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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芒果象属昆虫是我国禁止进境的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ꎬ广泛分布于非洲、北美洲和东南亚ꎬ寄主为芒果ꎮ 其

生活隐蔽ꎬ羽化孔未出现时看不出危害状ꎬ危害率可达 ３０％~８０％ꎬ严重影响芒果的产量和质量ꎮ 近年来ꎬ我国口岸截获的

芒果象甲的数量日益增多ꎬ表明该类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我国的风险越来越大ꎮ 【方法】运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工作表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全国口岸截获芒果象属有害生物的疫情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全国口岸共截获芒果象 ４１５６
批次ꎬ２２ 个直属局有截获记录ꎮ 其中ꎬ截获芒果果核象甲 ３０２８ 批次ꎬ数量最多ꎬ占截获芒果象总批次的 ７２.８６％ꎻ芒果果实

象甲和芒果果肉象甲相对较少ꎬ分别为 ８３７ 和 ２９１ 批次ꎮ 截获芒果象的来源国主要为非洲和东南亚芒果象疫情分布国家

和地区ꎬ且主要自进境旅客随身携带物中检出ꎮ 【结论】我国口岸应加大对芒果象的检疫力度ꎬ保护我国农林业生产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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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检验检疫部门截获的有害生物日益增多ꎮ 有

些检疫性有害生物被带在旅客携带物中ꎬ使得外来

有害生物经旅客携带物传入我国境内的风险不断

加大(许萍萍等ꎬ２０１５)ꎮ 芒果是一种携带检疫性有

害生物风险极高的载体(顾渝娟等ꎬ２０１３)ꎬ可携带

象甲、介壳虫、实蝇等多种有害生物ꎮ 近几年ꎬ进境

芒果中检出的芒果象数量不断上升ꎬ其传入我国的

风险越来越大ꎮ 芒果象在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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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广大的适生区(黄小玲等ꎬ２００９)ꎬ一旦传入将对

我国芒果主产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目前ꎬ我国尚未见有关芒果象截获疫情分析的

报道ꎮ 因此ꎬ本文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我国口岸截

获芒果象的疫情信息ꎬ并对截获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ꎬ以期为提高口岸芒果象检出率ꎬ降低外来有害

生物传入风险和制定检验检疫决策提供参考ꎮ

１　 芒果象属基本情况
芒果象属 Ｓｔｅｒｎｏｃｈｅｔｕｓ 隶属于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象虫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隐喙象亚科 Ｃｒｙｐｔｏｒｈｙｎｃｈｉｎａｅꎬ
广泛分布于热带地区的非洲、北美洲和东南亚ꎬ寄
主为芒果ꎮ 芒果象属全世界共有 ５ 种(曹逸霞和施

宗伟ꎬ２００９ꎻ 李伟丰等ꎬ２０１１)ꎬ常见的种类有 ３ 种ꎬ
分别为芒果果核象甲 Ｓ.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芒
果果肉象甲 Ｓ. ｆｒｉｇｉｄ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芒果果实象甲

Ｓ. ｏｌｉｖｉｅｒｉ (Ｆａｕｓｔ)ꎮ 我国只有 ２ 种ꎬ即芒果果肉象甲

和芒果果实象甲ꎬ它们仅分布在云南的局部地区ꎻ而
分布最广、危害最严重的芒果果核象甲在我国尚未

被发现(曹逸霞和施宗伟ꎬ２００９ꎻ 张润志等ꎬ２００１)ꎮ
芒果象取食果实影响产量ꎬ取食果肉影响果

品ꎬ蛀食果核影响种子发育ꎬ取食、繁殖隐蔽性很

强ꎬ羽化孔未出现时看不出危害状ꎬ危害率可达

３０％~８０％ꎬ严重影响芒果的产量和质量ꎬ对芒果产

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黄可辉和郭琼霞ꎬ２００２)ꎮ
其主要以卵、幼虫和成虫随寄主芒果进行传播ꎮ 我

国已把芒果象属昆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

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之中ꎻ芒果象也是欧盟、北
美等国家或地区禁止进境的有害生物ꎮ

１.１　 芒果果核象甲

别名:印度果核芒果象ꎮ
异名: Ｃｒｙｐｔ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ｕｓ Ｗａｌｋｅｒꎬ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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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亚洲有印度、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

宾、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

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曼、不丹、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ꎻ非洲有埃塞俄比亚、阿布扎比、埃及、乍得、安
哥拉、中非共和国、加蓬、加纳、几内亚、利比亚、马
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利亚、

留尼汪、黎巴嫩、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
肯尼亚、赞比亚ꎻ北美洲为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

里达、夏威夷群岛)ꎻ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巴巴

多斯、多米尼加、瓜德罗普、维尔京群岛、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马提尼克岛、蒙特塞拉特岛、圣卢

西亚、特立尼大和多巴哥ꎻ南美洲有法属圭亚那、巴
西(Ｓｉｌｖａ ＆ Ｒｉｃａｌｄｅꎬ２０１７)ꎻ澳洲为澳大利亚ꎻ大洋

洲有新喀里多尼亚、马里亚纳群岛、斐济、马尔加

什、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社会群

岛)、关岛、新喀里多尼亚、北马里安纳群岛、汤加ꎻ
欧洲有芬兰、葡萄牙、西班牙(李伟丰等ꎬ２０１１)ꎮ

１.２　 芒果果肉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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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ｆｒｉｇｉｄ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ꎬＡｃｒｙ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ｆｒｉｇｉ￣
ｄ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ꎮ

分布:亚洲有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新加坡、文莱、
中国(云南)ꎻ大洋洲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李伟丰等ꎬ
２０１１)ꎮ

１.３　 芒果果实象甲

别名:果核芒果象ꎮ
异名:Ａｃｒｙｐｔ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ｏｌｉｖｉｅｒｉ (Ｆａｕｓｔ)ꎮ
分布:亚洲有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越
南、斯里兰卡、中国(云南、广西)ꎻ非洲有安哥拉、加
蓬、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ꎻ大洋洲为巴

布亚新几内亚ꎻ澳洲(李伟丰等ꎬ２０１１)ꎮ

２　 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方法

２.１　 芒果象截获数据来源

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动植物检疫信息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ꎬ２０１６)
查询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全国口岸芒果象截获数据ꎮ

２.２　 统计分析方法

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统计分析芒果象截获总批次ꎬ
截获芒果果核象甲、芒果果实象甲、芒果果肉象甲

各自批次ꎬ不同年份芒果象截获批次ꎬ不同来源国

(地区)芒果象截获批次ꎬ不同检疫类别芒果象截获

批次ꎬ不同直属局截获芒果象批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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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芒果象截获总批次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全国口岸共截获芒果象 ４１５６ 批

次ꎮ 这表明进境芒果携带芒果象的频次极高ꎬ一旦

放松警惕ꎬ芒果象随时有可能入侵我国ꎮ

３.２　 ３ 种芒果象截获批次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全国口岸截获的芒果象属昆虫

中ꎬ芒果果核象甲为 ３０２８ 批次ꎬ位于首位ꎬ占芒果

象总截获批次的 ７２.８６％ꎻ芒果果实象甲为 ８３７ 批

次ꎬ位于第 ２ 位ꎬ占芒果象总截获批次的 ２０.１４％ꎻ
芒果果肉象甲为 ２９１ 批次ꎬ位于第 ３ 位ꎬ占芒果象

总截获批次的 ７.００％ꎮ

３.３　 不同年份芒果象截获批次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芒果象截获批

次呈上升趋势ꎬ近几年增长尤为迅速ꎬ２０１５ 年达到

了顶峰ꎬ为 ９８３ 批次ꎮ 其中ꎬ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截获批

次相对减少ꎬ可能与我国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ꎬ各
口岸加强检疫有关ꎮ

图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芒果象截获批次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ｒｎｏｃｈｅｔｕｓ ｓｐｐ.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５

３.４　 不同来源国(地区)芒果象截获批次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图 ２)可知ꎬ３ 种芒果象均

比较多的来源国(地区)是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新
加坡、越南、中国香港ꎮ 中国香港虽然不是芒果象

疫区ꎬ但截获芒果象的批次较高ꎬ其原因是很多来

自疫区如非洲的航班需经香港中转ꎻ新加坡不是芒

果产区ꎬ但其国内芒果均来自周边疫区国家ꎬ因此

其截获芒果象批次也较高ꎮ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 ３ 种芒果象截获批次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ｒｎｏｃｈｅｔｕ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芒果果核象甲较多的来源国(地区)为埃塞俄

比亚、安哥拉、中国香港、泰国、越南、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ꎮ 其中ꎬ埃塞俄比亚最多ꎬ达 ４３１ 批次ꎮ 芒果

果实象甲较多的来源国为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

西亚ꎬ分别为 ２６８、２２６、９６、５５ 批次ꎮ 芒果果肉象甲

较多的来源国为缅甸、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ꎬ分
别为 ７８、４２、２９、２４ 批次(图 ２)ꎮ

３.５　 不同检疫类别截获芒果象批次

按照货检、旅检、木质包装检疫、运输工具检疫

和其他检疫类别ꎬ对我国口岸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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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的芒果象批次进行统计可得ꎬ货检截获 １６０ 批

次ꎬ旅检截获 ３９８９ 批次ꎬ木质包装检疫截获 １ 批

次ꎬ运输工具检疫截获 ３ 批次ꎬ其他检疫截获 ３ 批

次ꎮ 可见ꎬ旅检截获批次最多ꎬ占总截获批次的

９５.９８％ꎮ 货检截获批次远远小于旅检ꎬ这是由于进

口货物经过产地检验、除害处理、抽样检查等程序ꎬ
极大地降低了携带芒果象等有害生物的风险ꎻ对于

旅检而言ꎬ出游旅客和进境旅客众多ꎬ携带物品琐

碎ꎬ增大了芒果象随旅客携带物进入我国境内的

风险ꎮ

３.６　 全国不同直属局芒果象截获批次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图 ３)可知ꎬ有芒果象截获

记录的 ２２ 个直属局中ꎬ截获批次最高的是北京局

和广东局ꎬ分别达 １４１６ 和 ８７２ 批次ꎬ二者之和占全

国芒果象截获总批次的 ５５.０５％(图 ３)ꎮ 北京和广

东口岸客流量大ꎬ旅客经常会携带水果等禁止进境

物ꎬ且通行的非洲航班较多ꎬ导致这 ２ 个直属局截

获的芒果象数量最多ꎮ
选取截获芒果象批次前 ６ 名的直属局ꎬ统计其

旅检、货检、运输工具检疫和其他检疫类别截获芒

果象情况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北京局截获的芒果象全

部通过旅检ꎬ共 １４１６ 批次ꎻ广东局旅检为 ８５９ 批

次ꎬ货检 １２ 批次ꎬ其他检疫 １ 批次ꎻ上海局旅检 ４０２
批次ꎬ货检 １ 批次ꎬ运输工具检疫 ２ 批次ꎻ深圳局

３６４ 批次ꎬ货检和其他检疫均为 １ 批次ꎻ浙江局旅检

３７０ 批次ꎬ货检 １ 批次ꎻ广西局旅检 ２５４ 批次ꎬ货检

７７ 批次ꎮ 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ꎬ旅检为芒果象的

主要截获方式ꎮ

图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不同直属局截获芒果象批次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ｔｅｒｎｏｃｈｅｔｕ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ｏｆｆｉｃｅｓꎬ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４　 防控建议
以上疫情统计结果表明ꎬ芒果象传入我国的风

险极高ꎬ相关部门应做好防范措施ꎮ

４.１　 加强口岸疫情分析

加强对截获数据的整理分析ꎬ确保检验检疫工

作的稳定性ꎬ根据分析结果加大对疫情国家、地区、
口岸、航班的查验力度ꎬ对芒果象可能发生或已经

发生的地区进行监测ꎬ以便有效、及时地掌握该虫

的发生动态ꎬ一旦发现应立即铲除和毁灭(钟宝珠ꎬ
２０１６)ꎬ并做好风险分析工作ꎻ采取多种手段加强口

岸监管力度ꎬ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传入我国境内ꎮ

４.２　 加强检疫力度

芒果象截获方式主要为旅检ꎬ因此ꎬ口岸工作

人员应加强旅客携带物的查验ꎬ对禁止进境物实行

扣留ꎮ 利用人、机、检疫犬等综合查验模式ꎬ能有效

地减少逃、漏检现象的发生(吴佳霖ꎬ２０１４)ꎻ针对来

自疫区的贸易水果ꎬ应加大抽样力度ꎮ 此外ꎬ芒果

象属昆虫主要生活在芒果果实中ꎬ受害果实的外皮

一般不显现被害状ꎬ不进行解剖很容易被漏检(刘
刚ꎬ２００７)ꎬ因此ꎬ要做好现场剖果检验工作ꎮ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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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区进口芒果果实以及芒果种子ꎬ不引进带土的

种苗ꎻ同时ꎬ应增强鉴定人员的技术能力和责任心ꎬ
加强部门合作ꎬ多方面提高检疫力度ꎮ

４.３　 加强政策宣传

旅客们通常对«出入境旅客检验检疫须知»了
解甚少ꎬ有时会携带禁止进境物品ꎬ对其物品进行

查验、扣留时有不主动配合情况ꎬ这给检疫工作带

来了不便ꎮ 因此ꎬ口岸工作人员要大力宣传、宣讲

«出入境旅客检验检疫须知»ꎬ可以通过制定小册

子、粘贴海报等方式宣传ꎬ以便让旅客充分意识到

携带禁止进境物的危害ꎬ并充分了解国家禁止进境

携带物的相关内容、动植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等ꎮ
严防有害生物传入我国ꎬ对保护我国生态环境

安全、农林业生产安全ꎬ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国际贸

易往来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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