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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林重要外来有害昆虫的入侵
现状及地理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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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广东省是中国外来物种入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ꎬ入侵昆虫引发的生物灾害日趋严重ꎮ 【方法】根据广东省各

地区的野外调查结果及国内外的相关文献ꎬ汇总分析了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种类、原产地、入侵地、地理分布格局ꎮ 【结
果】据统计ꎬ在广东省造成一定程度危害的外来入侵昆虫种类共计 ３０ 种ꎬ以蚧类最多ꎬ占 ３０.００％ꎻ在广东省的外来入侵昆

虫中ꎬ原产于亚洲的种类最多ꎬ为 １２ 种ꎬ占 ４０.００％ꎬ其中东盟 ８ 种ꎬ北美洲、南美洲各占 ２０.００％、１６.６７％ꎬ从非洲、欧洲和大

洋洲传入的分别占 １０.００％、３.３３％和 ３.３３％ꎻ外来入侵昆虫的首次发现地位于广东省的有 １７ 种ꎬ占 ５６.６７％ꎬ且全部位于珠

三角地区ꎬ海南省的占 ２０.００％ꎬ云南省的占 １０.００％ꎬ出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上海市的均为 ３.３３％ꎻ广东省外来入

侵昆虫的地理分布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ꎬ珠三角地区外来入侵昆虫物种数量较多ꎬ粤西地区相对次之ꎬ粤北和粤东地区相

对较少ꎮ 【结论与意义】明确广东省外来有害昆虫的入侵现状及地理分布格局ꎬ可为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监测和防控提

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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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入侵是当今世界影响经济贸易、农业生

产、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问题之一(Ｂｏｒ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ꎮ 我国已确认的外来入侵物种达 ５６０
种(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ａｓ.ｃｎ)ꎬ是世界上遭受外来物

种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丁晖等ꎬ２０１１)ꎬ每年对

经济和环境造成的损失超过 １８９ 亿美元(Ｗａｎ ＆
Ｙａｎｇꎬ２０１６)ꎮ 在外来入侵的生物种类中ꎬ昆虫独特

的生物学特性使其传播途径多ꎬ入侵成功率高(吕
俊峰和林小琳ꎬ２００８)ꎬ并呈现出广布性、灾难性的

特点ꎬ造成的损失也甚为严重(李红梅等ꎬ２００５)ꎮ
广东省是我国沿海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ꎬ也是

我国重大植物疫情入侵的前沿阵地ꎬ其特殊的地

理、气候、寄主等条件适宜外来入侵物种的生存和

繁衍(叶燕华等ꎬ２００６)ꎬ使得广东省连续多年成为

检疫性有害生物截获量最大和外来入侵生物发生

危害最重的省份 (齐艳红等ꎬ ２００４ꎻ 徐海根等ꎬ
２００４)ꎮ 近年来ꎬ红火蚁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 Ｂｕｒｅｎ、刺
桐姬小蜂 Ｑｕａｄｒａｓｔｉｃｈｕｓ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ｅ Ｋｉｍ、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 等危险性昆虫先后入

侵广东省 (梁广文和郭建英ꎬ ２０１０ꎻ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０９)ꎬ呈现出传入数量增多、传入频率加快、蔓延

范围扩大、危害加剧等特点(陈凤敢ꎬ２００６)ꎬ对广东

省的农业生产、人畜健康及生态安全等造成了巨大

危害ꎮ
本研究根据广东省外来入侵物种的野外最新

调查结果及国内外相关文献ꎬ分析汇总了广东省外

来入侵昆虫的种类ꎬ并对其原产地、入侵地及地理

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和探讨ꎬ以期为广东省外来入侵

昆虫的监测和防控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数据来源: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重大

专项“中国—东盟重大农业外来有害生物预警与防

控平台”、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外来入侵物

种及其安全性考察”的野外调查结果、文献资料、全
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布行政区名录、官方

网络信息报道、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ａｓ.ｃｎ)及中国森防信息网(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ｐｅｓｔ.ｏｒｇ)
等ꎮ 数据采用统一指标进行整理ꎬ包括中文名、拉
丁学名、中国(广东)的首次发现年份及地点、原产

地、寄主或危害对象、分布情况等内容ꎮ

１.２　 数据分析方法

１.２.１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原产地分析 　 对广

东省 ３０ 种外来入侵昆虫的原产地或起源地以大洲

为单位进行归类ꎬ分析原产于不同大洲的物种数量

和比例ꎮ
１.２.２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入侵地分析 　 对广

东省 ３０ 种外来入侵昆虫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发现地

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进行归类ꎬ分析首次发现

地位于不同地区的物种数量和比例ꎻ对首次出现地

位于广东省的 １７ 种外来入侵昆虫在广东省的首次

发现地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归类ꎬ分析首次发现地

位于不同地级市的物种数量和比例ꎮ
１.２.３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地理分布格局 　 对

广东省 ２１ 个地级市分布的外来入侵昆虫数量进行

统计分析ꎬ将其转换为 ｄＢＡＳＥⅣ(∗. ｄｂｆ)格式文

件ꎬ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系统ꎬ创建含有地理属性的 ｓｈａｐｅ￣
ｆｉｌｅ 文件ꎬ再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的空间分析模块对外来入

侵昆虫数量进行等级划分ꎬ分为 ０ ~ ９、１０ ~ １４、１５ ~
１９、２０ 种以上共 ４ 个等级ꎬ最终得到广东省外来入

侵昆虫地理分布格局的栅格图层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种类及发生

据统计ꎬ在广东省造成一定程度危害的外来入

侵昆虫种类共计 ３０ 种(表 １)ꎮ 其中包括蚧类害虫

９ 种ꎬ占 ３０.００％ꎻ甲虫类害虫 ４ 种ꎬ占 １３.３３％ꎻ实蝇

类、斑潜蝇类、蛾蝶类害虫各 ３ 种ꎬ均占 １０.００％ꎻ姬
小蜂类、火蚁类 ２ 种ꎬ均占 ６.６７％ꎻ此外ꎬ还包括双

钩异翅长蠹 Ｈｅｔｅｒｏｂｏｓｔｒｙｃｈ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双
钩巢粉虱 Ｐａｒａｌｅｙｒｏｄ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ｎａｒａｎｊａｅ Ｍａｒｔｉｎ、首花蓟

马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ｅｌｌａ ｃｅｐｈａｌｉｃａ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和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Ｇｅｎｎａｄｉｕｓ 等其他入侵害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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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生分布情况看ꎬ橘小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ｌ、美洲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ｅ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烟粉虱、红
火蚁、松突圆蚧Ｈｅｍｉｂｅｒｌｅｓｉａ ｐｉｔｙｓｏｐｈｉｌａ Ｔａｋａｇｉ、湿地松粉蚧

Ｏｒａｃｅｌｌａ ａｃｕｔａ Ｌｏｂｄｅｌｌ、椰心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Ｇｅｓｔｒｏ、扶桑绵粉蚧、瓜实蝇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ｃｕｃｕｒｉｂｉｔａｅ Ｃｏｑｕｉｌｌｅｔｔ
等９种已在广东省大部分地区暴发成灾ꎻ红棕象甲 Ｒｈｙｎ￣
ｃｏｐｔｚｏｒｕｓ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ｓ Ｏｌｉｖｅｒ、蔗扁蛾Ｏｐｏｇｏｎａ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 Ｂｏｊｅｒ、
褐纹甘蔗象 Ｒｈａｂｄｗｓｃｅｌｕｓ ｌｉｎｅａｔｉｃｏｌｌｉｓ Ｈｅｌｌｅｒ、刺桐姬小蜂、
桉树枝瘿姬小蜂Ｌｅｐｔｏｃｙｂｅ ｉｎｖａｓａ Ｆｉｓｈｅｒ ＆ Ｌａ Ｓａｌｌｅ、曲纹紫

灰蝶Ｃｈｉｌａｄｅｓ ｐａｎｄａｖａ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南亚果实蝇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ｔａｕ
Ｗａｌｋｅｒ、三叶草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ｉ Ｂｕｒｇｅｓｓ、热带火蚁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ｇｅｍｉｎａｔａ Ｆａｂｒｉｅｉｕｓ 等９种已在广东部分地区扩

散蔓延ꎻ双钩异翅长蠹、南美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ｈｕｉｄｏｂｒｅｎｓｉｓ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首花蓟马、新菠萝灰粉蚧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水椰八角铁甲Ｏｃｔｏｄｏｎｔａ ｎｉｐａｅ Ｍａｕｌｉｋ、无花果蜡

蚧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ｒｕｓｃｉ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椰子织蛾 Ｏｐｉ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双钩巢粉虱、木瓜秀粉蚧 Ｐａｒａ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ａｒａ ｄｅ Ｗｉｌｌｉｎｋ、双条拂粉蚧Ｆｅｒｒｉｓｉａ ｖｉｒｇａ￣
ｔａ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大洋臀纹粉蚧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ｉｎｏｒ Ｍａｓｋｅｌｌ、榕树

粉蚧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ｂａｌｉｔｅｕｓ Ｌｉｔ 等 １２ 种大多为新近入侵

物种ꎬ尚未急剧扩张ꎬ潜在威胁较大ꎮ

２.２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原产地、入侵地分析

对广东省 ３０ 种外来入侵昆虫的原产地进行分

析(图 １)ꎬ结果表明ꎬ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原产于

亚洲的种类最多ꎬ有 １２ 种ꎬ占 ４０.００％ꎬ其中来自东

盟的 ８ 种ꎻ其次是原产于北美洲的 ６ 种ꎬ占 ２０.００％ꎻ
南美洲的 ５ 种ꎬ占 １６.６７％ꎻ非洲的 ３ 种ꎬ占 １０.００％ꎻ
欧洲和大洋洲的最少ꎬ仅为 １ 种ꎬ占 ３.３３％ꎻ另有原

产地不详的物种 ２ 种ꎬ占 ６.６７％ꎮ

图 １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原产地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ｓｉａꎻ ＮＡ: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ꎻ Ｓ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ꎻ

ＡＦ: Ａｆｒｉｃａꎻ ＥＵ: Ｅｕｒｏｐｅꎻ ＯＡ: Ｏｃｅａｎｉｃａ.

　 　 对广东省 ３０ 种外来入侵昆虫在中国大陆的首

次发现地进行分析(图 ２)ꎬ结果表明ꎬ首次发现地

位于广东省的入侵昆虫有 １７ 种ꎬ占 ５６.６７％ꎻ其次

是在海南省的 ６ 种ꎬ占 ２０.００％ꎻ在云南省的 ３ 种ꎬ占
１０.００％ꎻ在广西、北京、上海的分别为桉树枝瘿姬小

蜂、双条拂粉蚧、Ｂ 型烟粉虱ꎬ各占 ３.３３％ꎻ首次发现

地不详的为南亚果实蝇和热带火蚁ꎮ

图 ２　 外来入侵昆虫在中国的首次发现地
Ｆｉｇ.２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ꎻ ＨＮ: Ｈａｉｎａｎꎻ ＹＮ: Ｙｕｎｎａｎꎻ
ＧＸ: Ｇｕａｎｇｘｉꎻ ＢＪ: Ｂｅｉｊｉｎｇꎻ ＳＨ: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对首次发现地位于广东省 １７ 种入侵昆虫进行

分析(图 ３)ꎬ结果表明ꎬ此 １７ 种入侵昆虫的首次出

现地均位于广东省的珠三角地区ꎬ其中首次出现在

广州的 ４ 种ꎻ首次出现在湛江的 ３ 种ꎻ首次出现在

深圳、中山的均 ２ 种ꎻ首次出现在东莞、佛山、茂名、
江门、珠海的分别为双钩异翅长蠹、褐纹甘蔗象、无
花果蜡蚧、湿地松粉蚧ꎻ另有曲纹紫灰蝶首次在广

东省被发现ꎬ具体位置不清楚ꎮ

图 ３　 外来入侵昆虫在广东省的首次发现地
Ｆｉｇ.３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Ｚ: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ꎻ ＺＪ: 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ꎻ ＳＺ: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ꎻ ＺＳ: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ꎻ

ＤＧ: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ꎻ ＦＳ: Ｆｏｓｈａｎꎻ ＭＭ: Ｍａｏｍｉｎｇꎻ ＪＭ:Ｊｉａｎｇｍｅｎꎻ
ＺＨ: Ｚｈｕ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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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地理分布格局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地理分布存在较大的

空间差异ꎬ珠三角地区外来入侵昆虫物种数量较

多ꎬ粤西地区的外来入侵昆虫数量次之ꎬ粤北和粤

东地区的外来入侵昆虫数量相对较少ꎮ 广州市、深
圳市地区外来入侵昆虫的物种数量最多ꎬ物种数均

超过 ２０ 种ꎻ入侵昆虫物种数较多的地区(１５ ~ １９
种)有湛江市、佛山市、中山市、惠州市、阳江市、东
莞市、江门市、珠海市 ８ 个地区ꎬ其中仅湛江市、阳

江市属于粤西地区ꎬ其余地区均位于珠三角地区ꎻ
入侵昆虫物种数较少的地区(１０~１４ 种)有茂名市、
肇庆市、揭阳市、清远市、韶关市、梅州市 ６ 个地区ꎬ
其中茂名市、肇庆市属于粤西地区ꎬ清远市、韶关市

属于粤北地区ꎬ而揭阳市、梅州市属于粤东地区ꎻ云
浮市、汕头市、河源市、汕尾市、潮州市的外来入侵

昆虫的物种数量最少ꎬ均低于 ９ 种ꎬ除云浮市属于

粤西地区外ꎬ其余均属于粤东地区(图 ４)ꎮ

图 ４　 广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地理分布格局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广州ꎻｂ:深圳ꎻｃ:佛山ꎻｄ:东莞ꎻｅ:中山ꎻｆ:惠州ꎻｇ:江门ꎻｈ:茂名ꎻｉ:湛江ꎻｊ:珠海ꎻｋ:汕头ꎻｌ:清远ꎻｍ:肇庆ꎻ
ｎ:揭阳ꎻｏ:韶关ꎻｐ:潮州ꎻｑ:阳江ꎻｒ:梅州ꎻｓ:河源ꎻｔ:汕尾ꎻｕ:云浮ꎮ

ａ: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ꎻ ｂ: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ꎻ ｃ: Ｆｏｓｈａｎꎻ ｄ: Ｄｏｎｇｇｕａｎꎻ ｅ: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ꎻｆ: Ｈｕｉｚｈｏｕꎻｇ: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ꎻ ｈ: Ｍａｏｍｉｎｇꎻ ｉ: 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ꎻ ｊ: Ｚｈｕｈａｉꎻ
ｋ: Ｓｈａｎｔｏｕꎻ ｌ: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ꎻ ｍ: Ｚｈａｏｑｉｎｇꎻ ｎ: Ｊｉｅｙａｎｇꎻ ｏ: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ꎻ ｐ: Ｃｈａｏｚｈｏｕꎻ ｑ: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ꎻ ｒ: Ｍｅｉｚｈｏｕꎻ

ｓ: Ｈｅｙｕａｎꎻ ｔ: Ｓｈａｎｗｅｉꎻ ｕ: Ｙｕｎｆｕ.

３　 讨论
广东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条

件、交通便利使之成为外来生物入侵的首选之地

(叶燕华等ꎬ２００６)ꎮ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人
类流动、国家间贸易日益频繁ꎬ广东省的外来生物

入侵引发的生物灾害安全问题日趋严峻ꎮ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短短 ５ 年时间ꎬ在广东省发现了红火蚁(曾
玲等ꎬ２００５)、三叶草斑潜蝇(汪兴鉴等ꎬ２００６)、刺桐

姬小蜂(黄蓬英等ꎬ２００５)、双钩巢粉虱(虞国跃等ꎬ
２０１０)、桉树枝瘿姬小蜂(唐超等ꎬ２００８)、扶桑绵粉

蚧(武三安和张润志ꎬ２００９)、首花蓟马(童晓立和吕

要斌ꎬ ２０１３ ) ７ 种 入 侵 昆 虫ꎬ 入 侵 频 率 达 １. ４
种年－１ꎬ其中红火蚁、扶桑绵粉蚧等新入侵物种急

剧扩张ꎬ疫情蔓延范围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广
东省又先后出现了榕树粉蚧(何衍彪等ꎬ２０１１ｂ)、大
洋臀纹粉蚧(何衍彪等ꎬ２０１１ａ)、双条拂粉蚧(李伟

才等ꎬ２０１２)、无花果蜡蚧(李海斌和武三安ꎬ２０１３)、
椰子织蛾(陆永跃和王敏ꎬ２０１３)、木瓜秀粉蚧(顾渝

娟和齐国君ꎬ２０１５)等 ６ 种入侵物种ꎬ入侵频率快ꎬ
对广东省农林业生产及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ꎮ

本研究表明ꎬ广东省的外来入侵昆虫原产地分

布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亚洲、北美洲、南美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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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欧洲和大洋洲ꎬ这与中国 １２２ 种外来入侵昆虫

的起源地比例基本一致(Ｗａｎ ＆ Ｙａｎｇꎬ２０１６)ꎬ其中

来自亚洲的物种数量最多ꎬ占 ４０.００％ꎬ这与中国大

陆外来入侵昆虫的亚洲原产地比例最高(李红梅

等ꎬ２００５)基本一致ꎮ 王双玲等(２０１０)研究表明ꎬ从
较大的区域而言ꎬ纬度决定了外来入侵动物的分布

态势ꎬ维度综合反映了各种环境因子的变化梯度ꎬ
广东省与欧洲自然环境特征的不同可能是导致广

东省及中国外来入侵昆虫原产地分布于欧洲的比

例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ꎮ
外来入侵生物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呈现出由东

南向西北逐渐减少的趋势(齐艳红等ꎬ２００４ꎻ 王双

玲等ꎬ２０１０ꎻ 徐海根等ꎬ２００４)ꎬ造成这种入侵格局

的原因有多方面ꎬ万方浩等(２００９)研究认为ꎬ中国

东南部快速的经济发展、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和适宜

的气候条件促成了这种分布格局ꎮ 本研究发现ꎬ广
东省外来入侵昆虫的入侵发生区不均衡ꎬ存在较大

的空间差异ꎬ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外来入侵昆虫

物种数量最多ꎬ粤西地区相对次之ꎬ粤北和粤东地

区较少ꎬ这可能与广东省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

度、交通发达程度等因素有关ꎮ
本研究所用外来入侵昆虫的信息主要来源于

实地调查、论文、报告、网站等数据ꎬ部分物种数据

有待进一步补充ꎮ 另外ꎬ由于外来入侵昆虫的发现

或报道时间均存在滞后现象ꎬ今后仍需要不断的修

订和更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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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军高级农艺师在外来入侵昆虫的地理分布方

面提供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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