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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检疫性害虫南洋臀纹粉蚧
在中国大陆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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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洋臀纹粉蚧ꎬ又称咖啡粉蚧、可可粉蚧、紫粉蚧ꎬ主要危害饮料作物、果树、蔬菜和园林树木ꎬ是新近入侵中国大陆的

一种危险性检疫性害虫ꎬ２０１２ 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云南、海南等地陆续被发现ꎮ 本文介绍了南洋臀纹粉蚧的识别特征、危
害特性、寄主植物种类、生物生态学特点、地理分布范围、传播扩散途径和防治措施等ꎬ为预防该虫在我国的进一步蔓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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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 是
危害热带和亚热带水果、蔬菜、饮料作物和园林树

木的重要害虫ꎬ为南非、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

圭以及中美洲农牧保健组织和南锥体区域植物保

护组织的 Ａ１ 类检疫性有害生物ꎬ以色列和约旦植

物检疫性有害生物(ＥＰＰＯꎬ２０１５)ꎻ２００７ 年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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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２００７)ꎮ 南洋臀纹粉蚧最

早在亚洲的泰国、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被发现

(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ꎻ Ｌｅ Ｐｅｌｌｅｙꎬ１９４３)ꎻ之后ꎬ又在大洋洲

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ꎬ１９６６)ꎬ
非洲的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ꎬ１９６６)以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９ꎬ ２８(２): １２１－１２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ｂｓｃｎ.ｏｒｇ

 
 

 
 

 
 

 
 

 
 



及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群岛(模式产地)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ꎬ１９６６)和中国台湾(Ｌｅ Ｐｅｌｌｅｙꎬ１９６８)发

生ꎬ目前已扩散到包括亚洲、非洲、中美洲和加勒

比、大洋洲、南美洲等在内的 ３０ 余个国家和地区

(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ꎻ Ｓｃａｌｅｎｅｔꎬ２０１８)ꎮ ２０１２ 年 ７—１０ 月在

中国大陆的广东(广州、梅州、汕头、深圳、天河)、广
西(柳州和南宁)、云南(景洪和元江)以及海南等

多地同时发生(王玉生ꎬ２０１６ꎻ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ꎬ
主要危害榕树[小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 (Ｍｉｑ.)、橡皮

榕 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 Ｒｏｘｂ. ｅｘ Ｈｏｒｎｅｍ、人参榕 Ｆ.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Ｌｉｎｎ. ｆ.]、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Ｌ.、番荔枝

Ａｎｎｏｎａ ｓｑｕａｍｏｓａ Ｌ. 等 (任竞妹ꎬ ２０１６ꎻ 王玉生ꎬ
２０１６)ꎻ２０１３ 年又在广东惠州(任竞妹ꎬ２０１６)和云

南勐腊(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发现其危害小叶榕和马

槟榔 Ｃａｐｐａｒｉｓ ｍａｓａｉｋａｉ Ｌｅｖｌ(任竞妹ꎬ２０１６ꎻ 王玉生ꎬ
２０１６ꎻ Ｒ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ꎻ２０１５ 年在海南海口发现其

危害人参榕和黄花梨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 Ｔ. Ｃｈｅｎ
(王玉生ꎬ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 年年底在福建三明市的红花

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ｂｌａｋｅａｎａ Ｄｕｎｎ 上发现其踪迹ꎮ 鉴

于该种粉蚧种群扩张趋势明显ꎬ且寄主范围广、潜
在危害大ꎬ本文主要针对其识别特征、危害特性、生
物生态学特点、地理分布区域以及防控措施等进行

概述ꎬ以期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该粉蚧在中国大陆的

进一步扩散蔓延提供支撑ꎮ

１　 物种名称和分类地位
南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ꎬ

曾用拉丁学名 Ｄａｃｔｙｌｏｐｉｕｓ ｃｏｆｆｅａｅ Ｎｅｗｓｔｅａｄ、 Ｄａｃ￣
ｔｙｌｏｐｉｕｓ ｃｒｏｔｏｎｉｓ Ｇｒｅｅｎ、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ｒｏｔｏｎｉｓ (Ｇｒｅｅｎ)、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ｅｔｒｅｍ、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ｔａｙａｂａｎｕ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ｆｆｅａｅ (Ｎｅｗｓｔｅａｄ)、Ｐｓｅｕｄ￣
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ｒｏｔｏｎｉｓ ( Ｇｒｅｅｎ)、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ｅ￣
ｔｒｅｍ、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ｔａｙａｂａｎｕ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 Ｔ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ｕｒｉｔｉｅｎｓｉｓ Ｍａｍｅｔ(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ꎬ英文名 ｃａｃａｏ ｍｅａ￣
ｌｙｂｕｇ、ｃｏｆｆｅｅ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ｃａｃａｏ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ＣＡ￣
ＢＩꎬ２０１８ꎻ Ｓｃａｌｅｎｅｔꎬ２０１８)ꎻ曾用中文名有紫粉蚧、紫
臀纹粉蚧、南洋刺粉蚧等(徐梅等ꎬ２００８)ꎬ英译中文

名有咖啡粉蚧、可可粉蚧、东方可可粉蚧ꎬ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团粉蚧亚科 Ｔｒａ￣
ｂｕｔｉｎｉｎａｅ 臀纹粉蚧属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ꎮ

２　 形态特征
雌性成虫:阔卵圆形ꎬ淡棕红色、紫红色、紫褐

色或棕黄色ꎬ体覆白色蜡粉状分泌物ꎬ各体节背部

蜡粉呈块状ꎬ彼此分离或成短棒状(成熟期尤为明

显)ꎬ侧面观如半球ꎬ相邻两体节间几无蜡粉ꎬ可见

虫体原本颜色ꎻ体背部中央纵线较宽ꎬ明显ꎬ去除蜡

粉后的虫体为淡棕黄色ꎻ触角 ８ 节ꎮ 体侧具 １８ 对

蜡丝ꎬ蜡丝几乎等长ꎬ约为体长 １ / ８ꎻ蜡丝基部宽阔、
端部渐尖ꎬ体后缘 ２~ ３ 对蜡丝常弯曲ꎬ其余蜡丝直

形 ( 徐 梅 等ꎬ ２００８ꎻ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ꎬ
１９７２)(图 １)ꎮ

图 １　 南洋臀纹粉蚧危害黄花梨

Ｆｉｇ.１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ｓｃｅｎｔｅｄ ｒｏｓｅｗｏｏｄ ｂｙ Ｐ.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制成玻片标本后的雌性成虫ꎬ卵圆形ꎬ体长 １.２
~３.１ ｍｍꎬ体宽 ０.７ ~ ３.０ ｍｍꎮ ３ 对足粗壮ꎻ后足转

节＋腿节长 ２１０ ~ ３１５ μｍꎬ胫节＋跗节长 ２１０ ~ ２７５
μｍꎬ基节和胫节后部具半透明孔ꎬ孔内侧边缘骨化

程度较高ꎮ 腹中环宽大、方形ꎬ宽 １０５ ~ ２００ μｍꎻ臀
瓣明显突出于虫体末端之外ꎬ其腹面生有长的臀瓣

刺和细毛ꎻ肛环具成列孔和 ６ 根肛环刺ꎮ 三格腺均

匀分布于体背腹面ꎻ多格腺则仅存在于腹部腹面中

部区域ꎬ单行或双行排列于腹部第 ４~７ 腹节中部区

域后缘ꎬ其中第 ７ 腹节的多格腺常位于前缘ꎬ单行

或分散排列ꎬ并且在其第 ５ 和第 ６ 腹节中部区域前

缘有时亦存在数个多格腺ꎮ 体背侧边缘具刺孔群

１８ 对ꎬ每个刺孔群具 ２ 根锥刺、７ ~ １２ 个三格腺ꎬ末
对刺孔群具 ２０ 个三格腺和 ３ 根附毛ꎮ 背部刚毛粗

长ꎬ鞭毛状(此为与同属其他种类的主要区别特

征)ꎬ腹部第 ６ 或第 ７ 腹节最长刚毛长度为 ５０ ~ １４０
μｍ(徐梅等ꎬ２００８ꎻ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ꎻ Ｃｏｘꎬ１９８９)
(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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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与属内其他种类的主要区别特征包括:虫
体为阔卵圆形ꎬ背部最长刚毛长度 ５０ μｍ 以上ꎻ足
粗壮ꎬ后足腿节长度为最宽处的 ２. ４ 倍(２. １ ~ ２. ８
倍)(徐梅等ꎬ２００８ꎻ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ꎻ半透明孔位

于后足基节和胫节ꎬ腿节无ꎻ２ 根触角间腹面具管状

腺ꎻ前足基节后缘多格腺缺如ꎻ具臀瓣刺ꎻ具 １８ 对

刺孔群ꎬ 除末对刺孔群外无附毛 (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
２０１４)ꎮ

若虫:卵胎生(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ꎬ或卵期不足

１ ｄ(Ｌｅ Ｐｅｌｌｅｙꎬ１９４３)ꎻ１ 龄若虫酱紫色或褐红色ꎬ体
侧蜡丝表面粗糙(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ꎮ

图 ２　 雌性成虫的外部形态特征

(引自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ｏｆ Ｐ.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

３　 主要危害和寄主植物
３.１　 主要危害

南洋臀纹粉蚧主要以成虫和若虫 /幼虫进行为

害ꎬ既危害叶片、嫩茎、嫰梢ꎬ也危害花、果实ꎬ以及

主干、分枝和根ꎮ 危害方式主要 ２ 种:一是直接为

害ꎬ以刺吸式口器吸食寄主植物汁液ꎬ导致顶梢枯

死、花序凋落、嫩茎枯萎、叶片萎蔫坏死、果实畸形

或幼果脱落、分枝死亡ꎬ并最终导致整株植株凋萎

乃至凋亡ꎻ二是间接危害ꎬ成虫和若虫分泌的蜜露

常招致霉菌寄生ꎬ诱发叶片、嫩茎和果实发生煤污

病ꎬ严重影响果树、蔬菜和饮料作物产品的品质以

及园林植物的景观价值(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ꎻ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Ｓｃａｌｅｎｅｔꎬ２０１８ꎻ Ｓｅｋｈａｒꎬ１９６４)ꎮ
３.２　 寄主植物

南洋臀纹粉蚧是整个东洋地区 (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ｒｅ￣

ｇｉｏｎ)和南太平洋区域(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果树、园
林植物以及饮料作物的主要害虫ꎬ寄主植物有 ３９
科 ６２ 属 ７０ 余种(Ｃｏｘꎬ１９８９ꎻ Ｐｉｌｌａｉꎬ１９８７ꎻ Ｓｃａｌ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８ꎻ Ｓｚｅｎｔ￣Ｉｖａｎｙ ＆ Ｃａｔｌｅｙꎬ１９６０)ꎮ 其中ꎬ茜草科咖

啡属植物 Ｃｏｆｆｅａ(小粒咖啡 Ｃ. ａｒａｂｉｃａ Ｌ.和中粒咖啡

Ｃ. ｃａｎｅｐｈｏｒａ Ｐｉｅｒｒｅ ｅｘ Ａ. Ｆｒｏｅｈｎｅｒ)、芸香科柑橘属

植物 Ｃｉｔｒｕｓ、梧桐科的可可 Ｔｈｅｏｂｒｏｍａ ｃａｃａｏ Ｌ.、桃金

娘科的番石榴、番荔枝科的刺果番荔枝 Ａｎｎｏｎ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Ｍａｃｆ.、羊蹄甲属植物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锦葵科的

爪哇木棉 Ｃｅｉｂａ ｐｅｎｔａｎｄｒａ (Ｌ.) Ｇａｅｒｔｎ 等为其主要

寄主植物ꎮ 番荔枝、棕榈科的椰子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漆树科的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石榴科的石

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Ｌ.、苏木科的酸角 (罗望子)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Ｌ.、葡萄科葡萄属植物 Ｖｉｔｉｓ、薯蓣

科薯蓣属植物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禾本科的龙头竹 Ｂａｍｂｕｓ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Ｓｃｈｒａｄ. ｅｘ Ｊ. Ｃ. Ｗｅｎｄｌ.等为其次要寄主植

物ꎮ 此外ꎬ还可危害锦葵科的榴梿 Ｄｕｒｉｏ ｚｉｂｅｔｈｉｎｕｓ
Ｌ.、棕榈科的椰枣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ｄａｃｔｙｌｉｆｅｒａ Ｌ.、豆科的花生

Ａｒａｃｈｉｓ ｈｙｐｏｇａｅａ Ｌ.、樟科的牛油果(鳄梨)Ｐｅｒｓｅａ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Ｍｉｌｌ.、桑科菠萝蜜属植物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辣木科

的辣木 Ｍｏｒｉｎｇ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Ｌａｍ.、桃金娘科的莲雾(蒲
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ｊａｍｂｏｓ Ｌ. (Ａｌｓｔｏｎ)、酢浆草科的杨桃

Ａｖｅｒｒｈｏａ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Ｌ.、芸香科的柠檬 Ｃｉｔｒｕｓ ｌｉｍｏｎ
(Ｌ.) Ｂｕｒｍ. ｆ.、柚子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 Ｍｅｒｒ.和酸橙 Ｃｉｔｒｕｓ
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 Ｌ.、无患子科荔枝属植物 Ｌｉｔｃｈｉ、山榄科的

人心果Ｍａｎｉｌｋａｒａ ｚａｐｏｔａ (Ｌ.) ｖａｎ Ｒｏｙｅｎ、十字花科的

花椰菜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 ｖａｒ. ｂｏｔｒｙｔｉｓ Ｌ.、茄科的茄

子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Ｌ.和烟草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Ｌ.ꎬ以及鸢尾科的唐菖蒲 Ｇｌａｄｉｏｌｕｓ ｃａｒｎｅｕｓ Ｆ. Ｄｅｌａ￣
ｒｏｃｈｅ、千屈菜科的大花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Ｐｅｒｓ.、桑科的榕树和面包树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ｌｔｉｌｉｓ (Ｐａｒｋｉｎ￣
ｓｏｎ) Ｆｏｓｂｅｒｇ 和巴拿马橡胶树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ａ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 Ｃｅｒｖ.
等(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８ꎻ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ꎻ Ｓｃａｌｅｎｅｔꎬ２０１８)ꎮ

４　 地理分布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期ꎬ南洋臀纹粉蚧在东南亚

的泰国、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被发现 ( ＣＡＢＩꎬ
２０１８ꎻ Ｌｅ Ｐｅｌｌｅｙꎬ１９４３)ꎮ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９６６)报道菲律

宾群岛可能是南洋臀纹粉蚧的模式产地ꎬ然而其具

体的原产地目前尚无从考证ꎮ 迄今ꎬ南洋臀纹粉蚧

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ꎬ包括非

洲的科摩罗、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莫桑

比克、塞舌尔、留尼汪岛(法属)ꎬ中美洲和加勒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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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海地ꎬ南美洲的圭亚那(法
属)和哥伦比亚ꎬ大洋洲的关岛、加罗林群岛、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马里纳亚群岛

(美属)ꎬ以及亚洲的孟加拉、不丹、文莱、柬埔寨、科
科斯群岛、印度(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比哈尔、德
里、古吉拉特、卡纳塔克、克拉拉、马哈拉施特拉、奥
里萨、泰米尔纳德)、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爪哇

岛、加里曼丹岛、努沙登加拉群岛、苏拉威西岛)、日
本(琉球群岛)、老挝、马来西亚(半岛马来西亚、沙
巴州、沙捞越)、马尔代夫、缅甸、菲律宾、斯里兰卡、
泰国、越南、也门和中国台湾(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ꎬ１９６６ꎻ ＣＡ￣
ＢＩꎬ２０１８ꎻ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ꎻ Ｌｅ Ｐｅｌｌｅｙꎬ１９４３ꎬ１９６８ꎻ
Ｓｃａｌｅｎｅｔꎬ２０１８)ꎮ

５　 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ꎬ南洋臀纹粉蚧完成一

个生活周期大约需要 ４０ ｄꎻ雄虫少见ꎬ可在叶片背

面化蛹(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ꎮ 在花椰菜上ꎬ雌虫一生

产卵 ５５~１５２ 粒ꎬ卵产在卵囊内ꎬ卵囊白色ꎬ棉絮样ꎬ
常附着在嫩茎或叶柄上ꎮ 卵期不足 １ ｄꎮ 若虫期 ２０
~２５ ｄꎬ其中雌性若虫分为 １、２ 和 ３ 龄ꎬ共计 ３ 个龄

期ꎻ雄性若虫分为 １、２ 龄、前蛹和蛹ꎬ共计 ４ 个发育

阶段ꎬ在叶片背面化蛹ꎮ 危害严重时ꎬ不仅使寄主

生长受阻ꎬ还会导致植株萎蔫ꎬ以及花椰菜的花球

个体缩小(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ꎻ ＤＡＦꎬ２０１８)ꎮ
在可可树上ꎬ南洋臀纹粉蚧常与数种蚂蚁共

生ꎬ如在爪哇岛ꎬ该种粉蚧可以与双疣琉璃蚁(常被

称作双疣臭蚁、黑蚂蚁) Ｄｏｌｉｃｈｏｄｅｒｕｓ ｂ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
Ｆｒ. Ｓｍｉｔｈ 共存ꎻ在斯里兰卡ꎬ可以与长结织叶蚁

Ｏｅｃｏｐｈｙｌｌａ ｌｏｎｇｉｎｏｄａ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白足蚁 Ｔｅｃｈｎｏｍｙｒｍｅｘ
ｄｅｔｏｒｑｕｅｎｓ Ｗａｌｋｅｒ 和大齿蚂蚁 Ｏｄｏｎｔｏｍａｃｈｕｓ ｈａｅｍａ￣
ｔｏｄｕｓ Ｌ.共生(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ꎬ１９７２)ꎻ而在菲律宾ꎬ细足捷

蚁 Ａｎｏｐｌｏｌｅｐ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Ｆ. Ｓｍｉｔｈꎬ次异名长角捷蚁

Ａｎｏｐｌｏｌｅｐｉｓ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 Ｊｅｒｄｏｎ))亦即黄疯蚁(又称狂

蚁)(ｙｅｌｌｏｗ ｃｒａｚｙ ａｎｔ)ꎬ亦常常关照南洋臀纹粉蚧

(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ꎻ Ｅｎｔｗｉｓｔｌｅꎬ１９７２)ꎮ

６　 天敌昆虫及其应用价值
６.１　 天敌昆虫种类

共有 ５ 目 ７ 科 １８ 种 /属天敌昆虫对南洋臀纹

粉蚧的成虫和若虫具有控制作用ꎬ其中寄生性天敌

主要为膜翅目的寄生蜂ꎬ计 ２ 科 ７ 属 ６ 种ꎬ包括跳

小蜂科的 Ａｅｎａｓｉｕｓ ｌｅｐｅｌｌｅｙｉ (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ｅｎａｓｉｕｓ ｓｕｂ￣

ｂａｒａｏｉ (Ｋｅｒｒｉｃｈ)、蚧壳虫跳小蜂 Ｌｅｐｔｏｍａｓｔｉｘ ｄａｃｔｙｌｏ￣
ｐｉｉ Ｈｏｗａｒｄ 和 Ｔｅｔｒａｃｎｅｍｏｉｄ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Ａｙｙａｒ)、粉绒短

角跳小蜂 Ｐｓｅｕｄａｐｈｙｃ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Ｆｅｒｒｉèｒｅ)、长索跳

小蜂 Ａｎａｇｙｒｕ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 (Ｇｉｒａｕｌｔ)及长索跳小蜂属

Ａｎａｇｙｒｕｓ 的其他种类和 Ｐｓｅｕｄａｐｈｙｃｕｓ 属种类ꎬ以及

蚜小蜂科的艾蚜小蜂 Ｐｒｏｍｕｓｃｉｄｅａ ｕｎｆａｓｃｉａｔ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Ｇｉｒａｕｌｔꎮ 捕食性天敌计 ４ 目 ５ 科 １２ 属 １２ 种ꎬ包括

双翅 目 瘿 蚊 科 的 双 谷 瘿 蚋 Ｃｏｃｃｏｄｉｐｌｏｓｉｓ ｓｍｉｔｈｉ
(Ｆｅｌｔ)和 Ｔｒｉｏｍｍａｔａ ｃｏｃｃｉｄｉｖｏｒａ (Ｆｅｌｔ)ꎬ鞘翅目瓢甲

科的纵条瓢虫 Ｂｒｕｍｏｉｄｅｓ ｓｕｔｕｒａｌｉ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孟氏

隐唇瓢虫 Ｃｒｙｐｔｏｌａｅｍｕｓ ｍｏｎｔｒｏｕｚｉｅｒｉ Ｍｕｌｓａｎｔꎬ以及端

黄小毛瓢虫 Ｓｃｙｍｎｕｓ ａｐｉｃｉｆｌａｖｕｓ (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方突

毛瓢虫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ｙｍｎｕｓ ｐａｌｌｉｄｉｃｏｌｌｉｓ (Ｍｕｌｓａｎｔ)、小毛

瓢虫 Ｓｃｙｍｎｕｓ ｒｏｅｐｋｅｉ Ｆｌｕｉｔｅｒ、小毛瓢虫属 １ 未知种

Ｓｃｙｍｎｕｓ ｓｐ.ꎻ鳞翅目夜蛾科的食蚧夜蛾 Ｅｕｂｌｅｍｍａ
ｓｃｉｔｕｌａ (Ｒａｍｂ)ꎬ灰蝶科的布衣云灰蝶 Ｍｉｌｅｔｕｓ ｂｏｉｓ￣
ｄｕｖａｌｉ Ｍｏｏｒｅ 和灰纹小灰蝶 Ｓｐａｌｇｉｓ ｅｐｉｕｓ (Ｗｅｓｔ￣
ｗｏｏｄ)ꎬ以及脉翅目草蛉科的亚非玛草蛉 Ｍａｌｌａｄａ
ｂｏｎ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Ｏｋａｍｏｔｏ) 等 ( ＣＡＢＩꎬ ２０１８ꎻ Ｌｅ Ｐｅｌｌｅｙꎬ
１９４３)ꎮ
６.２　 应用价值

在印度克拉拉邦区域的咖啡种植园ꎬ灰纹小灰

蝶、蚧壳虫跳小蜂以及小瓢虫属 １ 种(Ｐｕｌｌｕｓ ｓｐ.)等
的种群数量比较高(Ｓｈａｊｌ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其中ꎬ灰
纹小灰蝶不仅种群数量大ꎬ而且捕食能力极强ꎬ是
粉蚧类和蚧类害虫最具应用潜力的生防作用物

(Ｐｕｓｈｐａｖｅｎｉ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７３)ꎻ其次为蚧壳虫跳小蜂

(Ｓｈａｊｌ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蚧壳虫跳小蜂是一种外来的

寄生性天敌ꎬ１９８３ 年从西印度群岛引入用于防治柑

橘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ｉｔｒｉ (Ｒｉｓｓｏ)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ｏｏｒ￣
ｔｈｙ ＆ Ｓｉｎｇｈꎬ１９８７)ꎬ在该咖啡种植园定期释放ꎬ且
已建立种群ꎮ 田间调查结果显示ꎬ蚧壳虫跳小蜂对

南洋臀纹粉蚧的寄生率已达 ７５％ꎬ且控制效果稳

定ꎬ可有效遏制咖啡种植园粉蚧种群的大暴发ꎬ进
而降低化学农药的使用量ꎬ保护本地自然天敌类群

(包括熙灰蝶属 Ｓｐａｌｇｉｓ 和小毛瓢虫属种类)ꎬ使害

虫种群始终处于较低水平(Ｓｈａｊｌ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７　 传播扩散方式
南洋臀纹粉蚧的传播扩散主要以附着在寄主

表面的若虫 /幼虫、蛹或 /和成虫ꎬ借助寄主果实(包
括水果、荚果等)、花、花序、球果、花萼、叶片、幼苗

甚或组培苗ꎬ以及地上茎、新枝、树干、分枝等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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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活动而实现(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ꎬ亦能通过随意丢

弃的果皮、果壳等传播ꎻ但是ꎬ能否借助树皮、球茎、
块茎、根茎、生长基质、根、种子、粮谷以及木材等扩

散蔓延ꎬ尚不得而知ꎮ 而其更远距离传播ꎬ则需借

助装运货物的运输工具或交通工具ꎬ或跨境旅客的

人为携带(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ꎻ如榴梿、荔枝、龙眼、
番荔枝、番石榴、红毛丹、柚子、椰色果(亦称龙宫

果、兰撒果)、山竹、橙子等ꎻ此外ꎬ小麦麸皮的国际

贸易也是其远距离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顾渝娟

等ꎬ２０１５)ꎮ 如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和 １１ 月以及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英国分别从来自斯里兰卡的鸡蛋花插条叶片

上ꎬ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红毛丹上ꎬ以及来自印度尼

西亚的山竹和红毛丹上分别截获该种粉蚧(Ｃｈｅｒ￣
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ꎮ 又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间ꎬ我国口岸进

境水果共计截获南洋臀纹粉蚧 ２０７９ 种次ꎬ来源地

涉及 １０ 余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泰国、菲律宾、柬埔

寨、老挝、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越南ꎬ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等) (顾渝娟

等ꎬ２０１３ｂ)ꎻ截获种次占全部检疫性害虫截获种次

的 ８.３５％ꎬ位居第三位(陈云芳等ꎬ２０１６)ꎻ其中从泰

国截获的南洋臀纹粉蚧疫情最多ꎬ占东盟 ７ 国截获

蚧类害虫疫情的 ７９.７６％ꎬ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连续 ３ 年

位居货检截获有害生物榜首 (顾渝娟等ꎬ２０１３ａꎬ
２０１３ｂ)ꎮ 而近年来ꎬ我国的山西太原、广东(汕头、
珠海、深圳、东莞)、浙江杭州、河南洛阳、福建厦门

等地口岸ꎬ对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ꎬ
以及我国澳门、香港等的入境旅客携带水果(包括

红毛丹、龙宫果、山竹、杧果、番石榴、榴梿等)实施

检疫时ꎬ多次截获该种粉蚧ꎬ呈现出旅检和货检并

重的态势(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ｉｇｕａｎ.ｉｎｆｏ)ꎮ

８　 发展趋势
南洋臀纹粉蚧极易随寄主植物及其产品的贸

易活动进行远距离传播扩散ꎬ入侵到新的地理区域

后ꎬ由于缺乏自然天敌控制ꎬ常会暴发成灾ꎻ而不恰

当的化学农药施用方法ꎬ不仅降低了自然天敌的种

群数量ꎬ还导致了南洋臀纹粉蚧种群数量的快速增

长(Ｃｈｅｒａｇｈｉａｎꎬ２０１４)ꎮ 目前ꎬ南洋臀纹粉蚧仅在我

国局部区域发生ꎬ然而ꎬ该种粉蚧在我国适生区范

围广ꎬ其高度适生区(主要包括海南、广东大部、广
西大部、云南南部、台湾大部、福建南部ꎬ四川东部、
重庆局部、贵州局部、江西局部等区域)与我国热带

(如杧果、番荔枝、番石榴、榴梿、莲雾、菠萝蜜、山

竹、咖啡、可可等)、亚热带(柑橘、柚子、葡萄等)水
果 /饮料作物主要种植区域高度吻合(齐国君等ꎬ
２０１５)ꎻ加之近年来ꎬ我国亚热带、暖温带区域设施

农业 /保护地规模不断扩大ꎬ南果北种现象普遍(蔡
国栋和潘莹ꎬ ２０１４ꎻ 郝梦超等ꎬ２０１７ꎻ 许永新ꎬ２０１３ꎻ
杨红光ꎬ２０１７)ꎬ尽管在设施农业条件下南洋臀纹粉

蚧的适生区范围尚不得而知ꎬ然而一旦传播扩散必

将对我国农林业生产ꎬ尤其是果树、蔬菜、园林树木

和饮料作物等的生产ꎬ造成严重威胁ꎬ因此应严密

监测、实时关注其发生动态ꎮ
泰国是我国南洋臀纹粉蚧截获(包括货检和旅

检)频率最高的疫情来源国家ꎬ其载体寄主主要为

水果ꎬ如榴梿、龙眼、红毛丹、椰色果、山竹等ꎬ约占

进境货物(来自东盟 ７ 国ꎬ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越南、老挝)检验检疫中

截获蚧类害虫的 ８０％(顾渝娟等ꎬ２０１３ａꎬ２０１３ｂ)ꎻ而
近 ５ 年的旅检截获疫情数据显示ꎬ有 ６６.７％的南洋

臀纹粉蚧来自泰国ꎬ载体寄主以山竹、榴莲、红毛丹

等为主ꎻ此外ꎬ来自菲律宾的香蕉和马来西亚的山

竹时有南洋臀纹粉蚧被截获ꎬ亦不能小觑ꎮ 故此ꎬ
在强化公民防范外来入侵生物意识的同时ꎬ口岸还

需加大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进境水果及旅客

携带水果的检验检疫力度ꎬ严防南洋臀纹粉蚧疫情

传入ꎬ保障我国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贸易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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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ＺＥＮＴ￣ＩＶＡＮＹ Ｊ Ｊ Ｈꎬ ＣＡＴＬＥＹ Ａꎬ １９６０.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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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ｌａｎｄ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ｅｃｔｓꎬ ２: ２５５－２６１.

ＷＡＮＧ Ｘ Ｂꎬ ＺＨＡＮＧ Ｊ Ｔꎬ ＤＥＮＧ Ｊꎬ ＺＨＯＵ Ｑ Ｓꎬ ＺＨＡＮＧ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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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０９(３):
４３８－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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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莹) 　 　

６２１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８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