约为宽的

２ 倍ꎬ头圆ꎬ无明显侧瘤ꎬ第 １~３ 腹节有腺刺ꎮ 触角

每侧有 １ 根长毛ꎬ每侧前气门有 ３ 个盘状腺ꎮ 臀板

边缘直到微圆ꎻ中臀叶发达、平行ꎬ其间距稍窄于第

１ 片中臀叶宽ꎬ每片臀叶内缘有 ２ 个缺刻ꎬ外缘有 １
或 ２ 个缺刻ꎻ第 ２ 片臀叶有内小叶ꎬ内小叶宽约为

中臀叶的 １ / ２ꎬ外小叶宽约为内小叶的 １ / ２ꎮ 腺刺

长超过臀叶长ꎬ中臀叶中间有 ２ 根腺刺ꎬ中臀叶和

第 ２ 片臀叶间有 ２ 根腺刺ꎻ第 １~３ 腹节每节边缘有

１ 对腺刺ꎬ第 ３ 腹节向外有 １ 对腺刺ꎬ偶尔有 ３ 对ꎮ
腹部厚皮棒发达ꎮ 臀板每侧有 ６ 个边缘大管腺ꎬ中
部腺刺前方中线上有 １ 个小管腺ꎬ小管腺长与边缘

管腺相等ꎻ第 １ 个边缘大管腺侧方有 １ 个相似的小

管腺ꎻ第 ６ 腹节每侧中部有 ３ 个管腺ꎻ第 ２ ~ ５ 腹节

管腺排列成亚缘组和亚中组ꎬ其余管腺沿边缘到胸

部分布排列ꎮ 第 １、２ 腹节间和第 ２、３ 腹节间有侧

瘤ꎬ小、尖、骨化ꎻ第 ４ 腹节侧瘤钝ꎬ无骨化ꎬ每个侧

瘤有 １ 个管腺ꎮ 肛门位于臀板基部ꎮ 臀板腹面有

阴腺 ５ 组ꎬ２５ ~ ３０ 个ꎮ 腹部小管腺呈近单列排列ꎬ
后气门ꎬ中胸边缘和头部附近有一些小管腺ꎮ 腺瘤

少ꎬ后胸和第 １ 腹节的腺瘤成组ꎬ第 ２ 腹节边缘有 ２
个腺瘤(图 １)ꎮ

图 １　 芒果蛎蚧雌成虫形态特征图(仿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１９６０)
Ｆｉｇ.１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ｏｆ Ｌ. ｔａｐｌｅｙ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１９６０)

Ａ.触角ꎻＢ.气门ꎻＣ.臀板ꎮ
Ａ. Ａｎｔｅｎｎａꎻ Ｂ. Ｓｐｉｒａｃｌｅꎻ Ｃ. Ｐｙｇｉｄｉｕｍ.

１.２　 与近似种的区分

芒果蛎蚧的近似种有 ２ 种ꎬ分别为 Ｌ.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ｅ
和 Ｌ. ｐａｌｌｉｄａꎮ

芒果蛎蚧与 Ｌ.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ｅ 的区别在于后者腹部

第 ２~４ 节边缘无硬化腺刺ꎬ腹部第 ６ 节两侧有 ４~５
个小腺刺或边缘管腺ꎬ边缘管腺和背管腺大小相近ꎮ
而芒果蛎蚧腹部第 ２~４ 节两侧有硬化的腺刺ꎬ第 ６
腹节有 ２ 个边缘管腺ꎬ边缘管腺明显小于背管腺ꎮ

芒果蛎蚧与 Ｌ. ｐａｌｌｉｄａ 的形态也非常相似ꎬ不
同之处在于后者触角有刚毛ꎬ部分愈合成单根刚

毛ꎻ腹部第 ２ 和 ３ 节各有 １ 根腺刺ꎬ腺刺钝ꎬ略内

化ꎬ腹部第 ３ 和 ４ 节每侧有 ３~６ 根腺刺ꎮ 而芒果蛎

蚧触角有 ２ 根分离弯曲的刚毛ꎻ腹部第 ２ 和 ３ 节也

各有 １ 根腺刺ꎬ但腺刺尖ꎬ骨化ꎬ腹部第 ３ 和 ４ 节每

侧各有 ２ 根腺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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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地理分布

芒果蛎蚧是热带物种ꎬ但起源未知ꎮ 苏丹和坦

桑尼亚曾报道该物种ꎬ在南亚可能普遍存在ꎮ 该虫

分布于大洋洲的基里巴斯、图瓦卢ꎬ非洲的埃及、肯
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ꎬ亚洲的

文莱、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曼、巴基

斯坦和新加坡(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１９８８)ꎮ

１.４　 寄主植物

芒果蛎蚧是杂食性害虫ꎬ除危害芒果等果树

外ꎬ还危害园林观赏植物ꎮ 其主要寄主有 ８ 科 １３
属之 多 (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ꎬ １９６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Ｗａｔｓｏｎꎬ
１９８８)ꎬ包括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月桂 Ｌａｕｒｕ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Ｌ.、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Ｍｉｌｌ.、天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椰子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柑橘类

Ｃｉｔｒｕｓ、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龙舌兰属 Ａｇａｖｅ ｓｐ.、锡兰莓

属 Ｄｏｖｙａｌｉｓ ｓｐ.、长角豆属 Ｃｅｒａｔｏｎｉａ ｓｐ.、桉属 Ｅｕｃａ￣
ｌｙｐｔｕｓ ｓｐ.、榕属 Ｆｉｃｕｓ ｓｐ.、木槿属 Ｈｉｂｉｃｕｓ ｓｐ.、茉莉属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ｓｐ.、 鸡蛋花属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ｓｐ.、 番石榴属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ｓｐ.、墨石榴属 Ｐｕｎｃｉａ ｓｐ.、玫瑰属 Ｒｏｓａ ｓｐ.、
苹婆属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ｓｐ.、红胶木属 Ｔｒｉｓｔａｎｉａ ｓｐ.、夹竹桃

属 Ｎｅｒｉｕｍ ｓｐ.ꎮ

１.５　 生物学特性

在埃及ꎬ芒果蛎蚧一年发生 ５ 代 ( Ｓｗａｉｌｅｍꎬ
１９７４ꎻ Ｓｗａｉｌｅｍ ＆ Ａｗａｄａｌｌａｈꎬ１９７４)ꎬ１２ 月份雌成虫

还能产少量的卵ꎬ卵大部分滞育到第 ２ 年的 ３ 月

份ꎻ在遇到气候干燥等恶劣环境时ꎬ该虫的虫口数

量急剧减少ꎻ４ 月份ꎬ该虫可随树叶脱落而从树上掉

下ꎮ 越冬成虫到第 ２ 年 ７、８ 月份产卵ꎬ雌成虫可产

８~３５ 粒卵ꎮ 成虫喜在叶片向阳的部位活动ꎮ 雌成

虫寿命为 ５５~１２０ ｄꎬ雄成虫寿命较短ꎬ只有 １ ~ ２ ｄ
(Ｓｗａｉｌｅｍꎬ１９７３)ꎮ

２　 芒果蛎蚧入侵风险分析

２.１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

芒果蛎蚧若虫较活泼ꎬ可从染虫植株上爬行至

邻近健康植株ꎬ亦可随风雨、动物或器械等进行短

距离扩散ꎬ而苗木调运和农产品贸易以及交通工具

会造成该虫的远距离传播ꎮ

２.２　 危害性

芒果蛎蚧以雌虫和若虫固定寄生在寄主植物

上刺吸营养ꎬ导致植物枯萎、落果、死亡ꎮ 该虫可危

害寄主植物的叶片、枝干和果实ꎬ在植物生长期、花
期以及结果期都可以危害ꎬ直接影响植物的观赏价

值和经济价值ꎮ 芒果蛎蚧在坦桑尼亚的剑麻 Ａｇａｖｅ
ｓｉｓａｌａｎａ Ｐｅｒｒ. ｅｘ Ｅｎｇｅｌｍ 上发生危害ꎬ且危害较重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１９６０)ꎻ在基里巴斯危害番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Ｗａｔｓｏｎꎬ１９８８)ꎻ在埃及危害番石榴ꎬ引起番石榴叶

片脱落ꎬ破坏果实的品质ꎬ 导致减产 ( Ｓｗａｉｌｅｍꎬ
１９７３)ꎮ 该虫对热带和亚热带水果、蔬菜和园林产

业造成了严重威胁ꎮ

２.３　 入侵风险性

芒果蛎蚧是南太平洋芒果种植区的毁灭性害

虫ꎬ也是澳大利亚、非洲、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芒果的

重要害虫ꎮ 目前ꎬ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将该虫列为进

境检疫性有害生物ꎮ 该虫是热带物种ꎬ且我国的热

带地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台湾以及四川

等省的大部分区域盛产芒果等热带水果ꎬ是芒果蛎

蚧寄主的主要栽培、调运和贸易区ꎮ 因此ꎬ该虫随

着农产品贸易、苗木调运进入我国的风险极大ꎮ
芒果蛎蚧入侵我国会给芒果等果树造成危害ꎬ

给相关产业带来损失ꎬ影响从业人员收入ꎬ还影响生

态环境ꎬ可能导致生态灾难ꎮ 为保护我国芒果等作

物免受此虫的危害ꎬ需要加强对该虫的防范意识ꎮ
下一步将通过 ＧＡＲＰ 或 Ｍａｘｅｎｔ 生态位模型及

ＡｒｃＧＩＳ 对芒果蛎蚧在我国的潜在适生范围进行研究ꎬ
以获得更准确的数据ꎬ进而有效地防控该虫入侵ꎮ

３　 芒果蛎蚧的防治措施

３.１　 加强检疫

我国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能满足芒果蛎蚧

生长、发育和繁殖的需要ꎬ其一旦传入ꎬ很容易定

殖ꎬ将会给我国的水果、农林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ꎮ
因此ꎬ对有该虫分布的苏丹、坦桑尼亚、基里巴斯、
图瓦卢、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
坦桑尼亚、文莱、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阿曼、巴基斯坦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须

加强检疫ꎮ

３.２　 生物防治

介壳虫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ꎬ繁殖能力很

强ꎬ种群增长迅速(刘志红等ꎬ２０１５)ꎮ 由于芒果蛎

蚧虫体被介壳包被ꎬ防控该虫有一定的难度ꎮ 通过

引进天敌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控制该虫ꎬ如芒果蛎蚧

的寄生性天敌金黄蚜小蜂 Ａｐｈｙｔｉｓ ｃｈｒｙｓｏｍｐｈ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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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ｃｅｔ)和盾蚧长缨蚜小蜂 Ｅｎｃａｒｓｉａ ｃｉｔｒｉｎｅ (Ｃｒａｗ)
(Ｅｌ￣Ｎａｈａｌ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０ꎻ Ｗａｔ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５)ꎮ 应用

物理手段和化学手段防治该虫的成功案例尚未见

报道ꎬ但可以尝试对物理防治、化学防治以及农业

防治的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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