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７－１１－１３　 　 接受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１８－０１－２３
作者简介: 虞国跃ꎬ 男ꎬ 研究员ꎬ 博士ꎮ 研究方向: 瓢虫科分类及利用、果树园林害虫的综合防治
∗通信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ｇｕｏｙｕｅ＠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７８７.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１

我国新发现一种外来蚜虫———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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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述了采自北京刺槐上的 １ 种中国的记录外来蚜虫———刺槐附毛斑蚜ꎬ它原产于北美ꎬ寄主为刺槐ꎬ在当地一些地区

较为常见ꎬ并已扩散到欧洲等地ꎮ 描述了有翅孤雌蚜、无翅雌性蚜和有翅雄性蚜的鉴别特征ꎬ并提供了生态图片ꎮ 最后讨

论了它的潜在危害性及蚜虫寄主植物、蚜群生活状及生态照片在蚜虫识别上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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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ｉｎｎ.又名洋槐ꎬ引种

到我国已有 １４０ 年的历史ꎬ最先引入南京ꎬ但鲜为

人知ꎬ１８９７ 年大量引入青岛地区(潘志刚和游应

天ꎬ１９９４)ꎮ 之后栽种面积不断扩大ꎬ据 １１ 个省市

的不完全统计ꎬ面积达 １０４ 万 ｈｍ２ꎬ是夏季主要的蜜

源植物(徐万林ꎬ１９８３)ꎮ 目前ꎬ刺槐已成为我国十

分重要的园林绿化树种ꎬ在防风固沙、水土保持、荒
山造林、蜜源养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ꎬ但有作者

把刺槐当作外来入侵种(马金双ꎬ２０１４ꎻ 石青等ꎬ
２０１７ꎻ 徐海根和强胜ꎬ２００４)ꎮ

杨忠岐等(２００６)报道了刺槐上的一种外来入

侵 害 虫———刺 槐 叶 瘿 蚊 Ｏｂｏｌｏｄｉｐｌｏｓｉｓ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Ｈａｌｄｅｍａｎｎꎬ１８４７)ꎬ目前已知的分布地有北京、河
北、辽宁、山东(虞国跃和王合ꎬ２０１８)ꎮ 笔者在调查

中ꎬ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物种———刺槐附毛斑蚜 Ａｐ￣
ｐｅｎｄｉｓｅｔａ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Ｇｉｌｌｅｔｔｅꎬ１９０７)ꎬ它原产于北美ꎬ寄
主为刺槐ꎬ随着寄主植物已传入欧洲许多国家及约

旦、 智 利 (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 Ｅａｓｔｏｐꎬ ２００６ꎻ Ｂｏｒｏｗｉａｋ￣
Ｓｏｂｋｏｗｉａｋ ＆ Ｄｕｒａｋꎬ２０１２)ꎮ

本文对刺槐附毛斑蚜的有翅孤雌蚜、雄性蚜和

雌性蚜的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和研究ꎬ描述了鉴别

特征ꎬ并提供了生态照片ꎬ供鉴定时参考ꎮ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１): ６９－７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采集

实验材料采自北京海淀小西山憋死猫(海拔约

６００ ｍ)、昌平区北流镇王家园村(海拔 １５８ ｍ)和平

谷熊儿寨(多个小地点ꎬ海拔约 ３００ ｍ)ꎮ 发现蚜虫

后ꎬ先拍摄生态照片(包括危害状)ꎬ随后把蚜虫随

叶片放入采集管中ꎬ带回室内观察ꎮ
１.２　 标本处理和观察

将采集的蚜虫标本放入 ９５％酒精中保存ꎻ用
１０％ ＫＯＨ 水浴 １０ ｍｉｎ 或更长时间后ꎬ在显微镜和

解剖镜下观察形态特征ꎮ 依据乔格侠等(２００９)、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 Ｅａｓｔｏｐ (２００６)等文献对标本进行鉴定ꎬ
得出初步结果后再寻找原始或相关文献核实ꎮ

２　 结果
２.１　 刺槐附毛斑蚜学名

刺槐附毛斑蚜 Ａｐｐｅｎｄｉｓｅｔａ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 Ｇｉｌｌｅｔｔｅꎬ
１９０７)

Ｃａｌｌｉｐｔｅｒｕｓ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Ｇｉｌｌｅｔｔｅꎬ１９０７
Ｃａｌｌｉｐｔｅｒｕｓ ｒｏｂｉｎａｅ [错拼]:Ｋｎｏｗｌｔｏｎꎬ１９２９
Ａｐｐｅｎｄｉｓｅｔａ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Ｇｉｌｌｅｔｔｅꎬ１９０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１９６５ꎻ Ｂｏｒｏｗｉａｋ￣Ｓｏｂｋｏｗｉａ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
２.２　 形态特征

２.２.１　 有翅孤雌蚜　 体长 １.７ ~ ２.０ ｍｍꎻ头胸部柠

檬黄色ꎬ腹部浅绿色ꎬ复眼黄绿色ꎬ头胸部背面两侧

各具一白色纵向蜡条ꎬ腹部具 ４ 列纵向的白蜡点

(这些白斑在酒精浸泡后不易被观察到)ꎬ触角第 ３
节后端部黑褐色ꎬ后足腿节近端部具黑褐斑ꎮ 触角

短于体长ꎬ为体长的 ０.７７ 倍ꎻ各节比例:１４ꎬ１１ꎬ１００ꎬ
６７ꎬ５３ꎬ３６＋１０ꎻ第 ３ 节具长椭圆次生感觉圈 ７~９ 个ꎬ
分布于基半部ꎻ喙短ꎬ仅达中胸前缘ꎬ端节长宽比为

１.５２ꎬ稍短于后足第 ２ 跗节ꎬ为后者的 ０.８８ 倍ꎮ 翅

近于透明ꎬ翅脉浅褐色ꎮ 腹管短ꎬ不及基宽ꎬ后外侧

具 １ 根短毛ꎻ尾片瘤状ꎬ尾板裂为双叶ꎮ
２.２.２　 无翅雌性蚜　 体长 １.７ ｍｍꎬ纺锤形ꎬ浅绿色ꎮ
体背具成对的毛片ꎬ每一毛片具 １ 根钉状毛ꎬ长度为

触角第 ３ 节基部直径的 ４ 倍ꎮ 触角各节比例:２８ꎬ１９ꎬ
１００ꎬ５１ꎬ５２ꎬ４７＋２０ꎻ第 ３~５ 节无次生感觉圈ꎮ
２.２.３　 有翅雄性蚜　 体长 １.６ ~ １.７ ｍｍꎬ头背面、前
胸中部及中后胸背板褐至黑褐色ꎬ两侧具白色纵蜡

条ꎻ触角黄褐色ꎬ第 １~ ２ 节及第 ３ 节后的各节端部

黑褐色ꎻ足黄褐色ꎬ染有黑色ꎬ其中后足腿节近端呈

黑色ꎻ腹部浅绿或黄绿色ꎬ背面具黑褐带(３~５ 节常

缺)ꎬ其中第 ８ 节横带宽大ꎬ第 ７ 节中间略分开ꎬ其
余各节仅在中央呈小横斑ꎻ尾片、尾板及雄性外生

殖器褐至黑褐色ꎮ 触角短于体长ꎬ约为体长的 ０.８
倍ꎬ各节比例:１９ꎬ１４ꎬ１００ꎬ５６ꎬ６０ꎬ４０＋１３ꎻ第 ３ ~ ６ 节

次生感觉圈分别为 １４~２０、６~９、５~６ 和 ２~４ 个ꎬ第
５~６ 节各具 １ 个原生感觉圈ꎮ
２.３　 经检标本

有翅孤雌蚜 ５ 头ꎬ雌性蚜 ３ 头ꎬ雄性蚜 ４ 头ꎬ北
京海淀小西山憋死猫(海拔约 ６００ ｍ)ꎬ２０１７￣Ⅹ￣１６ꎬ
虞国跃、周达康采ꎻ有翅孤雌蚜 ９ 头ꎬ若蚜 ７ 头ꎬ昌
平区北流镇王家园村(海拔 １５８ ｍ)ꎬ２０１７￣Ⅹ￣１８ꎬ虞
国跃采ꎻ有翅孤雌蚜 ３ 头ꎬ雌性蚜 １ 头ꎬ雄性蚜 ２
头ꎬ平谷熊儿寨石片梁((海拔约 ３００ ｍ)ꎬ２０１７￣Ⅹ￣
２５ꎬ虞国跃、王合采ꎮ 均采于刺槐ꎮ
２.４　 寄主

寄主主要为刺槐ꎬ偶尔在 Ｒ. ｎｅｏ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和国

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上被发现ꎮ
２.５　 分布

北京ꎬ美国、加拿大ꎬ(引入)欧洲、中东ꎮ
２.６　 与其他种区别

新拟的中文名刺槐附毛斑蚜中ꎬ“附毛”指腹管

一侧具 １ 根毛ꎬ是中国的新记录属和新记录种ꎮ 本

属原产于北美ꎬ仅知 １ 种ꎮ 此属与翅斑蚜属 Ｐｔｅｒｏ￣
ｃａｌｌｉｓ Ｐａｓｓｅｒｉｎｉꎬ１８６０ 相近ꎬ不同之处在于本属前胸

前侧各具 ２ 根刚毛(翅斑蚜属的前胸不具前侧毛)ꎬ
腹管腹侧近基部处具 １ 根短毛(翅斑蚜属的腹管不

具短毛)(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１９６５)ꎮ 但建立本属时ꎬ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１９６５)给出的本种无翅孤雌蚜图(图 １０６)是一误

注ꎬ应是无翅雌性蚜ꎮ
刺槐附毛斑蚜主要寄生在刺槐的叶背ꎬ有翅孤

雌蚜及雄性蚜很活跃ꎬ常常与刺槐叶瘿蚊寄生于同

一小叶上ꎮ １０、１１ 月产生性蚜ꎬ雌性蚜产卵于小枝

上(偶然可见于叶柄上)ꎻ初产时黄色ꎬ后变成黑色ꎮ
刺槐上另一种常见的蚜虫为豆蚜 Ａｐｈｉｓ 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
Ｋｏｃｈꎬ该种蚜虫体黑色ꎬ梨形ꎬ生长季节多为无翅孤

雌蚜ꎬ容易与本种区分ꎮ 刺槐附毛斑蚜在形态上很

有特点ꎬ有翅孤雌蚜和雄性蚜在头部和胸部背面两

侧各具 １ 纵向的白色蜡条ꎬ在野外很容易观察到ꎮ
曾发现短距蚜小蜂 Ａｐｈｅｌｉｎｕ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ｉｓ (Ｄａｌｍａｎ)
在蚜群附近活动ꎬ但未发现黑色的僵蚜(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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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刺槐附毛斑蚜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ｅｎｄｉｓｅｔａ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Ａ:有翅孤雌蚜ꎻＢ:寄主上的蚜群ꎻＣ:有翅孤雌蚜若蚜ꎻＤ:雄性蚜及其交配ꎻＥ:无翅雌性蚜及卵ꎻＦ:产小若蚜的有翅孤雌蚜ꎻ
Ｇ:寄主小枝上的越冬卵ꎻＨ:寄主叶片上的煤污ꎻＩ:与刺槐叶瘿蚊寄生于同一小叶上ꎮ

Ａ: Ａｌａｔｅ ｖｉｖｉｐａｒｏｕ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ꎻ Ｂ: Ａｐｈｉｄ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ꎻ Ｃ: Ｎｙｍｐｈｓ ｏｆ ａｌａｔｅ ｖｉｖｉｐａｒｏｕ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ꎻ Ｄ: Ａｌａｔｅ 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ｆｅｍａｌｅꎻ Ｅ: Ｏｖｉｐａｒｏｕｓ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ｇｇꎻ Ｆ: Ａｌａｔｅ ｖｉｖｉｐａｒｏｕ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ｎｙｍｐｈꎻ Ｇ: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ｅｇ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ｔｗｉｇꎻ

Ｈ: Ｓｏｏｔｙ ｍｏｌｄ ｏｎ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ꎻ Ｉ: Ａ.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ａｎｄ Ｏｂｏｌｏｄｉｐｌｏｓｉｓ ｒｏｂｉｎｉａｅ ｏｎ ａ ｓａｍｅ ｌｅａｆ.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刺槐附毛斑蚜是我国新发现的外来物种ꎬ可
能会成为刺槐的重要害虫

刺槐附毛斑蚜原产北美ꎬ已传入欧洲等地ꎬ发
生量较大ꎮ Ｂｏｒｏｗｉａｋ￣Ｓｏｂｋｏｗｉａｋ ＆ Ｄｕｒａｋ (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２)对其若虫形态、生物学和生态学进行了研究ꎮ
自 ２００８ 年在波兰发现以来ꎬ刺槐附毛斑蚜已经适

应了当地的环境ꎬ有较强主动扩散能力ꎬ种群数量

迅速增加ꎮ １ 年发生 １０~１１ 代ꎬ其中最后一代为有

性生殖ꎮ 所有世代的胎生孤雌蚜均为有翅蚜ꎬ均可

扩散ꎮ ４ 月末—５ 月上旬ꎬ越冬卵随刺槐叶片萌动

而孵化ꎮ ６、７ 月为发生盛期ꎬ寄主植物上蚜虫数量

最多ꎬ一般沿着叶脉寄生ꎮ ９ 九月下旬产生性蚜ꎬ受
精雌性蚜开始产卵ꎬ雌性蚜平均产卵量为 １２.７ 粒ꎬ
并以卵越冬ꎮ 刺槐附毛斑蚜最适温度为 ２０ ℃ꎬ
３０ ℃以上则会影响发育和繁殖(Ｂｏｒｏｗｉａｋ￣Ｓｏｂｋｏｗ￣

ｉａｋ ＆ Ｄｕｒａｋꎬ２０１２)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北京海淀小西山、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２６ 日在平谷熊儿寨ꎬ笔者在对刺槐的

调查中发现了刺槐附毛斑蚜ꎬ此时蚜虫的发生量较

少ꎬ且不少叶片已处于落叶前期ꎬ基本不影响刺槐ꎮ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昌平王家园ꎬ发现刺槐上的蚜虫数量

较大ꎬ且下部槐叶有明显的煤污病发生ꎬ越冬卵量

也较大ꎮ 目前尚不清楚刺槐附毛斑蚜传入的年份ꎬ
但从该虫在北京的分布等情况推测ꎬ应该不止 １
年ꎮ 刺槐在我国分布较广 (潘志刚和游应天ꎬ
１９９４)ꎬ该虫在其他省区可能也会发生ꎮ
３.２　 寄主植物在蚜虫的鉴定上具有重要作用

个别文献把采到蚜虫的植物作为其寄主ꎬ即可

见有翅孤雌蚜在植物上产下了若蚜ꎮ 但这种认定

有时会产生错误ꎬ如有翅孤雌蚜会迁飞到其他植物

上ꎻ有时无翅孤雌蚜在掉落到下层植物前ꎬ可能在

上层的植物产下蚜虫ꎬ这些蚜虫可能也会成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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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活至前 ２ ~ ３ 龄)ꎬ若上层植物不是寄主植物ꎬ则
很难完成下一代的繁殖ꎮ 刺槐附毛斑蚜的有翅蚜

(孤雌蚜和雄性蚜)偶尔可在红瑞木 Ｓｗｉｄａ ａｌｂａ、元
宝槭 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 Ｂｕｎｇｅ、榆 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Ｌ.、槐等

树木的叶背见到ꎮ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在北京昌

平的红瑞木叶片上观察到 １ 头有翅孤雌蚜ꎬ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在延庆的榆叶片上观察到 １ 头雄性蚜ꎮ
某些粉虱可在某种植物上繁殖几代(如 ３ 代)ꎬ但并

不能持续在这种植物上生活和繁殖ꎬ因此ꎬ这种植

物不宜称为寄主(虞国跃ꎬ２０１１)ꎮ 伊朗记录了本

种ꎬ寄主为穗花牡荆 Ｖｉｔｅｘ 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Ｅｎｔｅｚａｒ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由于寄主不同且该文没有给出相应的鉴

别特征图ꎬ对于伊朗的分布存疑ꎮ
３.３　 蚜虫的群体生活状及危害状等生态图片对于

蚜虫的识别非常重要

就刺槐附毛斑蚜而言ꎬ有翅孤雌蚜及雄性蚜的

头胸部两侧具明显的白色蜡条ꎬ是一个很好的鉴别

特征ꎬ对于生产一线人员及昆虫爱好者来说尤为实

用ꎮ 如果泡入酒精ꎬ或做成玻片标本ꎬ这个明显的

特征将荡然无存(当然玻片中仍可看到蜡腺)ꎮ 因

此ꎬ蚜虫的群体生活状及危害状等生态图片对于蚜

虫的识别非常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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