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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中国是水果生产大国和进口大国ꎮ 水果是最容易携带虫害的产品之一ꎬ粉蚧是口岸水果检疫过程中常发现

的害虫类群ꎬ中国口岸每年从进境水果截获大量粉蚧ꎮ 通过分析中国进境水果携带粉蚧疫情ꎬ可为一线口岸检疫查验提供

指导ꎬ为相关部门开展产地检疫和口岸监测提供依据ꎬ以防止危险性粉蚧的传入ꎬ保障中国水果生产安全ꎬ促进国际水果贸

易健康发展ꎮ 【方法】通过 ＦＡＯ 网站、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中国知网等收集中国进境水果贸易数据及

其携带粉蚧疫情ꎬ统计分析了中国水果进口贸易情况、粉蚧截获情况以及截获粉蚧的种类、来源地、截获口岸和寄主ꎮ 【结
果】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ꎬ中国口岸从进境水果上截获的昆虫中粉蚧科昆虫截获量最大ꎬ占 ４７.３１％ꎻ其中截获量前十的粉蚧种类

为杰克贝尔氏粉蚧、木槿曼粉蚧、双条拂粉蚧、大洋臀纹粉蚧、南洋臀纹粉蚧、柑橘棘粉蚧、甘蔗簇粉蚧、康氏粉蚧、菠萝灰粉

蚧和李比利氏灰粉蚧ꎻ而这些有害生物的主要来源地为越南和泰国ꎻ粉蚧的主要截获口岸为广西、深圳和云南ꎻ而火龙果、
榴莲、龙眼和山竹是截获粉蚧最多的进境水果ꎮ 【结论】中国进境水果粉蚧疫情与水果的贸易量和贸易方式、输出国有害生

物发生和检疫除害处理措施、口岸关注度和能力建设等情况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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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水果生产大国ꎮ ２０１７ 年ꎬ中国水果产量

占全球的 ３２％ꎬ居全球首位(Ｒａｂｏｂａｎｋꎬ２０１８)ꎮ 水

果是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ꎬ２０１６ 年中国水果

出口量(货值)居全球第五ꎬ仅次于西班牙、美国、荷
兰与智利(Ｒａｂｏｂａｎｋꎬ２０１８)ꎮ 同时ꎬ中国也是水果

消费大国ꎮ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ꎬ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ꎬ中国水果市场需求不断扩大ꎬ同时随着水果

进口关税的下调ꎬ中国水果进口量迅猛增长ꎮ ２００２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ꎬ中国进口水果总量约为 ８０
万 ｔꎬ至 ２０１６ 年超过 ３７０ 万 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ꎬ
进口量(货值)居全球第二ꎮ 大量国外水果进入中

国市场的同时ꎬ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风险也随之增

加ꎮ 水果是最容易携带虫害的产品之一ꎬ一些在中

国大陆尚未分布或分布不广的危险性种类一旦传

入并定殖ꎬ将对中国的农业生态安全和自然环境造

成严重影响ꎬ对中国水果的生产、出口产生难以估

计的危害ꎮ 进口水果是传带外来有害生物的高风

险物品ꎬ中国对水果进口实行了严格的控制ꎮ 粉蚧

是口岸水果检疫过程中常发现的害虫类群ꎮ 粉蚧

属于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胸喙亚目 Ｓｔｅｒｎｏｒｒｈｙｎｃｈａ 蚧

总科 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 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ꎮ 据统计全

球共有近 ２０００ 种ꎬ其中一些是重要的农业害虫

(Ｂｅｎ￣Ｄｏｖꎬ１９９４ꎻ 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它们以植物

汁液为食ꎬ传播植物病毒ꎬ对农作物造成损害(Ｇｕｌ￣
ｌａｎ ＆ Ｍａｒｔｉｎꎬ２００９)ꎮ 目前ꎬ中国口岸进境水果粉蚧

截获情况尚未见报道ꎮ 本文拟系统分析中国口岸

进境水果粉蚧截获情况ꎬ以期为一线口岸检疫查验

提供指导ꎬ为相关部门开展产地检疫和口岸监测提

供依据ꎬ以防止危险性粉蚧的传入ꎬ保障中国水果

生产安全ꎬ促进国际水果贸易健康发展ꎮ

１　 中国水果进口情况
据统计ꎬ２０１６ 年中国进口水果 ３７８.９９ 万 ｔꎬ货

值 ４８２.５８ 万美元(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ꎬ水果进口

量仅次于美国(Ｒａｂｏｂａｎｋꎬ２０１８)ꎮ 世界生产量前十

的水果香蕉、西瓜(甜瓜)、苹果、葡萄、橙、杧果、柑
橘、梨、凤梨、桃(油桃)ꎬ也是中国主要的进口种类ꎮ
其中热带水果(香蕉、椰子、龙眼、榴梿、荔枝、火龙

果、杧果等)在中国进口水果中占有很大的比例ꎬ大
多产自东盟国家ꎮ 从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占中国

水果总进口量的 ６８.８５％ꎬ南美(智利、秘鲁、阿根廷

等)、美国、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也是中国进口

水果的重要输出地ꎮ

２　 进口水果粉蚧截获情况分析
２.１　 截获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口岸从进境水果上累计截

获昆虫 ９６０ 种、１７０１０５ 批次ꎮ 截获批次前五的类群

分别为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盾蚧科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ｄａｅ、
蚁科 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露尾甲科 Ｎｉｔｉｄｕｌｉｄａｅ 和实蝇科 Ｔｅ￣
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ꎬ占总截获批次的 ８７.５７％ꎻ其中粉蚧科截

获量最大ꎬ累计截获 ８０４８４ 批次ꎬ占总截获批次的

４７.３１％ꎮ 截获批次前五的类群中ꎬ除了蚁科外ꎬ都
可直接危害水果ꎬ而蚁科纯植食性的种类很少(吴
坚和王常禄ꎬ１９９５ꎻ 周善义ꎬ２００１)ꎬ但截获量却排

名第三ꎬ占总截获量的 ５. ４９％ꎮ 通过分析截获数

据ꎬ发现截获的种类大多为臭蚁亚科、蚁亚科ꎬ这些

种类很多与蚧虫等分泌蜜露的昆虫有共生关系ꎬ而
进口水果上截获的蚧虫仅粉蚧就将近一半ꎬ其他还

有盾蚧、绵蚧、珠蚧、旌蚧、链蚧、蚧、蜡蚧等其他蚧

虫ꎮ 所以ꎬ进口水果不仅存在将直接危害植物的有

害生物传入的风险ꎬ也存在将这些有害生物的共生

物、寄生物传入的风险ꎬ而这两者对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平衡的危害都是难以估量的ꎮ
２.２　 截获种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口岸从进境水果上累计截

获粉蚧科昆虫 １４ 属、４７ 种、８０４８４ 批次ꎮ 粉蚧属昆

虫累计截获 ４３１７８ 批次ꎬ占粉蚧科截获总量的

５３.６５％ꎬ居截获量首位ꎻ其次为臀纹粉蚧属ꎬ累计截

获 ９１３０ 批次ꎻ同时ꎬ粉蚧属与臀纹粉蚧属也是粉蚧

科昆虫中截获种类最多的类群ꎬ分别截获 １４、８ 种ꎮ
截获量前十的粉蚧种类为杰克贝尔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
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Ｇｉｍｐｅｌ ＆ Ｍｉｌｌｅｒ、木槿曼粉蚧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ｈｉｒｓｕｔｕｓ Ｇｒｅｅｎ、双条拂粉蚧 Ｆｅｒｒｉｓｉａ
ｖｉｒｇａｔａ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大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ｉ￣
ｎｏｒ (Ｍａｓｋｅｌｌ)、南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 ) 、 柑 橘 棘 粉 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ｒｙｐｔｕｓ
Ｈｅｍｐｅｌ、甘蔗簇粉蚧 Ｅｘａｌｌｏｍｏｃｈｌ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Ｍｏｒ￣
ｒｉｓ)、康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ｍｓｔｏｃｋｉ Ｋｕｗａｎａ、菠萝

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和李比利氏

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ｌｅｐｅｌｌｅｙ (Ｂｅｔｒｅｍ)ꎬ截获量分别

为 ２３０３１、６９９５、６６４０、４６７６、３０５８、２４３３、２３０９、１８５７、
１８５５、１３８６ 批次ꎬ占总截获量的 ６７.３９％ꎮ 而未鉴定

到种的粉蚧有 ２３１４２ 批次ꎬ占总截获量的 ２８.７５％
(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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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进境水果截获粉蚧种类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ｕｉ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ｔａｔｕｓ

截获批次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杰克贝尔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ｊａｃｋ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ｉ ２３０３１
柑橘棘粉蚧 Ｐ. ｓｃｒｙｐｔｕｓ ２４３３
康氏粉蚧 Ｐ. ｃｏｍｓｔｏｃｋｉ １８５７
拟长尾粉蚧 Ｐ.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ｕｓ ８３１
榕树粉蚧 Ｐ. ｂａｌｉｔｅｕｓ ３５１
椰色粉蚧 Ｐ.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ｓ １０７
真葡萄粉蚧 Ｐ.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 ５２
拟葡萄粉蚧 Ｐ. ａｆｆｉｎｉｓ １８
橘小粉蚧 Ｐ. ｃｉｔｒｉｃｕｌｕｓ １１
暗色粉蚧 Ｐ. ｖｉｂｕｒｎｉ ６
柑栖粉蚧 Ｐ. ｇａｈａｎｉ ４
香蕉粉蚧 Ｐ. ｅｌｉｓａｅ ４
嗜橘粉蚧 Ｐ. ｃａｌｃｅｏｌａｒｉａｅ １
粉蚧属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１４４７２
大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ｍｉｎｏｒ ４６７６
南洋臀纹粉蚧 Ｐ.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３０５８
橘臀纹粉蚧 Ｐ. ｃｉｔｒｉ ２３０
无花果臀纹粉蚧 Ｐ. ｆｉｃｕｓ ２２
荔枝臀纹粉蚧 Ｐ. ｌｉｔｃｈｉ ２１
紫藤臀纹粉蚧 Ｐ. ｋｒａｕｎｈｉａｅ ２
印度臀纹粉蚧 Ｐ. ｉｎｄｉｃｕｓ １
臀纹粉蚧属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１１２０
木槿曼粉蚧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ｈｉｒｓｕｔｕｓ ６９９５
曼粉蚧属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３
双条拂粉蚧 Ｆｅｒｒｉｓｉａ ｖｉｒｇａｔａ ６６４０
拂粉蚧属 Ｆｅｒｒｉｓｉａ ｓｐ. ３
菠萝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１８５５
李比利氏灰粉蚧 Ｄ. ｌｅｐｅｌｌｅｙｉ １３８６
新菠萝灰粉蚧 Ｄ. ｎｅｏｂｒｅｖｉｐｅｓ １０９５
灰粉蚧属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４３５
甘蔗簇粉蚧 Ｅｘａｌｌｏｍｏｃｈｌ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２３０９
龙眼堆粉蚧属 Ｎｉｐａｅｃｏｃｃｕｓ ｖａｓｔａｔｏｒ １４４
堆粉蚧属 Ｎｉｐａｅ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４３４
山竹簇粉蚧 Ｐａｒａｐｕｔｏ ｏｄｏｎｔｏｍａｃｈｉ １３４
簇粉蚧属 Ｐａｒａｐｕｔｏ ｓｐ. ５５
吹绵垒粉蚧 Ｒａｓｔ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ｉｃｅｒｙｏｉｄｅｓ ２
热平刺粉蚧 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１
垒粉蚧属 Ｒａｓｔ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１０
Ｄｅｌｏｔ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ｎｆｕｓｕｓ ９
秀粉蚧属 Ｐａｒ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８
红毛丹眼粉蚧 Ｈｏｒｄｅｏ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ｎｅｐｈｅｌｌｉ ５
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ｐｓｉｓ １
绵粉蚧属 Ｐｈｅ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 １
Ｓｐｉ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ｇｅｒａｎｉａｅ １
粉蚧亚科 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ｎａｅ １９
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６６１１
粉蚧总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ａ ２０

２.３　 来源地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口岸截获粉蚧批次前 ５ 的

进境水果原产国分别为越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

亚和缅甸ꎬ其中仅越南的截获量就超过了总截获量

的一半ꎬ而且越南和泰国也是粉蚧种类截获最多的

国家ꎮ 结合水果进口情况ꎬ可以发现截获量与进口

量有很大的相关性ꎮ 同时ꎬ东盟国家植物有害生物

种类多ꎬ疫情复杂ꎬ而其农产品加工相对粗放ꎬ管理

不到位(李伟丰等ꎬ２００８)ꎻ且与中国的贸易方式多

样ꎬ尤其是占主要贸易方式的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

互市贸易ꎬ具有批量小、批次多的特点ꎮ 这也导致

东盟国家ꎬ尤其越南和泰国的截获批次明显偏多

(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中国进境水果截获粉蚧来源地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ｕ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来源国 / 地区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ａｒｅａｓ

截获批次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越南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４０５４９ ３６
泰国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３０６３７ ３６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４４１２ １３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５０９ １７
缅甸 Ｍｙａｎｍａｒ ６６４ ６
中国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４２７ １７
南非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３４５ １２
老挝 Ｌａｏｓ ２１７ ３
厄瓜多尔 Ｅｃｕａｄｏｒ ２０６ ６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６４ ９
智利 Ｃｈｉｌｅ ５４ ９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４４ １２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３５ ８
秘鲁 Ｐｅｒｕ ３３ １０
阿根廷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３ ４
哥斯达黎加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１９ ３
新西兰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１８ ３
埃及 Ｅｇｙｐｔ ７ ２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７ ２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３ ３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３ ２
以色列 Ｉｓｒａｅｌ ３ ２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３ ２
韩国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２ ２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２ １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２ １
希腊 Ｇｒｅｅｃｅ ２ １
不详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１１９４ １６

２.４　 截获口岸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从进境水果上截获粉蚧科

昆虫批次最多的口岸为广西ꎬ其次为深圳和云南ꎬ
这 ３ 个口岸的截获量占全国截获量的 ７９.９８％ꎮ 广

西和深圳都是中国主要的水果进境口岸ꎮ 其中ꎬ仅
广西每年进境的水果重量就占全国总进口量的

３０％左右ꎻ同时ꎬ广西、云南也是中国水果进口的主

要边贸口岸ꎬ而且这两个口岸进口的水果输出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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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毗邻的东盟国家ꎬ也是粉蚧截获的主要输出国

(表 ３)ꎮ
广东口岸截获的粉蚧有 ４７５３ 批次ꎬ排名第五ꎻ

广东口岸截获的粉蚧种类有 ３３ 种ꎬ排名第一ꎮ 一

方面与口岸进境水果的种类、数量和来源国有关ꎻ
同时可能与口岸所在地实验室的鉴定精力与能力

有关ꎮ 广西、深圳、广东口岸截获的粉蚧未鉴定到

种的数量分别占其口岸粉蚧总截获量的 ６. ５９％、
２０.４６％、１４.５６％ꎬ而云南口岸超过 ９０％的截获粉蚧

均未鉴定到种ꎮ 各口岸进境水果粉蚧鉴定能力还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表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各口岸进境水果
截获粉蚧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ｕｉｔ ａｔ
ｅａ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口岸
Ｐｏｒｔｓ

截获批次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２９４９８ ３０
深圳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２４０５５ ２４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１０７５６ １６
上海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８２９４ １８
广东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４７５３ ３３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１３２１ １４
厦门 Ｘｉａｍｅｎ ４７６ １６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４７５ ９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４７ ３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２２６ １１
天津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１２８ ５
宁波 Ｎｉｎｇｂｏ ６４ ５
珠海 Ｚｈｕｈａｉ ４５ ９
河南 Ｈｅｎａｎ ２９ ９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１４ ７
河北 Ｈｅｂｅｉ ９ １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５ ３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５ １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 ２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２ ２
安徽 Ａｎｈｕｉ １ １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１ １

２.５　 寄主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中国口岸截获粉蚧批次和种类

最多的进境水果为火龙果ꎬ达到 ３５６１５ 批次 ３２ 种ꎻ
其次为榴梿、龙眼和山竹(表 ４)ꎮ 中国进口的火龙

果主要输出国为越南ꎬ且很大比重以边贸的形式进

入中国ꎬ而泰国则是中国进口榴梿、龙眼和山竹的

主要输出国ꎬ这与输出国、截获口岸截获数量及批

次相对应ꎮ

表 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截获粉蚧进境水果种类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ａｌｙｂｕｇｓ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ｕ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水果种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截获批次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火龙果 Ｄｒａｇｏｎ ｆｒｕｉｔ ３５６１５ ３２
榴梿 Ｄｕｒｉａｎ １５３３４ ２５
龙眼 Ｌｏｎｇａｎ １００２４ ２９
山竹果 Ｍａｎｇｏｓｔｅｅｎ ７３９９ ２７
香蕉 Ｂａｎａｎａ ５６１２ １９
菠萝 Ｐｉｎｅａｐｐｌｅ ２１３２ １４
红毛丹 Ｒａｍｂｕｔａｎ ９９８ ２１
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 ７１８ ７
番荔枝 Ｓｕｇａｒ ａｐｐｌｅ ５９０ １７
其他瓜果类 Ｏｔｈｅｒ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ｍｅｌｏｎ ４２６ １９
柚 Ｐｏｍｅｌｏ ３１３ １２
菠萝蜜 Ｊａｃｋｆｒｕｉｔ ２７３ １５
杧果 Ｍａｎｇｏ ２４０ １３
葡萄柚 Ｇｒａｐｅｆｒｕｉｔ １６５ ６
橙 Ｏｒａｎｇｅ １４０ １６
葡萄 Ｇｒａｐｅ １４０ １４
苹果 Ａｐｐｌｅ ５７ ７
椰子 Ｃｏｃｏｎｕｔ ４０ ３
其他水果 Ｏｔｈｅｒ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ｒｕｉｔ ２９ ３
猕猴桃 Ｋｉｗｉｆｒｕｉｔ ２８ ５
槟榔 Ａｒｅｃａ ２７ ２
柑橘 Ｃｉｔｒｕ ２５ ３
杨桃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２４ ８
梨 Ｐｅａｒ ２３ ４
柠檬 Ｌｅｍｏｎ ２２ ３
李 Ｐｌｕｍ ２１ ６
鳄梨 Ａｖｏｖａｄｏ １３ ２
番石榴 Ｇｕａｖａ １２ ４
西番莲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ｒｕｉｔ ８ ２
樱桃 Ｃｈｅｒｒｉｅ ６ ４
柿子 Ｐｅｒｓｉｍｍｏｎ ５ ２
木瓜、番木瓜 Ｐａｐａｙａ ３ ２
其他柑橘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ｒｕ ｆｒｕｉｔ ２ ２
其他梨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ａｒ １ １
榅桲 Ｑｕｉｎｃｅ １ １
中国梨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ｒ １ １

３　 存在问题
在分析截获清单的过程中ꎬ发现蚧虫分类混

乱ꎬ主要为同物异名、中文名混乱ꎻ加上数据由各口

岸工作人员录入ꎬ录入人员并不一定是实验室鉴定

人员或相关专业人员ꎬ受到专业知识和人员精力的

影响ꎬ存在极个别数据录入错误的情况ꎬ这使得分

类更加混乱ꎮ 如截获数据中存在柑橘粉蚧 Ｐｌ. ｃｉｒ￣
ｒｉ、橘臀纹粉蚧 Ｐｌ. ｃｉｔｒｉ、柑橘臀纹粉蚧 Ｐｓ. ｃｉｔｒｉ ３ 个

词条ꎬ而这 ３ 个均为 Ｐ. ｃｉｔｒｉꎬ第一个为输入时拼写

错误ꎬ第三个则为 Ｐ. ｃｉｔｒｉ 的曾用名ꎮ 本文将这些词

条的数据进行了归并ꎮ 此外ꎬ广西口岸截获的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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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粉蚧 Ｄｙｓｍｉｃｏｃｃｕｓ ｇｒａｓｓｉ(数据已归并)ꎬ经查实ꎬ该
口岸并未截获该粉蚧ꎬ而是口岸录入人员将从香蕉

上截获的其他粉蚧录错导致ꎮ 因此ꎬ加强数据录入

人员的专业水平的同时ꎬ数据库还可以组织专家对

录入的数据进行必要的校正ꎮ
粉蚧所有有形的特征都已退化或消失ꎬ只能单

凭多变的花纹来鉴别(汤祊德ꎬ１９９２)ꎬ导致粉蚧整

体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ꎬ在整个昆虫纲中属于研究

不足的类群ꎬ也导致了口岸鉴定资料匮乏ꎬ鉴定能

力不足ꎮ 即使现在开始普遍应用的分子生物鉴定

技术ꎬ由于缺乏相应的形态学研究基础ꎬ仍局限于

少数研究比较多的种类ꎮ 研究发现ꎬ很多种类都无

法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应的 ＤＮＡ 序列数据ꎮ 因此需

要在对粉蚧开展更深入、系统的分类研究的同时ꎬ
整理国内外现有的资料ꎬ编写适用于口岸一线的专

著ꎬ以提高口岸一线的鉴定能力ꎮ
粉蚧分类研究基础薄弱ꎬ其相关的研究报道也

相对较少ꎮ 仅以同是水果重要害虫的实蝇为例ꎬ以
粉蚧为主题发表的中文文章数量仅为实蝇的一半ꎮ
同时ꎬ粉蚧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ꎮ 目前ꎬ
中国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有 ４４１
种ꎬ而粉蚧仅 ６ 种ꎮ 很多危害严重、中国尚未发生

但口岸截获频繁的粉蚧尚未被列入检疫名录中(顾
渝娟等ꎬ２０１５)ꎮ 粉蚧食性广、危害大、防治困难ꎬ一
旦传入难以根除(顾渝娟等ꎬ２０１５)ꎮ 因此ꎬ应根据

国内外粉蚧的发生情况ꎬ以及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情况ꎬ实时地将危害严重、入侵风险高的粉蚧增补

进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ꎬ为口岸执法提供依据ꎬ有

力防止高风险有害生物入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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