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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疣犀甲是危害椰子、油棕等木本油料作物的重要害虫ꎬ本文从形态学、生物学、分布及危害等不

同方面对该虫进行了阐述ꎬ并对其风险性进行了定性定量评价ꎬ结果表明:二疣犀甲的 Ｒ 值为 ２.０ꎬ属于高

风险有害生物ꎮ 同时从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化学防治、农事操作及检验检疫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制定了二

疣犀甲的综合防控策略ꎬ为该虫的危害评价和防护技术的制定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 二疣犀甲ꎻ 油棕ꎻ 椰子ꎻ 风险性分析ꎻ 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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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食用油自给率不足 ４０％ꎬ低于国际安

全警戒线(５０％)水平ꎬ大量依靠进口(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ꎬ２０１７)ꎬ而油棕 Ｅｌａｅｉｓ ｇｕｉｎｅｅｎｓｉｓ Ｊａｃｑ、椰子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等作为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ꎬ具有

单位面积产油量高的优势ꎬ发展潜力很大ꎮ ２０１１ 年

农业部«全国热作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进
一步强调要重点在海南、云南等优势地区建设油棕

种植基地ꎮ 因此ꎬ发展热带木本油料作物产业已成

为国家的战略性部署ꎬ是缓解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

压力的有效途径ꎮ
在种植椰子、油棕等热带木本油料作物过程

中ꎬ二疣犀甲 Ｏｒｙｃｔｅｓ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 Ｌ.、红棕象甲 Ｒｈｙｎ￣
ｃｈｏｐｈｏｒｕｓ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ｓ Ｆａｂ.、椰心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

ｓｉｍａＧｅｓｔｒｏ 等严重影响作物产量ꎬ甚至造成植株大

量死亡(陈豪军等ꎬ２０１１ꎻ 韩宙等ꎬ２０１３ꎻ 林明光等ꎬ
２０１０ꎻ 莫景瑜等ꎬ２０１７ꎻ 王欽召和曾菊平ꎬ２０１７)ꎬ其
中二疣犀甲通过夜晚飞行至树顶蛀食幼嫩的椰子

叶片ꎬ当蛀食生长点时会造成叶片的大量凋落ꎬ严
重时造成整棵植株死亡ꎬ尤其是台风过后或其他原

因造成的植株死亡时该虫更易暴发ꎮ 本文从不同

方面分析了二疣犀甲对椰子、油棕的风险性ꎬ以期

为热带木本油料害虫的风险防控及防治技术的制

定提供参考ꎮ

１　 分类学地位
二疣犀甲为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金龟科 Ｓｃａｒ￣

ａｂａｅｉｄａｅ 昆虫ꎬ又名二疣独角仙、椰蛀犀金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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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形态特征
２.１　 卵

最初为半透明白色椭圆形ꎬ卵壳光滑具光泽ꎬ
平均长 ２.２０ ｍｍꎬ宽 ０.９５ ｍｍꎮ 孵化前变黄膨大成

球形ꎬ透过卵壳在光下可看到卵内幼虫(钟宝珠等ꎬ
２０１３)(图 １Ａ)ꎮ 国外种长约 ５.７２ ｍｍꎬ宽 ２.７２ ｍｍꎬ
与国内种存在一定差别(Ｓｕｓｈｉｌ ＆ Ｍｕｋｈｔａｒꎬ２００３)ꎮ
２.２　 幼虫

蛴螬状ꎬ共 ３ 龄ꎮ １ 龄幼虫初为黄白色ꎬ之后颜

色加深ꎬ头褐色ꎬ前胸两侧可见一对称的褐色斑点ꎻ
２ 龄个体略黑ꎻ３ 龄虫体粗壮ꎬ灰白色肉质ꎬ体表覆

有褐色绒毛ꎬ身体腹部两侧可见气门 ９ 对ꎬ其中 １
对分布于胸部ꎬ剩余 ８ 对依次排列于腹部前 ８ 节

(图 １Ｂ)ꎮ 虫体柔软呈“Ｃ”字状ꎬ腹部多皱褶ꎬ但第 ９

节无气门且光滑无褶皱ꎬ体长展开测量平均 ６５.６６
ｍｍꎬ体宽２３.５５ ｍｍꎬ体重 １２.１４ ｇ (钟宝珠等ꎬ２０１３)ꎮ
２.３　 蛹

蛹形成前有一预蛹期ꎬ在外部形态上仍为幼

虫ꎬ呈暗奶油色(图 １Ｃ)ꎮ 预蛹经过 ９ ｄ 左右化蛹ꎮ
蛹长椭圆形(图 １Ｄ)ꎬ初为黄色ꎬ后变为红棕色ꎬ离
蛹ꎬ平均长约 ５１.６２ ｍｍꎬ宽 ２２.５７ ｍｍꎬ蛹重 １０.８５ ｇ
(钟宝珠等ꎬ２０１３)ꎮ 头部具有角状突起ꎬ雄蛹臀节

腹面有瘤状突起ꎬ雌虫则较为平坦ꎮ 蛹期雄虫的生

殖盘外胚层外翻后一对管状腺ꎬ腺体较细ꎬ但羽化

后变的较为粗壮并且与连接射精管的储精囊相连

(Ｍａｒｉａｍｍ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图 １　 二疣犀甲
Ｆｉｇ.１　 Ｏ.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

Ａ:卵ꎻＢ:幼虫ꎻＣ:预蛹ꎻＤ:蛹ꎮ
Ａ: Ｅｇｇｓꎻ Ｂ: ３ｒｄ ｉｎｓｔａｒ ｌａｒｖａｅꎻ Ｃ: Ｐｒｅ￣ｐｕｐａꎻ Ｄ: Ｐｕｐａ.

２.４　 成虫

初为淡褐色ꎬ后转为深褐色或黑色ꎮ 头部背面

有一明显的向后弯曲的角质化突起ꎬ其中雌虫多为

短三角形ꎬ雄虫多为象牙型ꎬ同一栖息地取食相同

饲料的个体中ꎬ雄性角质突起多长于雌性(图 ２)ꎮ
眼前部及口器周围密被褐色短毛ꎬ口器唇基前缘分

叉且向两端弯曲ꎮ 触角端部数节向一侧扩展呈鳃

片状ꎬ柄节和梗节亦被短毛ꎻ前胸背板发达ꎬ背板中

部有一较大凹陷区ꎬ后缘部有小型疣状向前突起ꎬ
凹陷区边缘外侧前后各有 １ 对小凹陷ꎮ 后翅密布不

规则的粗刻点ꎮ ３ 对胸足上覆有红褐色绒毛ꎬ足胫节

有 ４ 齿ꎬ３ 齿在上 １ 齿在下ꎮ 雌虫腹部腹面被浓密褐

色毛ꎬ腹部末节有一簇红褐色绒毛ꎬ雄虫腹部腹面各

节近后缘疏生褐色短毛ꎬ末节光滑ꎬ刚毛稀少(钟宝

珠等ꎬ２０１３)ꎮ 雄成虫个体常大于雌性ꎬ但雌雄个体

及角突大小有很大的可塑性(Ｇｏｃｚａｌ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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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二疣犀甲成虫
Ｆｉｇ.２　 Ａｄｕｌｔ ｏｆ Ｏ.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

Ａ:雄ꎻＢ:雌ꎮ
Ａ: Ｍａｌｅꎻ Ｂ: Ｆｅｍａｌｅ.

３　 国内外分布情况
国外分布于斯里兰卡、迪戈加西亚、萨摩亚群

岛、帕劳、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

内亚、马尔代夫、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越南、
阿曼、西萨摩亚、关岛、塞舌尔、塞班岛、密克罗西尼

亚等国家和地区ꎮ 国内分布于北至广东省徐闻县ꎬ
南至海南本岛及南海各有种植椰子的区域(覃伟权

和朱辉ꎬ２０１１ꎻ 张钧和钱道成ꎬ１９８３ꎻ Ａｇｎｅｓꎬ２０００)ꎮ

４　 生物学习性及危害
卵产于腐烂的棕榈树干和腐殖质中ꎬ孵化时幼

虫在卵壳内不断蠕动ꎬ腹部末端卵壳首先破裂ꎬ露
出腹部ꎬ继续蠕动ꎬ将顶在头部的卵壳脱落ꎬ幼虫完

全孵出ꎬ整个孵化过程需历时 １ ｈ 左右ꎮ
幼虫发育最适温度为 ２７~２９ ℃ꎬ湿度为 ８５％~

９５％ꎬ喜欢在半腐烂的茎干中生活ꎬ树干中的水分

含量是决定成功发育的关键因素(Ｂｅｄｆｏｒｄꎬ１９８０)ꎮ
在食物质量较高时ꎬ整个幼虫期可从 ６ 个月缩减到

５ 个月(Ｓｃｈｉｐｐｅｒꎬ１９７６)ꎮ
蛹在取食场所下部形成ꎮ 老熟幼虫化蛹前停止

进食ꎬ将粪便和基质混合结成一个紧密结实的虫茧ꎮ
蛹为离蛹ꎬ初蛹在茧内以腹部末端做顺时针或逆时

针运动ꎬ发出有节奏的声响ꎬ同时使茧更加紧实ꎮ
成虫从发育场所羽化后转移至棕榈顶端的分

生组织中蛀食危害ꎬ主要取食其中的汁液ꎮ 被害叶

片展开后呈现典型的“Ｖ”形缺刻ꎬ叶柄受害后心叶

折断ꎬ严重降低光合面积ꎮ 成虫多次重复取食ꎬ造
成棕榈生长点坏死ꎬ甚至植株死亡ꎮ 在油棕受害表

现中ꎬ幼苗期受害较成株严重ꎬ且死亡率较高ꎮ 成

虫白天常躲藏于取食孔洞或繁殖场所ꎬ仅在夜间飞

翔(Ｙｏｕｎｇꎬ１９８６)ꎮ 成虫的产卵地点可能在其取食

的棕榈园ꎬ亦可能在远离取食地点的位置ꎮ Ｂｅｄｆｏｒｄ
(１９７６)研究发现ꎬ室内雄虫寿命约为 ６ 个月ꎬ雌虫

寿命约为 ９ 个月ꎮ 成虫羽化后前 ３ 周在繁殖场所

完成后熟过程ꎬ之后约 １ 个月在取食场所活动ꎬ而
后一直在取食场所和产卵场所往返活动直至死亡

(Ｚｅｌａｚｎｙ ＆ Ａｌｆｉｌｅꎬ１９８７)ꎮ 研究表明ꎬ二疣犀甲单雌

产卵量为 ５０~６０ 粒ꎬ产卵时间持续几周且随着时间

延长产卵数量逐渐减少(Ｚｅｌａｚｎｙꎬ１９７３)ꎮ
国内调查发现ꎬ油棕和椰子的死亡个体常成为

二疣犀甲的繁育场所ꎬ且树干内可见不同发育程度

的幼虫、蛹ꎬ甚至可见交配过程中的成虫ꎮ 二疣犀

甲对寄主植物具有一定的选择性ꎬ在食料充足时ꎬ
成虫更易取食椰子和油棕ꎮ 我国 １９６５ 年曾在海南

省三亚市西瑁岛试种幼龄椰子树ꎬ在有二疣犀甲危

害且不采取防治措施的情况下ꎬ定植后 ３ 年内椰子

植株的死亡率分别为 ６１％、８１.５７％及 １００％(张钧

和钱道成ꎬ１９８３)ꎮ

５　 寄主范围
除油棕、椰子外ꎬ二疣犀甲还危害槟榔 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Ｌ.、海枣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ｄａｃｔｙｌｉｆｅｒａ Ｌ.、糖棕 Ｂｏｒａｓｓｕｓ
ｆｌａｂｅｌｌｉｆｅｒ Ｌ.、贝叶棕 Ｃｏｒｙｐｈａｕｍ 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等棕

榈科植物ꎬ偶尔危害菠萝 Ａｎａｎａｓ ｃｏｍｏｓｕｓ ( Ｌｉｎｎ.)
Ｍｅｒｒ.、剑麻 Ａｇａｖｅ ｓｉｓａｌａｎａ Ｐｅｒｒ. ｅｘ Ｅｎｇｅｌｍ.、甘蔗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ｒｕｍ Ｌ.、香蕉 Ｍｕｓａ ｎａｎａ Ｌｏｕｒ.、芋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 Ｌ) . Ｓｃｈｏｔｔ、野露兜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ｔｅｃｔｏｒｉｕｓ (Ｈａｌａ)(俗称野菠萝)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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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对油棕、椰子种植业的风险性评价
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ＦＡＯ)国际植物保

护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ＩＰＰＣ)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准则(蒋青等ꎬ１９９５)ꎬ
从二疣犀甲的国内分布情况、潜在经济危害性、受
害寄主的经济重要性、传入的可能性、风险管理等

方面入手ꎬ依据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价的定量分析方

法(ＦＡＯꎬ２００３)ꎬ对该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ꎬ确定

各指标的评判标准和等级ꎮ
利用综合评判方法ꎬ分别对各项一级指标值

(Ｐ ｉ)和综合风险值 Ｒ 进行计算ꎬ得出:Ｐ１ ＝ ２ꎬＰ２１ ＝
３ꎬＰ２２ ＝ ０ꎬＰ２３ ＝ ０ꎬＰ３１ ＝ ２ꎬＰ３２ ＝ ３ꎬＰ３３ ＝ ３ꎬＰ４１ ＝ １ꎬＰ４２

＝ ３ꎬＰ４３ ＝ １ꎬＰ４４ ＝ １ꎬＰ４５ ＝ ２ꎬＰ５１ ＝ ２ꎬＰ５２ ＝ １ꎬＰ５３ ＝ ３ꎮ
Ｐ２ ＝ ０.６×Ｐ２１＋０.２×Ｐ２２＋Ｐ２３ ＝ １.８
Ｐ３ ＝ｍａｘ(Ｐ３１ꎬＰ３２ꎬＰ３３)＝ ３

Ｐ４ ＝
５ Ｐ４１×Ｐ４２×Ｐ４３×Ｐ４４×Ｐ４５ ＝ １.４３

Ｐ５ ＝(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３) / ３ ＝ ２
根据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对二疣

犀甲进行综合评价ꎬ设置二疣犀甲风险值评价指标

体系 Ｒ＝ ５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 ＝ ２.０ꎬ根据以上分析ꎬ
参照国内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分析

方法(全国植物检疫标准技术委员会林业分技术委

员会ꎬ２０１６)ꎬ将 Ｒ 值分为 ４ 级ꎬ其中 Ｒ 值 ３.０ ~ ２.５
为特别危险ꎬ２.４~ ２.０ 为高度危险ꎬ１.９ ~ １.５ 为中度

危险ꎬ１.４ ~ １. ０ 为低度危险ꎮ 二疣犀甲的 Ｒ 值为

２.０ꎬ所以根据上述风险分析ꎬ二疣犀甲属于高风险

有害生物ꎮ

７　 风险管理及防控措施
７.１　 农业防治

彻底清理死亡植株ꎬ并在株穴部埋放生石灰ꎬ
以防止二疣犀甲在死株和残穴处大量产卵ꎬ增加田

间虫口密度ꎻ由于二疣犀甲会选择畜禽粪便作为产

卵场所ꎬ故园区尽量减少畜禽的饲养ꎬ如确需饲养

时要对产生的粪便进行充分腐熟ꎬ并尽量摊薄ꎬ或
用塑料布覆盖ꎻ园区选址远离木料、板材加工厂ꎬ防
止二疣犀甲在木屑内产卵ꎻ园区可适当种植珊瑚藤

Ａｎｔｉｇｏｎｏｎｌｅｐｔｏｐｕｓ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 凌 霄 花 Ｃａｍｐｓｉ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Ｓｃｈｕｍ.等ꎬ为园区的天敌生物

提供栖息场所和营养补充物质ꎬ提高田间控制效

果ꎻ砍伐枝条后要对叶柄进行消毒处理ꎬ并将残枝

败叶清除出园区烧毁或深埋ꎮ
７.２　 生物防治

目前ꎬ已发现对二疣犀甲幼虫具有防效的生防

资源包括绿僵菌属 Ｍｅｔａｒｈｉｚｉｕｍ、白僵菌属 Ｂｅａｕｖｅｒ￣
ｉａ、昆虫病原线虫等ꎮ 因此ꎬ当园区出现二疣犀甲

时ꎬ可在园区喷洒生防菌ꎬ以减少田间虫口基数ꎮ
７.３　 物理防治

二疣犀甲具有较强的趋光性ꎬ可在田间安装诱

虫灯进行诱捕防治ꎻ同时ꎬ根据二疣犀甲对发酵物

质有趋性的习性ꎬ可采用甘蔗、菠萝等的发酵物作

为诱集物质ꎬ结合诱捕器和诱虫灯等进行防治ꎮ
７.４　 化学防治

对于未到结果期的植株ꎬ可每 ２~３ 个月喷施一

次杀虫剂ꎬ亦可灌心处理ꎬ以内吸性药剂为主ꎬ防止

二疣犀甲钻蛀心叶危害ꎻ对于成株ꎬ为保证果实质

量ꎬ可选择喷施植物性杀虫剂或生物制剂ꎬ亦可在

心叶处撒施掺有药剂的河沙ꎬ不仅可毒杀虫体ꎬ还
可利用河沙的摩擦效果对胸腹部连接处进行磨损ꎬ
进而杀死害虫ꎻ二疣犀甲信息素对二疣犀甲具有良

好的诱集效果ꎬ可结合诱捕器进行二疣犀甲的诱杀

防治ꎮ 研究表明ꎬ２２￣何帕醇(２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ｈｏｐａｎｅ)对

二疣犀甲幼虫共生肠道细菌具有抗菌活性ꎬ可引起

中肠组织溶解ꎬ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海藻糖酶等消

化酶的分泌ꎬ导致幼虫体重下降ꎬ酶联免疫学分析

表明ꎬ２２￣何帕醇可引起虫体蜕皮激素水平升高ꎬ导
致幼虫变形破坏(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７.５　 检疫防治

虽然二疣犀甲不属于检疫害虫ꎬ但其对棕榈作

物ꎬ尤其是油棕有时可产生毁灭性伤害ꎬ因此采用

检疫防治的方法可大幅度降低该虫的危害ꎮ 在该

虫的防治中ꎬ要严格控制外部带虫植株的进入ꎬ尤
其要严格观察植株心部是否有成虫钻蛀的痕迹ꎬ一
经发现ꎬ要马上处理ꎬ防止该虫危害园区作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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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２６２－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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