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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杰克贝尔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 在中国大陆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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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ꎬ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农业农村部作物有害

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ꎻ ２无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ꎬ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１ꎻ
３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曹妃甸分中心ꎬ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２００

摘要: 杰克贝尔氏粉蚧原产于新热带区ꎬ是新近传入中国大陆的一种外来生物ꎬ主要危害水果、蔬菜、园林植物和粮食作物ꎮ
该虫于 ２０１２ 年首次在我国海南乐东被发现ꎬ寄主植物为丝瓜ꎻ之后又在新疆乌鲁木齐的花卉市场被发现ꎬ寄主植物为来自

广东或福建的盆景人参榕ꎮ 杰克贝尔氏粉蚧寄主范围广泛ꎬ涉及 ５０ 科 ２００ 多种ꎬ且极易随农产品的贸易活动进行远距离

传播扩散ꎬ对我国农林产业的安全生产构成了潜在巨大威胁ꎮ 概述了杰克贝尔氏粉蚧的地理分布和生物学特征ꎬ浅析了其

在我国的传播扩散趋势ꎬ并从物种鉴定、生物防治和检验检疫处理等方面提出了防控建议ꎬ以期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该种粉

蚧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扩散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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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ｃｃｕｓꎬ起源于新热带区(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ꎬ是
一种危险性入侵害虫ꎮ 杰克贝尔氏粉蚧寄主范围十

分广泛ꎬ可危害多种粮食作物、水果、蔬菜、园林植物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３): １７１－１７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和花卉等(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ꎬ且传播扩散迅速ꎬ
目前已分布于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的 ４６ 个国

家和地区(Ｍｏｒａｌ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虽然该种害虫未被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ꎬ２０１７)ꎬ但其一直

以来是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重点关注的进境水

果上的一种重要害虫(顾渝娟等ꎬ２０１５ꎻ 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ꎬ２０１４ꎻ 焦懿等ꎬ２０１１)ꎮ ２００９ 年深圳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从进口泰国的莲雾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ａ￣
ｍａｒａｎｇｅｎｓｅ (ＢＬ.) Ｍｅｒｒ. ＆ Ｐｅｒｒｙ 上首次截获该种粉

蚧(焦懿等ꎬ２０１１)ꎬ之后其又多次被深圳、上海、广西

等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截获(顾渝娟等ꎬ２０１５ꎻ 焦

懿等ꎬ２０１１)ꎮ ２０ 世纪末ꎬ该种粉蚧传入我国台湾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ꎬ但未见其传入中国大陆的

报道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笔者在海南乐东田间调查时发

现一种粉蚧为害田间种植的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Ｌ.ꎬ
经传统形态学鉴定(焦懿等ꎬ２０１１ꎻ 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和线粒体 ＤＮＡ 细胞色素 Ｃ 氧化酶亚

基Ⅰ(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ｃｏｘｉｄａｓｅ ｓｕｂｕｎｉｔⅠꎬ ＣＯⅠ)
基因序列测定和比对分析(王玉生ꎬ２０１６)ꎬ该种粉

蚧为杰克贝尔氏粉蚧ꎬ表明杰克贝尔氏粉蚧已传入

中国大陆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笔者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花

卉市场来自广东或福建的盆景人参榕 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
ｃａｒｐａｉｎ Ｌ.ｆ.上发现该种粉蚧ꎻ同年ꎬ在广东惠州的红

毛丹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Ｌ.上也发现该种粉蚧的

发生与危害(任竞妹ꎬ２０１６)ꎮ 目前ꎬ杰克贝尔氏粉

蚧仅在我国局部区域发生ꎬ但其体型微小ꎬ极易随

农产品的贸易活动进行远距离传播扩散ꎮ 本文从

其地理分布、生物学特性、传播扩散趋势及防控措

施等方面进行概述ꎬ以期为有效预防和控制杰克贝

尔氏粉蚧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扩散提供依据ꎮ

１　 地理分布
杰克贝尔氏粉蚧原产于新热带区ꎬ目前已在 ４６

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北美洲的阿鲁巴、巴巴多斯、巴
哈马、巴拿马、波多黎各与别克斯岛、伯利兹、多米尼

加、哥斯达黎加、古巴、海地、洪都拉斯、加拿大、马提

尼克岛、美国、美属维尔京群岛、墨西哥、萨尔瓦多、
圣马丁和圣巴泰勒米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危地马

拉、牙买加(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Ｍａｔｉｌｅ￣Ｆｅｒｒｅｒｏ ＆
Ｅｔｉｅｎｎｅꎬ ２００６ꎻ Ｐａｌｍａ￣Ｊｉｍéｎｅｚ ＆ Ｂｌａｎｃｏ￣Ｍｅｎｅｓｅｓꎬ
２０１６)ꎻ南美洲的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

拉等(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

内亚、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图瓦卢、夏威夷群岛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Ｍｕｎｉａｐ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非
洲的科特迪瓦(Ｎ′Ｇｕｅ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留尼旺(Ｇｅｒ￣
ｍａ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塞舌尔(Ｇｅｒｍａ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在
亚洲ꎬ该虫最早于 １９５８ 年在新加坡被发现(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ꎬ之后又在马来西亚(１９６９ 年)、印度尼

西亚(１９７３ 年)、菲律宾(１９７５ 年)、文莱(１９７９ 年)、
泰国 (１９８７ 年)、马尔代夫 (１９９４ 年)、越南 (１９９４
年)、中国台湾(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发现其踪迹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ꎬ近年来又入侵柬埔寨(２０１０ 年)
(Ｍｕｎｉａｐ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斯里兰卡(２０１１ 年)(Ｓｉｒｉｓｅ￣
ｎ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印度(２０１２ 年)(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
老挝(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等国家ꎮ

２　 生物学特征

２.１　 寄主植物和危害方式

杰克贝尔氏粉蚧为多食性害虫ꎬ已记载的寄主

植物有 ５０ 科 １０３ 属 ２００ 余种ꎬ既包括粮食作物、水
果、蔬菜、花卉ꎬ又包括园林绿化植物以及杂草等(表
１)ꎮ 杰克贝尔氏粉蚧主要以雌性成虫和若虫进行危

害ꎬ既可在植物生长期、结果期危害ꎬ又可在采收后

继续危害ꎮ 危害方式主要包括 ２ 种:(１)直接危害ꎬ
即雌性成虫和若虫聚集在寄主植物的幼嫩部位(包
括嫩叶、花、幼果、嫩茎)ꎬ吸食植物汁液ꎬ导致寄主植

物营养不良ꎬ生长缓慢ꎬ叶片枯萎、脱落甚至全株死

亡ꎬ造成果实产量和品质下降ꎬ严重时失去商品价值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ꎻ(２)间接危

害ꎬ即成虫和若虫分泌的蜜露可引发煤污病ꎬ严重影

响寄主植物的光合作用ꎬ进而加重寄主植物的受害

程度(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ꎮ 杰克

贝尔氏粉蚧是否可以传播植物病毒尚无从考证ꎮ 然

而ꎬ其同属近缘种葡萄粉蚧 Ｐ.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 (Ｅｈｒｈｏｒｎ)
可以向甜樱桃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ａｖｉｕｍ (Ｌ.) Ｍｏｅｎｃｈ.传播小樱

桃病毒(Ｌｉｔｔｌｅ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ｉｒｕｓ)ꎬ长尾粉蚧 Ｐ.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ｕｓ
(Ｔａｒｇｉｏｎｉ Ｔｏｚｚｅｔｔｉ)可以向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传播葡

萄褪绿叶斑病毒(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 Ａ ｔｒｉｃｈｏｖｉｒｕｓ)和向可可

Ｔｈｅｏｂｒｏｍａ ｃａｃａｏ Ｌ.传播可可树肿枝病毒(Ｃａｃａｏ ｓｗｏｌ￣
ｌｅｎ ｓｈｏｏｔ ｖｉｒｕｓ)(Ｎ′Ｇｕｅ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２.２　 生物生态学特性

在实验室条件下[(２５±１) ℃ꎬ ＲＨ (７０±５)％ꎬ １４Ｌ
∶ １０Ｄ]ꎬ杰克贝尔氏粉蚧既可营两性生殖ꎬ又可进行

孤雌生殖(邵莹等ꎬ２０１３)ꎬ大约 ３０ ｄ 完成一代ꎮ 卵期

约为 ４.５ ｄꎬ初孵若虫雌雄难辨ꎬ较为活跃ꎬ从卵囊中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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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后短时间内便可寻找到合适的部位进行取食ꎬ１ 龄

若虫期约为 ６.６ ｄꎮ ２ 龄若虫及以后ꎬ可辨别雌雄ꎬ其中

雌性２ 龄若虫发育历期约为６.２ ｄꎬ３ 龄若虫约为３.６ ｄꎬ
雌性成虫产卵前期约为 ９.３ ｄ(王毅ꎬ２０１５)ꎻ雄性若虫

发育至 ２ 龄末期即停止取食ꎬ经预蛹和蛹以后ꎬ发育为

成虫ꎮ 雄性成虫可做短距离飞行ꎬ不取食ꎬ羽化当天即

可交配ꎬ交配后随即死亡ꎬ寿命不足 １ ｄ(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ꎻ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ꎮ

表 １　 杰克贝尔氏粉蚧的寄主植物种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槟榔青属 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番荔枝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秘鲁番荔枝 Ａｎｎｏｎａ ｃｈｅｒｉｍｏｌａ Ｍｉｌｌ.、刺果番荔枝 Ａｎｎｏｎ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Ｌ.、番荔枝 Ａｎｎｏｎａ ｓｑｕａｍｏｓａ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Ｓｈｙｌｅｓｈａꎬ２０１３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芹菜 Ａｐｉｕｍ 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花饼藤属 Ｆｅｒｎａｌｄｉａ ｓｐｐ.、球兰 Ｈｏｙａ ｃａｒｎｏｓａ (Ｌ. ｆ.) Ｒ. Ｂｒ.、夹竹桃

Ｎｅｒｉｕｍ ｏｌｅａｎｄｅｒ Ｌ.、鸡蛋花属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斜纹粗肋草 Ａｇｌａｏｎｅｍａ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ｕｍ Ｓｃｈｏｔｔ、越南万年青 Ａｇｌａｏｎｅｍａ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Ｂｌｕｍｅ、花烛属 Ａｎｔｈｕｒｉｕｍ ｓｐｐ.、花叶万年青属 Ｄｉｅｆｆｅｎｂａｃｈｉ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楤木属 Ａｒａｌｉ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椰子属 Ｃｏｃｏｓ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天门冬科 Ａｓｐａ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龙舌兰属 Ａｇａｖｅ ｓｐｐ.、朱蕉 Ｃｏｒｄｙｌｉｎｅ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Ｌ.、血树属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ｓｐｐ.、丝兰属 Ｙｕｃｃ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Ｓｈｙｌｅｓｈａꎬ２０１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蛇根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Ｌ. Ｋｉｎｇ ＆ ＨＥ Ｒｏｂｉｎｓ、鬼针草 Ｂｉｄｅｎｓ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秋海棠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木棉科 Ｂｏｍｂａｃａｃｅａｅ 榴莲 Ｄｕｒｉｏ ｚｉｂｅｔｈｉｎｕｓ Ｍｕｒｒ. 截获记录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ｒｅｃｏｒｄ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Ｖａｒｒｏｎｉａ ｃｕｒａｓｓａｖｉｃａ Ｊａｃｑ.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凤梨科 Ｂｒｏ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菠萝 Ａｎａｎａｓ ｃｏｍｏｓｕｓ (Ｌ.) Ｍｅｒｒ.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仙人掌科 Ｃａｃｔａｃｅａｅ 刺萼柱属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ｅｕｓ ｓｐｐ.、仙人柱属 Ｃｅｒｅｕｓ ｓｐｐ.、秘鲁苹果 Ｃｅｒｅ￣

ｕｓ ｒｅｐａｎｄｕｓ (Ｌ.) Ｍｉｌｌ.、Ｅｓｃｏｂａｒｉａ ｃｕｂｅｎｓｉｓ (Ｂｒｉｔｔｏｎ ＆ Ｒｏｓｅ) Ｈｕｎｔ、火
龙果 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 ｕｎｄａｔｕｓ (Ｈａｗ.) Ｂｒｉｔｔｏｎ ＆ Ｒｏｓｅ、花座球属 Ｍｅｌｏｃａｃ￣
ｔｕｓ ｓｐｐ.、Ｒｈｉｐｓａｌｉｓ ｍｅｓｅｍｂｒｙａｎｔｈｅｍｏｉｄｅｓ Ｓｔｅｕｄ.

张总 泽 等ꎬ ２０１６ꎻ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
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番木瓜科 Ｃ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番木瓜 Ｃａｒｉｃａ ｐａｐａｙａ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红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 (Ｌ.) Ｌａｍ.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红瓜 Ｃｏｃｃｉｎ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 ( Ｌ.) Ｊ. Ｖｏｉｇｔ.、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Ｌ.、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西葫芦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ｐｅｐｏ Ｌ.、丝瓜 Ｌｕｆｆ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Ｌ.、佛手瓜 Ｓｅｃｈｉｕｍ ｅｄｕｌｅ Ｓｗ.、瓜叶栝楼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ｃｕｍｅｒｉｎａ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ꎻ

五桠果科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五桠草 Ａｃｒｏｔｒｅｍａ ｃｏｓｔａｔｕｍ Ｊａｃ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变叶木属 Ｃｏｄｉａｅｕｍ ｓｐｐ.、巴豆属 Ｃｒｏｔｏｎ ｓｐｐ.、大戟属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ｓｐｐ.、响盒子 Ｈｕｒａ ｃｒｅｐｉｔａｎｓ Ｌ.、麻风树属 Ｊａｔｒｏｐｈａ ｓｐｐ.、木薯 Ｍａｎｉ￣
ｈｏｔ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Ｃｒａｎｔｚ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金合欢属 Ａｃａｃｉａ ｓｐｐ.、美洲合萌 Ａｅｓｃｈｙｎｏｍｅ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Ｌ.、木豆 Ｃａｊａ￣
ｎｕｓ ｃａｊａｎ (Ｌ.) Ｍｉｌｌｓｐ.、墨水树 Ｈａｅｍ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ａｍｐｅｃｈｉａｎｕｍ Ｌ.、黧豆属
Ｍｕｃｕｎａ ｓｐｐ.、棉豆 Ｐｈａｓｅｏｌｕｓ ｌｕｎａｔｕｓ Ｌ.、三裂叶野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ｐｈａｓｅ￣
ｏｌｏｉｄｅｓ (Ｒｏｘｂ.) Ｂｅｎｔｈ、罗望子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天竺葵属 Ｐｅｌａｒｇｏｎｉｕｍ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扭果花属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ｐｐ. Ｓｈｙｌｅｓｈａꎬ２０１３
山竹子科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山竹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ｍａｎｇｏｓｔａｎａ Ｌ. 截获记录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ｒｅｃｏｒｄ
赫蕉科 Ｈｅｌｉｃ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蝎尾蕉属 Ｈｅｌｉｃｏｎｉ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鸢尾属 Ｉｒｉｓ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薄荷属 Ｍｅｎｔｈａ ｓｐｐ.、罗勒属 Ｏｃｉｍｕｍ ｓｐｐ.、鼠尾草属 Ｓａｌｖｉ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鳄梨 Ｐｅｒｓｅ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Ｍｉｌ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Ｋｏｎｄｏ ＆ Ｍｕñｏｚꎬ２０１６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咖啡黄葵 Ａｂｅｌｍｏｓｃｈｕｓ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ｓ ( Ｌ.) Ｍｏｅｎｃｈ、海岛棉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ｄｅｎｓｅ Ｌ.、大麻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ｕｓ Ｌ.、朱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ｒｏｓ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Ｍｅｌｏｃｈ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Ｓａｒｔｉａｍ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Ｆｉｃｕｓ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Ｍｉｑｕｅｌ、桑属 Ｍｏｒｕｓ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辣木科 Ｍｏｒｉｎｇａｃｅａｅ 辣木 Ｍｏｒｉｎｇ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Ｌａｍ.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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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１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芭蕉科 Ｍｕｓａｃｅａｅ Ｍｕｓａ ｐａｒａｄｉｓｉａｃａ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桉属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ｓｐｐ.、番樱桃属 Ｅｕｇｅｎｉａ ｓｐｐ.、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Ｌ.、莲雾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ａｍａｒａｎｇｅｎｓｅ (ＢＬ.) Ｍｅｒｒ. ＆ Ｐｅｒｒｙ
焦懿等ꎬ２０１１ꎻ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肾蕨科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ｄａｃｅａｅ 肾蕨属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ｓｐ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紫茉莉科 Ｎｙｃ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叶子花属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 ｓｐ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毛茉莉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Ｂｕｒｍ. ｆ.)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Ｓｈｙｌｅｓｈａꎬ２０１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卡特兰属 Ｃａｔｔｌｅｙａ ｓｐｐ.、天鹅兰属 Ｃｙｃｎｏｃｈｅｓ ｓｐｐ.、扭瓣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ｔｏｒｔｉｌｅ Ｌｉｎｄｌ.、怪花兰属Ｍｏｒｍｏｌｙｃａ ｓｐｐ.、兜兰属 Ｐａｐｈｉｏｐｅｄｉｌｕｍ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胡椒 Ｐｉｐｅｒ ｎｉｇｒｕｍ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柠檬草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Ｓｔａｐｆ.、玉米 Ｚｅａ ｍａｙｓ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酸模属 Ｒｕｍｅｘ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山龙眼科 Ｐｒｏｔｅａｃｅａｅ 澳洲坚果属 Ｍａｃａｄａｍｉａ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小果咖啡 Ｃｏｆｆｅａ ａｒａｂｉｃａ Ｌ.、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青柠 Ｃｉｔｒｕｓ ａｕｒａｎｔｉｉｆｏｌｉａ Ｌ.、酸橙 Ｃｉｔｒｕｓ 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阿开木 Ｂｌｉｇｈｉａ ｓａｐｉｄａ、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ｏｎｎ.、红毛丹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山榄科 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星苹果 Ｃｈｒｙｓ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ａｉｎｉｔｏ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辣椒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Ｌ.、酸浆果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ａ Ｌ.、毛酸浆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Ｌ.、番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ｕｍ Ｌ.、茄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Ｌ.、马铃薯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Ｌ.、黄果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ａｎｕｍ

Ｇｅｒｍａ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
１９９６ꎻ Ｓｉｒｉｓｅｎ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２００４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可可 Ｔｈｅｏｂｒｏｍａ ｃａｃａｏ Ｌ.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葡萄属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红花月桃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ａｔａ (Ｖｉｅｉｌｌ.) Ｋ. Ｓｃｈｕｍ.、姜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

ｎａｌｅ Ｒｏｓｃ.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

　 　 研究表明ꎬ杰克贝尔氏粉蚧的发育阶段不同对

口岸检疫处理措施的耐受程度也不相同ꎮ 例如:在
温度为 １５、２０、２５ ℃的条件下以甲酸乙酯进行熏蒸

处理ꎬ其卵的耐受性最强ꎬ雌性成虫次之ꎬ若虫的耐

受性最差(王毅ꎬ２０１５)ꎻ随着若虫龄期的增长ꎬ其对

高湿高热处理(４９ ℃、ＲＨ ９０％)(马晨等ꎬ２０１４)以
及６０Ｃｏ￣γ 射线辐照处理(邵莹等ꎬ２０１３)的耐受性逐

渐增强ꎻ对热水处理(４９ ℃)的耐受性ꎬ表现为卵和

雌性成虫较强ꎬ１ 龄若虫最弱(马晨等ꎬ２０１４)ꎮ

２.３　 扩散方式

杰克贝尔氏粉蚧常以成虫和若虫在叶片背面、
叶腋处、裂缝里ꎬ以及树干上的缝隙中取食危害ꎬ难
以及时被发现(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ꎬ所以极易传播扩散ꎮ
与其他种类的粉蚧类似ꎬ杰克贝尔氏粉蚧的短距离

扩散主要借助 １ 龄若虫ꎬ通常 １ 龄若虫比较活跃ꎬ
通过爬行寻找适宜的取食场所ꎬ也可自主转移至其

他植株进行取食为害ꎻ同时ꎬ该虫可随风 /气流、雨
水、灌溉水、覆盖物、机械、器械、动物等进行传播扩

散(顾渝娟和齐国君ꎬ２０１５ꎻ 王毅ꎬ２０１５)ꎮ 长距离

扩散主要借助水果、花卉、蔬菜及其苗木的国际贸

易活动以及栽培介质和运输工具的转移等得以实

现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我国深圳、广西、上海等口岸截获

该种粉蚧共计 ４２９４ 批次(顾渝娟等ꎬ２０１５)ꎬ涉及的

寄主植物主要有火龙果 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 ｕｎｄａｔｕｓ (Ｈａｗ.)
Ｂｒｉｔｔｏｎ ＆ Ｒｏｓｅ、榴莲 Ｄｕｒｉｏ ｚｉｂｅｔｈｉｎｕｓ Ｍｕｒｒ.、红毛丹、
菠萝 Ａｎａｎａｓ ｃｏｍｏｓｕｓ (Ｌ.) Ｍｅｒｒ.、莲雾、山竹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ｍａｎｇｏｓｔａｎａ Ｌ.等ꎬ来源国家主要为东南亚的泰国、
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焦懿等ꎬ２０１１ꎻ 张总泽等ꎬ
２０１６ꎻ Ｚ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３　 传播扩散趋势
杰克贝尔氏粉蚧主要随进口的热带水果、蔬

菜、花卉及其苗木等的贸易活动传播ꎮ 近年来ꎬ随
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零关税”政策的不断推

进ꎬ我国从东南亚进口的水果数量和频次越来越

多ꎬ而作为我国热带水果主要进口国的东南亚国家

(田兴山等ꎬ２０１６ꎻ Ｋｕｓｕｍａｎｉｎｇｒｕｍ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均
为该种粉蚧广泛分布并严重发生的国家ꎻ同时ꎬ这
些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及管理水平整体比较低下ꎬ
与我国的贸易多采用边民互市、边境小额贸易等形

式ꎻ此外ꎬ我国的气候条件和作物布局完全满足该

种粉蚧生长发育的基本需求(方志鹏等ꎬ２０１５ꎻ 于

永浩等ꎬ２０１６)ꎮ 因此ꎬ杰克贝尔氏粉蚧疫情极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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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播扩散且难以有效管控(王毅ꎬ２０１５)ꎮ
杰克贝尔氏粉蚧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和较

广的寄主范围ꎬ在中国大陆可能具有较为广泛的适

生区域ꎮ 因此ꎬ杰克贝尔氏粉蚧入侵定殖后极有可

能在我国局部地区暴发成灾ꎬ将严重威胁我国的粮

食、水果、蔬菜、花卉及其苗木产业的健康发展ꎬ并
对我国的农业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农产品

贸易安全构成巨大威胁ꎮ 有关杰克贝尔氏粉蚧在

我国的适生区范围及等级ꎬ尚需依据生物因素、气
候条件及地理环境等进行科学预测和综合分析ꎮ

４　 防控措施

４.１　 物种鉴定

４.１.１　 形态鉴别　 杰克贝尔氏粉蚧雌雄异型ꎮ 由

图 １ 可见ꎬ雌性成虫为长扁椭圆形ꎬ虫体淡灰色至

浅红色ꎬ每侧体缘着生 １６ 或 １７ 根纤细的蜡丝ꎬ尾
部 １ 对蜡丝最长ꎬ约为体长的 １ / ２ꎬ身体表面覆白色

蜡粉(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ꎻ体长约 ３.１ ｍｍꎬ宽约 １.６ ｍｍꎬ触
角 ８ 节(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ꎬ足发育

良好ꎬ且所有的爪均无小齿 ( Ｎ′ Ｇｕｅ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卵囊位于雌性成虫虫体后缘ꎮ 卵为椭圆

形ꎬ淡黄色ꎬ半透明ꎬ长约 ０.５ ｍｍꎬ宽约 ０.３ ｍｍꎻ初
孵若虫为浅黄色ꎬ体长约 ０.７ ｍｍꎬ宽约 ０.４ ｍｍꎬ背部

无蜡质ꎻ２ 龄若虫刚蜕皮时为橙黄色ꎬ体长约 １.３ ｍｍꎬ
宽约 ０.６ ｍｍꎬ背覆薄的蜡质层ꎻ３ 龄雌性若虫体长约

２.３ ｍｍꎬ宽约 １.２ ｍｍꎬ背部蜡质层加厚ꎬ形态与雌性

成虫非常相似ꎻ雄虫的蛹为黑色ꎬ雄性成虫具有 １ 对

翅ꎬ可进行短距离飞行(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ꎬ１９９６)ꎮ 其

他详细特征参见焦懿等 (２０１１)、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９６)、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Ｎ′Ｇｕｅ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ꎮ
４.１.２　 分子鉴定　 以 ＤＮＡ 条形码技术为代表的分

子鉴定手段不受标本的发育状态、性别以及完整性

的限制ꎬ常用于杰克贝尔氏粉蚧的鉴定ꎮ 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张总泽等(２０１６)以靶向 ｍｔＤＮＡ ＣＯⅠ基

因 的 引 物 对 ＬＣＯ￣１４９０ ( ５′̄ ＧＧＴＣＡＡＣＡＡＡＴＣＡＴＡ￣
ＡＡＧＡＴＡＴＴＧＧ￣３′)和 ＨＣＯ￣２１９８(５′̄ ＴＡＡＡＣＴＴＣＡＧＧＧＴ￣
Ｇ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ＴＣＡ￣３′)进行扩增ꎬ通过碱基序列测定

和数据库比对分析ꎬ分别对采自印度以及福建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截获的杰克贝尔氏粉蚧标本进行了

鉴定ꎮ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任竞妹(２０１６)和王玉生

(２０１６)等则采用 ＤＮＡ 条形码技术利用引物对 ＰｃｏＦ１
(５′￣ＣＣＴＴＣＡＡＣＴＡＡＴＣＡＴＡＡＡＡＡＴＡＴＹＡＧ￣３′)和 ＬｅｐＲ１
(５′￣ＴＡＡＡＣＴＴＣＴＧＧＡＴＧＴ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ＴＣＡ￣３′)ꎬ通过系

统发育分析ꎬ对该种粉蚧进行检测识别ꎬ亦取得了

很好的鉴定效果ꎮ 此外ꎬ基于 ＣＯⅠ标记技术ꎬ笔者

研发出了靶向该种粉蚧的特异性 ＳＳ￣ＣＯⅠ(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Ⅰ)检测鉴定技术ꎬ通过特定条带的有无

即可实现对杰克贝尔氏粉蚧的准确鉴定ꎬ无需测序

或酶切ꎬ既快捷又简便ꎮ

图 １　 杰克贝尔氏粉蚧雌性成虫的形态特征
(引自 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

Ｆｉｇ.１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

４.２　 生物防治

传统的生物防治技术是控制杰克贝尔氏粉蚧

田间发生与危害的主要措施ꎮ 在印度ꎬ田间调查发

现孟氏隐唇瓢虫 Ｃｒｙｐｔｏｌａｅｍｕｓ ｍｏｎｔｒｏｕｚｉｅｒｉ Ｍｕｌｓ.
(Ｍａ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 和蚧灰蝶 Ｓｐａｌｇｉｓ ｅｐｉｕｓ (Ｗｅｓｔ￣
ｗｏｏｄ)(Ｓｈｙｌｅｓｈａꎬ２０１３)可以捕食该种粉蚧ꎮ 在泰国

的研究发现ꎬ寄生性天敌广腹细蜂 Ａｌｌｏｔｒｏｐａ ｓｕａ￣
ｓａａｒｄｉ Ｓａｒｋａｒ ＆ Ｐｏｌａｓｚｅｋ (Ｓａｒｋ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捕食

性天敌草蛉 Ｐｌｅｓｉｏｃｈｒｙｓａ ｒａｍｂｕｒｉ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和Ｍａｌ￣
ｌａｄａ ｂａｓａｌｉｓ (Ｗａｌｋｅｒ)(Ｓａｔｔａｙａｗ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ꎻ Ｓｕａ￣
ｓａ￣ａｒｄꎬ２０１０)对杰克贝尔氏粉蚧具有一定的控制作

用ꎮ 在巴西的研究发现ꎬ本地捕食性天敌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
ｅｘｔｅｒｎａ (Ｈａｇｅｎ)和 Ｃｅｒａｅｏｃｈｒｙｓａ ｅｖｅｒｅｓ (Ｂａｎｋｓ)能捕食

杰克贝尔氏粉蚧(Ｔａｐａｊó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杰克贝尔

氏粉蚧目前在我国可能尚处于种群建立和潜伏阶

段ꎬ为了持续控制其发生与危害ꎬ详细的天敌种类

及其利用价值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４.３　 检验检疫处理

加强对进境及国内发生区(台湾、海南、广东、新
疆)调运的水果、蔬菜、花卉及其苗木等的检疫ꎬ是严

５７１　 第 ３ 期 王玉生等: 警惕杰克贝尔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 在中国大陆扩散

 
 

 
 

 
 

 
 

 
 



防该虫再次传入及在我国大陆进一步扩散的基础ꎮ
目前ꎬ杰克贝尔氏粉蚧的检验检疫处理技术主要包

括６０Ｃｏ￣γ 射线辐照处理(邵莹等ꎬ２０１３ꎻ Ｚ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湿热处理和热水处理(马晨等ꎬ２０１４)、新型熏

蒸剂甲酸乙酯(王毅ꎬ２０１５ꎻ 徐文雅等ꎬ２０１４)和植物

精油(Ｐｕｍｎｕａｎ ＆ Ｉｎｓｕｎｇꎬ２０１６)的利用等ꎮ 邵莹等

(２０１３)以 ５０~２００ Ｇｙ 辐照处理杰克贝尔氏粉蚧的各

龄若虫及初期雌虫和成熟雌虫ꎬ结果显示:在 １００ Ｇｙ
辐照处理下ꎬ除成熟雌虫外ꎬ各龄若虫和初期雌虫的

Ｆ１ 代卵均无法孵化为若虫ꎻ而在 １２５ Ｇｙ 处理下ꎬ成
熟雌虫的 Ｆ１ 代 １ 龄若虫的死亡率为 １００％ꎬ并据此推

算 １３５ Ｇｙ 为杰克贝尔氏粉蚧６０Ｃｏ￣γ 射线辐照处理的

最低吸收剂量ꎮ 而进一步的试验表明ꎬ以 １３３.５ ~
１６６.０ Ｇｙ 处理成熟雌虫ꎬ其 Ｆ１ 代 １ 龄若虫的死亡率

为 ９９.９９８２％ꎬ并推荐以 １６６ Ｇｙ 作为检疫辐照处理的

最低吸收剂量 ( Ｚ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此外ꎬ湿热

(４９ ℃、ＲＨ ９０％)处理 １１３ ｍｉｎ 或热水(４９ ℃)处理

２２ ｍｉｎꎬ可使该粉蚧的死亡率达到 ９９.９９６８％ꎬ完全满

足检疫处理的要求(马晨等ꎬ２０１４)ꎮ 王毅(２０１５)研
究发现ꎬ二氧化碳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甲酸乙酯对

杰克贝尔氏粉蚧的熏蒸效果ꎬ且当二氧化碳占比

１０％时ꎬ其增效最佳ꎮ 在 ２５、２０ 和 １５ ℃条件下ꎬ分别

以 ６０、９０、１２０ ｍｇＬ－１甲酸乙酯熏蒸 ３ ｈꎬ杰克贝尔氏

粉蚧卵的死亡率均为 １００％ꎻ而 ９０ ｍｇＬ－１甲酸乙酯

结合 １５％二氧化碳ꎬ在香蕉 Ｍｕｓａ ｐａｒａｄｉｓｉａｃａ Ｌ.的最

适储藏温度(１３ ℃)下熏蒸 ２.５ ｈ 可完全杀灭各虫态

的杰克贝尔氏粉蚧(徐文雅等ꎬ２０１４)ꎮ 此外ꎬ甲酸乙

酯熏蒸处理对香蕉、菠萝等水果的品质无显著不良

影响(王毅ꎬ２０１５ꎻ 徐文雅等ꎬ２０１４)ꎮ Ｐｕｍｎｕａｎ ＆ Ｉｎ￣
ｓｕｎｇ (２０１６)比较了不同植物精油对杰克贝尔氏粉蚧

的熏蒸处理效果ꎬ结果表明:以 ３.６ μＬＬ－１丁子香酚

处理杰克贝尔氏粉蚧若虫ꎬ其死亡率为 １００％ꎻ以 ３.６
μＬＬ－１柠檬醛处理ꎬ其死亡率为７９.５％ꎬＬＣ９０为 ４.６
μＬＬ－１ꎮ 然而ꎬ上述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ꎬ仍需进一

步验证ꎬ以明确相关技术标准ꎬ为该种粉蚧的检疫处理

提供技术支撑ꎬ进而提升我国检验检疫处理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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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ｖｏｃａｄｏ ｃｒｏｐꎬ Ｐｅｒｓｅ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Ｍｉｌｌ.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ｉｎ Ｖａｌｌｅ ｄｅｌ Ｃａｕｃａ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Ｉｎｓｅｃｔａ Ｍｕｎｄｉꎬ ４６５: １－２４.

ＫＵＳＵＭＡＮＩＮＧＲＵＭ Ｄꎬ ＬＥＥ Ｓ Ｈꎬ ＬＥＥ Ｗ Ｈꎬ ＭＯ Ｃꎬ ＣＨＯ Ｂ
Ｋꎬ ２０１５.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ｅｌ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ｒｕｉ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４０(４): ３４５－３５８.

ＭＡＮＩ Ｍꎬ ＪＯＳＨＩ Ｓꎬ ＫＡＬＹＡＮＡＳＵＮＤＡＲＡＭ Ｍꎬ ＳＨＩＶＡＲＡＪＵ
Ｃꎬ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ＯＯＲＴＨＹ Ａꎬ ＡＳＯＫＡＮ Ｒꎬ ＲＥＢＩＪＩＴＨ Ｋ Ｂꎬ
２０１３. 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Ｊａｃｋ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ꎬ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
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ｏｎ ｐａｐａｙａ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ｓｔꎬ ９６(１): ２４２－２４５.

ＭＡＴＩＬＥ￣ＦＥＲＲＥＲＯ Ｄꎬ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Ｊꎬ ２００６. Ｃｏｃｈｅｎｉｌｌｅｓ ｄｅｓ
Ａｎｔｉｌｌ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ｅｔ ｄｅ 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ａｕｔｒｅｓ îｌｅｓ ｄｅｓ Ｃａｒａïｂｅｓ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ꎬ 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 Ｒｅｖｕ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ｄ′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ｅꎬ
２８(４): １６１－１９０.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Ｍ Ｇꎬ ＤＥＮＮＯ Ｂ Ｄ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Ｒ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Ｇ Ｌꎬ
ＢＥＮ￣ＤＯＶ Ｙꎬ ＨＡＲＤＹ Ｎ Ｂꎬ ２０１６. ＳｃａｌｅＮｅｔ: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３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ｂａｖ１１８.

ＭＵＮＩＡＰＰＡＮ Ｒꎬ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Ｂ Ｍ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Ｇ Ｗꎬ ＣＡＲＮＥＲ
Ｇ Ｒꎬ ＲＡＵＦ Ａꎬ ＳＡＲＴＩＡＭＩ Ｄꎬ ＨＩＤＡＹＡＴ Ｐꎬ ＡＦＵＮ Ｊ Ｖ
Ｋꎬ ＧＯＥＲＧＥＮ Ｇꎬ ＺＩＡ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 Ａ Ｋ Ｍꎬ ２０１１.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Ｓｔｅｒｎ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ꎬ ２６(４): １６７－１７４.

Ｎ′ＧＵＥＳＳＡＮ Ｐ Ｗ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Ｇ Ｗꎬ ＢＲＯＷＮ Ｊ Ｋꎬ Ｎ′ＧＵＥＳ￣
ＳＡＮ Ｆ Ｋꎬ ２０１４.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Ｃõ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ｓｔꎬ ９７(４): １６９０－１６９３.

ＰＡＬＭＡ￣ＪＩＭÉＮＥＺ Ｍꎬ ＢＬＡＮＣＯ￣ＭＥＮＥＳＥＳ Ｍꎬ ２０１６. Ｆｉｒｓｔ ｒｅ￣
ｃｏｒｄ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ｌｙ￣
ｂｕｇ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
ｄａｅ) ｉｎ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４(４): １２５－１３３.

ＰＡＲＫ Ｄ Ｓꎬ ＳＵＨ Ｓ Ｊꎬ ＨＥＢＥＲＴ Ｐ Ｄ Ｎꎬ ＯＨ Ｈ Ｗꎬ ＨＯＮＧ Ｋ
Ｊꎬ ２０１１. ＤＮＡ ｂａｒｃ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ｔｗｏ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ｍｅａｌｙ￣
ｂｕｇｓ (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 ａｎｄ ａｒｍｏｒｅｄ ｓｃａｌｅｓ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ｄａ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ꎬ １０１(４): ４２９－４３４.

ＰＵＭＮＵＡＮ Ｊꎬ ＩＮＳＵＮＧ Ａꎬ ２０１６. Ｆｕｍｉｇａｎｔ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ｌ ｏｉｌ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ｒｉｐｓꎬ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ｅｌｌａ ｓｃｈｕｌｔｚｅｉ
( 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 ａｎｄ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ꎬ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
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４０(１): １－１０.

ＳＡＲＫＡＲ Ｍ Ａꎬ ＳＵＡＳＡ￣ＡＲＤ Ｗꎬ ＵＲＡＩＣＨＵＥＮ Ｓꎬ ２０１４. Ｓｕｉ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
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ａｓ ｈ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Ａｌｌｏｔｒｏ￣
ｐａ ｓｕａｓａａｒｄｉ Ｓａｒｋａｒ ＆ Ｐｏｌａｓｚｅｋ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ｌａｔｙｇａｓｔｅｒｉ￣
ｄａｅ). Ｋａｓｅｔｓａ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４８(１): １７－２７.

ＳＡＲＴＩＡＭＩ Ｄ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Ｇ Ｗꎬ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Ｒ Ｍꎬ ＩＤＲＩＳ Ａ Ｂꎬ
２０１６.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ｓ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Ｃｏｃ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
ｄａｅ) 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ｒｏｓ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Ｉ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ꎬ １７８４
(１): ０６０００７.

ＳＡＴＴＡＹＡＷＯＮＧ Ｃꎬ ＵＲＡＩＣＨＵＥＮ Ｓꎬ ＳＵＡＳＡ￣ＡＲＤ Ｗꎬ ２０１６.
Ｌａｒｖ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ｃｅｗｉｎｇꎬ
Ｐｌｅｓｉｏｃｈｒｙｓａ ｒａｍｂｕｒｉ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Ｃｈｒｙｓｏｐｉ￣
ｄａｅ)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ｓ (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５０
(６): ４６０－４６４.

ＳＨＹＬＥＳＨＡ Ａ Ｎꎬ ２０１３. Ｈｏｓｔ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Ｊａｃｋ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ꎬ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Ｇｉｍｐｅｌ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ｒ ｉｎ
Ｋａｒｎａｔａｋａ.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１９
(１): １０６－１０７.

ＳＩＲＩＳＥＮＡ Ｕ Ｇ Ａ Ｉ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Ｇ Ｗꎬ ＨＥ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 Ｋ Ｓꎬ
ＷＩＪＡＹＡＧＵＮＡＳＥＫＡＲＡ Ｈ Ｎ Ｐꎬ ２０１２.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ｓ (Ｈｅｍｉｐ￣
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ｔｏ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ｓｔꎬ ８８
(３): ３６５－３６７.

ＳＵＡＳＡ￣ＡＲＤ Ｗꎬ ２０１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ｅｃｔ
ｐｅｓｔｓ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ｏｎ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ＰＡＣ. Ｔｓｕｋｕｂ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９－１１.

ＴＡＰＡＪÓＳ Ｓ Ｊꎬ ＬＩＲＡ Ｒꎬ ＳＩＬＶＡ￣ＴＯＲＲＥＳ Ｃ Ｓ Ａꎬ ＴＯＲＲＥＳ Ｊ
Ｂꎬ ＣＯＩＴＩＮＨＯ Ｒ Ｌ Ｃ Ｂꎬ ２０１６.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ｏ ｅｘｏｔｉｃ ｍｅａ￣
ｌｙｂｕ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 ｐｒｅｙ ｔｏ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ｌａｃｅｗ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９６: ９３－１０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Ｄ Ｊꎬ ２００４.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ｅｕｍꎬ ａｎｄ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Ｓｏｕｔｈｄｅｎｅ.

ＺＨＡＮ Ｇ Ｐꎬ ＳＨＡＯ Ｙꎬ ＹＵ Ｑꎬ ＸＵ Ｌꎬ ＬＩＵ Ｂꎬ ＷＡＮＧ Ｙ Ｊꎬ
ＷＡＮＧ Ｑ Ｌꎬ ２０１６. 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ｃｋ Ｂｅａｒｄｓ￣
ｌｅｙ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 (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ｎ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 ( Ｓａｐｉｎｄａｌｅｓ: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Ｅｎｔｏ￣
ｍｏｌｏｇｉｓｔꎬ ９９(２): １１４－１２０.

(责任编辑:杨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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