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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葡萄穴粉虱的形态学及生物学特性
罗闻芙１ꎬ２ꎬ 张　 伟３ꎬ 王文卿１ꎬ 吴玉华２ꎬ 吾尔尼沙卡得尔２ꎬ 马德英１∗

１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ꎬ农林有害生物监测与安全防控重点实验室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ꎻ ２新疆吐鲁番市

林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ꎬ新疆 吐鲁番 ８３８０００ꎻ ３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林业局ꎬ新疆 鄯善 ８３８２００

摘要: 【目的】葡萄穴粉虱是近年来入侵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种新害虫ꎬ明确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生物学特性及发生危

害情况ꎬ可为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通过室内观察和田间调查ꎬ了解葡萄穴粉虱的形态学特征及生物学特

性ꎮ 【结果】葡萄穴粉虱属过渐变态ꎮ 成虫复眼红棕色ꎬ翅膀表面覆盖白色蜡粉ꎮ 卵倒锥形ꎮ 若虫共 ４ 龄ꎬ扁椭圆形ꎬ体缘

有蜡丝ꎬ末龄若虫在体壳内化蛹ꎮ ４ 龄若虫(拟蛹)有半透明和黑色 ２ 型ꎬ越冬型 ４ 龄若虫(拟蛹)为黑色且有金属光泽ꎮ 该

虫在吐鲁番 １ 年发生 ３~４ 代ꎮ 越冬代成虫于 ４ 月上中旬破蛹羽化ꎬ开始在葡萄园危害ꎬ５ 月中旬第 １ 代若虫孵化ꎬ５ 月下旬

为孵化高峰ꎻ６ 月中旬 ２ 代若虫开始孵化ꎬ６ 月下旬—７ 月初为孵化高峰ꎬ世代重叠严重ꎬ１０ 月中下旬之后以越冬代蛹在枯

叶和枯枝上越冬ꎮ 除为害葡萄外ꎬ葡萄穴粉虱还危害五叶地锦等葡萄科植物ꎮ 【结论】在葡萄冬季埋土前或春季上架时ꎬ清
除枯枝落叶可以大量减少越冬虫源ꎬ减轻防治压力ꎮ ５ 月中旬第一代若虫孵化高峰期是化学防治的关键时期ꎮ 在重点开展

葡萄园防治的同时ꎬ应加强对五叶地锦等园林植物的防治ꎮ
关键词: 葡萄穴粉虱ꎻ 形态学ꎻ 生物学ꎻ 特性ꎻ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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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是新疆吐鲁番市农业经济主导产业ꎬ在增

加农民收入、吸纳农村就业和维护生态安全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ꎮ 然而ꎬ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害虫———
葡萄穴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ｌｏｂｕｓ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ｉ Ｔａｎｇꎮ 葡萄穴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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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隶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粉虱科 Ａｌｅｕｒｏｄｉｄａｅ 复孔粉

虱亚科 Ａｌｅｕｒｏｄｉｃｉｎａｅ 穴粉虱属 Ａｌｅｕｒｏｌｏｂｕｓ(王吉锐ꎬ
２０１５)ꎬ又名山东三叶粉虱ꎻ闫凤鸣和白润娥(２０１７)
认为其隶属于粉虱科 Ａｌｅｙｒｏｄｉｄａｅ 粉虱亚科 Ａｌｅｙｒｏ￣
ｄｉｎａｅ 三叶粉虱属 Ａｌｅｕｒｏｌｏｂｕｓꎮ 汤祊德(１９６０)最早

发现并命名该粉虱ꎬ描述了卵、伪蛹、成虫的生物学

特性ꎬ报道其在我国北京、河北昌黎和山东烟台的

局部地区大量为害ꎮ Ｄａｎｚｉｇ(１９６６)认为该虫来自

俄罗斯山葡萄ꎬ主要为害葡萄科植物ꎮ Ｓｕｈ ＆ Ｈｏｄ￣
ｇｅｓ(２００５)发布了伪蛹电镜图片ꎮ Ｍａｒｔｉｎ ＆ Ｍｏｕｎｄ
(２００７)和 Ｅｖａｎｓ(２００８)相继报道该虫在伊朗、韩国

和马来西亚发生危害ꎮ 王吉锐(２０１５)首次在新疆

发现该虫为害葡萄叶片和果实ꎬ在开放田地和温室

均能发生ꎮ 葡萄穴粉虱寄主以葡萄为主ꎬ目前在新

疆吐鲁番市鄯善县发生比较严重ꎬ已被视为危害新

疆吐鲁番主栽农林作物的重要有害生物之一ꎮ 除

为害葡萄外ꎬ还发现为害五叶地锦等葡萄科植物ꎮ
葡萄穴粉虱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北京、山东和新疆

(王吉锐等ꎬ２０１６)ꎮ 截至目前ꎬ国内外对于葡萄穴

粉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物种分类地位ꎬ对形态

学、生物学特性及生活史的研究较少ꎮ 本文观察了

吐鲁番地区葡萄穴粉虱的形态学特征及生物学特

性ꎬ以期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年份和地点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新疆吐鲁番市鄯

善县辟展乡库尔干村和连木沁镇汉墩葡萄园ꎬ面积

０.５５ ｈｍ２ꎬ品种无核白葡萄ꎮ 葡萄树龄 ８ ~ １０ 年ꎬ长
势较好ꎬ栽培管理一致ꎮ
１.２　 室内观察方法

室内饲养观察葡萄穴粉虱的卵、若虫、伪蛹ꎮ
在大培养皿(直径 ２０ ｃｍ)的底部放一块长、宽均为

５ ｃｍ 的潮湿纱布ꎬ每 １ ~ ２ ｄ 更换 １ 次ꎻ将田间采集

的带有不同龄期的若虫的叶片ꎬ叶面向下、叶背向

上ꎬ平整地放入大培养皿中ꎻ加盖培养皿的上盖ꎬ留
出宽约 １ ｃｍ 的缝隙ꎬ保证大培养皿内空气流通ꎮ
室温常年保持在 ２７~３０ ℃、相对湿度 ２０％~３０％ꎮ

每天分别在上午 ９:００ 和下午 １７:００ 进行 ２ 次

观察和记录ꎮ 记录卵孵化所需时间ꎻ待卵孵化后ꎬ
观察若虫发育过程中蜕皮、各龄历期和各龄形态特

征ꎻ观察若虫化蛹的变化过程ꎬ并记录化蛹所需时

间ꎻ观察拟蛹羽化的变化过程ꎬ并记录羽化所需时

间ꎮ 形态特征通过体式显微镜(Ｎｉｋｏｎ ＳＭＺ７４５Ｔ)和
数字摄像头(ｍｓｈｏｔ ＭＤ３０)进行观察和拍照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葡萄穴粉虱的发育变态属过渐变态ꎮ 个体发

育经过卵—若虫—拟蛹—成虫 ４ 个阶段ꎮ 若虫共 ４
龄ꎬ末龄若虫在体壳内化蛹ꎬ后期体壁增厚硬化ꎮ
成虫羽化后ꎬ“Ｔ”形开裂留在蛹壳背盘区ꎮ
２.１.１　 成虫　 体长 １.３５~２.２１ ｍｍꎬ宽 １.０７~１.９６ ｍｍꎬ
雄虫体型比雌虫略小ꎮ 复眼呈肾形ꎬ红棕色ꎮ 单眼

２ 个ꎮ 触角丝线状ꎬ７ 节ꎬ第 １ 节、第 ２ 节膨大ꎬ第 ３
~５ 节呈浅橙色ꎮ 喙有 ３ 节ꎬ末端呈黑色ꎮ 翅 ２ 对ꎬ
翅膀表面覆盖着白色蜡粉ꎮ 足 ３ 对ꎮ 雄虫腹末具

抱握器ꎬ雌虫腹末具产卵器ꎮ
２.１.２　 卵　 长 ０.１６~０.２１ ｍｍꎬ宽 ０.１０~０.１２ ｍｍꎮ 稍

微呈倒锥形ꎬ乳白色ꎬ以卵柄插入葡萄叶背组织内ꎮ
２.１.３　 若虫　 扁平椭圆形ꎬ虫体淡黄色ꎬ柔软光滑ꎬ
半透明ꎬ体缘有放射状白色整齐蜡丝ꎮ 雌虫腹末具

淡橙色瓶形孔ꎻ雄虫腹末具淡橙色舌状器ꎬ舌状器

与体表呈 ４０° ~５０°翘起ꎮ 若虫均有 １ 对尾须ꎮ 复眼

点状ꎬ红色ꎮ 各龄若虫虫体大小如表 １ꎮ

表 １　 葡萄穴粉虱各龄若虫虫体大小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Ａ.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ｉ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若虫龄期 Ｎｙｍｐｈｓ ａｇｅ 长 Ｌｅｎｇｔｈ / ｍｍ 宽 Ｗｉｄｔｈ / ｍｍ

１ 龄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０.３０±０.０５ ０.２５±０.０５
２ 龄 ２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０.５０±０.０５ ０.３５±０.０５
３ 龄 ３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０.９０±０.２０ ０.７５±０.２０
４龄(拟蛹)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ｐｕｐａ) １.４０±０.１５ １.０５±０.１５

２.１.４　 拟蛹　 该虫 ４ 龄若虫(拟蛹)存在 ２ 型ꎮ ２ 型

的相同点是椭圆形ꎬ初期蛹壳扁平ꎬ柔软光滑ꎬ后期

蛹壳中部明显隆起ꎬ硬化ꎻ胸气管孔和尾端稍有凹

陷ꎬ体缘有放射状白色整齐蜡丝ꎻ眼点明显ꎬ胸部和

腹部分节明显ꎻ腹末具有瓶形孔和舌状器ꎬ尾沟狭

长ꎬ与管状孔几乎等长ꎮ 不同点是ꎬ非越冬型 ４ 龄若

虫(拟蛹)长 ０.９４~ １.６８ ｍｍꎬ宽 ０.７５ ~ １.２６ ｍｍꎬ初期

蛹壳呈无色至浅黄色、半透明ꎬ后期蛹壳内清晰可见

成虫的头、胸、腹、眼、翅及大致形态ꎻ越冬型 ４ 龄若虫

(拟蛹)长 １.２５~１.７１ ｍｍꎬ宽 ０.８６ ~ １.３２ ｍｍꎬ初期蛹

壳呈黑灰色ꎬ后期蛹壳呈深黑色ꎬ有金属光泽(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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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葡萄穴粉虱的形态特征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ｉ
Ａ:成虫ꎻＢ:卵ꎻＣ:１ 龄若虫(图中箭头所指)ꎻＤ:２ 龄若虫(图中箭头所指)ꎻＥ:非越冬代 ４ 龄若虫(拟蛹)ꎻ

Ｆ:越冬代 ４ 龄若虫(拟蛹)初期ꎻＧ:越冬代 ４ 龄若虫(拟蛹)后期ꎮ
Ａ: Ａｄｕｌｔｓꎻ Ｂ: Ｅｇｇｓꎻ Ｃ: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ｓ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ꎻ Ｄ: ２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ｔｈｅ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ꎻ Ｅ: Ｎｏｎ￣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ｓ (ｐｕｐａｅ)ꎻ Ｆ: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ｐｕｐａ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ｉｎｔｅｒꎻ
Ｇ: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ｆ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ｎｙｍｐｈ (ｐｕｐａ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２　 发育历期

据室内饲养初步观察ꎬ在温度 ２７ ~ ３０ ℃、相对

湿度 ２０％~３０％条件下ꎬ各虫态发育历期如表 ２ꎮ

表 ２　 葡萄穴粉虱各虫态发育历期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ｉ

虫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历期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 / ｄ

卵 Ｅｇｇｓ ８.０±０.５
１ 龄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７.０±０.５
２ 龄 ２ｎ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４.５±０.５
３ 龄 ３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２.５±０.５
４ 龄(拟蛹)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ｐｕｐａ) １３.０±０.５

２.３　 生物学习性

２.３.１　 成虫　 成虫羽化后ꎬ蛹壳呈“Ｔ”形开裂ꎮ 初

羽化成虫虫体浅黄色ꎬ翅膜质不透明ꎬ飞翔能力差ꎮ
随着时间延长ꎬ成虫身体和翅面白色蜡粉增多ꎬ飞
翔能力增强ꎮ 通常在植株上部和幼嫩叶片背面栖

息产卵、取食为害ꎮ 初产卵多散生ꎬ后期产卵每次 ８
~１４ 粒ꎬ排列成近圆周形ꎬ表面有少量白色蜡粉覆

盖ꎮ 卵多产于植株上部叶背面ꎬ极少产于叶正面ꎮ
２.３.２　 卵 　 卵期 ８ ｄ 左右ꎮ 卵在不同发育时期颜

色呈现有规律的变化ꎬ从初产时的淡乳白色后逐渐

加深ꎬ孵化前变为深褐色、半透明、高光泽ꎮ

２.３.３　 若虫　 若虫共蜕皮 ３ 次ꎮ 一般从头部开始

蜕皮ꎬ头部蜕出后ꎬ先依靠刺吸式口器将头部固定

在叶背ꎻ然后腹尾部不停向头部方向卷曲再伸展ꎬ
将皮壳逐渐蜕至尾部ꎻ最后尾部伸展时ꎬ将蜕皮壳

弹离虫体ꎬ少数蜕皮壳附着叶表ꎮ 此时若虫完全蜕

壳ꎬ进入下一龄期ꎬ体长增大 １ 倍ꎬ体宽增大 １.５ 倍ꎬ
刚蜕皮时体缘无蜡丝ꎮ 少数若虫蜕皮后会在小范

围内迁移取食ꎮ １ 龄若虫大多体外粘有少量卵粉ꎬ
具爬动习性ꎬ待寻找到适当位置后固定刺吸ꎮ 第 ４
龄后ꎬ体壁逐渐增厚、变硬ꎬ形成蛹壳ꎬ若虫在蛹壳

内变成拟蛹ꎮ 若虫刺吸造成葡萄叶片斑点状褪绿ꎮ
２.３.４　 拟蛹　 吐鲁番田间一般 ８ 月中下旬开始出

现越冬型蛹ꎬ其他时间出现非越冬型蛹ꎮ 少量越冬

型蛹在地表不埋土的情况下可安全越冬ꎮ 调查发

现ꎬ在非越冬季节也可发育成越冬型蛹ꎬ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６ 年)田间试验点发现 １ 头越冬型蛹ꎬ同年 ７
月 １ 日和 ７ 月 ２８ 日各发现 １ 头越冬型蛹ꎻ自发现之

日起经过 ７.５ ｄꎬ越冬型蛹正常羽化ꎮ 产生这一现

象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ꎬ参照当年气象资料ꎬ可能

与某一温度持续一段时间后ꎬ气温突然上升超过 ４
~５ ℃时该虫出现滞育有关ꎮ
２.４　 年生活史

根据田间调查结果ꎬ参照彩万志(２００１)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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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ꎬ制作葡萄穴粉虱生活史(表 ３)ꎮ 葡萄穴粉虱在

吐鲁番市 １ 年发生 ３~４ 代ꎮ 越冬代成虫于 ４ 月上、
中旬羽化ꎬ５ 月中旬第 １ 代若虫孵化ꎬ５ 月下旬为孵

化高峰ꎬ５ 月底—６ 月初出现 １ 代成虫ꎻ６ 月中旬 ２
代若虫孵化ꎬ６ 月下旬—７ 月初为孵化高峰ꎬ此时由

于世代重叠ꎬ成虫不能分清代数ꎻ７ 月下旬 ３ 代若虫

孵化ꎬ８ 月上旬为孵化高峰ꎻ９ 月上旬 ４ 代若虫孵

化ꎬ９ 月中旬为孵化高峰ꎬ直到 １０ 月下旬ꎬ主要以越

冬代蛹在枯叶和枯枝上越冬ꎬ有少量若虫能越冬ꎮ

表 ３　 新疆吐鲁番地区葡萄穴粉虱年生活史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ｓｈａｎｔｕｎｇｉ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ｐ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世代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月
Ｊａｎ.－Ｍａｒ.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４ 月
Ａｐｒ.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５ 月
Ｍａｙ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６ 月
Ｊｕｎｅ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７ 月
Ｊｕｌｙ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８ 月
Ａｕｇ.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９ 月
Ｓｅｐ.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１０—１２月
Ｏｃｔ.－Ｄｅｃ.

上
Ｆ

中
Ｍ

下
Ｌ

越冬代 ● ● ● ● ● ● ● ●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第 １ 代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第 ２ 代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第 ３ 代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 ☆

第 ４ 代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卵ꎻ△:若虫ꎻ○:非越冬代拟蛹ꎻ●:越冬代拟蛹ꎻ＆:非越冬代拟蛹和越冬代拟蛹ꎻ☆:成虫ꎮ Ｆ、Ｍ、Ｌ 分别表示每月的上、中、下旬ꎮ
: Ｅｇｇｓꎻ △: Ｎｙｍｐｈꎻ ○: Ｎｏｎ￣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ｕｐａｅꎻ ●: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ｐｕｐａｅꎻ ＆: Ｎｏｎ￣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ｐｕｐａ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ｐｕ￣

ｐａｅꎻ ☆: Ａｄｕｌｔ. Ｆꎬ Ｍ ａｎｄ 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ꎬ ａｎｄ ｌａｓｔ １０￣ｄａｙ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ａ ｍｏｎｔｈ.

３　 讨论
通过室内观察及田间调查ꎬ葡萄穴粉虱在吐鲁

番市 １ 年发生 ３~４ 代ꎬ部分第 ３ 代和全部第 ４ 代为

越冬代ꎬ以越冬代蛹在枯叶和枯枝上越冬ꎮ 因此ꎬ在
葡萄越冬季节埋墩和春季开墩时期ꎬ及时清除园内

外落叶杂草ꎬ可大量减少越冬虫源ꎬ减轻防治压力ꎮ
除为害葡萄外ꎬ葡萄穴粉虱还为害五叶地锦等

葡萄科植物ꎮ 因此ꎬ在重点开展葡萄园防治的同

时ꎬ应加强对五叶地锦等园林植物的害虫防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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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ｏｏｔａｘａꎬ １４９２: １－８４.

ＳＵＨ Ｓ Ｊꎬ ＨＯＤＧＥＳ Ｇꎬ ２００５.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ｗｈｉｔｅｆｌｉｅｓ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Ａｌｅｙｒｏｄ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Ｋｏｒｅａ. Ｉｎｓｅｃｔａ Ｍｕｎｄｉꎬ １９(３): １６７－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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