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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扶桑绵粉蚧的发生及防治
孟　 醒ꎬ 桂富荣∗ꎬ 陈　 斌∗

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ꎬ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摘要: 扶桑绵粉蚧是一种全球恶性入侵害虫ꎬ２００８ 年传入我国ꎬ目前已有 １３ 个省区报道其为害ꎬ２００９ 年在云南省被发现ꎬ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云南省共 ８ 个州(市)１０ 个县(市)已有分布ꎮ 扶桑绵粉蚧寄主范围广ꎬ危害性大ꎬ适应性强ꎮ 同时ꎬ云南省花卉、
蔬菜调运及进出口贸易频繁ꎬ加之气候类型丰富、水热条件优越、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等优势ꎬ有利于扶桑

绵粉蚧的入侵、定殖与扩散ꎬ易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ꎮ 目前ꎬ关于云南省扶桑绵粉蚧的研究仍然缺乏ꎬ现就扶桑绵粉蚧在云南

的发生现状、潜在风险和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概述ꎬ以期为该虫的有效防范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扶桑绵粉蚧ꎻ 危害ꎻ 潜在风险ꎻ 防治措施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ｓｅｃｔꎬ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ＥＮＧ Ｘｉｎｇꎬ ＧＵＩ Ｆｕｒｏ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Ｂ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ꎬ Ｙｕｎｎａｎ ６５０２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ｌｉｅｎ ｐｅ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ｉｎｖａｄ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Ｐ.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１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９ꎬ ａｎｄ ｂ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ꎬ Ｐ.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ａｔ １０ ｓｉｔｅ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ꎬ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ꎬ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ｂｙ ｔｈｉｓ ｐｅｓ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ｅｎｃｅｓꎬ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ꎻ ｄａｍａｇｅꎻ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ꎻ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 属半

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绵粉蚧属 Ｐｈｅ￣
ｎａｃｏｃｃｕｓ(武三安和张润志ꎬ２００９)ꎬ是一种全球恶性

入侵害虫ꎬ为我国重要的入境检疫对象ꎬ于 ２００８ 年传

入中国ꎬ在我国广东、云南、台湾、福建、江西、浙江、湖
南、广西、海南、四川等 １３ 个省区有报道(徐卫等ꎬ
２００９ꎻ Ａｈｍｅ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ꎮ ２００９ 年ꎬ扶桑绵粉蚧被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ꎬ２００９)ꎮ ２０１０ 年ꎬ该虫被增列为全国农业、林
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ꎬ２０１０)ꎮ

１　 云南地理环境条件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ꎬ与四川、广西、贵州、

西藏接壤ꎬ与老挝、缅甸、越南相邻ꎬ有 ２５ 个边境县ꎬ
国境线长 ４０６０ ｋｍꎬ有 １１ 个国家级口岸、１０ 个省级口

岸、８３ 个主要边境通道和边民互市点ꎮ 贸易的发展

与交流日益活跃ꎬ植物等产品转运频繁ꎬ为扶桑绵粉

蚧的入侵提供了通道ꎬ极易造成扶桑绵粉蚧快速、大
面积入侵为害(昝庆安等ꎬ２０１６)ꎮ 云南省气候类型

丰富ꎬ水热条件优越ꎬ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ꎬ动植

物资源丰富ꎬ有利于扶桑绵粉蚧的定殖与扩散ꎮ

２　 扶桑绵粉蚧的繁殖能力
扶桑绵粉蚧繁殖能力强ꎬ多营孤雌生殖ꎬ但也发

现能两性生殖(关鑫等ꎬ２０１１)ꎻ单头雌虫平均产卵量

４００~５００ 个ꎬ卵产在卵囊内ꎬ每囊有卵 １５０ ~ ６００ 个ꎬ
多数卵孵化为雌虫(崔金杰等ꎬ２０１０)ꎮ 卵期 ３~９ ｄꎬ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８ꎬ ２７(４): ２３６－２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若虫期 ２２~２５ ｄꎬ一般 ２５~３０ ｄ 一代ꎬ一年 １２~１５ 代ꎮ
在温度低的地区以低龄若虫或卵在土中、作物根、茎
秆、树皮缝隙中、杂草上越冬ꎬ热带地区终年繁殖(王
艳艳ꎬ２０１３)ꎮ 该虫繁殖量大ꎬ种群增长迅速ꎬ且世代

重叠ꎬ各虫态并存(崔金杰等ꎬ２０１０)ꎮ

３　 扶桑绵粉蚧在云南省的分布
２００８ 年ꎬ我国广东省广州市首次发现扶桑绵粉

蚧ꎮ ２０１０ 年ꎬ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市区、文
山州富宁县、丽江市华坪县、楚雄州永仁县被划为

扶桑绵粉蚧疫区(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ꎬ２０１０)ꎮ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

县ꎬ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ꎬ保山市隆阳区ꎬ红
河州元阳县、蒙自市ꎬ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ꎬ
丽江市华坪县ꎬ怒江州泸水县ꎬ楚雄彝族自治州永

仁县等共 ８ 个州(市)１０ 个县(市)发现扶桑绵粉蚧

为害(黄奎和胡文兰ꎬ２０１２ꎻ 闫鹏飞等ꎬ２０１３ꎻ 袁盛

勇等ꎬ２０１６)ꎮ 扶桑绵粉蚧在云南省的分布呈点状ꎬ
分布区域较小ꎬ仅在德宏、保山、红河、楚雄、西双版

纳、怒江等地零星发现(闫鹏飞等ꎬ２０１３)ꎮ

４　 扶桑绵粉蚧在云南省的危害
扶桑绵粉蚧个体小ꎬ少量发生时ꎬ个体体长小

于 ５ ｍｍꎬ通常分布于嫩叶叶腋或嫩芽处ꎬ隐匿难以

发现(朱艺勇等ꎬ２０１１ａ)ꎮ 该虫以雌成虫和若虫吸

食嫩枝、 叶片、 花芽和叶柄汁液危害 (张娟等ꎬ
２０１４)ꎻ受害植物叶片萎蔫ꎬ嫩茎干枯ꎬ植株生长缓

慢或停止ꎬ花蕾、花、叶片脱落ꎻ扶桑绵粉蚧排泄的

蜜露诱发的煤污病影响叶片光合作用ꎬ导致叶片干

枯脱落ꎬ植物生长受抑制ꎬ严重时可造成植株大量

死亡(苗广飞和黄超ꎬ２０１３ꎻ 司升云等ꎬ２０１３)ꎮ
扶桑绵粉蚧寄主范围广ꎬ目前我国已报道的寄

主植物有 ５６ 科 １６６ 种(汪金蓉等ꎬ２０１５)ꎮ 黄奎和胡

文兰(２０１２)调查发现ꎬ扶桑绵粉蚧在绿化植物扶桑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ｒｏｓ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红继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ｒｕｂｒｕｍ、驳骨丹 Ｇｒｅｎｄａｒｕｓｓａ ｖａｌｇａｒｉｓ Ｎｅｅｓ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ｇｅｎｄａｒｕｓｓａ Ｌ. Ｆ.上发生ꎬ农作物及其他植物上尚未发

现ꎮ 闫鹏飞等(２０１３)调查发现云南省扶桑绵粉蚧的

寄主植物 １４ 科 １８ 属 １９ 种ꎬ包括杂草 １１ 种、园林观

赏植物 ３ 种、蔬菜作物 ２ 种、经济作物 １ 种、粮食作物

１ 种ꎮ 汪金蓉等(２０１５)在云南省发现扶桑绵粉蚧危

害茜草科小粒咖啡 Ｃｏｆｆｅａａｒａｂｉｃａ Ｌ.ꎮ Ｈａｒ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观察到锦葵科的长蒴黄麻 Ｃｏｒｃｈｏｒｕｓ ｏｌｉｔｏｒｉｕｓ

Ｌ.是其新寄主ꎮ
扶桑绵粉蚧的发生除与寄主相关外ꎬ与温度也

有关ꎮ 研究表明ꎬ在 ２２ ~ ２７ ℃ꎬ扶桑绵粉蚧的存活

率最高ꎬ繁殖能力最强ꎬ是该虫生长发育最适宜的

温度(朱艺勇等ꎬ２０１１ｂ)ꎮ 黄奎和胡文兰(２０１２)调
查发现ꎬ该虫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 ４ 月份开始为

害ꎬ６—７ 月是为害高峰期ꎬ于 １２ 月越冬ꎮ

５　 潜在风险
云南省平均温度 ５ ~ ２４ ℃ꎬ夏季最热月平均温

度 １９~２２ ℃ꎬ冬季最冷月平均温度 ６~８ ℃ꎬ扶桑绵

粉蚧可以全年生长发育繁殖ꎬ造成巨大危害ꎮ
扶桑绵粉蚧在云南省主要分布在边境地区ꎬ但

由于对扶桑绵粉蚧的入侵认识不足ꎬ致使其通过人

类活动从发生地传播到新地区ꎬ在适生地定殖并迅

速扩散蔓延ꎮ 现代交通运输便利ꎬ云南省进出口贸

易频繁ꎬ加剧了该虫的传播速度(陆星星等ꎬ２０１６)ꎮ

６　 防治方法
６.１　 化学防治

灭多威、毒死蜱、多杀霉素、阿维菌素、杀扑磷、
噻虫啉等 ６ 种农药对扶桑绵粉蚧各虫态均有较好

的毒杀作用ꎬ其中ꎬ９０％灭多威 ＷＰ 在第 ３ 天时防效

达 ９９.９２％(昝庆安等ꎬ２０１６)ꎮ 施用 ２５％吡虫啉可

湿性粉剂 １５００ 倍液和 ２３％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

浮剂 １５００ 倍液ꎬ药后 １ ｄ 防效均达 ９６％以上ꎬ药后

３ ｄ 达 １００％ꎻ这 ２ 种药剂防治效果佳且毒性低ꎬ对
农作物及生态环境安全ꎬ可作为防治药剂推广ꎮ
２５％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１５００ 倍的用药成本为 ６０.０
~９０.０ 元ｈｍ－２ꎬ２３％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浮剂

１５００ 倍的用药成本为 ２２５.０ ~ ２７０.０ 元ｈｍ－２ꎬ因而

推广时ꎬ首选 ２５％吡虫啉可湿性粉剂ꎬ其次是 ２３％
高效氯氟氰菊酯微囊悬浮剂(李云明等ꎬ２０１７)ꎮ 印

楝素也可用来防治扶桑绵粉蚧(方天松等ꎬ２０１６)ꎮ
６.２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天敌和植物源杀虫剂来

抑制扶桑绵粉蚧的大量繁殖ꎬ控制其种群增长ꎮ
植物源杀虫剂不易对环境造成污染ꎬ且多数对

天敌无毒害作用ꎬ其中ꎬ茶树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Ｏ. Ｋｔｚｅ.、桉树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Ｓｍｉｔｈ、麝香草 Ｔｈｙ￣
ｍｕｓ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Ｒｏｎｎ、欧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Ｈｕｄｓ.、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Ｌ.提取精油经实验室

室内测定ꎬ对扶桑绵粉蚧毒杀效果较好(姚陈霞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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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ꎻ 张美翠等ꎬ２０１６ꎻ Ｍｏｓｔａｆ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扶桑绵粉蚧的天敌中ꎬ寄生性天敌主要包括班

氏跳小蜂 Ａｅｎａｓｉｕｓ ｂａｍｂａｗａｌｅｉ Ｈａｙａｔ、松粉蚧抑虱跳

小蜂 Ａｃｅｒｏｐｈａｇｕｓ ｃｏｃｃｏｉｓ Ｓｍｉｔｈ、粉蚧广腹细蜂 Ａｌｌｏｔ￣
ｒｏｐａ ｓｐ. 和长崎原长缘跳小蜂 Ｐｒｏｃｈｉｌｏｎｅｕｒｕｓ ｎａ￣
ｇａｓａｋｉｅｎｓｉｓ ( Ｉｓｈｉｉ ) ( 陈 华 燕 等ꎬ ２０１０ꎻ 魏 行 等ꎬ
２０１４)、橙额长索跳小蜂 Ａ. ａｕｒａｎｔｉｆｒｏｎｓ Ｃｏｍｐｅｒｅ、克
氏长索跳小蜂 Ａ. ｃｌａｕｓｅｎｉ 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ｋｅ、泽田长索跳小

蜂 Ａ. ｓａｗａｄａｉ Ｌｓｈｉｉ、指长索跳小蜂 Ａ.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 Ｇｉ￣
ｒａｕｌｔ、亚金跳小蜂 Ａｅｎａｓｉｕｓ ｂａｍｂａｗａｌｅｉ (Ｇｉｒａｕｌｔ)等

(高原ꎬ２０１４ꎻ 王香萍等ꎬ２０１６ꎻ Ａｈｍｅ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Ｔｈａｎｇａｖｅｌ ＆ Ｇａｎａｐａｔｈｙꎬ２０１７)ꎮ 在中国南方ꎬ班氏

跳小蜂在扶桑绵粉蚧的防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

作用ꎬ寄生率也高(陈华燕等ꎬ２０１１)ꎮ
扶桑绵粉蚧的捕食性天敌主要是瓢虫类ꎬ如盗

唇瓢虫亚科 ( Ｂｒｕｍｕｓ、 Ａｓｐｉｄｉｍｅｒｕｓ、 Ｓｔｉｃｔｏｂｕｒａ、 Ｏｒ￣
ｃｕｓ)和小毛瓢虫亚科的 ６ 个属(Ｄｉｏｍｕｓ、Ｎｅｐｈｕｓ、Ｓｉ￣
ｄｉｓ、Ｐａｒａｓｉｄｉｓ、Ｃｒｙｐｔｏｌａｅｍｕｓ 和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ｙｍｎｕｓ) (王香

萍等ꎬ２０１６)ꎮ 其中ꎬ双带盘瓢虫 Ｃｏｅｌｏｐｈｏｒａ ｂｉｐｌａｇｉ￣
ａｔａ (Ｓｗａｒｔｚ)、孟氏隐唇瓢虫 Ｃｒｙｐｔｏｌａｅｍｕｓ ｍｏｎｔｒｏｕｚ￣
ｉｅｒｉ Ｍｕｌｓａｎｔ 及圆斑弯叶毛瓢虫 Ｎｅｐｈｕｓ ｒｙｕｇｕｕｓ (Ｋａ￣
ｍｉｙａ)主要分布在南方(陈华燕等ꎬ２０１１)ꎮ 周湾等

(２０１２)调查发现ꎬ六斑月瓢虫Ｍｅｎｏｃｈｉｌｕｓ ｓｅｘｍａｃｕｌａ￣
ｔｕｓ(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能捕食扶桑绵粉蚧ꎮ
６.３　 农业防治

实施水旱轮作ꎬ及时铲除农田杂草并集中烧

毁ꎬ选用和培育抗虫能力强的优良品种ꎻ进行冬耕

深翻、土壤消毒灭虫ꎬ减少第二年越冬的虫量ꎬ以防

第二年大面积为害(关秋英ꎬ２０１１ꎻ 魏行等ꎬ２０１４ )ꎮ
６.４　 物理防治

剪去扶桑绵粉蚧寄生的植物叶片及枝条ꎬ受害

严重的植株可连根拔起ꎬ焚烧带虫的枯叶和落枝、
干枯杂草等(王艳等ꎬ２０１１)ꎮ 对于不方便剪除的寄

主ꎬ采用人工刮除的方法以减少经济损失ꎮ
化学防治在扶桑绵粉蚧的综合治理中占有重

要地位ꎬ但是ꎬ使用杀虫剂导致扶桑绵粉蚧大暴发

的情况却时有发生(Ｓａｈｉｔ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同时ꎬ杀虫

剂易造成环境污染ꎮ 因此ꎬ建议根据具体情况ꎬ采
取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等几种防治方法

相互结合ꎬ共同作用ꎬ达到治理虫害的效果ꎮ

７　 展望
扶桑绵粉蚧在云南省主要分布在边界州县ꎬ随

着扶桑绵粉蚧的定殖与扩散ꎬ云南省的内部州区将

面临巨大的被入侵的风险ꎮ
目前ꎬ扶桑绵粉蚧在云南的寄主植物主要是园

林绿化植物和杂草(闫鹏飞等ꎬ２０１３)ꎬ所以最简便

有效的措施是人工刮除枝条叶面的虫ꎬ剪去受害枝

条叶片ꎬ铲除农田杂草ꎬ集中用火焚烧ꎬ并对受害植

物所在的土壤表层进行消毒ꎮ 在虫量较大、危害严

重时ꎬ可以施以化学药剂ꎮ 扶桑绵粉蚧 １、２ 龄时虫

体覆盖较少或不覆盖白色粉状物ꎬ在此时施药能达

到较好的效果ꎬ但应注意用药浓度和施药次数ꎮ
扶桑绵粉蚧低龄若虫可随风、雨、动物等自然

因素传播ꎬ也可随人群的流动而扩散ꎮ 由于该虫体

表覆盖蜡质ꎬ其虫体亦常黏附于农业器具、机械设

备、交通工具或人体上而传播扩散(罗梅等ꎬ２０１１)ꎮ
扶桑绵粉蚧特殊的生殖方式(有性生殖和孤雌生

殖)和极强的繁殖能力也加大了该虫扩散的可能ꎮ
扶桑绵粉蚧雌成虫活动能力有限ꎬ远距离扩散必须

依靠媒介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空间调运等途径

传播(吴定发等ꎬ２０１１)ꎮ 为防止扶桑绵粉蚧大面积

扩散为害ꎬ有关部门应加大对该入侵害虫危害的宣

传力度ꎬ加强检疫ꎬ以减少人为的传播ꎮ 同时ꎬ应建

立健全监测体系ꎬ严密监测虫情发生动态ꎬ做好普

查工作ꎬ弄清扶桑绵粉蚧在云南省的分布危害情

况ꎬ开展与防控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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