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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发生及
检测监测和控制策略

刘忠军ꎬ 陈　 梦ꎬ 王　 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１

摘要: 近 １０ 年来ꎬ新疆林果业快速发展ꎮ 随着林果种苗等繁殖材料的运输ꎬ林果有害生物由境外、省外及在区内传播的风

险加剧ꎬ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成为当下影响新疆林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ꎮ 在鉴定工作方面ꎬ目前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

的鉴定更多地采用了分子生物学鉴定的方法ꎻ在监测工作层面ꎬ新疆林果有害生物普查以人工地面调查为主ꎻ在防控方面ꎬ
主要以药剂防治的方法为主ꎬ辅以生物防治技术及栽培措施等多种方法ꎮ 全疆的林业主管部门成功控制了多种林果外来

入侵生物引起的疫情ꎬ包括枣实蝇和扶桑绵粉蚧这 ２ 种极具危害性的林果外来入侵生物ꎮ 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鉴定、
监测及防控工作的开展ꎬ可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所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ꎬ促进全疆林业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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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发生现状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ꎬ地域辽阔ꎬ内与西藏、

青海及甘肃 ３ 个省相邻ꎬ外与俄罗斯等 ８ 个国家接

壤ꎬ是我国外来生物入侵风险最大的省区之一ꎮ 近

１０ 年来ꎬ农民种植林果的积极性异常高涨ꎬ新疆林

果业快速发展ꎬ已经成为新疆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和经济增长点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全疆经济林果种植

总面积 １４６７ 万 ｈｍ２ꎬ经济产值达 ４００ 亿元人民币ꎮ

随着林果种苗等繁殖材料的运输ꎬ林果有害生物由

境外、省外及在区内传播的风险性加剧ꎬ林果外来

有害生物入侵成为当下影响新疆林果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问题ꎮ
新疆林果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种类繁多ꎬ对林果

产业威胁巨大ꎮ ２０１２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经济林果普查结果表明ꎬ从 １９８０
年至今ꎬ共有 ３９ 种主要的危险性林果有害生物由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１): 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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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及区外传入ꎬ其中虫害 ２６ 种ꎬ病害 ７ 种ꎬ害螨 ６
种ꎬ主要有枣实蝇 Ｃａｒｐｏｍｙａ ｖｅｓｕｖｉａｎａ Ｃｏｓｔａ、枣大球

蚧 Ｅｕｌｅｃａｎｉｕｍ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ｎ (Ｓｈｉｎｊｉ)、黄刺蛾 Ｃｎｉｄｏｃａｍ￣
ｐａ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Ｗａｌｋｅｒ)、白星花金龟 Ｐｒｏｔａｅｔｉａ ｂｒｅｖｉｔａｒ￣
ｓｉｓ Ｌｅｗｉｓ、苹果小吉丁虫 Ａｇｒｉｌｕｓ ｍａｌｉ Ｍａｔｓ.、枣瘿蚊

Ｃｏｎｔａｒｉａ ｓｐ.等(郭文超等ꎬ２０１２)ꎮ
外来入侵生物进入新疆后ꎬ造成新疆林果业的

巨大损失ꎮ 如 ２００７ 年ꎬ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托
克逊县及吐鲁番市发生的枣实蝇疫情ꎬ造成发生区

域内枣树落果率达 ７０％以上ꎬ果实产量品质大幅度

下降ꎬ当年销毁有虫枣果 ２２３３.８ ｔꎬ经济损失 ２ 亿元

(英胜等ꎬ２０１１)ꎮ 枣实蝇不仅制约了当地红枣产业

的健康发展ꎬ而且对新疆近 ４０ 万 ｈｍ２ 红枣乃至全

国红枣产业的健康发展都带来潜在的危险ꎮ 而另

一种在 ２００２ 年首次在新疆发现的外来入侵生

物———黄斑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 Ｇａｎｇｌｂａｕｅꎬ既
危害生态林又危害经济林果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

失ꎬ甚至直接危害新疆几十年的平原造林绿化成果

(英胜等ꎬ２０１４)ꎮ 经调查ꎬ黄斑星天牛在新疆主要

危害旱柳、槭树、新疆白榆、胡杨等 １５ 种树木ꎬ在杜

梨、李子、沙枣等林果树木上不能完成完整生活史ꎬ
但能造成较大危害ꎮ ２０１１ 年以前ꎬ黄斑星天牛在全

疆危害树木达 ３７.３ 万株ꎬ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生态

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史彦江和王爱静ꎬ２０１１)ꎮ

２　 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鉴定方法
林业有害生物鉴定是防控外来入侵生物的重

要手段ꎬ鉴定的主要方法包括形态学鉴定和分子生

物学鉴定 ２ 种ꎬ目前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鉴定

更多地采取了分子生物学鉴定的方法ꎬ以枣实蝇为

例ꎬ其快速分子检测技术和方法有 ４ 种ꎮ
(１)枣实蝇 ＤＮＡ 条形码检测ꎮ 阿地力沙塔

尔等(２０１２)和程晓甜(２０１４ｂ)对枣实蝇的 ｍｔＤＮＡ
ＣＯⅠ基因和 ｃｙｔｂ２ 段基因进行常规 ＰＣＲ 检测ꎬＣＯⅠ
部分序列(ＨＱ６８７２１０)与蔷薇咔实蝇相似度为 ９６％
~９７％ꎮ

(２)ＳＳ￣ＰＣＲ 技术检测ꎮ 通过比较分析枣实蝇

与已知的其他种类实蝇的 ＣＯⅠ基因序列ꎬ可区别枣

实蝇与桃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ｚｏｎａｔａ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番石榴实

蝇 Ｂ. ｃｏｒｒｅｃｔａ、南瓜实蝇 Ｂ. ｔａｕ、瓜实蝇 Ｂ. ｃｕｃｕｒｉｂｉｔａｅ
以及橘小实蝇 Ｂ.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这 ５ 种有害实蝇(程晓甜

等ꎬ２０１３)ꎮ

(３)ＲＦＬＰ￣ＰＣＲ 技术检测ꎮ 根据不同实蝇的基

因序列的不同ꎬ可将枣实蝇及其他 ５ 种检疫性实蝇

区分ꎮ 整个鉴定过程可在 ２０ ｈ 内完成ꎬ与以往的形

态学鉴定 ２０ ｄ 相比ꎬ达到了快速鉴定检疫性实蝇的

目的(程晓甜等ꎬ２０１４ａ)ꎮ
(４)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实时荧光 ＰＣＲ 技术检测ꎮ 利

用枣实蝇(ｍｔＲＮＡ)中 ＣＯⅠ基因序列ꎬ分别用橘小

实蝇、瓜实蝇、南瓜实蝇、番石榴实蝇和桃实蝇等 ５
种实蝇来验证引物的特异性ꎮ 此技术筛选出枣实

蝇种的特异性引物ꎬ结果分析快速便捷ꎬ鉴定时间

缩短到 ４ ｈꎬ且不受虫态限制(程晓甜等ꎬ２０１４ｃ)ꎮ
分子生物学鉴定方法以 ＤＮＡ 为主要材料ꎬ需

要材料少ꎬ不需要经过培养阶段ꎬ极大地节约了鉴

定时间ꎬ准确地鉴定了种类ꎬ降低了风险ꎬ为后续工

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ꎮ 此种鉴定方法同样适用于

其他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鉴定ꎬ具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ꎬ有利于提升外来入侵生物鉴定工作的准确度和

效率ꎮ

３　 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监测方法
监测调查外来入侵生物是开展防控的重要基

础ꎮ 新疆林果有害生物普查以人工地面调查为主ꎬ
是传统的监测方法ꎬ也是发现外来入侵生物的常规

监测手段ꎮ 目前ꎬ已先后完成了新疆特色林果有害

生物普查、新疆天山西部野果林有害生物普查、准
噶尔盆地森林鼠(兔)害普查ꎮ

近年新疆还广泛使用了信息素监测调查方法ꎮ
此方法基于有害生物信息素及其远程实时监测系

统ꎮ 信息素监测使用广泛ꎬ已成为新疆现阶段林业

有害生物监测的重要手段ꎬ在美国白蛾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
ｃｕｎｅａ(Ｄｒｕｒｙ)、松材线虫 Ｂｕｒｓａｐｈｅｌｅｎｃｈｕｓ ｘｙ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Ｌ. 、枣实蝇、橘小实蝇、葡
萄蛀果蛾等检疫性有害生物和脐腹小蠹 Ｓｃｏｌｙｔｕｓ
ｓｃｈｅｖｙｒｅｗｉ Ｓｅｍｅ.、 梨小食心虫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 ｍｏｌｅｓｔａ
(Ｂｕｓｃｋ)、白杨透翅蛾 Ｐａｒａｔｈｒｅｎｅ ｔａｂ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Ｒｏｔ￣
ｔｅｎｂｅｒｇ 等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监测中广泛使用ꎬ并
适用于防治ꎬ已大面积推广运用ꎮ 如 ２０１５ 年伊犁州

苹果蠹蛾远程信息素监测表明ꎬ伊犁州 ２０１５ 年全

年苹果蠹蛾为轻度发生ꎬ其中 ５ 月下旬、７ 月中旬、８
月上旬为发生高峰期ꎻ７ 月中旬出现全年最高峰ꎬ但
持续时间较短ꎮ 这一分析结果与三角形诱捕器的

情况相符ꎬ也表明在伊犁河谷地区苹果蠹蛾发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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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间断ꎬ存在世代重叠现象ꎬ因此针对苹果蠹

蛾的防治应放在第一代诱虫上(李贤超等ꎬ２０１５)ꎮ
实时监测系统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 ２ 个

主要部分ꎮ 硬件设备综合利用了昆虫信息素诱捕

技术、无线光电技术、物联网信息传输技术等ꎬ集害

虫诱捕、数据统计、数据传输、数据分析为一体ꎬ实
现了害虫预测的自动化及智能化ꎮ 相应地ꎬ软件系

统与硬件设备相适应ꎬ整个软件系统安装在服务器

上ꎬ数据可以永久保存ꎬ便于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ꎮ
新的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自动化、智能化、高
效化以及适应性强的特点ꎮ

４　 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治方法
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发生通过国内其他

省区和国外直接传入 ２ 种途径实现ꎬ近 １０ 年来林

业入侵生物不断增加(表 １)ꎮ 目前ꎬ全疆林果外来

入侵生物的防治主要以药剂防治为主ꎬ辅以生物防

治技术、栽培措施等多种方法ꎮ 基于生态环保和食

品安全的硬性要求ꎬ药剂防治时主要使用苦参碱、
烟碱、阿维菌素、灭幼脲、噻虫啉微胶囊及石硫合剂

等植物源、矿物源、生物源环保无公害药剂ꎮ 生物

防治以苏云金杆菌、苜蓿银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等天敌微生物和赤眼蜂、扑食螨、肿腿蜂、花绒寄甲

等天敌昆虫为主ꎮ 栽培措施为由政府主导的春秋

两季石硫合剂清园ꎬ现已发展成果农的自觉行动ꎬ
南疆经济林果枣大球蚧等蚧类害虫得到了有效控

制ꎬ解决了经济林发展中的一大病虫害难题ꎮ 灯光

诱杀、粘虫胶、薄膜阻隔、糖醋液等其他物理措施在

生产中均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表 １　 近 １０ 年来新疆林业外来入侵有害生物发生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ｐｅｓ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入侵或首次
发现时间

Ｙｅａｒ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寄主
Ｈｏｓｔ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疫情级别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苹果绵蚜 Ｅｒｉｏｓｏｍａ ｌａｎｉｇｅｒｕｍ ２００５ 苹果、 梨树、 杏树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ꎬ
Ｐｙｒｕｓ ｓｐｐ.ꎬ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伊犁地区部分县市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
ｒｉｅｓ ｏｆ Ｙｉｌｉ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枣实蝇 Ｃａｒｐｏｍｙａ ｖｅｓｕｖｉａｎａ ２００７ 枣果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吐鲁番市、鄯善县、托克逊县
Ｔａｒｐｕｎꎬ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ꎬ Ｔｕｏｋｅｘｕｎ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黄斑长翅卷叶蛾 Ａｃｌｅｒｉｓ ｆｉｍｂｒｉａｎａ ２００８ 苹果、桃、李、山楂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ꎬ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ꎬ Ｐｒｕｎｕｓꎬ Ｃｒａｔａｅ￣
ｇｕｓ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库车县 Ｋｕｃｈｅ －

六星吉丁虫 Ｃｈｒｙｓｏｂｏｔｈｒｉｓ 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ａ ２００８ 杨树、柳树 Ｐｏｐｕｌｕｓꎬ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喀什地区 Ｋａｓｈｉ －
灰暗斑螟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２００８ 枣、梨、苹果、巴旦木、杏、杨、柳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ꎬ Ｐｙｒｕｓ ｓｐｐ.ꎬ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ꎬ Ｂａｄａｍꎬ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ｕｌｇａｒｉｓꎬ
Ｐｏｐｕｌｕｓꎬ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喀什 地 区、 和 硕 县、 若 羌 县
Ｋａｓｈｉꎬ Ｈｅｓｈｕｏꎬ Ｒｕｏｑｉａｎｇ

－

绿长突叶蝉 Ｂａｔｒａｃｏｍｏｒｐｈｕｓ ｐａｎｄａｒｕｓ ２００９ 葡萄、杏树、枣树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ꎬ Ａｒ￣
ｍｅｎｉａｃ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ꎬ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玛纳斯县 Ｍａｎａｓｉ －

枣树锈瘿螨 Ｅｐｉｔｒｉｍｅｒｕｓ ｚｉｚｙｐｈａｇｕｓ ２００９ 红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阿克苏、喀什、巴州等 Ａｋｅｓｕꎬ
Ｋａｓｈｉꎬ Ｂａｚｈｏｕ

－

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２０１０ 花卉 Ｆｌｏｗｅｒｓ 乌鲁木齐、疏附县、伊宁市、阜
康市、和田市 Ｕｒｕｍｑｉꎬ Ｓｈｕｆｕꎬ
Ｙｉｎｉｎｇꎬ Ｆｕｋａｎｇꎬ Ｈｅｔｉａｎ

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日本盘粉蚧 Ｃｏｃｃｕｒａ ｓｕｗａｋｏｅｎｓｉｓ ２０１１ 卫 矛、 苹 果 等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ａｌａｔｕｓꎬ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乌鲁木齐市等 Ｕｒｕｍｑｉ －

桃小食心虫 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 ｓａｓａｋｉｉ ２０１３ 苹果、梨、枣、桃等 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ꎬ
Ｐｙｒｕｓ ｓｐｐꎬ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ꎬ Ａｍｙｇ￣
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阿克苏 Ａｋｅｓｕ 地方
Ｌｏｃａｌ

４.１　 信息素的应用

性信息素在外来有害生物防治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ꎮ 果园内释放人工合成的性信息素ꎬ弥漫在大

气中ꎬ使雄虫无法辨认雌虫的方位ꎬ从而干扰他们

的交配ꎬ以达到控制害虫数量的目的ꎮ 利用信息素

干扰和迷向技术防控梨小食心虫和苹果蠹蛾成效

显著ꎮ 信息素在新疆应用广泛ꎬ防治效果也较好

(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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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新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性信息素的
应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目标害虫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ｅｓｔ

用量
/ 个

Ａｍｏｕｎｔ

防治面积
/ 万 ｈｍ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ｍ２

防效
Ｅｆｆｉｃｉ￣
ｅｎｃｙ
/ ％

白杨透翅蛾 Ｐａｒａｔｈｒｅｎｅ ｔａｂ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１０１０８ ６.１６ ８１.８９
梨小食心虫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 ｍｏｌｅｓｔａ ３５８９２５ ５６.５７ ７６.７１
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２６０３７ ２０.３８ ７５.０６
美国白蛾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 ｃｕｎｅａ １３５ ０.０１ ９２.００
沙棘绕实蝇 Ｒｈａｇｏｌｅｔｉｓ ｂａｔａｖａ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３０.００
落叶松鞘蛾 Ｃｏｌｅｏｐｈｏｒ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２７５ ０.３５ ５０.００
落叶松小蠹 Ｉｐｓ ｓｕｂ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ｓ ６０ ０.０１ ８５.００
云杉小蠹 Ｉｐｓ 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ｕｓ １２６ ０.０７ ８０.００
李小食心虫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 ｆｕｎｅｂｒａｎａ １８７５０ ３０.１５ ７４.５０
柑橘小实蝇 Ｄａｃｕｓ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７４０ ０.１９ ９９.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１６８４０ １１３.９６ ７０.８３

　 　 表中数据为 ５ 年总和ꎮ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４.２　 生物农药

植物源、矿物源、生物源等环保无公害药剂在

经济林果有害生物统防统治工作中大量推广使用ꎬ
其占新疆林业用药的比重逐年增加ꎬ并作为政府年

度森防目标管理考核工作的重要指标ꎮ 苦参碱、烟
碱、藜芦碱等植物源ꎬ以及阿维菌素、苏云金杆菌、
核型多角体病毒等生物源农药在春尺蠖、杨梦尼夜

蛾 Ｏｒｔｈｏｓｉａ ｉｎｃｅｒｔａ Ｈüｆｎａｇｌ、梨木虱 Ｐｓｙｌ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Ｙａｎｇ ｅｔ Ｌｉ、蚜类、螨类害虫防治中大量使用ꎬ成为新

疆健康果园生产的重要防治手段(表 ３)ꎮ 春秋两

季石硫合剂清园措施ꎬ使得外来有害生物枣大球

蚧、吐伦球坚蚧 Ｒｈｏ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ｔｕｒａｎｉｃｕｓ 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ｓｋａｊａ
等蚧类害虫得到了有效控制ꎬ解决了近年来经济林

发展中的一大病虫害难题ꎮ 灭幼脲、除虫脲等昆虫

生长调节剂在林果有害生物防治中得到重视ꎬ并加

大了应用ꎮ

４.３　 天敌昆虫利用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新疆开展天敌生物防治ꎬ已经投

放赤眼蜂 １０ 万头、扑食螨 ４ 万头、瓢虫 １.５ 万头、肿
腿蜂 ４２０ 万头、平腹小蜂 ５０ 万头ꎮ 赤眼蜂主要用

于梨小食心虫ꎬ扑食螨主要用于生态健康果园植食

螨ꎬ肿腿蜂用于杨树青杨天牛和天山野果林苹果小

吉丁虫的防治ꎬ取得了一定防效(表 ４)ꎮ

表 ３　 新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生物农药的
应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药剂种类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目标害虫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ｅｓｔ

用量
Ａｍｏｕｎｔ

/ ｔ

防治面积
/ 万 ｈｍ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ｍ２

防效
Ｅｆｆｉｃｉ￣
ｅｎｃｙ
/ ％

石硫合剂
ｌｉｍｅ ｓｕｌｆｕｒ

叶螨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

５７０９７.５４ ４４３２.３６ ８８.０１

阿维菌素
Ａｂａｍｅｃｔｉｎ

蚜虫
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

１２２.０８ １２３.２０ ８８.９５

苦参碱
Ｍａｔｒｉｎｅ

春尺蠖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８７.６４ １４４.１５ ９１.５５

苏云金杆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ｕｒｉｎｇｉｅｎｓｉｓ

春尺蠖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１４０.５３ ２１９.１１ ８８.７０

烟碱苦参碱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Ｍａｔｒｉｎｅ

枣瘿蚊
Ｃｏｎｔａｒｉａ

０.２４ ０.６７ ９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７４４８.５３ ４９１９.４９ ８８.８７

　 　 表中数据为 ５ 年总和ꎮ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表 ４　 新疆林业有害生物天敌昆虫的
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天敌种类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目标害虫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ｅｓｔ

用量
/ 万头
Ａｍｏｕｎｔ

防治面积
/ 万 ｈｍ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
ａｎｄ ｈｍ２

防效
Ｅｆｆｉｃｉ￣
ｅｎｃｙ
/ ％

赤眼蜂 Ｔｒｉｅｈｏ￣
ｇｒａｍ ｍａｔｉｄｓ

梨小食心虫Ｇｒａ̄
ｐｈｏｌｉｔｈａ ｍｏｌｅｓｔａ

１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０.００

捕食螨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ｍｉｔｅｓ

叶螨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

４.００ ０.０１ ５０.００

瓢虫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蚜虫
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

１.５０ ０.０１ ４５.００

肿 腿 蜂 Ｓｃｌｅｒｏ￣
ｄｅｒｍｕｓ ｈａｒｍａｎｄｉ

苹果小吉丁虫
Ａｇｒｉｌｕｓ ｍａｌｉ

４２０.００ ５.６７ ４６.５０

平腹小蜂
Ａｎａｓｔａｔｕｓ ｓｐ.

蝽
Ｐａ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５０.００ ０.０４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８５.５０ ５.７９ ４１.６３

　 　 表中数据为 ５ 年总和ꎮ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４.４　 飞防技术

近年ꎬ新疆特色林果有害生物防治以政府主导

的飞机超低量喷雾防治取得快速发展ꎬ推动了全疆

林业有害生物统防统治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自治区政府

主导的飞机防治林果面积达 ４００ 万 ｈｍ２ꎮ 飞机防治

有科学用药、节约成本ꎬ且高效环保的优点ꎬ深受果

农欢迎ꎮ 飞机防治多以旋翼直升机和固定翼为主ꎬ
喷洒方式以超低量喷雾为主ꎬ药剂剂型多样ꎮ 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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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有食叶类害虫、刺吸类害虫、病原物等ꎬ针对刺

吸类蚜、螨害虫实施了超低量静电喷雾ꎮ 开展了飞

机喷洒信息素、石硫合剂、鼠药等飞防系列试验ꎬ并
开始在生产上推广ꎮ

４.５　 物理防治法

近年来ꎬ通过物理措施成功控制了多种林果外

来入侵生物引起的疫情ꎬ其中包括枣实蝇和扶桑绵

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 这 ２ 种极具危害

的林果外来入侵生物(表 ５)ꎮ
吐鲁番林业主管部门通过加强检疫封锁措施、

“断枣”措施、土壤处理、黄板诱杀等防治方法ꎬ有效

控制了枣实蝇疫情(喻峰等ꎬ２０１１)ꎮ ２００９ 年枣实蝇

的危害面积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０８０ ｈｍ２ 减少到 ７４ ｈｍ２ꎬ危
害程度从普遍严重降低到点状发生ꎻ到 ２０１０ 年全

年ꎬ全吐鲁番地区几乎没有枣实蝇的发生ꎮ 近年

来ꎬ吐鲁番市始终将枣实蝇发生区域控制在高昌

区、鄯善县、托克逊县的 １５０ ｈｍ２ 的发生范围之内ꎬ
属于零星发生程度ꎬ实现了枣实蝇的可防可控(刘
刚ꎬ２０１６)ꎮ

与枣实蝇同属于国家一级危险性林业有害生

物的扶桑绵粉蚧于 ２０１０ 年首次在乌鲁木齐发现ꎮ
林业主管部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ꎬ通过焚毁带虫植

物、药剂喷洒以及加强检疫等措施迅速及时地扑灭

了扶桑绵粉蚧的疫情(王俊等ꎬ２０１２)ꎮ

表 ５　 新疆林业有害生物物理防治的应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　

目标害虫
Ｔａｒｇｅｔ ｐｅｓｔ

数量
Ａｍｏｕｎｔ

防治面积 / 万 ｈｍ２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ｈｍ２

防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

糖醋液
Ｓｗｅ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ｒ ｌｉｑｕｉｄ

梨小食心虫、香梨优斑螟、苹果蠹蛾等
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 ｍｏｌｅｓｔａꎬ Ｅｕｚｏｐｈｅｒａ ｐｙｒｉｅｌｌａꎬ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７７１３.６３ 万个 ２１.９３ ７６.６４

黄板
Ｙｅｌｌｏｗ ｂｏａｒｄ

枣瘿蚊、枣实蝇、梨茎蜂等
Ｃｏｎｔａｒｉａ ｓｐ.ꎬ Ｃａｒｐｏｍｙａ ｖｅｓｕｖｉａｎａꎬ Ｊａｎｕｓ ｐｙｒｉ

１６９９.４４ 万个 ３７３.０８ ８２.２２

粘虫胶
Ｖｉｓｃｏｓｅ ｇｌｕｅ

春尺蠖、叶螨等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ꎬ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

１０８２７.００ ｋｇ ２３２.９０ ６６.６７

塑料薄膜阻隔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ｉｌｍ ｂａｒｒｉｅｒ

春尺蠖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１０６４５.００ ｋｇ ２０４.５５ ６６.５０

　 　 表中数据为 ５ 年总和ꎮ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５　 讨论
经过多年发展ꎬ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鉴

定、监测及防控都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ꎮ
在鉴定工作方面ꎬ目前虽然已经采取 ＰＣＲ 等

分子生物学的方法ꎬ但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ꎮ
ＰＣＲ 这种鉴定的方法具有特异性强以及限制性大

的缺点ꎬ使用 ＰＣＲ 进行鉴定ꎬ必须事先明确鉴定对

象ꎬ设计引物ꎬ进行扩增ꎬ虽然鉴定过程用时较短ꎬ
但是前期准备工作费时费力ꎬ并且不适应于多种生

物的鉴定ꎮ 近些年来ꎬ出现的第二代测序技术和第

三代测序技术则可以完美地弥补上述缺陷ꎬ这些技

术用于生物鉴定时并不需要设计特异性的引物ꎬ极
大地节省了时间ꎬ扩展了鉴定生物的范围(张桂芬

等ꎬ２０１２)ꎮ 因此ꎬ如果将上述所列举的多种技术有

机结合ꎬ势必会提高鉴定的效率和准确度ꎬ为后期

工作提供更多的时间ꎮ

在监测工作层面ꎬ虽然在新疆地区远程实时监

测系统已经有所应用ꎬ但仅限于极少部分地区ꎬ随
着国家和自治区对新疆林果外来入侵生物防控的

重视和相关领域的投入加大ꎬ未来远程实时监测系

统有可能在全疆大部分地区甚至全疆投入使用ꎬ这
将为防控林果外来入侵生物提供充分准确的依据ꎬ
有利于及时发现、扑灭林果外来入侵生物ꎮ

在防控方面ꎬ全疆的林业主管部门通过多年加

强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控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和详实的数据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突发性林业有

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机制和常态预防制度ꎬ将林果

外来入侵生物所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的程度ꎬ促进

全疆林业的发展ꎮ
林果外来入侵生物的鉴定、监测及防控是一个

有机整体ꎬ３ 个方面相互支撑ꎬ相互促进ꎬ做好这 ３
个方面工作有利于全疆林业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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