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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一种潜在的入侵性有害生物多孔曼粉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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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明确北京口岸从泰国进口的红毛丹果实表皮中检出活体粉蚧的种类及其分类地位、分布、
潜在入侵危害性等情况ꎮ 【方法】通过形态特征和 ＤＮＡ 条形码技术对截获样本进行比对鉴定ꎬ并结合相

关文献对其进行综合分析ꎮ 【结果】该粉蚧为多孔曼粉蚧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ｉ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ꎬ １９５１)ꎬ隶
属于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蔓粉蚧属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ꎮ 同时详细介绍了该粉蚧的形态

特征ꎬ以及我国口岸对曼粉蚧属的截获情况ꎬ讨论了多孔曼粉蚧的检疫意义ꎮ 【结论】口岸应对该虫引起

足够的重视ꎬ加强针对该虫的检疫措施ꎬ严防该虫入侵我国ꎮ
关键词: 多孔曼粉蚧ꎻ 曼粉蚧属ꎻ ＤＮＡ 条形码ꎻ 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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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曼粉蚧属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ꎮ 该虫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ꎬ在英

国和美国的口岸曾多次截获ꎬ有明确观察记录地区

包括印度、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ꎮ 国内尚无分布记录(王子清ꎬ２００１)ꎮ
该虫为多食性昆虫ꎬ寄主包括杨桃 Ａｖｅｒｒｈｏａ ｃａｒ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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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ｐ.、白颜树属的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Ｐｌａｎｃｈ、钟花

科的 Ｒｙｐａｒｏｓａ ｓｐ.、新乌檀属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ｓｐ.、胡椒属

的 Ｐｉｐｅｒ ｂｅｔｅｌ Ｌ.、Ｐ. ｎｉｇｒｕｍ Ｌ.、榴梿 Ｄｕｒｉｏ ｓｐ.及红毛

丹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Ｌ.ꎮ 此虫可生活在多种植

物根部ꎬ易随土壤传播ꎬ也常生活在多种水果及其

他经济作物的表面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北京口岸从泰国进口的红毛丹果

实表皮中检出活体粉蚧ꎬ经 ＤＮＡ 比对为多孔曼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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蚧ꎮ 经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查

询ꎬ该种为我国口岸首次检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ꎬ２０１９)ꎮ 该种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ꎬ曾多

次在欧洲和美国的口岸被截获ꎮ 我国口岸曾大量

检 出 过 木 槿 曼 粉 蚧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ｈｉｒｓｕｔｕｓ
(Ｇｒｅｅｎ)ꎬ由于该种形态学与木槿曼粉蚧十分相似

且在亚洲的地理分布相近ꎬ国内检出的木槿曼粉蚧

有被错误鉴定的可能ꎮ 该种虽无明确的严重危害

记录ꎬ但作为同属的木槿曼粉蚧是一种可危害多种

经济作物并已入侵我国的农林业害虫(刘丹竹等ꎬ
２０１６)ꎬ木槿曼粉蚧的生物学特征及危害对本种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ꎬ本种也同样具有潜在的入侵风险

和检疫意义ꎮ
本文对该种的分子及形态鉴定方法等方面进

行了介绍ꎬ并汇总了曼粉蚧属的口岸截获情况ꎬ以
期为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检疫鉴定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泰国进口的红毛丹果实表皮中检出的活体粉蚧ꎮ
１.２　 鉴定方法

取 １ 头雌成虫(样品编号为 ３５７６)用于 ＤＮＡ 提

取ꎬ提取方法引用廖力等(２０１２)的提取步骤ꎮ 扩增

ＣＯＩ 片段引物序列分别为 ＰｃｏＦ１ 和 ＬｅｐＲ１ꎬＰＣＲ 扩

增条件参考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方法ꎻＰＣＲ 反应中

的引物及试剂均来自大连宝生物公司(Ｔａｋａｒａ)ꎬ扩
增产物经电泳检测有目标扩增片段后送上海生工

(Ｓａｎｇｏｎ)进行正反向测序ꎮ 测序结果采用 ＭＥＧＡ ７
软件(Ｋｕｍａｒꎬ２０１６)进行校对和拼接ꎬ去除两端引物

序列ꎬ获得长度为 ６４９ ｂｐ 的 ＤＮＡ 条形码序列ꎮ 将

序列在 Ｇｅｎｂａｎｋ 数据库进行相似性比对分析ꎬ依据

相似性的高低和形态近似种类ꎬ收集木槿曼粉蚧、
木瓜秀粉蚧 Ｐａｒａｃｏｃｃｕ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Ｇｒａ￣
ｎａｒａ、南洋臀纹粉蚧 Ｐｌａ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ｌｉｌａｃｉｎｕｓ ( Ｃｏｃｋ￣
ｅｒｅｌｌ)、热带拂粉蚧 Ｆｅｒｒｉｓｉａ ｍａｌｖａｓｔｒａ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
榕树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ｂａｌｉｔｅｕｓ Ｌｉｔ、扶桑绵粉蚧 Ｐｈｅ￣
ｎａｃｏｃｃｕｓ ｓｏｌｅｎｏｓｉｓ Ｔｉｎｓｌｅｙ 的 ＣＯＩ 序列片段ꎮ 利用

ＭＥＧＡ７ 软件的邻接法 (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ＮＪ)对截获样品和数据库中获取的 ＤＮＡ 条形码序

列构建系统发育树ꎬ系统树各分支置信度 (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均进行 １０００ 次重复检验ꎮ 以扶桑绵粉蚧为

外群构建系统发育树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分子特征比对

结果发现ꎬ截获样品与多孔曼粉蚧聚在同一分

支ꎬ其置信度为 １００％ꎬ且与木槿曼粉蚧及其余粉蚧

明显分开(图 １)ꎮ 将序列上传至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进行

Ｂｌａｓｔ 相似性分析ꎬ结果发现与序列号为 ＫＹ３７２７５４
的多孔曼粉蚧 ＣＯＩ 序列达到 ９９％一致ꎮ 结合形态

特征、ＧｅｎＢａｎｋ 比对结果及构建的系统发育树ꎬ判
断截获样品为多孔曼粉蚧 Ｍ. 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ｉꎮ 文中所得

的 ＣＯＩ 序列已上传至 ＧｅｎＢａｎｋ 数据库ꎬ登录号为

(ＭＮ３０６２８７)ꎮ

图 １　 基于邻接法(ＮＪ)构建的系统发育树
Ｆｉｇ.１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Ｊ)

２.２　 形态特征

２.２.１　 曼粉蚧属雌成虫　 显微镜下的玻片标本呈长

椭圆形ꎮ 触角 ９ 节(除澳洲的一种为 ７~９ 节)ꎮ 眼在

其后近头缘ꎮ 足正常ꎬ爪无齿ꎻ后足基节和腿节分布

小透明孔ꎮ 尾瓣硬化棒存在ꎬ通常宽且在端部略扩

大ꎮ 背面和腹面的刚毛鞭状ꎬ有时厚ꎮ 刺孔群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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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对ꎬ每个刺孔群具一对圆锥形刚毛ꎬ仅在腹部出

现ꎬ有时前端一对刺孔群刚毛变细ꎮ 背孔存在或消

失ꎮ 腹脐存在或消失ꎮ 蕈状腺存在于背面和腹面ꎬ
有时管部略退化ꎻ领状腺至少在腹面存在ꎮ 多孔腺

在腹面存在ꎮ 三孔腺在背面和腹面均匀存在ꎮ
本属是一个小属ꎬ已知 ９ 种ꎬ东洋区 ３ 种ꎬ澳洲

区 ６ 种ꎮ 我国已知分布 ２ 种(王子清ꎬ２００１)ꎮ 该属

的雌成虫检索表ꎬ可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１９９６)和木槿曼

粉蚧检疫鉴定方法(全国植物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ꎬ２０１６)ꎮ
２.２.２　 多孔曼粉蚧雌成虫　 玻片标本(图 ２):长２.８
ｍｍꎬ宽 １.８ ｍｍꎮ 尾瓣中度发达或略退化ꎬ腹面具硬

化棒及 ２１２~２５０ μｍ 的端部刚毛ꎮ 触角 ９ 节ꎬ通常

３６０~４１０ μｍ 长ꎬ短者仅有 ２８０ ~ ２９０ μｍꎮ 足正常ꎬ
后足转节＋腿节通常 ２３０ ~ ２８０ μｍꎬ偶有 ２００ ~ ２３０
μｍꎻ后足胫节＋跗节通常 ２５０ ~ ３００ μｍꎬ偶有 ２１０ ~
２２０ μｍꎻ爪 ３３~ ３７ μｍꎮ 后足胫节＋跗节与后足转

节＋腿节长度的比值为 １.００ ~ １.１６ꎮ 后足胫节与后

足跗节长度的比值为 １.７０~２.００ꎮ 后足腿节和胫节

具透明孔ꎮ 腹脐缺如ꎮ 背孔正常ꎬ内缘轻度到中度

骨化ꎬ孔瓣上具一些三孔腺ꎬ通常后背孔后缘无刚

毛ꎬ前背孔前后缘及后背孔前缘具 １~３ 根刚毛ꎮ 肛

环宽 ７５~ ８５ μｍꎬ具 ６ 根刚毛ꎬ每根刚毛 １２８ ~ １４０
μｍꎮ 刺孔群 ４ 对ꎬ分布在腹部末端体节ꎮ 每个尾

瓣的膜质区具 ２ 根约 １２.５ μｍ 圆锥状刚毛及６~７个
三孔腺ꎮ 前端的刺孔群相似ꎬ偶然情况下第五腹节

上的刺孔群刚毛为鞭状ꎮ
背面表面具 １５~５０ μｍ 长的鞭状刚毛ꎬ偶有可

达 ７７ μｍ 长ꎮ 多孔腺缺如ꎮ 三孔腺均匀分布ꎮ 单

孔腺少而稀疏ꎮ 蕈状腺直径约 ６.２５ μｍꎬ长１１.２５~
１２.５０ μｍꎻ管部长约 １０.０ μｍꎬ分布在各个体节ꎬ边
缘分布较多ꎮ 领状腺通常缺ꎬ偶有腹部具单个领状

腺的个体ꎮ
腹面表面鞭状刚毛正常ꎮ 多孔腺直径约 ７. ５

μｍꎬ仅分布在腹部ꎬ不达边缘ꎻ在第六腹板后缘形

成 １~２ 横排ꎬ个别个体出现在第五腹板后缘ꎮ 三孔

腺均匀分布ꎮ 单孔腺稀疏ꎮ 蕈状腺与背面相似ꎬ位
于胸部和腹部前面的边缘ꎮ 领状腺有 ２ 种大小ꎬ大
者直径如三孔腺大小ꎬ长度约 １０ μｍꎬ通常具弱化

的管部ꎬ广泛分布于腹部后面体节的后缘和边缘ꎻ
小者直径小于三孔腺长约 ７.５ μｍꎬ广泛分布于腹部

中部体节ꎬ及头和胸的中部ꎮ
目前并未有雄性成虫的记录ꎮ
在东洋区曼粉蚧属有 ３ 种:木槿曼粉蚧、柯曼

粉蚧 Ｍ. ｐａｓａｎｉａｅ (Ｂｏｒｃｈｓ.)和本种多孔曼粉蚧ꎮ 多

孔曼粉蚧与木槿曼粉蚧十分相似ꎬ区别在于前者缺

腹脐ꎬ领状腺在体腹面ꎻ而后者具腹脐ꎬ领状腺在体

两面都有ꎻ另外多孔曼粉蚧的蕈状腺(直径 ６. ２５
μｍ)较木槿曼粉蚧(直径 ４ ~ ５ μｍ)要大ꎮ 多孔曼

粉蚧区别于柯曼粉蚧的特征为刺孔群 ４ 对ꎻ而后者

刺孔群 ５~６ 对ꎮ

图 ２　 多孔绵粉蚧雌成虫形态特征图(根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１９９６ 修改)
Ｆｉｇ.２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ｆ Ｍａｃｏｎｅｌｌｉｃｏｃｃｕｓ 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ｉ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１９９６)

６４ 生物安全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第 ２９ 卷　

 
 

 
 

 
 

 
 

 
 



２.３　 我国曼粉蚧属的截获情况

经“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查询ꎬ２００３ 年 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中国海关检疫系

统检出曼粉蚧属近万批次ꎬ除个别未鉴定到种外ꎬ
其余全部为木槿曼粉蚧ꎬ寄主多为热带水果(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Ｌｏｕｒ.、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ｏｎｎ.、
火龙果 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 ｕｎｄａｔｕｓ Ｂｒｉｔｔ 居多)ꎬ来源则主要

为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邻国(越南、老挝居多)ꎮ 并

未检出过曼粉蚧属的其他种类ꎮ 本次检出的多孔

曼粉蚧为我国口岸首次检出ꎮ

３　 讨论
现有资料表明ꎬ多孔曼粉蚧广泛分布于东南亚

地区ꎬ已被认定为是一种入侵性有害生物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ꎬ２００４)ꎬ但在我国并无分布ꎮ 该种曾多次在欧

洲和美国的口岸被截获ꎬ如美国洛杉矶机场在鸡木

属(无患子科)、藤黄属植物中检出ꎬ圣弗朗西斯科

机场在胡椒、榴梿中检出ꎬ西雅图机场在新乌檀属

植物中检出ꎬ英国口岸在杨桃、可可中检出ꎻ来源国

则多为泰国和马来西亚ꎬ该两国也是我国在东南亚

进行水果贸易的大国ꎮ 此虫由于生活在多种植物

根部ꎬ易随土壤传播ꎬ尤其是跨境种苗调运时易随

植物根部及土壤传播ꎮ 另外也常生活在多种水果

及其他经济作物的表面ꎬ如红毛丹、榴梿、可可等ꎬ
这些易随跨境水果贸易及旅客随身携带物入境ꎮ
因此ꎬ为防止该虫入侵我国ꎬ需在东南亚水果、种苗

的调运过程及东南亚航班旅客携带物方面进行重

点查验ꎬ将该虫阻隔于国门之外ꎮ
本研究应用 ＤＮＡ 条形码技术成功鉴别多孔曼

粉蚧ꎮ 多年来ꎬ由于粉蚧鉴定资料匮乏、专业人才

缺乏等难题ꎬ导致各口岸截获的样品其鉴定结果往

往只能到科或属ꎬ较难到具体种类ꎮ 所截获样品与

木槿曼粉蚧在形态特征上极为相似ꎬ不易区分ꎬ通
过测定样品的 ＣＯＩ 基因片段序列ꎬ经比对分析与近

似种木槿曼粉蚧在分子序列上存在较大差异ꎬ通过

构建系统发育树显示该虫应该为多孔曼粉蚧ꎮ 因

此ꎬ建议在用形态学进行鉴定的同时ꎬ可用 ＤＮＡ 条

形码进行比对辅助鉴定ꎬ提高鉴定准确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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