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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凭祥口岸首次截获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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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湾坡天牛一般随着木制品及包装制品进行远距离传播入境ꎮ 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有分布ꎬ
在我国大陆地区尚未见该虫的发生报道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凭祥口岸从来自越南的相思木板上截获了台湾坡

天牛ꎬ为我国大陆首次截获ꎮ 通过显微形态特征的观察和测量进行台湾坡天牛种类鉴定ꎮ 台湾坡天牛与

近似种的主要区别:其鞘翅基部具明显的黑褐色宽横带ꎮ 通过入侵可能性分析ꎬ来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

的台湾坡天牛入侵我国大陆地区的可能性很大ꎮ 台湾坡天牛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区定殖和扩散

风险很大ꎮ 一旦传入我国ꎬ将对我国的农林安全造成巨大威胁ꎬ各口岸应对进境的木制品及包装加强检

验检疫ꎮ
关键词: 天牛科ꎻ 台湾坡天牛ꎻ 首次截获ꎻ 相思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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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凭祥海关在查验一批越南

进口的相思木板时ꎬ发现一种天牛ꎬ经鉴定ꎬ确定为

台湾坡天牛 Ｐｔｅｒｏｌｏｐｈｉ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ꎮ 这是

我国口岸首次在检疫查验工作中截获该种天牛ꎮ
观察标本保存在南宁海关技术检测中心植检实验

室ꎮ 台湾坡天牛仅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有分布

(华立中等ꎬ２００９)ꎬ在我国大陆地区尚未见该虫的

发生报道ꎮ 台湾坡天牛是蛀干害虫的一种ꎬ专门钻

蛀植物茎干及枝条ꎬ在植物皮下取食韧皮部和木质

部ꎬ造成孔洞或隧道ꎮ 由于这类害虫蛀食韧皮部、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２０ꎬ ２９(１): ４８－５０ꎬ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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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部等ꎬ严重破坏了输导系统而导致树势衰弱或

死亡ꎮ 树木一旦受害ꎬ很少能恢复生机 (宁静ꎬ
２０１８ꎻ 武三安ꎬ２００７ꎻ 萧刚柔ꎬ１９９２)ꎮ

本文主要依据相关文献作为鉴定资料ꎬ结合、
对照截获保藏的实物标本ꎬ对其进行了描述ꎬ同时

为口岸检疫鉴定提供参考ꎮ

１　 分类地位
学名:Ｐｔｅｒｏｌｏｐｈｉ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ꎮ
异名:Ｐｔｅｒｏｌｏｐｈｉａ ｌｕｎｉｇｅｒａ ｖ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ｅｒꎬ １９２５ꎻＰｔｅｒｏｌｏｐｈｉａ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Ｋｕｓａｍａꎬ １９７３ꎮ
中文名:台湾坡天牛、虹纹锈天牛ꎮ 分类上属鞘

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沟胫天牛亚科

Ｌａｍｉｉｎａｅ 坡天牛属 Ｐｔｅｒｏｌｏｐｈｉａ (华立中等ꎬ２００９)ꎮ

２　 主要分布
目前ꎬ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有分布(华立中等ꎬ

２００９)ꎮ

３　 危害寄主
寄主不明ꎮ

４　 形态特征
４.１　 坡天牛属成虫的主要鉴定特征

体小至中型ꎬ头部额几近方形ꎬ头顶凹陷ꎻ复眼

上、下叶之间ꎬ仅一线相连ꎬ小眼面较粗ꎻ触角一般较

体短ꎬ柄节无端疤ꎬ有时具端刺ꎻ前胸背板宽大于长ꎬ
无侧刺突ꎬ侧缘微圆弧ꎻ鞘翅较拱凸ꎬ后端常呈显著

坡状倾斜ꎬ翅端狭圆或稍斜截ꎬ翅面大多具纵脊或隆

起ꎻ中胸腹板凸片无瘤突ꎻ中足基节窝开式ꎬ胫节无

斜沟ꎻ爪半开式(嘉思理ꎬ１９８３ꎻ 蒲富基ꎬ１９５９)ꎮ
４.２　 台湾坡天牛鉴定特征

观察标本为成虫ꎬ雄虫ꎬ体长约 １２ ｍｍꎬ体小

型ꎬ褐色(图 １)ꎮ
头窄于前胸ꎬ头前部略垂直ꎬ头顶中央有 ２ 条

灰黄色纵纹ꎮ 上颚无缨毛ꎬ下颚须端节尖锐ꎮ 复眼

完全分离ꎬ两部分为一细线所连接ꎮ 额横阔ꎬ稍隆

起ꎬ中央具一伸至后头的光滑的细纵线ꎮ 触角基瘤

远离ꎬ中央浅凹ꎮ 触角伸达鞘翅 ３ / ４ 处ꎬ且第Ⅲ、Ⅳ
节弯曲第Ⅲ节长于第Ⅳ节ꎬ与柄节近等长ꎮ 触角下

缘具浓密缨毛ꎬ第Ⅳ节内缘具白色绒毛ꎬ白色绒毛

不达第Ⅳ节端部(嘉思理ꎬ１９８３)ꎮ
前胸具前侧瘤突ꎬ鞘翅长约为头及前胸总长的 ２

倍ꎬ中部不收缩ꎮ 后胸长于第一腹节ꎬ后胸腹板不极

短ꎬ后翅发达ꎮ 前胸背板中央有 ２ 条灰黄色纵纹ꎮ

前胸背板前缘两侧靠近前足基节窝处具一白色绒毛

斑ꎮ 前胸背板刻点细ꎬ宽大于长ꎬ后缘略宽于前缘ꎬ
侧缘中部之前无明显刻点(蒋书楠等ꎬ１９８５)ꎮ

鞘翅末端尖锐ꎬ鞘翅前端具 ２ 个凸起的锥状隆

起的脊ꎮ 鞘翅基部具一黑褐色宽横带ꎬ后缘弧形ꎮ
其后具一红褐色细斜横纹ꎬ两者之间形成暗褐色区

域ꎮ 每鞘翅中部两侧具宽弧形纵带ꎬ在鞘翅中部侧

缘围成一近半圆形的褐色区ꎮ 纵带前端绒毛白色ꎬ
较浓密ꎬ后端绒毛白色与红褐色相间杂ꎬ两侧各具

一不完整的黑褐色弧带ꎮ 翅缘中部具一小白色绒

毛纵斑ꎬ末端坡状部具一白色细纵纹ꎮ 腹面及足被

淡红褐色与灰白色相间杂的绒毛ꎮ 后足胫节短于

跗节ꎬ足粗短ꎬ后足腿节伸达第 ４ 腹节末 ６~７ 节ꎬ足
胫节端部及跗节棕黑色(华立中等ꎬ２００９)ꎮ
４.３　 近似种

本种与分布于我国云南的弧带坡天牛 Ｐ.
ｌｕｎｉｇｅｒａ Ａｕｒｉｖｉｌｌｉｕｓ 相似ꎬ但其鞘翅基部具明显的黑

褐色宽横带ꎬ而弧带坡天牛鞘翅基部具明显的一红

褐色宽横带(谢广林等ꎬ２０１０)ꎮ ２００４ 年ꎬ弧带坡天

牛在我国云南省绿春坪河地区被发现ꎬ是中国坡天

牛属一新记录种(谢广林等ꎬ２０１０)ꎮ

５　 台湾坡天牛入侵的可能性分析
台湾坡天牛通过进口木材及木制品传入我国ꎬ

入侵风险高ꎮ 近年来ꎬ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ꎬ
我国木材进口数量逐年增加ꎬ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

的原木进口国ꎮ ２０１８ 年我国原木进口量为 ５９７５.１０
万 ｍ３ꎬ同比增长 ７.８６％(中国木材网ꎬ２０１９)ꎮ 天牛

在进境木材和木质包装检疫中屡屡被截获ꎮ 经统

计ꎬ２０１８ 年全国口岸共截获到天牛类 ２９１ 种 ９４１５
次ꎬ坡天牛属 １０ 种(属)８３ 次(中国检疫检验科学

研究院ꎬ２０１９)ꎮ

６　 台湾坡天牛定殖的可能性分析
６.１　 寄主不明ꎬ定殖风险高ꎮ

我国森林面积相对较少ꎬ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２０％ꎬ其中天然林地面积更少ꎬ大量单一的人工林

替代了种类多样性丰富的原始森林ꎬ森林对有害生

物的自控能力较低ꎮ 另外ꎬ相思树是我国引种种植

的一种人工林木ꎬ现已成为我国华南地区的重要造

林树种ꎮ 该虫在相思木材上截获ꎬ相思树极有可能

是其寄主之一ꎮ 因此ꎬ该虫定殖风险高ꎬ一旦传入

我国ꎬ将对我国的农林安全造成巨大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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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台湾坡天牛
Ｆｉｇ.１　 Ｐ.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Ａ:背面观ꎻＢ:腹面观ꎻＣ:侧面观ꎻ１:前胸背板中央有 ２ 条灰黄色纵纹ꎻ２:触角第Ⅳ节内缘具白色绒毛ꎻ３:鞘翅基部具明显的黑褐色宽横带ꎻ
４:头顶中央有 ２ 条灰黄色纵纹ꎻ５:鞘翅中部两侧具宽弧形纵带ꎬ围成一近半圆形的褐色区ꎮ

Ａ: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Ｂ: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Ｃ: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１: Ｔｗｏ ｇｒａｙ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ｉ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ｎｏｔｕｍꎻ ２: Ｗｈｉｔｅ ｈａｉ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ｅｄｇｅ ｏｆ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Ｖꎻ ３: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ｂｌａｃｋ ｂｒｏｗｎ ｗ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ｂａｎｄ ｉｎ ｂａｓｅ ｏｆ ｅｌｙｔｒａꎻ ４: Ｔｗｏ ｇｒａｙ ｙｅｌｌｏｗ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ｉ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ｈｅａｄꎻ ５: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ｃｕｒｖｅ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ｂａｎｄ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ｙｔｒｏｎꎬ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ｎｅａｒｌｙ 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ｂｒｏｗｎ ａｒｅａ.

６.２　 分布国家、地区气候和我国部分地区相似ꎬ定
殖风险高ꎮ

台湾坡天牛有分布的台湾和日本南部地区属

亚热带气候类型ꎮ 我国的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区

也有相同的气候类型ꎬ植物种类极为相似ꎬ较易给

台湾坡天牛提供丰富食物ꎮ 因此ꎬ上述地区可为台

湾坡天牛的定殖和扩散提供有利的自然条件ꎮ 所

以ꎬ由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入侵的台湾坡天牛在我

国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区定殖可能性更大ꎮ

７　 防治措施
７.１　 按要求规范查验

台湾坡天牛主要随家具、木材和木包装制品进

行远距离传播ꎬ因此ꎬ对进境木材及其木材制品以

及木质包装进行检疫时ꎬ必须严格按照 ２００５ 年原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进境货物木质

包装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ꎬ做好口岸现场查

验工作ꎮ
７.２　 加强现场查验

天牛的食性较为广泛ꎬ主要危害木材ꎬ天牛幼

虫主要在木质部危害ꎬ少量在皮下蛀食ꎮ 由于进境

木材尤其是原木数量较大ꎬ需要检疫时间较长ꎬ这
就要求在口岸查验时ꎬ要重点加强对木材重点部位

的检疫ꎮ
７.３　 提高口岸检疫技术技能

口岸查验抽样和有害生物种类鉴定工作繁重ꎬ

要求一线海关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丰

富的经验ꎮ 加强检疫专家的培训合作和检疫新技

术手段的应用(如远程视频鉴定)对提高口岸检疫

水平和有害生物鉴定的准确性、权威性至关重要

(陈伟等ꎬ２０１８)ꎮ
７.４　 加强外来有害生物安全监测

结合海关总署每年的外来有害生物监测工作

要求ꎬ不仅要做好有害生物本底调查ꎬ了解我国各

地的有害生物物种分布情况ꎻ而且还要做好进境口

岸与进境加工厂的外来有害生物的监测工作ꎬ包括

携带有害生物风险高的货物与木质包装、林木有害

生物监测ꎮ

致谢: 南宁海关技术中心植物检疫实验室陈开生

老师对以上天牛标本给予复核鉴定ꎬ特表谢意!

参考文献

陈伟ꎬ 胡萌ꎬ 伦才智ꎬ 徐豪ꎬ 杨娟ꎬ ２０１８. 从进境杨木中首

次截获条纹根瘤象(鞘翅目:象甲科).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７
(１): ４１－４４.

华立中ꎬ 奈良一ꎬ Ｇ Ａ 塞缪尔森ꎬ Ｓ Ｗ 林格费尔特ꎬ ２００９.
中国天牛(１４０６ 种)彩色图鉴.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蒋书楠ꎬ 蒲富基ꎬ 华立中ꎬ１９８５. 中国经济昆虫志ꎬ ３５ 卷ꎬ
鞘翅目 天牛科(三)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下转第 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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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 ｇｒｅｙ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８: ６７０－６７６.

ＬＩ Ｘꎬ ＬＩ Ｊꎬ ＳＵＩ Ｈꎬ ＨＥ Ｌꎬ ＣＡＯ Ｘꎬ ＬＩ Ｙꎬ ２０１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 ＡＨＰ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ｋ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３５３: ３００－３１１.

ＴＡＮＧ Ｈ Ｍꎬ ＸＩＡＯ Ｘ Ｐꎬ ＴＡＮＧ Ｗ Ｇꎬ ＬＩＮ Ｙ Ｃꎬ ＷＡＮＧ Ｋꎬ
ＹＡＮＧ Ｇ Ｌꎬ ２０１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 ｃｒｏｐｓ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ｒ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ｉｎ 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９: ｅ１００４４３.

ＷＡＲＴＲＵＤ ＬＳꎬ ＳＥＩＤＬＥＲ Ｒ Ｊꎬ １９９８. Ｎ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ꎬ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ꎬ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ｉ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５:
３１３－３４０.

ＺＨＯＵ Ｄ Ｌꎬ ＧＡＯ Ｓꎬ ＧＵＯ Ｊꎬ ＬＵＯ Ｊꎬ ＹＯＵ Ｑꎬ ＱＵＥ Ｙꎬ ２０１６.
Ｃｒｙ１Ａｃ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ｎ￣
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ｏｎｅ ｃｒｏｐ ｓｅａｓｏ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７: ２６５.

(责任编辑:郭莹) 　 　



(上接第 ５０ 页)
宁静ꎬ 张宾ꎬ 田浩楷等ꎬ ２０１８. 携带与非携带松材线虫的松

墨天牛 ｍｉＲＮＡ 表达谱比较分析. 生物安全学报ꎬ ２７(１):
２０－３０.

嘉思理ꎬ １９８３. 中国天牛科检索表. 华立中ꎬ 译. 广州: 中山

大学.
蒲富基ꎬ １９８０.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十九册)ꎬ鞘翅目天牛

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武三安ꎬ ２００７.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 ２ 版. 北京: 中国林业

出版社.

谢广林ꎬ 王文凯ꎬ ２０１０. 中国坡天牛属一新记录种(鞘翅目:
天牛科).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７(２): ４－５.

萧刚柔ꎬ １９９２. 中国森林昆虫. ２版.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中国检疫检验科学研究院ꎬ ２０１９. 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 [２０１９－０６－１０]. ｈｔｔｐ:∥１０.２３９.４.９.
中国木材网ꎬ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８ 年我国原木进口量为 ５９７５.１０ 万立

方米. (２０１９－０３－０４)[２０１９－０６－１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
ｔｉｍｂｅｒ.ｏｒｇ / ｐｒｉｃｅ / ６８３５７.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郭莹) 　 　

７７　 第 １ 期 张富丽等: Ｂｔ 抗虫棉秸秆还田对土壤养分特征的影响

 
 

 
 

 
 

 
 

 
 


	20200108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