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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口岸全国首次截获危险性蚧虫并蛎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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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并蛎蚧属盾蚧科并蛎蚧属ꎬ该虫食性杂ꎬ危害植物种类多ꎬ极易随水果、苗木、景观花卉植物等寄主传播入境ꎮ
并蛎蚧分布于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省ꎬ在我国大陆地区尚未见该虫的发生报道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山西口岸从来自台北的水果

释迦上截获了并蛎蚧ꎬ为我国大陆首次截获ꎮ 【方法】通过显微形态特征的观察和测量进行种类鉴定ꎬ并研究并蛎蚧的生物

学、生态学相关资料ꎬ对其进行风险评估ꎮ 【结果】并蛎蚧与近似种的主要区别:中臀叶与第二臀叶愈合中间有腺刺ꎬ有第三

对臀叶ꎬ中臀叶有向内延伸的硬化区ꎮ 通过风险评估认为ꎬ来自我国台湾、日本的并蛎蚧入侵我国大陆的风险较大ꎮ 并蛎

蚧在大陆亚热带地区的定殖和扩散风险很大ꎮ 【结论】我国大陆地区的气候条件、植物种类可为并蛎蚧的定殖提供可能的

适生条件ꎬ各口岸应对进境的并蛎蚧寄主植物加强检验检疫ꎮ
关键词: 山西口岸ꎻ 截获ꎻ 并蛎蚧ꎻ 台北ꎻ 释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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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介壳虫具有食性杂、分布广和繁殖力强

等特性ꎬ是水果、林木等作物的重要害虫(汤枋德ꎬ
１９７７)ꎮ 介壳虫固着在寄主植物上吸食汁液危害ꎬ
体型小ꎬ隐蔽性强ꎬ极易躲避检查而随寄主植物的

调运传播扩散到新的生态区ꎬ一旦入侵成功ꎬ将会

给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破坏ꎬ从而造成农林产

业经济的严重损失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山西口岸从台北入境旅客携带的

违禁物水果释迦 Ａｎｎｏｎａ ｓｑｕａｍｏｓａ Ｌ.上截获介壳

虫ꎬ经山西检疫局技术中心专家鉴定为并蛎蚧

Ｎｅｏｐｉｎｎａｓｐｉｓ ｈａｒｐｅｒｉ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ꎬ为我国大陆地区首次

截获ꎮ 该虫分布于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省ꎬ寄主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２): １３４－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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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广泛ꎮ 为增强我国口岸对该虫的检疫防控能

力ꎬ让更多的植物检疫工作者及科研人员识别该有

害生物ꎬ防止该虫在我国大陆地区的入侵、定殖和

扩散ꎬ本文提出并蛎蚧属与近似属的区分ꎬ并对截

获的并蛎蚧进行了详细的形态描述ꎬ以及与近似种

的区别ꎬ采集了生态图和显微特征图ꎬ分析了分布

情况、寄主植物和经济重要性ꎬ并对其入侵、定殖和

扩散进行了风险评估ꎬ并提出了防控措施ꎮ

１　 并蛎蚧属

１.１　 并蛎蚧属特征

雌介壳:狭长型ꎬ雌成虫体长型ꎬ后半部分扩

大ꎮ 腹端侧缘呈瓣状突出ꎬ前气门有少数圆盘孔ꎬ
后气门无ꎬ触角瘤具 ２ 根毛ꎮ 臀板尖ꎬ有 ２ 对臀叶

发达ꎬ每对臀叶都紧密接近或愈合ꎬ第三臀叶退化ꎮ
臀板侧缘有长腺刺ꎮ 臀板边缘有斜口管腺ꎬ背管腺

较小ꎮ 围阴腺 ５ 组ꎮ

１.２　 并蛎蚧属及近似属区分

并蛎蚧属 Ｎｅｏｐｉｎｎａｓｐｉｓ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与牡蛎蚧属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Ｓｈｉｍｅｒ 和安蛎蚧属 Ａｎｄａｓｐｉｓ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
ｖｒａｙ 的主要区别:牡蛎蚧属中臀叶分开ꎬ而并蛎蚧

属和安蛎蚧属中臀叶并合ꎻ安蛎蚧属第二对臀叶退

化或消失ꎬ并蛎蚧属第二臀叶发达ꎮ

２　 并蛎蚧
２.１　 分类地位

学名:Ｎｅｏｐｉｎｎａｓｐｉｓ ｈａｒｐｅｒｉ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ꎬ１９４９ꎬＢｕｌｌ.
Ｄｅｐ. Ａｇｒ. Ｃａｌｉｆꎮ

异名:Ａｆｒｉｃａｓｐｉｓ ｈａｒｐｅｒｉ Ｆｅｒｒｉｓꎬ１９５５ꎬＭｉｃｒｏｅｎｔ.ＸＸꎮ
英文俗名:Ｈａｒｐｅｒ ｓｃａｌｅꎮ
中文名:并蛎蚧ꎬ分类上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盾

蚧科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ｄａｅ 蚧总科 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 牡蛎蚧亚科 Ｌｅｐ￣
ｉｄｏｓａｐｈｉｎａｅ 并蛎蚧属 Ｎｅｏｐｉｎｎａｓｐｉｓꎮ
２.２　 田间特征

雌介壳狭长ꎬ长 ２.１ ｍｍ 左右ꎬ宽 ０.４ ｍｍ 左右ꎬ
具不规则边缘ꎬ棕色ꎮ 蜕皮在于介壳顶端ꎬ呈亮棕

色(图 １Ａ)ꎮ 雌虫虫体长 １.８ ｍｍ 左右ꎬ白色略显浅

紫ꎬ口器与臀板区呈黄色(图 １Ｂ)ꎮ

Ａ:雌介壳ꎻＢ:雌虫体ꎮ
Ａ: Ｓｈｅｌｌｓꎻ Ｂ: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图 １　 并蛎蚧的雌介壳和雌虫体
Ｆｉｇ.１　 Ｓｈ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ｏｆ Ｎ. ｈａｒｐｅｒｉ

２.３　 雌虫体显微形态特征

雌虫虫体纺锤形ꎬ向后逐渐变阔ꎬ眼位于触角

两侧边缘ꎬ呈轻微硬化点ꎬ触角退化成一不分节的

瘤状物ꎬ其上有 ２ 根明显的刚毛ꎬ其中 １ 根较长且

粗ꎮ 气门 ２ 对ꎬ前气门有 ３ 个圆盘孔ꎬ孔内分成 ３
瓣ꎬ后气门无圆盘孔ꎮ 臀板三角形ꎬ末端尖ꎬ中臀叶

短阔ꎬ两臀叶几乎接触ꎬ裂缝仅 １ μｍ 左右ꎬ基部既

不硬化也不共轭ꎬ内侧缘平行ꎬ外侧缘有 ２ 个缺刻ꎮ
中臀叶背部侧刚毛是臀叶长度 １.１ ~ １.７(１.１２)倍ꎮ
第二臀叶小于中臀叶ꎬ分成 ２ 瓣ꎬ内瓣形似中臀叶

而较小ꎬ端部有一深缺刻ꎬ呈二尖齿状ꎻ外瓣很小ꎬ
呈一尖齿状ꎮ 第三臀叶简单且与第二臀叶距离远

于中臀叶与第二臀叶的距离ꎬ端部有 ４ 个缺刻ꎮ 第

一、二、三臀叶基部向内延伸呈明显的硬化区ꎮ 中

臀叶间有 ２ 个不明显的腺刺ꎬ中臀叶与第二对臀叶

间、第二臀叶与第三对臀叶间、第三臀叶外侧ꎬ腺刺

分布为 １￣２￣３ 式ꎻ中臀叶与第二臀叶间腺刺 ２ 个ꎬ较
小ꎻ第二臀叶到第三臀叶间腺刺 ２ 个ꎬ较大ꎻ第三臀

叶外侧腺刺 ３ 个ꎬ大小同前ꎮ 此外ꎬ虫体每侧缘从

后胸到相当于第四臀叶的位置之前ꎬ有 １６~２６(１７)
根腺刺ꎮ 管腺有 ３ 种ꎬ最大的管腺为边缘大管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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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背面第四腹节到第七腹节边缘呈 １￣２￣２￣１ 式

排列ꎬ中臀叶基部边缘大管腺 １７.０~３０.０(２０.１) μｍ
长ꎮ 中等管腺分布在背面第六腹节到第八腹节亚

缘区、第六腹节亚中区、第三腹节到第五腹节成横

带和第二腹节到后胸边缘区ꎻ在腹面后胸成横带、
第一腹节到第二腹节的边缘区ꎮ 微管腺仅分布在

腹面ꎬ第五腹节到第腹七节中区ꎬ共 ７ ~ ９(７)个ꎬ第
一腹节到第四腹节亚缘区以及口器附近有少量分

布ꎮ 围阴腺有 ５ 组ꎬ孔内分成 ５ 瓣ꎬ单侧 １４ 孔ꎮ 肛

孔圆形ꎬ直径 １０.０~１２.０(１１.４) μｍꎬ远离臀板末端ꎬ
肛孔到中臀叶基部距离为肛孔直径的 １０ ~ １２
(１０.４)倍(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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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并蛎蚧雌成虫形态特征图

(仿 Ｍｉｌｌｅｒ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ꎬ１９９０)
Ｆｉｇ.２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ｏｆ Ｎ. ｈａｒｐｅｒｉ (Ｍｉｌｌｅｒ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ꎬ１９９０)

２.４　 与近似种的区别

并蛎蚧属包括并蛎蚧和其近似种弥渡并蛎蚧

Ｎ. ｍｅｄｕｅｎｓｉｓꎬ两者的区别在于弥渡并蛎蚧中臀叶与

第二臀叶愈合中间无腺刺ꎬ且无第三对臀叶ꎮ
Ｇｉｌｌ(１９９７)认为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并蛎蚧与

梨牡蛎蚧 Ｌｅｐｉｄｏｓａｐｈｅｓ ｃｏ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形态比较接近ꎬ
它们的主要区分点为并蛎蚧中臀叶有向内延伸的

硬化区ꎮ

２.５　 地理分布

并蛎蚧分布于美国的夏威夷群岛的主岛欧胡

岛(Ｎｉｓｈｉｄꎬ２００２)、加利福尼亚(ＭｃＫｅｎｚꎬ１９４９ꎻ Ｍｉｌｌ￣
ｅｒꎬ２００５)、佛罗里达(Ｍｅｒｒｉｌꎬ１９５３ꎻ Ｍｉ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５)和

乔治亚洲(前苏联东部地区) (Ｍｉ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５ꎻ Ｔｉｐｐｉｎｓ
＆ Ｂｅｓｈｅａｒꎬ １９７０)ꎬ日本中部最大的岛屿本州岛

(Ｔａｋａｇｉꎬ１９６９)以及中国台湾省(Ｍｉ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５ꎻ Ｔａｋａ￣
ｇｉꎬ１９７０)ꎮ

２.６　 寄主植物

并蛎蚧属多食性害虫ꎬ寄主范围广泛ꎬ共寄生

３５ 科 ５８ 属植物(周尧ꎬ１９８２)ꎬ其主要寄主见表 １ꎮ

２.７　 经济重要性

１９７６ 年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ａ 报道并蛎蚧危害前苏联

东部地区的苹果树ꎻ１９８６ 年 ＭｃＣｏｍｂ 把该虫列为危

害冬青树的害虫(ＭｃＣｏｍｂꎬ１９８６)ꎻＭｉｌｌｅｒ ＆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ｎ (１９９０)把该虫列为一种重要害虫ꎬ该虫在美国

的寄主植物种类广泛ꎬ对当地的农林经济具有潜在

的经济威胁ꎮ

３　 并蛎蚧入侵、定殖风险分析

３.１　 并蛎蚧入侵的可能性分析

我国大陆目前尚未见并蛎蚧的发生报道ꎬ潜在

的入侵途径有以下 ２ 种ꎮ
(１)随国际贸易产品入侵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大陆

宣布将对台湾某些水果给予零关税ꎬ台湾外销中国

大陆的水果总数量逐年增加(李皇照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５
年已增至 ２４ 种ꎮ ２００６ 年我国大陆进口台湾水果达

１０５６ ｔꎬ价值 １３３ 万美金ꎬ２００８ 年前 １０ 个月从台湾

进口水果量已过千吨大关ꎮ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了

ＷＴＯ 后ꎬ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ꎬ２０１３ 年我国对外贸

易量已居世界首位ꎮ 我国与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

地区的农产品贸易量和种类逐年增加ꎬ并蛎蚧入侵

的可能性也随之上涨ꎮ
(２)随旅客携带物入侵ꎮ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

进一步扩大ꎬ与世界各国的航线开通也越来越多ꎬ
进出境旅客吞吐量迅猛增加ꎬ２０１５ 年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人数已达 １.２ 亿人次ꎬ同比增长 １２％ꎮ 因此ꎬ
该虫随旅客携带物入境的风险可能性较大ꎮ

３.２　 并蛎蚧定殖的可能性分析

我国的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区与台湾北部和

日本南部同属亚热带气候类型ꎬ植物种类极为相

似ꎬ较易给并蛎蚧提供丰富食物ꎮ 因此ꎬ上述地区

可为并蛎蚧的定殖和扩散提供有利的自然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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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并蛎蚧主要寄主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ｋｎｏｗｎ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Ｎ. ｈａｒｐｅｒ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或种 Ｇｅｎｕｓ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枫香科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ｃｅａｅ 北美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ｌｕａ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柔毛肖乳香 Ｓｃｈｉｎｕｓ ｍｏｌｌｅ

巴西胡椒木 Ｓｃｈｉｎｕｓ ｔｅｒｅｂｉｎ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ｓ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夹竹桃 Ｎｅｒｉｕｍ ｏｌｅａｎｄｅｒ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冬青树 Ｉｌｅｘ ｏｐａｃａ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大叶黄杨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山茱萸 Ｃｏｒｎｕｓ
柿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柿树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杜鹃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草莓树 Ａｒｂｕｔｕｓ ｕｎｅｄｏ
鼠刺科 Ｅｓｃａｌｌ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南美鼠刺 Ｅｓｃａｌｌｏｎｉａ ｒｕｂｒａ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金合欢 Ａｃａｃｉａ

黑木金合欢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ｅｌａｎｏｘｙｌｏｎ
金雀花 Ｃｙｔｉｓｕｓ 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ｓ

山毛榉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尖叶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ｅｄｕｌｉｓ
桂叶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ｌａｕｒｉｆｏｌｉａ
猩红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ｎｉｇｒａ
弗吉尼亚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ａ

金镂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北美金缕梅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ａ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山核桃 Ｃａｒｙａ

黑核桃木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ｎｉｇｒａ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鳄梨 Ｐｅｒｓｅ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加州月桂 Ｕｍｂ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二乔木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ｓｏｕｌａｎｇｅａｎａ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扶桑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ｒｏｓ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白橡木树花 Ｌａｇｕｎａｒｉａ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ｉｉ
垂蕾树 Ｓｐａｒｒｍａｎｎｉ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无花果 Ｆｉｃｕｓ ｃａｒｉｃａ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水蜡树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卵叶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油橄榄 Ｏｌｅａ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

海桐科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ａｃｅａｅ 维多利亚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ｍ
悬铃木科 Ｐｌａｔａｎａｃｅａｅ 美桐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山龙眼科 Ｐｒｏｔｅａｃｅａｅ 哈克木柳叶绣线菊 Ｈａｋｅａ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澳大利亚坚果 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具刺鼠李 Ｃｅａｎｏ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ｕｓ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四季丁香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暗淡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ｏｐａｃａ
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加罗林桂樱 Ｐｒｕｎｕｓ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ａ
罗莎 Ｒｏｓａ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风箱树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ｕ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醋栗 Ｄｏｖｙａｌｉｓ ｃａｆｆｒａ

褪色柳 Ｓａｌｉｘ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檀香科 Ｓａｎ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槲寄生 Ｖｉｓｃｕｍ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鸡爪枫 Ａｃｅｒ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五味子科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 佛罗里达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ｆｌｏｒｉｄａｎｕｍ
安息香科 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 苏合香 Ｓｔｙｒａｘ
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茶花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我国大部分地区地处纬度 ３°Ｎ－５３°Ｎ 的区域

内ꎬ为温带季风性气候ꎬ与并蛎蚧发生较为严重的

美国本土纬度(１１°Ｎ－４９°Ｎ)大陆性温带气候接近ꎬ
可推测为并蛎蚧适生环境ꎮ 但是动物区系相对隔

离ꎬ经纬度、湿度、温度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生物气

候带ꎬ即地理种群的差异(高宝嘉等ꎬ２０１０ꎻ 李红岩

等ꎬ２００９)ꎮ 与在同一动物区系的我国台湾省和日

本相比ꎬ我国大陆地区与美国的生物区系差异性较

大ꎬ显然会给由美国可能传入的并蛎蚧带来较大的

适应难度ꎮ 所以ꎬ由台湾省、日本入侵的并蛎蚧在

我国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区定殖可能性更大ꎮ 但

我国从南到北 ５５００ ｋｍꎬ从东到西 ５２００ ｋｍꎬ跨越纬

度 ５０°ꎬ５ 个气候带ꎬ即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

带和热带ꎮ 并蛎蚧在美国的原产暴发区加利福尼

亚州地处 ３２°３０′Ｎ－４２°Ｎꎬ该州北部属于温带海洋

性气候ꎬ降水较多ꎬ与我国同纬度东部沿海地区气

候相类似ꎬ因此从美国地区入侵的并蛎蚧也有可能

在我国相适应的气候地区定殖ꎮ

４　 并蛎蚧的防控措施

４.１　 口岸检疫防控

对一线检疫人员开展专业化培训ꎬ提升一线检

疫人员对疫情疫病的查验能力ꎬ优化各口岸一线工

作人员的人员配置结构ꎬ完善查验货物的制度、条
例和程序ꎬ改进和提高各口岸工作人员对水果、景
观植物和进境苗木等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查验方式ꎬ
尤其要加强来自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植物

及植物产品的查验力度ꎮ
利用电子屏、触摸屏、广播音箱等设备和通过

张贴海报、向旅客发放宣传手册ꎬ提升旅客及广大

公民遵守检验检疫法的意识ꎮ 加强对出入境旅客

携带物和邮寄物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ꎮ
充分利用“人—机—犬”查验模式ꎬ全方位立体

化防止对旅客携带物、邮寄物漏检漏查现象ꎬ同时

定期开展对口岸入境植物产品的专项查验活动ꎮ

４.２　 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检疫处理防控

目前ꎬ进出境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检疫处理方式

主要有熏蒸、辐照和低温处理ꎮ 由于蚧虫的寄主多

为新鲜水果、种苗和景观花卉植物ꎬ针对以上植物

及植物产品已开展了检疫处理方式的适用性研究ꎮ
经过测试发现ꎬ利用溴甲烷药剂在 ２５ ℃下熏蒸剂

量 ２５ ｇｍ－３ꎬ或在 １９ ℃下熏蒸剂量 ４０ ｇｍ－３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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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ｈꎬ可以使菠萝灰粉蚧和新菠萝灰粉蚧达到安全

检疫处理要求(马骏等ꎬ２０１３)ꎻ利用 Ｃｏ６０￣γ 射线对

新菠萝灰粉蚧各虫态进行了不同剂量的辐照处理ꎬ
随着剂量的增加ꎬ各虫态继续发育的比例明显下

降ꎬ当剂量达到 １５０ Ｇｙ 及以上可阻止新菠萝灰粉

蚧 Ｆ１ 代繁殖(康芬芬ꎬ２０１１)ꎻ冰温[(０±１) ℃]对

康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ｍｓｔｏｃｋｉ Ｋｕｗａｎａ 的卵有一

定的致死作用ꎬ同时可延迟其发育ꎬ特别在卵发育

初期效果显著ꎬ且冰温处理时间越长ꎬ卵的死亡率

越高(李惠萍等ꎬ２０１１)ꎮ
随着消费者安全意识的增强ꎬ熏蒸方式可能带

来的化学污染越来越受到关注ꎬ而辐照处理对货物

特别是水果、蔬菜等鲜活产品的品质影响较小ꎬ且
具有储藏保鲜和延长货架期的作用 (高美须等ꎬ
２００７)ꎮ 低温处理具有成本低ꎬ不受固定产地、时间

的限制等特点(吴福中ꎬ２０１４)ꎮ 这 ２ 种方式日益趋

向于替代传统的熏蒸处理技术ꎮ 然而ꎬ辐照处理技

术有危险、成本高ꎬ低温处理的研究数据少ꎬ应用受

到局限ꎮ 因此ꎬ针对辐照处理和低温处理有待进一

步加强研究ꎬ以提供更科学的数据ꎬ推进其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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