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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台湾果蔬 ３ 种重要有害生物的
危害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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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入境台湾果蔬涉及的重要有害生物ꎬ在收集文献资料基础上ꎬ从传入和扩散、传入后的危害以及在中国大陆的适

生区预测等 ３ 个方面阐述了橘小实蝇、三叶草斑潜蝇和螺旋粉虱在中国大陆的灾变过程ꎮ 橘小实蝇、三叶草斑潜蝇和螺旋

粉虱等 ３ 种有害生物相继传入台湾之后ꎬ分别经历了 ２２ 年、１７ 年和 ８ 年时间又相继传入中国大陆ꎬ且两者相距时间有缩短

的趋势ꎮ 橘小实蝇和三叶草斑潜蝇传入大陆后ꎬ得到迅速扩散蔓延ꎬ给大陆果蔬生产和贸易造成重大影响ꎻ而螺旋粉虱目

前分布局限在海南ꎬ并在局部地区造成较严重的危害ꎮ 台湾发生的有害生物在中国大陆均有较大范围的适生区ꎬ即便是已

传入数十年的橘小实蝇ꎬ因气候等条件的变化ꎬ其在中国适生区也在扩大之中ꎮ 根据分析结果ꎬ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口岸

查验和检疫、入侵害虫的监测与防控等方面提出有效管控入境台湾果蔬有害生物的对策措施ꎮ
关键词: 台湾ꎻ 果蔬ꎻ 入侵害虫ꎻ 害虫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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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贸易多元化和人员交往的便利化ꎬ外
来有害生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风险加大ꎮ
此外ꎬ现代大农业生产对物种资源的引进与交换需

求加大ꎬ一方面给特定的区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ꎬ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ꎮ 因而ꎬ
防范外来生物入侵成为全球 ２１ 世纪农业可持续发

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万方浩等ꎬ２００９)ꎮ
中国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ꎬ大陆具有与台湾相

同或相似的地理和气候条件ꎬ具有台湾有害生物赖

以生存的生态系统ꎮ 因此ꎬ一旦有害生物从台湾传

入ꎬ在中国大陆的定殖和传播扩散风险高ꎮ 中国最

具危险性的 ２０ 种外来入侵物种中 (万方浩等ꎬ
２００９)ꎬ至少橘小实蝇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Ｈｅｎｄｅｌ)、
椰心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Ｇｅｓｔｒｏ 和红火蚁 Ｓｏ￣
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ｖｉｃｔａ Ｂｕｒｅｎ 等 ３ 种有害生物的入侵源与台

湾有 关ꎮ 此 外ꎬ 三 叶 草 斑 潜 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ｉ
(Ｂｕｒｇｅｓｓ)、螺旋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ｄｉｃｕ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ｓ Ｒｕｓｓｅｌｌ、埃
及吹绵蚧 Ｉｃｅｒｙａ ａｅｇｙｐｔｉａｃａ (Ｄｏｕｇｌａｓ)以及新菠萝灰

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Ｂｅａｒｄｌｅｙ、 腹 钩 蓟 马

Ｒｈｉｐｉｐｈｏｒｏｔｈｒｉｐｓ ｃｒｕｅｎｔａｔｕｓ Ｈｏｏｄ 等有害生物从台湾

传入或疑似从台湾传入ꎮ 随着海峡两岸农业合作

与交流的快速发展ꎬ近年来入境大陆的台湾果蔬种

类及批次逐年增加ꎬ导致危险性有害生物传入大陆

的风险不断加大ꎮ 经对允许入境的台湾 ２３ 种水果

开展风险评估结果认为ꎬ可随台湾水果携带的需关

注的有害生物达 ５２ 种(吴佳教等ꎬ２０１６)ꎬ这 ５２ 种

有害生物虽只有南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ｕ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 等部分种类列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２００７ 年联合公告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录»中ꎬ但却都符合国际植物检疫措施第 ５ 号标准

对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定义(ＦＡＯꎬ１９９５)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ꎬ随入境台湾果蔬从台湾

传入的有害生物以橘小实蝇、三叶草斑潜蝇和螺旋

粉虱最为典型ꎮ 其中ꎬ橘小实蝇是水果和瓜果类蔬

菜上的重要害虫ꎬ在国际植物检疫中备受关注ꎮ 三

叶草斑潜蝇随着世界蔬菜和花卉贸易等ꎬ已成为一

个世界性分布种(王音和问锦曾ꎬ１９９５)ꎮ 螺旋粉虱

具有寄主种类多和繁殖速度快等特点ꎮ 本文在收

集已有文献资料基础上ꎬ剖析了橘小实蝇、三叶草

斑潜蝇和螺旋粉虱等 ３ 种入境台湾果蔬有害生物

的传入扩散以及在中国大陆的灾变及危害ꎬ旨在为

入境台湾果蔬重要有害生物的预警防范和绿色防

控提供参考ꎮ

１　 台湾果蔬重要害虫的传入与扩散
橘小实蝇起源于印度ꎬ首次由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于 １７９４

年定名为 Ｍｕｓｃ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ꎬ后更名为 Ｂａｃｔｒｏｃｅｒａ ｄｏｒ￣
ｓａｌｉｓ(Ｃｌａｒｋ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１９１２ 年首次记录于中国

台湾ꎬ１９３４ 年出现在海南ꎬ此后陆续在广东、福建、
广西、湖南、云南中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南部等

地被发现(汪兴鉴ꎬ１９９６)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橘小实蝇

逐渐由我国东南和西南各省向江西、江苏等长江以

南地区扩张(周国梁等ꎬ２００７)ꎮ 此外ꎬ随着近年来

全球气候变暖ꎬ橘小实蝇呈现进一步向北扩散的趋

势(周国梁等ꎬ２００７)ꎮ
三叶草斑潜蝇起源于北美洲ꎬ１９８８ 年在中国台

湾首次报道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在广东省中山市首次发

现ꎬ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在海南发现为害 ( 汪兴鉴等ꎬ
２００６)ꎬ随后几年逐步在我国大陆扩散蔓延ꎮ

螺旋粉虱起源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ꎬ在中国

台湾于 １９８８ 年首次于高雄县发现ꎬ中国大陆于

１９９６ 年在海南首次发现(虞国跃等ꎬ２００７)ꎮ 目前

该有害生物在中国大陆发生和分布仅限在海南ꎮ

２　 台湾果蔬重要害虫传入后的危害
橘小实蝇可危害柑橘和番石榴等 ４０ 多科 ２５０

多种水果和蔬菜ꎬ以幼虫取食果皮组织和果肉ꎬ造
成瓜果失去商品价值ꎬ掉落或腐烂ꎮ 在广州ꎬ橘小

实蝇对番石榴的为害率在 ４０％以上ꎬ部分地区高达

８０％~ ９０％ꎻ单果幼虫数量达 １００ 只以上(梁广勤

等ꎬ１９８２)ꎻ在厦门ꎬ番石榴、杨桃等的虫株率达 ９０％
以上ꎬ番橄榄、枇杷、人心果等的受害率在 ８０％以

上ꎬ厦门岛南部部分瓜果甚至出现绝收现象(林振

基等ꎬ１９９８ꎻ 张清源等ꎬ１９９８)ꎮ 橘小实蝇每年对福

建省水果生产造成 ７ 亿~１０ 亿元的经济损失(邓志

声ꎬ２００１)ꎮ 云南部分地区水果受害率在 ９０％以上ꎬ
西双版纳部分杧果品种受害率高达 １００％ꎬ是目前

制约当地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李红旭

等ꎬ２０００)ꎮ 此外ꎬ橘小实蝇还对果蔬贸易造成重大

影响ꎬ是影响果蔬开拓新的国外市场和制约果蔬对

外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三叶草斑潜蝇对我国蔬菜和花卉等产业具有

重大威胁ꎮ 据文献记载ꎬ其寄主达 ２５ 科ꎬ除菊科植

物外ꎬ还包括白菜、甜菜、辣椒、棉花、洋葱、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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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西瓜等重要经济作物ꎬ且寄主种类仍不断扩

大(康乐ꎬ１９９６)ꎮ 该有害生物给美国和加拿大等国

家的花卉产业造成重大影响ꎬ蔬菜生产也曾广受影

响(农业部全国植物保护总站ꎬ１９９５)ꎮ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菊花因三叶草斑潜损失

９３００ 万美元ꎬ佛罗里达州的旱芹一度不能生产ꎻ土
耳其的石竹和豌豆被害株率分别达 ５８. ３％ 和

１００％ꎻ印度的番茄减产达 ２５％ꎻ该有害生物在南非

也曾是主要的蔬菜害虫之一(汪兴鉴等ꎬ２００６)ꎮ
螺旋粉虱可取食危害多种蔬菜、果树和观赏植

物ꎮ 其以吸食寄主植物汁液导致叶片提前落叶、分
泌蜜露诱发煤病等方式对生产造成危害ꎬ也影响寄

主植物的调运和出口贸易ꎮ 在台湾有报道表明ꎬ螺
旋粉虱危害番石榴ꎬ如持续 ４ 个月不进行防治ꎬ将
导致番石榴产量损失高达 ７３％ ~ ８０％ꎻ但经有效防

治后ꎬ产量损失则锐减至 ７％以下(李伟东等ꎬ２００９ꎻ
沈文君和万方浩ꎬ２００７)ꎮ

３　 台湾重要果蔬害虫在中国大陆的适生区
早期应用模糊综合评判的数学方法以及

ＣＬＩＭＥＸ 模拟结果表明ꎬ长江以北地区不适合橘小

实蝇生存(范京安ꎬ１９９８ꎻ 侯柏华和张润杰ꎬ２００５)ꎮ
适生区预测结果显示ꎬ随气候条件的变化ꎬ橘小实

蝇在我国的适生范围也在扩大ꎮ 至 ２０２０ 年ꎬ橘小

实蝇在中国的适生区北界北扩至吉林东部的零星

地区ꎬ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交界处以及山东的高

适生区增加明显ꎮ 橘小实蝇在我国的适生区面积

增加至 ４５. ７４％ꎬ其中ꎬ中度适生区范围降低至

３.５６％ꎬ低度适生区和高度适生区分别增加到

１１.０５％和 ３０.７３％(李志红ꎬ２０１５)ꎮ
运用适生性分析软件 ＧＡＲＰ 和 ＣＬＩＭＥＸ 对三

叶草斑潜蝇预测结果显示ꎬ其高度适生区包括东

北、华北、华中地区以及华南部分地区ꎻ其潜在分布

区覆盖黑龙江东部和南部ꎬ西藏和新疆部分区域ꎬ
以及除甘肃、青海和宁夏以外的其他省区(刘海军

等ꎬ２０１２)ꎮ
螺旋粉虱在中国的适生区预测结果表明ꎬ其适

生区包括以广东、广西为中心的一个大区和以四川

盆地为中心的一个小区ꎮ 其中ꎬ高度危险区包括台

湾、海南、广东、广西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江西、云
南的个别地区ꎮ 高度危险区、危险区和轻度危险区

所占面积分别约 ３８.８４ 万、８５.７０ 万和 ３５.１２ 万 ｋｍ２

(李伟东等ꎬ２００９)ꎮ

４　 讨论与结论
橘小实蝇、三叶草斑潜蝇和螺旋粉虱等 ３ 种有

害生物相继传入台湾之后ꎬ分别经历了 ２２ 年、１７ 年

和 ８ 年时间又相继传入中国大陆ꎮ 一种有害生物

入侵后是否能被及时发现ꎬ与相关有害生物的生物

学特性、田间识别难易程度、有害生物鉴定识别技

术以及现有的监测手段等因素有关ꎮ 一旦某种新

的有害生物在中国台湾发生ꎬ则其传入中国大陆的

风险加大ꎬ且随着贸易的便利化以及两岸人员往来

日益频繁ꎬ有害生物传入台湾之后再传入大陆可能

性加大ꎬ且两者相距时间有缩短的趋势ꎮ
橘小实蝇和三叶草斑潜蝇传入中国大陆后ꎬ在

大陆迅速扩散蔓延ꎬ给大陆果蔬生产和贸易造成重

大影响ꎻ螺旋粉虱传入后目前分布局限在海南ꎬ并
在海南局部地区造成较严重危害ꎮ

从传入的橘小实蝇、三叶草斑潜蝇和螺旋粉虱

在中国适生性预测结果表明ꎬ台湾发生的有害生物

在中国大陆均有较大范围的适生区ꎮ 即便是已传

入数十年的橘小实蝇ꎬ因气候等条件的变化ꎬ其在

中国适生区也在扩大之中ꎮ 除了上述 ３ 种有害生

物已经传入中国大陆外ꎬ可能随入境台湾果蔬传带

的需关注的 ５２ 种有害生物涵盖蛀果类害虫如米尔

顿姬小蜂 Ａｎｓｅｌｍｅｌｌａ ｍｉｌｔｏｎｉ Ｇｉｒａｕꎬ蚧类害虫如南洋

臀 蚊 粉 蚧 和 大 洋 臀 蚊 粉 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ｉｎｏｒ
(Ｍａｓｋｅｌｌ)等ꎬ粉虱类如番石榴白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ｔｕｂｅｒｃｕ￣
ｌａｔｕｓ ｐｓｉｄｉｉ ( ｓｉｎｇｈ)、螺旋粉虱等ꎬ蓟马类如腹钩蓟

马ꎬ螨类如荔枝叶螨 Ｏｌｉｇｏｎｙｃｈｕｓ ｌｉｔｃｈｉｉ Ｌｏ ＆ Ｈｏ 等ꎮ
这些有害生物一旦传入ꎬ其在大陆有相应的适生

区ꎬ也将给大陆的农业生产和贸易带来重大影响ꎮ
为了有效防范和管控入境果蔬传入有害生物风险ꎬ
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ꎮ

(１)加强入侵台湾果蔬有害生物风险跟进和风

险研判工作ꎬ提高有害生物传入预警能力ꎮ 进一步

开展台湾水果产业相关信息收集ꎬ跟进现有的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结果ꎬ及时掌握台湾果蔬上发生的有

害生物新动态ꎬ尤其需关注新近传入台湾并导致危

害的有害生物ꎮ 了解具有传入高风险的有害生物

在台湾果蔬上的灾变情况、监测调查技术和方法

等ꎬ以便及时制定有害生物传入应急处置预案ꎬ提
高预警能力ꎬ降低传入风险ꎮ

(２)实施分类管理ꎬ提高通关速度ꎬ依据传带风

险开展针对性查验ꎮ 针对入境台湾果蔬ꎬ笔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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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队已确定允许入境台湾 ２３ 种准入水果的高、
中、低不同风险等级ꎬ并列明了针对每种水果需重

点关注的有害生物名录(吴佳教等ꎬ２０１６)ꎬ为口岸

针对性地采取批批查验或抽批查验等不同查验模

式提供了科学依据(姚向荣等ꎬ２０１０)ꎮ 一方面做到

实施分类管理以加速低风险水果的快速查验和通

关ꎬ另一方面可有针对性加强口岸查验力度ꎬ提高

有害生物检出率ꎬ及时阻截外来有害生物入侵ꎬ确
保入境台湾水果进口安全ꎮ

(３)加强口岸和田间有害生物监测预警ꎬ做到

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ꎻ加强阻截与防控力度ꎬ必
要时建立有效的隔离带ꎬ延缓已传入的有害生物进

一步在大陆扩散蔓延ꎬ将入侵有害生物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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