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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发现外来入侵害虫———
南美番茄潜叶蛾(鳞翅目:麦蛾科)

张桂芬１ꎬ２∗ꎬ 马德英３ꎬ 刘万学１ꎬ２∗ꎬ 王玉生１ꎬ 付文君４ꎬ 王　 俊５ꎬ 高有华３ꎬ 万方浩１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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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外来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ꎻ
３新疆农业大学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２ꎻ ４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业技术推广总站ꎬ

新疆 伊宁 ８３５０００ꎻ 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植物保护站ꎬ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６

摘要: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露地鲜食番茄上发现一种鳞翅目害虫ꎬ以幼虫潜食叶肉、蛀食

果实ꎬ经鉴定为南美番茄潜叶蛾ꎮ 该害虫原产南美洲的秘鲁ꎬ２００６ 年入侵欧洲的西班牙ꎬ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已在南美洲、欧
洲、非洲、中美洲和亚洲的 ８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ꎬ严重危害鲜食番茄、加工番茄和樱桃番茄 /圣女果ꎬ产量损失最高可达

８０％~１００％ꎮ 本文提供了南美番茄潜叶蛾的危害情况及主要形态鉴定特征ꎬ提出了防范其进一步扩散危害的措施建议以

及今后应开展的主要研究方向ꎬ包括植物检疫、发生分布调查、生物学生态学特性研究、天敌资源挖掘利用等ꎬ以为积极应

对南美番茄潜叶蛾对我国农业生产安全的威胁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入侵害虫ꎻ 南美番茄潜叶蛾ꎻ 番茄ꎻ 中国ꎻ 麦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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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ａｌｉ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Ｔｕｔ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ꎻ ｔｏｍａｔｏꎻ Ｃｈｉｎａꎻ Ｇｅｌｅｃｈｉｉｄａｅ

　 　 麦蛾科是小蛾类中的一个大科ꎬ全球约 ４００ 属

４０００ 种ꎮ 包括麦蛾 Ｓｉｔｏｔｒｏｇａ ｃｅｒｅａｌｅｌｌａ (Ｏｌｉｖｉｅｒ)、马
铃薯块茎蛾 Ｐｈｔｈｏｒｉｍａｅａ ｏｐｅｒｃｕｌｅｌｌａ ( Ｚｅｌｌｅｒ)、棉红

铃虫 Ｐｅｃｔｉｎｏｐｈｏｒａ ｇｏｓｓｙｐｉｅｌｌａ (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等重要害

虫ꎮ 南美番茄潜叶蛾 Ｔｕｔａ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Ｍｅｙｒｉｃｋ)ꎬ又名

番茄潜叶蛾、番茄潜麦蛾、番茄麦蛾(马菲等ꎬ２０１１ꎻ
张桂芬等ꎬ２０１８)ꎬ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ꎬ以幼虫潜

食番茄、马铃薯、茄子等茄科植物叶片ꎬ严重发生时

还可蛀食果实、顶芽以及嫰梢嫩茎ꎬ此前ꎬ中国没有

其发生危害的报道 ( 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９ꎻ Ｄｅｓｎｅｕｘ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 Ｉｍｅｎｅｓ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０)ꎮ 棉红铃虫、马铃薯块茎

蛾和南美番茄潜叶蛾均为世界性检疫性有害生物ꎬ
主要通过寄主产品及其种苗的贸易活动 /调运进行

远距离传播扩散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笔者在新疆吾尔自

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露地种植的番茄上发现

一种鳞翅目昆虫ꎬ经鉴定为新入侵中国的外来害

虫———南美番茄潜叶蛾ꎮ

１　 鉴别特征
１.１　 成虫

体长 ６~７ ｍｍꎬ翅展 ８~１０ ｍｍꎬ淡灰褐色、灰褐

色或棕褐色ꎬ鳞片银灰色ꎻ触角丝状ꎬ足细长ꎬ具有

灰白色与黑褐色相间的横纹(图 １Ａ)ꎻ下唇须向上

翘弯ꎻ腹部纺锤型(雌性尤为明显)ꎬ第 １ ~ ６ 节(雌
性)或第 １~ ８ 节(雄性)腹面中部两侧具有八字形

黑褐色斑纹(图 １Ｂ、Ｃ)ꎮ 雄性外生殖器抱器瓣指

状ꎬ端部多毛ꎻ阳茎粗状ꎬ具有突出的盲囊(图 １Ｄ)ꎮ

图 １　 南美番茄潜叶蛾成虫特征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ｓ ｏｆ 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Ａ:雄性成虫ꎬ侧面观ꎻＢ:雌性成虫ꎬ腹面观ꎻＣ:雌性和雄性成虫ꎬ腹面观ꎻＤ:雄性外生殖器ꎬ示抱器瓣和阳茎盲囊ꎮ
Ａ: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ꎬ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Ｂ: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ꎬ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Ｃ: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Ｄ: Ｍａｌｅ 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ａꎬ ｖａｌｖａｅ ａｎｄ ｓａｃｃ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１.２　 幼虫

４ 个龄期ꎮ 初孵幼虫奶黄色或奶白色ꎬ半透明ꎬ
体长 ０.４~ ０.６ ｍｍꎬ头部黑褐色ꎻ前胸背板棕黄色ꎬ
后缘具一棕褐色锚形斑纹(图 ２Ａ)ꎻ胸足奶白色ꎬ半
透明(图 ２Ｂ)ꎮ ４ 龄幼虫绿色、黄绿色ꎬ或胴部背面

淡玫瑰红色ꎻ头部棕黄色ꎻ前胸背板淡棕黄色ꎬ后缘

具有 ２ 条棕褐色眉形斑纹ꎻ胴部各体节隆起明显ꎬ
胸足和腹足色浅ꎬ半透明(图 ２Ｃ)ꎮ

图 ２　 南美番茄潜叶蛾 １ 龄和 ４ 龄幼虫形态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 ｏｆ 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Ａ:１ 龄幼虫整体背面观ꎬ示前胸背板ꎻＢ:１ 龄幼虫整体侧面观ꎬ示胸足ꎻＣ:４ 龄幼虫ꎬ背侧面观ꎮ
Ａ: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ꎬ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ꎬ ｐｒｏｎｏｔｕ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ꎻ Ｂ: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１ｓｔ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ꎬ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ꎬ ｔｈｏｒａｘ ｆｅｅ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ꎻ

Ｃ: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４ｔｈ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ꎬ ｄｏｒｓ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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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入侵与危害
南美番茄潜叶蛾原产南美洲西部的秘鲁ꎬ是南

美洲国 家 番 茄 上 的 主 要 害 虫 ( Ｄｅｓｎｅｕｘ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２００６ 年年底首次入侵西班牙(智利中部可

能是其唯一的入侵源头)的东部ꎬ之后ꎬ向东向南迅

速扩散ꎬ很快遍布了整个地中海区域(Ｂｉｏｎｄ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Ｄｅｓｎｅｕｘ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已
在包括南美洲、欧洲、非洲、中美洲、亚洲在内的 ８５
个国家 /地区发生ꎬ２２ 个国家 /地区疑似发生(张桂

芬等ꎬ２０１８ꎻ Ｂｉｏｎｄ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ꎻ ＣＡＢＩꎬ２０１９ꎻ Ｃａｍ￣
ｐｏ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 Ｄｅｓｎｅｕｘ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 Ｕｕｌ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南美番茄潜叶蛾可以危害包括茄科、豆科、锦
葵科、苋科、旋花科、藜科、菊科、十字花科以及禾本

科在内的近 ４０ 种植物ꎬ但主要危害茄科植物ꎬ尤其

嗜食番茄(包括鲜食番茄、加工番茄和樱桃番茄 /圣
女果)、马铃薯、茄子等 (张桂芬等ꎬ２０１８ꎻ ＣＡＢＩꎬ
２０１９)ꎮ 据观察ꎬ南美番茄潜叶蛾可以潜食叶肉ꎬ蛀
食果实、顶芽、嫰梢和嫩茎ꎬ严重危害时造成叶片枯

萎、顶芽枯死和果实脱落 /腐烂ꎻ若防治不及时或未

防治ꎬ将造成番茄产量损失 ８０％~１００％(Ｄｅｓｎｅｕｘ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ꎮ 该虫不仅在入侵地危害严重(Ｐｏｔ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在原产地亦严重发生ꎬ使防治成本一再

飙升 ( Ｇｏｎｔｉｊ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Ｇｕｅｄｅｓ ＆ Ｐｉｃａｎçｏꎬ
２０１２)ꎮ 在伊犁ꎬ南美番茄潜叶蛾以幼虫在寄主植

物叶片内潜食叶肉ꎬ潜道 /潜斑明显、半透明、窗纸

样ꎬ但形状不甚规则ꎬ受害叶片常皱缩ꎬ严重时枯萎

(图 ３Ａ)ꎻ同时ꎬ幼虫还可蛀食番茄果实ꎬ造成果实

未熟脱落或腐烂(图 ３Ｂ)ꎻ此外ꎬ幼虫亦可蛀食幼苗

顶芽ꎬ造成无效番茄苗ꎬ毁种重播ꎮ

图 ３　 南美番茄潜叶蛾田间危害叶片(Ａ)和果实(Ｂ)状
Ｆｉｇ.１　 Ｔｏｍａｔｏ ｌｅａｆ (Ａ)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Ｂ)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ａ ｌａｒｖａｅ

３　 防控建议
南美番茄潜叶蛾以 １ ~ ４ 龄幼虫在茄科作物或

花卉的组织(包括叶片、果实、嫩梢、嫩茎、果萼等)
内潜食 /蛀食危害ꎬ而农产品(包括果实、观赏型茄

科植物及其种苗ꎬ以及包装物、填充物、运输工具

等)的贸易活动是其远距离传播扩散的主要途径ꎬ
尤其是鲜食番茄和樱桃番茄 /圣女果(特别是带蒂

或带蔓番茄) (Ｃａｍｐｏ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 Ｄｅｓｎｅｕｘ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因此ꎬ应严格番茄产地检验检疫ꎬ严禁携带

有南美番茄潜叶蛾的番茄果实(包括鲜食番茄、加
工番茄、樱桃番茄 /圣女果)和幼苗从疫区调往非疫

区ꎮ 初步调查显示ꎬ南美番茄潜叶蛾目前仅在伊犁

河谷的局部区域发生ꎬ应及时开展全面普查ꎬ摸清

该虫的发生分布情况ꎬ并参照国外已有的防治方

法ꎬ对疫区的南美番茄潜叶蛾进行有效防除或严加

管控ꎬ以防对我国番茄生产造成更大危害ꎮ 同时ꎬ
应做好南美番茄潜叶蛾生物学生态学研究、本地天

敌资源挖掘利用、检测监测技术、防控措施等研究ꎬ
积极应对南美番茄潜叶蛾对我国农业生产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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