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８－０９－０３　 　 接受日期(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１８－１０－１３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Ｃ１２０２１００)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１５７２２３５)
作者简介: 罗心宇ꎬ 男ꎬ 博士后ꎮ 研究方向: 木虱总科分类ꎮ Ｅ￣ｍａｉｌ: ｌｔｑｕａｉｌ＠ 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Ａｕｔｈｏｒ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ａｎｇｈｂ＠ ｉｏｚ.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１７８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５

中国新入侵害虫———桉梳木虱
(半翅目:木虱科)

罗心宇ꎬ 张润志ꎬ 梁红斌∗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在云南省昆明市金殿森林公园种植的蓝桉树苗上采集到了一种密集发生的木虱ꎬ其成虫和若虫均严重

危害桉树叶片ꎮ 经鉴定为桉梳木虱ꎬ该种木虱原产于澳大利亚ꎬ此前已入侵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ꎬ
危害桉树ꎮ 本文提供了桉梳木虱的危害情况和形态鉴别特征ꎬ提出了防范扩散危害的措施建议ꎮ
关键词: 入侵害虫ꎻ 桉梳木虱ꎻ 蓝桉ꎻ 中国

Ａ ｎｅｗ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ｅｓｔꎬ Ｃｔｅｎａｒｙｔａｉｎａ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ｉ (Ｍａｓｋｅｌｌ)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Ｐｓｙｌｌｉｄａ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ＵＯ Ｘｉｎｙｕꎬ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ｎｚｈｉꎬ Ｌ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８ꎬ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ｎ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ꎬ Ｋｕｎｍｉｎｇ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ａ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 ｐｓｙｌｌｉ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ｙｏｕｎｇ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ｇｌｏｂｕｌｕｓ ｔｒｅ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ｓｙｌｌｉｄ ｗ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Ｃｔｅｎ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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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虱科 Ｐｓｙｌｌｉｄａｅ 昆虫极易伴随寄主植物传播

而出现了许多入侵物种ꎮ 原产亚洲东南部为害柑

橘属Ｃｉｔｒｕｓ Ｌ.、九里香属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Ｋｏｅｎｉｇ ｅｘ Ｌ.等的

柑橘呆木虱 Ｄｉａｐｈｏｒｉｎａ ｃｉｔｒｉ Ｋｕｗａｙａｍａꎬ入侵至非洲

东部、北美洲南部和南美洲等地ꎻ原产澳大利亚为

害金合欢属 Ａｃａｃｉａ Ｍｉｌｌｅｒ 的贝氏相思羞木虱 Ａｃｉｚｚｉａ
ａｃａｃｉａｅｂａｉｌｅｙａｎａｅ (Ｆｒｏｇｇａｔｔꎬ１９０１)ꎬ入侵至欧洲、菲
律宾、南非、美国等地(Ｈｏｄｋｉｎｓｏｎꎬ１９８３)ꎻ原产澳大

利亚为害桉属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Ｌ′Ｈｅｒ.的桉树芽木虱 Ｂｌａｓ￣
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Ｔａｙｌｏｒꎬ １９８５ 入侵至中国、肯尼

亚、喀麦隆、北美洲、南美洲和南欧等地区(李法圣ꎬ
２０１１ꎻ Ｄｅ Ｑｕｅｉｒｏｚ ＆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ꎬ２００７ꎻ Ｄｚｏｋ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Ｅｌ Ｎａｓｒ ＆ Ａｂｄ￣Ｒａｂｏｕꎬ２０１２ꎻ Ｈａｌ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Ｌａｕｄｏｎｉａꎬ２００６ꎻ Ｐｅｒｃ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Ｐｒｅｚ￣Ｏｔｅ￣

ｒ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Ｙ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这些物种都给入

侵地造成了严重危害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笔者在云南省

昆明市金殿国家森林公园(２５°５′９″Ｎꎬ １０２°４６′４７″
Ｅꎬ 海拔 １９８２ ｍ)的蓝桉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ｇｌｏｂｕｌｕｓ Ｌａｂｉｌｌａ￣
ｄｉｅｒｅ 树苗上采集到一种中国新记录的入侵害

虫———桉梳木虱 Ｃｔｅｎａｒｙｔａｉｎａ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ｉ Ｍａｓｋｅｌｌꎮ

１　 桉梳木虱的鉴别特征
１.１　 成虫

体全长 １.５ ~ ２.０ ｍｍ(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ꎮ
头部、胸部背面黑灰色ꎬ各足股节黑灰色ꎬ触角第Ⅷ
节端部、第Ⅸ￣Ⅹ节黑色ꎮ 腹部腹面和膜质部分黄色ꎬ
背面骨片褐色至黑灰色ꎮ 前翅发白ꎬ半透明ꎮ

头顶前缘隆起较高ꎬ显著高于颊锥ꎬ但与颊锥间

的分界模糊(图 １Ａ)ꎮ 颊锥具较密集的细短刚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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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低位端刚毛约为高位端刚毛的 ２ / ５ 长(图 １Ｇ)ꎮ
中足胫节端部背面偏后侧具一列密排刚毛(图

１Ｈ)ꎮ 后足胫节端距 ５ 枚ꎮ 前翅(图 １Ｆ)翅刺呈均

匀小颗粒状ꎬ范围大ꎬ沿各翅脉具向端部逐渐变窄

的无翅刺带ꎮ 缘纹范围小ꎮ
雄性生殖节(图 １Ｂ、Ｄ):载肛突具短后叶ꎬ后叶上

半部具向后突出的短三角ꎬ三角顶角具少量加粗刚毛ꎮ
阳基侧突端半部内侧近前缘具一列向前伸出的粗长刚

毛ꎬ基部 １/ ３ 内侧具一条密生短锥状刚毛的纵脊ꎬ基半

部内侧后缘具一条密生短锥状刚毛的模糊纵脊ꎮ 阳茎

基节内侧具不均匀的浅褶皱ꎬ端节端部膨胀域具显著

的骨化区域ꎬ并形成尖锐的骨化尖端ꎮ
雌性生殖节(图 １Ｅ):载肛突中部具一条骨化

较弱的横沟ꎬ横沟后稍稍隆起ꎻ端部延伸域下缘具 ２
排基部无关节或关节模糊的骨化小突起ꎮ

图 １　 桉梳木虱成虫特征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ｒａ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ｔｅｎａｒｙｔａｉｎａ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ｉ

Ａ:头ꎬ前面观ꎻＢ:雄虫生殖节ꎬ侧面观ꎬ忽略阳茎基侧臂和阳茎基节ꎻ
Ｃ:阳基侧突内侧ꎻＤ:阳茎端节ꎻＥ:雌虫生殖节ꎬ侧面观ꎻ
Ｆ:前翅ꎻＧ:触角ꎻＨ:中足端部ꎮ 比例尺:Ａꎬ０.３２ ｍｍꎻ

Ｂ、Ｃ、Ｄ、Ｇ、Ｈꎬ０.２ ｍｍꎻＦꎬ０.８ ｍｍꎮ
Ａ: Ｈｅａｄꎬ ｆｒｏｎｔ ｖｉｅｗꎻ Ｂ: Ｍａ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ꎬ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ꎬ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ｒｍｓ ｏｆ ｐｈａｌｌｏ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ｅｄｅａｇｕｓ ｏｍｉｔｔｅｄꎻ
Ｃ: Ｉｎｎ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ｒｅꎻ Ｄ: Ｄｉｓｔ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ｅｄｅａｇｕｓꎻ

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ꎬ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Ｆ: Ｆｏｒｅ ｗｉｎｇꎻ
Ｇ: Ａｎｔｅｎｎａꎻ Ｈ: Ａｐ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ｅｇ.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

Ａ: ０.３２ ｍｍꎻ Ｂꎬ Ｃꎬ Ｄꎬ Ｅꎬ Ｇꎬ Ｈ: ０.２ ｍｍꎻ Ｆ: ０.８ ｍｍ.

　 　 讨论:本种成虫中足胫节端具有毛梳(一列密

排刚毛)ꎬ可与所有同属的其他物种分开ꎮ 本种和

桉树上另外一种入侵种桉树芽木虱的区别是:此种

头胸部黑褐色至黑色ꎬ头顶无“凹”字形斑纹ꎬ盘状

凹不分裂ꎬ前翅 ｃｕ１ 室扁长ꎬ雌虫载肛突端半部两

侧有很多无关节的小凸起ꎻ而桉树芽木虱体黄色ꎬ
头顶具“凹”字形的黑色斑纹ꎬ盘状凹分裂成多个ꎬ
前翅 ｃｕ１ 室纵高ꎬ而非扁长ꎬ雌虫载肛突端半部两

侧无小凸起ꎮ
１.２　 ５ 龄若虫

膜质部分黄色ꎬ骨化部分褐色(图 ２Ａ、Ｂ)ꎮ
体躯骨化程度高ꎬ胸部中央骨片呈完整、不分

裂的大块ꎻ臀板背面完整ꎻ背面各骨片表面具较均

匀的圆形小颗粒(图 ２Ａ)ꎮ 触角 ９ 节ꎬ第 ３、５、７、８
节端部各具 １ 枚结构简单的感觉孔(图 ２Ａ)ꎮ 翅芽

外缘仅具稀疏的微小简单刚毛ꎮ 各足跗节中垫圆

形ꎬ简单ꎬ无掣爪肌ꎮ 腹部具 ５ 对骨化良好的气门

片ꎬ边缘排列着稀疏的披针状刚毛(图 ２Ｂ、Ｃ)ꎮ 臀

板腹面狭小ꎮ 环肛孔环小而简单ꎬ无附加环ꎻ外环

由排列整齐的单排裂缝状小孔构成ꎬ内环由排列整

齐的单排卵圆形小孔构成(图 ２Ｃ)ꎮ

图 ２　 桉树木虱 ５ 龄若虫形态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５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Ｃｔｅｎａｒｙｔａｉｎａ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ｉ

Ａ:整体背面观ꎻＢ:整体腹面观ꎻＣ:臀板腹面ꎬ
示腹部边缘披针状刚毛和环肛孔环ꎮ

Ａ: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ꎬ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Ｂ: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ꎬ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Ｃ: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ａｌ ｐｌａｔｅꎬ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ｅ ｓｅｔａ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ｍ ａｎａｌ ｒｉｎｇｓ.

２　 桉梳木虱的入侵与危害
桉梳木虱原产澳洲ꎬ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以

英国为入口传入了欧洲(Ｗｉｌｓｏｎꎬ１９２４)ꎬ此后逐渐

传播至欧洲大部分地区和马德拉群岛(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ꎬ
１９９８)ꎮ 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也遭

到了该物种的入侵(Ｈｏｄｋｉｎｓｏｎꎬ１９９９)ꎮ 此外ꎬ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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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ｅｎｎ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９)、南非(Ｍａｒｔｉｎｅｚꎬ１９８３)、斯里

兰卡(Ｍａｒｔｉｎｅｚꎬ１９８３)和巴布亚新几内亚(Ｈｏｄｋｉｎ￣
ｓｏｎꎬ１９８３)也发现桉梳木虱的入侵ꎮ

桉梳木虱已知的寄主植物包括桃金娘科 Ｍｙｒ￣
ｔａｃｅａｅ 桉属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的十余个物种 ( Ｏｕｖｒａｒｄꎬ
２０１８)ꎮ 根据 Ｈｏｄｋ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９)报道ꎬ桉梳木虱的

取食会造成严重的枝稍萎缩、卷叶和叶片褪色ꎮ 在

美国加州ꎬ桉梳木虱的入侵对当地桉树苗生产造成

严重威胁ꎬ农民不得不使用大量杀虫剂来防治该

虫ꎬ直到从澳洲引进了寄生性天敌才有所缓解

(Ｄａｈｌｓｔ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ꎮ 在热带的巴西ꎬ桉梳木虱

的生活史中不存在越冬阶段ꎬ且有着显著的世代重

叠现象ꎬ危害更加严重(Ｄｅ Ｑｕｅｉｒｏｚ ＆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０７)ꎮ 在欧洲ꎬ从 ２０ 世纪 ２０—７０ 年代ꎬ桉梳木虱

逐渐从英国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ꎬ并于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 年在这 ２ 个国家造成严重危害(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ꎬ
１９９８)ꎮ 在云南昆明初步观察ꎬ桉梳木虱的若虫大

量聚集在蓝桉的嫩枝和幼叶基半部下面(图 ３Ａ)ꎬ
分泌的大量蜡质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遮蔽作用ꎬ成
虫更多地聚集在稍老叶片的上面(图 ３Ｂ)ꎬ危害十

分严重ꎬ很多桉树苗的嫩梢、嫩叶由于该木虱为害

而卷缩ꎮ

图 ３　 桉树木虱生态照片
Ｆｉｇ.３　 Ｃｔｅｎａｒｙｔａｉｎａ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ｉꎬ ｉｎ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ｓｈ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Ａ:若虫聚集于嫩茎上ꎻＢ:成虫聚集于叶面ꎮ
Ａ: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ａ ｙｏｕｎｇ ｔｗｉｇꎻ

Ｂ: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ａｘｉ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ｌｅａｆ.

　 　 至此ꎬ入侵中国的木虱种类共有 ３ 种ꎬ其他 ２
种为桉树芽木虱 Ｂｌａｓ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Ｔａｙｌｏｒꎬ
１９８５ (注:国内报道的 Ｂｌａｓ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Ｌｉꎬ２０１１

为 Ｂｌａｓ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Ｔａｙｌｏｒ 的次异名ꎬ见 Ｙ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 和银合欢异木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ｓｙｌｌａ ｃｕｂａｎａ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ꎬ １９１４ (Ｈｏｄｋｉｎｓｏｎꎬ１９８８)ꎮ

３　 桉梳木虱的防控建议
木虱总科昆虫由于严格的植物寄生生活方式ꎬ

以及严格的寄主专一性ꎬ常随特定植物物种的人工

引种和自然扩散构成入侵ꎬ它们可以任何虫态附着

在植物种苗上进行传播ꎮ 因此ꎬ应该加强桉树苗木

产地的检疫ꎬ严禁带有桉梳木虱的树苗从疫区调运

到非疫区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桉梳木虱目前仅在昆明

金殿公园内被发现ꎬ其他地方还未见该虫的发生ꎬ
应该及时开展更广泛、更细致的调查ꎬ摸清该虫的

发生范围ꎬ参考桉树、柑橘上木虱类害虫的防治方

法(李德伟等ꎬ２０１１ꎻ 宋晓兵等ꎬ ２０１６ꎻ Ｄａｈｌｓｔ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ꎬ对疫区的桉梳木虱进行扑灭或严加控

制ꎬ以防对桉树种植造成新的危害ꎮ 同时ꎬ应该做

好桉梳木虱的生物学、天敌昆虫、防治策略的研究ꎬ
积极应对该虫对中国的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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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博士协助采集桉梳木虱标本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买国庆高级实验师野外拍摄成虫和若虫照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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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第 ４ 期 罗心宇等: 中国新入侵害虫———桉梳木虱(半翅目:木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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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２): １３９－１４４.

ＷＩＬＳＯＮ Ｇ Ｆꎬ １９２４. Ｔｈｅ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 ｐｓｙｌｌａ￣Ｅｕｒｈｉｎｏｃｏｌａ ｅｕｃａ￣
ｌｙｐｔｉ (Ｍａｓｋｅｌｌ) .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ｅｒ′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ꎬ ７６: ４２５.

ＹＥＮ Ａ Ｌꎬ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Ｄꎬ ＣＥＮ Ｙꎬ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ｐｓｙｌｌｉｄ Ｂｌａｓ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Ｔａｙｌｏｒ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ꎬ Ｐｓｙｌｌｏｉｄｅ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Ｚｏｏ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３８(２): ４３６－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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