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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害虫葡萄花翅小卷蛾入侵我国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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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葡萄花翅小卷蛾是我国禁止进境的检疫性害虫ꎬ一旦入侵我国ꎬ将会给葡萄产业和林果业造成严重损失ꎮ 开

展葡萄花翅小卷蛾入侵我国的风险分析可为该虫的检疫和预警提供依据ꎮ 【方法】介绍了葡萄花翅小卷蛾的形态特征和生

物学特性ꎬ并参照通用的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方法ꎬ从该虫在国内外的发生情况、潜在的经济危害性、受害作物的经济重要

性、传播扩散的可能性及风险管理的难度等方面ꎬ对其入侵风险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ꎮ 【结果】葡萄花翅小卷蛾是一种对

我国有很大潜在威胁的有害生物ꎬ其风险值为 ２.１４ꎬ属高度危险性有害生物ꎮ 【结论】建议新疆等口岸比较多的省、自治区

口岸检疫部门加强对该害虫的检疫力度ꎬ杜绝其传入我国ꎮ
关键词: 葡萄花翅小卷蛾ꎻ 检疫性害虫ꎻ 入侵风险ꎻ 潜在威胁

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 ｍｏｔｈ Ｌｏｂｅｓｉａ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Ｊｕｎｆｅｎｇ１ꎬ ＡＤＩＬ Ｓａｔｔａｒ１∗ꎬ ＹＵ Ｆｅｎｇ２ꎬ ＭＡＨＭＵＴ Ｎｉｙａｚ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Ｕｒｕｍｑｉ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３００５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Ｔｕｒｐ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Ｔｕｒｐａｎꎬ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３８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 ｍｏｔｈꎬ Ｌｏｂｅｓｉａ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Ｌｅｐｄｏｐｔｅｒａ: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ꎬ ｉ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ａｓ ａ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ｃａ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ｈｕｒ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ｆ ｉｔ ｗｅｒｅ ｔｏ ｉｎｖａ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ｗｅｒｅ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ｓｔꎬ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ｔｓ ｈｏｓｔꎬ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ｉ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２.１４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ｐｅｓ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ｑｕａｒ￣
ａｎｔｉｎ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ｔ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ｂｅｓｉａ ｂｏｔｒａｎａꎻ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ｐｅｓｔꎻ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ｒｉｓｋꎻ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葡萄花翅小卷蛾 Ｌｏｂｅｓｉａ ｂｏｔｒａｎａ Ｄｅｎ. Ｙ Ｓｈｉｆｆ.
属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花翅小卷

蛾属 Ｌｏｂｅｓｉａꎮ 该虫是我国禁止进境的检疫性有害

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ꎬ２０１２)ꎮ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ꎬ国际间交流日益加

深ꎬ各地区植物及植物产品往来日趋频繁ꎬ有害生

物风险分析(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ＰＲＡ)作为一个预警

系统ꎬ对防止外来危险有害生物传入ꎬ保护农林业

安全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蒋青等ꎬ１９９４)ꎮ 虽

然我国尚未见葡萄花翅小卷蛾的报道ꎬ但其入侵风

险极高ꎬ一旦入侵我国ꎬ将会给葡萄产业和林果业

造成严重损失ꎮ 因此ꎬ针对该虫加强对外检疫和预

警ꎬ防止其传入我国变得尤为重要ꎮ 本文对葡萄花

翅小卷蛾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进行介绍ꎬ并参

照通用的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方法(陈克等ꎬ２００２ꎻ
贾文明等ꎬ２００５ꎻ 李勤文等ꎬ２０１３)ꎬ对葡萄花翅小

卷蛾入侵我国的危险性进行综合评估ꎬ以期为该虫

的检验检疫提供依据ꎮ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１): ５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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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葡萄花翅小卷蛾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１.１　 形态特征

１.１.１　 卵　 长约 ０.７５ ｍｍꎬ宽 ０.５５ ｍｍꎬ外形呈椭圆

形ꎬ饼状ꎻ初期为乳白色ꎬ后期呈乳黄色ꎬ表面有彩

色光泽(牛春敬等ꎬ２０１３)ꎬ见图 １Ａꎮ 孵化前卵上具

有一个黑色小点ꎬ为幼虫头壳ꎮ
１.１.２　 幼虫　 共 ５ 龄ꎮ 老熟幼虫体长 １２ ~ １５ ｍｍꎬ
初孵幼虫为淡黄色ꎬ老熟幼虫为绿色、褐色等ꎮ 幼虫

的体色会因取食寄主种类的不同而不同(Ｆｒａｎ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头壳呈蜜黄色ꎬ头部单眼区为黑褐色ꎬ口
器两边具有黑色棒状触角ꎬ体被刚毛ꎬ见图 １Ｂꎮ 胸足

３ 对ꎬ腹足 ４ 对ꎬ臀足 １ 对ꎬ胸足末端呈弯钩状ꎬ第 ３
节上着生黑色细毛ꎬ腹足趾钩双序环状ꎬ臀足趾钩双

序中带状ꎮ
１.１.３　 蛹　 长 ７.５~８.０ ｍｍꎬ初期蛹为青褐色ꎬ随着

发育颜色逐渐变深ꎬ羽化前灰褐色( Ｆｒａｎ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ꎬ蛹末端具有 ８ 根臀棘ꎬ见图 １Ｃꎮ
１.１.４　 成虫　 体长 ４.５~５.５ ｍｍꎬ翅展 １１ ｍｍ 左右ꎬ
雌虫体长 ５~９ ｍｍꎬ雄虫体长 ４ ~ ７ ｍｍꎮ 头部为浅

灰色ꎬ复眼ꎬ头顶簇生深灰色和浅灰色细条状毛丛ꎬ
下颚须较长(Ｆｒａｎ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触角呈丝状ꎬ浅褐

色ꎬ背部具有两团明显的褐色鳞毛簇生的角状凸

起ꎻ前翅近直角三角形ꎬ浅褐色ꎬ边缘具有细毛ꎬ全
翅具有 ３ 块明显由黑色和浅褐色组成的斑区ꎬ斑区

边缘白色ꎬ当双翅合并时ꎬ外形如倒钟ꎬ具有 ３ 条明

显的黑褐色条纹ꎬ见图 １Ｄꎻ背部 １ / ３ 处具有黑褐色

的菱形斑纹ꎬ成虫腹面披银白色鳞毛ꎬ前足基部具

三角形白色鳞片ꎮ 雌、雄虫只在腹部末端生殖器具

有差异(牛春敬等ꎬ２０１３):雌虫腹部末端有喇叭形

簇生毛ꎬ而雄虫腹部末端无喇叭形簇生毛ꎮ

Ａ:卵ꎻ Ｂ:幼虫ꎻ Ｃ:蛹ꎻ Ｄ:成虫ꎮ
Ａ: Ｅｇｇꎻ Ｂ: Ｌａｒｖａｅꎻ Ｃ: Ｐｕｐａꎻ Ｄ: Ａｄｕｌｔ.
图 １　 葡萄花翅小卷蛾形态特征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１.２　 生物学特性

葡萄花翅小卷蛾年发生一至多代ꎬ该虫的年发

生代数与当地的气候因素如光照、温度等有关(Ｂｒｉ￣
ｅｒｅ ＆ Ｐｒａｃｒｏｓꎬ１９９８)ꎮ 如北欧部分国家仅发生 ２
代ꎬ但 南 欧 部 分 地 区 则 可 发 生 ３ 代ꎬ 西 班 牙

(Ｒａｍóｎꎬ１９９８)、希腊(Ｍｉｌｏｎａ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约旦、
埃及等温暖地区可发生 ４ 代ꎻ同时ꎬ寄主品种对幼

虫的生长、雌虫的产卵、物候期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Ｍｏｒｅａ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ꎻ Ｍｕ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Ｔｈｉéｒ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葡萄花翅小卷蛾成虫一般在日落黄昏

后开始进行交配、产卵等活动ꎮ 在意大利北部地区

(Ｚａｎｇｈｅｒｉ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２)４ 月底—５ 月初ꎬ葡萄花翅小

卷蛾越冬蛹羽化为成虫ꎬ羽化成虫交配后将卵产于

葡萄花穗上ꎬ卵期 ５~７ ｄꎻ第 １ 代幼虫孵化后在花穗

３５　 第 １ 期 李俊峰等:世界性害虫葡萄花翅小卷蛾入侵我国的风险分析

 
 

 
 

 
 

 
 

 
 



上取食(图 ２Ａ)ꎬ并吐丝结网ꎬ历期约 １５ ｄꎬ第 １ 代

老熟幼虫在花穗上化蛹(图 ２Ｂ)ꎬ羽化后产卵于葡

萄果实上ꎻ第 ２ 代幼虫孵化后ꎬ钻蛀于果实内部取

食果肉ꎬ在虫孔外部吐丝结网(图 ２Ｃ)ꎬ部分幼虫会

蛀食相邻果实ꎬ转果为害ꎬ受害果实最高可达到 ６

枚ꎬ老熟幼虫在干瘪果实内部或葡萄串果柄中心位

置化蛹ꎻ第 ３ 代幼虫主要在葡萄成熟前约 １５ ｄ 为

害ꎬ常常伴有曲霉菌侵染(Ｃｏｚｚ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致使

整串葡萄腐烂ꎬ第 ３ 代老熟幼虫在林下土缝、树干

藤皮(图 ２Ｄ)、枯叶、杂草下化蛹越冬ꎮ

Ａ:危害葡萄花絮ꎻ Ｂ:葡萄花絮上化蛹ꎻ Ｃ:危害葡萄果实ꎻ Ｄ:在藤皮下化蛹越冬ꎮ
Ａ: Ｈａｒｍ ｇｒａｐｅ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Ｂ: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Ｃ: Ｈａｒｍ ｇｒａｐｅ ｆｒｕｉｔꎻ 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ｕｐａ ｉｎ ｒａｔｔａｎ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图 ２　 葡萄花翅小卷蛾取食与化蛹
Ｆｉｇ.２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 ｂｏｔｒａｎａ

２　 葡萄花翅小卷蛾入侵风险定性分析

２.１　 在国内外的发生情况(Ｐ１)
葡萄花翅小卷蛾原产于意大利南部ꎬ在地中海

附近地区广泛分布(Ｔｏｒｒｅｓ￣Ｖｉｌ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５)ꎬ该虫

目前已遍布整个欧洲ꎬ如意大利、西班牙、芬兰

(Ｋｙｒｋｉ ＆ Ｖｉｌｅｎꎬ１９８４)、葡萄牙(Ｏｒｔｅｇａ￣Ｌóｐｅ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英国、法国(Ｔｈｉéｒ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德国(Ｌｏｕ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希腊、匈牙利、格鲁吉亚、乌克兰、俄罗

斯东部等ꎻ非洲北部及西部ꎬ如埃及、利比亚、摩洛

哥、厄立特尼亚、肯尼亚等国ꎬ以及亚洲部分国家ꎬ
如叙利亚、土耳其(Ｆｅｒｈｕｎｄｅꎬ２０１４)、伊朗(Ｒｅｚｗａｎｉꎬ
１９８１)、约旦、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日本等

(陈乃中ꎬ２００９)也有分布ꎻ据报道ꎬ南美洲国家智利

(Ｆｉｄｅｌｉｂｕｓꎬ２０１５)也发现了该虫ꎬ２００９ 年葡萄花翅

小卷蛾在美国加州 Ｎａｐａ 地区成功定殖(Ｆｉｔｃｈｅｔｔｅꎬ
２０１６)ꎮ 目前ꎬ我国尚未见该虫发生的报道ꎮ

２.２　 潜在的经济危害性(Ｐ２)
葡萄花翅小卷蛾为世界性害虫ꎬ被多个国家列

为禁止进境有害生物ꎮ 该虫严重危害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大戟瑞香 Ｄａｐｈｎｅ ｇｎｉｄｉｕｍ Ｌ.、多种醋栗

Ｒｉｂｅｓ ｓｐｐ.、甜樱桃 Ｐｒｕｎｕｓ ａｖｉｕｍ Ｌ.、黑莓 Ｒｕｂｕｓ ｆｒｕｔｉ￣
ｃｏｓｕｓ Ｌ.、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石榴 Ｐｕ￣
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Ｌ.等寄主(Ｆｒａｎ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其中以

葡萄为主ꎮ 据报道ꎬ在法国葡萄花翅小卷蛾可以危

害霞多丽、夏色拉、琼瑶浆和歌海娜以及野生葡萄

等多个品种(Ｍｏｒｅａ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幼虫可以取食

葡萄花蕾致使其脱落ꎬ蛀食果肉致使葡萄干瘪、开
裂、脱落ꎬ完全丧失经济价值ꎬ造成直接危害ꎻ同时

会导致曲霉属真菌、链格孢属真菌或青霉菌侵染诱

发病害ꎬ致使大量葡萄腐烂(Ｃｏｚｚ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损
失达 ３０％以上ꎬ从而造成间接危害ꎻ此外ꎬ受害部位

还会吸引果蝇等次级害虫(Ｆｒａｎ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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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受害作物的经济重要性(Ｐ３)
我国是世界葡萄主产国之一ꎬ栽培面积和产量

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６.２％和 ８.６％ꎬ排在西班牙、法
国、意大利和土耳其之后ꎬ居世界第 ５ 位(田东等ꎬ
２０１０)ꎮ 我国鲜食葡萄产量占世界葡萄总量的

３４.７％ꎮ 葡萄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ꎮ 与此

同时ꎬ中国葡萄产业正在持续发展ꎬ种植产量持续

稳步增长ꎬ形成以环渤海湾、新疆和西北及黄土高原

等传统产区为主导的北方产区ꎬ以江浙为核心的南

方产区以及云桂川为核心的西南产区成为新兴种植

区域(郑小平等ꎬ２０１４)ꎮ 国内达到一定葡萄种植规

模的省区就有 ２０ 多个ꎬ表现为新疆(１４.９１ 万 ｈｍ２)>
河北(８.３８ 万 ｈｍ２)>陕西(４.６６ 万 ｈｍ２)>辽宁(３.７７
万 ｈｍ２)>江苏(３.７６ 万 ｈｍ２) >云南(３.５６ 万 ｈｍ２) >
河南(３.３９ 万 ｈｍ２)>广西(２.９７ 万 ｈｍ２) >四川(２.９
万 ｈｍ２)>湖南(２.３５ 万 ｈｍ２)ꎬ种植范围也逐渐向华

东西南方向扩展(穆维松等ꎬ２０１６)ꎮ 据中国国家统计

局统计ꎬ２０１４ 年中国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７６.７２ 万 ｈｍ２ꎬ
总产量达 １２５４.５８ 万 ｔꎮ

新疆葡萄产量占我国葡萄总产量的 ３８.５％ꎬ以
制干品种为主ꎬ近年来ꎬ酿酒品种和鲜食品种也有

大面积发展ꎮ 近几年ꎬ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深

入ꎬ面对良好的市场前景ꎬ葡萄产业已然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防风固沙、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ꎬ
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ꎮ 以葡萄名城吐鲁番

为例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葡萄种植总面积达 ３.４７ 万 ｈｍ２ꎬ
占新疆种植总面积的 ３４％ꎬ占全国的 ４.４３％ꎻ年产

量达 ９２ 万 ｔꎬ占全国的 ７.３６％ꎻ每年葡萄干实际出

口量超过 ３ 万 ｔꎬ葡萄产业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８６９ 元ꎬ占全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 ３４.９％ꎮ
因此ꎬ做好检疫工作ꎬ将葡萄花翅小卷蛾杜绝

在国门之外ꎬ可为我国林果产业尤其是葡萄种植产

业的安全、健康发展提供保障ꎮ

２.４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Ｐ４)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

进ꎬ葡萄花翅小卷蛾入侵我国的风险急剧增大ꎬ主
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ꎮ (１)寄主植物ꎮ 中国幅员辽

阔ꎬ物产丰富ꎬ葡萄花翅小卷蛾的多种寄主ꎬ如葡

萄、甜樱桃、黑莓、石榴、猕猴桃等均为我国重要的

经济作物ꎻ同时ꎬ葡萄在我国的广泛种植也为葡萄

花翅小卷蛾的传入、定殖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２)传
播途径多ꎮ 由于葡萄花翅小卷蛾成虫飞行能力有

限ꎬ通过自然传播的可能性较小ꎬ其主要以卵、幼虫

和蛹随寄主植物果实(水果运输)和植株(引种和树

木调运)进行远距离传播ꎮ 以新疆为例ꎬ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新疆对外开放一类口岸 １７ 个、二类口岸 １２
个ꎬ是全国拥有开放口岸最多的省份(黄龙ꎬ２０１５)ꎬ
这为该虫传入我国提供了可能ꎮ (３)发生代数多ꎮ
葡萄花翅小卷蛾一年发生多代ꎬ在部分高温地区可

发生 ３ 代以上ꎮ (４)适应能力强ꎮ 葡萄花翅小卷蛾

具有很强的抗逆性ꎬ对不同的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

能力ꎬ已在全球多个国家成功定殖(陈乃中ꎬ２００９)ꎮ
与中国接壤或邻近的多个国家、地区先后发现该虫

的踪迹(Ｍａｚｉｎａ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７ꎻ Ｒｅｚｗａｎｉꎬ１９８１ꎻ Ｓａｅｉｄｉ
＆ Ｋａｖｏｏｓｉꎬ２０１１)ꎮ 除戈壁沙漠、青藏高原等气候恶

劣不适宜种植葡萄的地区外ꎬ全国有广泛的潜在适

生区ꎮ

２.５　 风险管理的难度(Ｐ５)
(１)生活场所隐蔽ꎬ口岸检出难ꎮ 葡萄花翅小

卷蛾个体较小ꎬ危害初期潜藏在果实或花蕊中ꎬ且
主要在干果(葡萄干、黑加仑)、藤皮、土缝、落叶中

化蛹越冬ꎬ同时ꎬ第 ２ 代和第 ３ 代幼虫具有极强的

隐蔽性ꎬ这给该虫的检疫及防控造成极大的难度ꎮ
(２)防控技术储备不足ꎮ 目前ꎬ我国尚未见有关葡

萄花翅小卷蛾的系统研究ꎬ该虫一旦传入并定殖ꎬ
已有的技术手段很难将其根除ꎮ

３　 葡萄花翅小卷蛾入侵风险定量分析
根据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估的最新定量分析方

法(李娟等ꎬ２０１３)ꎬ以及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估指标

和评判标准ꎬ将上述葡萄花翅小卷蛾的定性分析作

为评判指标并赋分(表 １)ꎮ
综合评判指标 Ｐ ｉ 和危险性(Ｒ)值ꎬ并结合当前

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情况ꎬ将林业有害生物风险等级

划分为特别危险、高度危险、中度危险和低度危险ꎮ
Ｒ 取值范围所对应的危险性级别:２.５ ~ ３.０ 为特别

危险ꎬ２.０ ~ ２.４ 为高度危险ꎬ１.５ ~ １.９ 为中度危险ꎬ
１.０~１.４ 为低度危险(贾文明等ꎬ２００５ꎻ 宋红敏等ꎬ
２００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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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有害生物危险性评判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评判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评判标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赋分
Ａｓｓｉｇｎ ｐｏｉｎｔｓ

分布情况(Ｐ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１)

有害生物分布面积占其寄主(包括潜在的寄主)面积的百分率<５％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ｓｔ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ｏｓｔ) ａｒｅａ <５％

３

有害生物被截获可能性(Ｐ２１)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２１)

寄主植物及其产品调运的可能性和携带有害生物的可能性都大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ｓｔｓ

２.４

运输过程中有害生物存活率(Ｐ２２)
Ｐｅ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２２)

１０％≤存活率≤４０％
１０％≤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４０％

２

国外分布情况(Ｐ２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２３)

１０％~３０％的国家有分布
１０％~３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自然扩散能力(Ｐ２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Ｐ２４)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扩散能力一般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ｓｅｌｆ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

自然适生范围(Ｐ２５)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ａｎｇｅ (Ｐ２５)

≥５０％的地区能够适生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５０％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３

潜在经济危害性(Ｐ３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ａｒｍ (Ｐ３１)

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失≥２０％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ｙｉｅｌｄ ｌｏｓ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３

非经济方面的潜在危害性(Ｐ３２)
Ｎ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Ｐ３２)

潜在的环境、生态、社会影响大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ꎬ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３

国外重视程度(Ｐ３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３３)

２０ 个以上国家将其列入禁止进境有害生物名单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ｐｅｓｔ

２

受害寄主的种类(Ｐ４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ｈｏｓｔｓ (Ｐ４１)

５~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５~９

２

受害寄主的分布面积或产量(Ｐ４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ｒ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ｈｏｓｔ (Ｐ４２)

分布面积广或产量大
Ｗｉ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ｙｉｅｌｄ

３

受害寄主特殊经济价值(Ｐ４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ｈｏｓｔ (Ｐ４３)

经济价值高ꎬ社会影响大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ꎬ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３

检疫识别难度(Ｐ５１)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Ｐ５１)

当场识别可靠性一般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才能识别
Ｓｐｏ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ｂ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１.５

除害处理难度(Ｐ５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Ｐ５２)

常规方法的除害效率≤５０％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５０％

２

根除的难度(Ｐ５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５３)

效果差ꎬ成本高ꎬ难度大
Ｐｏ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ꎬ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３

　 　 据公式计算表明:
Ｐ１ ＝ ３

Ｐ２ ＝
５ Ｐ２１×Ｐ２２×Ｐ２３×Ｐ２４×Ｐ２５ ＝ ２.４９

Ｐ３ ＝ ０.４Ｐ３１＋０.４Ｐ３２＋０.２Ｐ３３ ＝ ２.８
Ｐ４ ＝ ｍａｘ(Ｐ４１ꎬＰ４２ꎬＰ４３)＝ ３
Ｐ５ ＝(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３) / ３ ＝ ２.１７

Ｒ＝ ５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 ＝ ２.１４
由此可知ꎬ葡萄花翅小卷蛾属于高度危险性有害生物ꎮ

４　 风险管理
有关部门应严格把控口岸ꎬ加强检疫力度ꎬ防

止外国游客和商业贸易将葡萄鲜果、苗木以及干果

带入我国ꎬ杜绝葡萄花翅小卷蛾的传入ꎻ持续关注

该虫在国外疫区的发生情况ꎬ及时做好监测工作ꎬ
防患于未然ꎻ对葡萄的主产区加强防范ꎬ并对新兴

产区进行全面监测ꎬ做到严防传入以及疫情的早发

现、早控制ꎬ以保障我国日益发展的葡萄种植业的

安全生产ꎮ 一旦发现葡萄花翅小卷蛾ꎬ要定期剪去

受害病果并销毁ꎬ清除园内枯枝、落叶、杂草ꎻ翻耕

树下和周围土壤以消灭土壤中的越冬蛹ꎻ在每代葡

萄花翅小卷蛾卵和幼虫出现时喷施化学药剂苏云

金杆菌、阿维菌素、吡唑类、多杀菌素等杀灭卵和幼

虫ꎬ部分广谱性杀虫剂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效(Ｏｒｔｅ￣
ｇａ￣Ｌóｐｅ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同时ꎬ应用生物性引诱剂进

行成虫疫情的监测和诱杀等(Ｒｄｅｌ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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