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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明确刺吸式害虫椰子叶螨对我国椰子产业的风险ꎬ为该虫的检验检疫和应急防控提供参

考ꎮ 【方法】从椰子叶螨的国内外发生现状、潜在危害性、受害作物的经济重要性、定殖扩散的可能性以

及风险管理的难度等方面ꎬ对椰子叶螨危害我国椰子产业的风险性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ꎮ 【结果】椰子

叶螨个体较小、传播方式多样、检疫和灭除难度较大ꎬ根据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体系及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

统计ꎬ该虫风险值评价指标体系 Ｒ 值为 １.８０ꎬ结合我国外来物种风险等级划分标准ꎬ属于中度危险有害生

物ꎮ 【结论】椰子叶螨在我国属于中度危险有害生物ꎬ对我国椰子产业具有较高的风险ꎬ需从检疫管理、
检测及防控技术引进与研发等方面制定针对椰子叶螨的风险管理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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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 是典型的热带棕榈作物ꎬ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海南、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及

福建等省区ꎬ尤其以海南省的种植面积为最大ꎬ在
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覃伟权等ꎬ２００９)ꎮ 近年来ꎬ随着海南省椰子种植

面积的增加ꎬ椰子病虫害呈现增加的趋势ꎬ如椰心

叶甲 Ｂｒｏｎｔｉｓ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 ( Ｇｅｓｔｒｏ ) (钟义海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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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伟权等ꎬ２００２ꎻ 伍有声等ꎬ１９９８)、椰子织蛾 Ｏｐｉ￣
ｓｉｎａ ａｒｅｎｏｓｅｌｌａ Ｗａｌｋｅｒ (李洪等ꎬ２０１５)等均对椰子

的健康生长造成了严重影响ꎬ因此ꎬ在保障椰子产

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下ꎬ防控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就

变得较为紧迫ꎮ
椰子叶螨 Ａｃｅｒｉａ (Ｅｒｉｏｐｈｙｅｓ)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ｎｉｓ (Ｋ.)主

要危害椰子嫩果ꎬ在部分椰子产出国已经成为最严

重的果实害虫之一(Ｄｅｎｉｓ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不仅对美

国和非洲国家的椰子产业造成了显著危害ꎬ也威胁

到南亚如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椰子产业(Ｆｅｒ￣
ｎａｎｄ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ꎻ Ｓａｔｈｉａｍｍ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ꎮ 椰子叶

螨通过吸食椰果果皮汁液造成果实发育畸形、美观

度等商品性能降低(陈慕蓉ꎬ２００１)ꎬ严重时可造成

嫩果掉落ꎬ影响椰子产量ꎮ 该虫个体较小ꎬ危害隐

蔽ꎬ目前在国内还未见发生危害的相关报道ꎬ但随

着国内外椰子苗木、果实等调运日愈频繁ꎬ该虫对

我国的入侵风险逐渐加剧ꎮ 因此ꎬ开展椰子叶螨对

我国椰子产业的风险性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ꎮ

１　 研究方法
根据椰子叶螨的发生与危害现状ꎬ运用国际植

物检疫措施标准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ｔ￣
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 ＩＳＰＭ)中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

(ｐｅｓ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ＲＡ)的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

(蒋青等ꎬ１９９５ꎻ 李志红和秦誉嘉ꎬ２０１８)ꎬ从该虫的

国内外发生状况、潜在危害性、受害寄主的经济重

要性、定殖与扩散蔓延的可能性以及发生后的危险

性管理难度等方面ꎬ对其在我国的风险性进行定性

和定量评估(表 １)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分布状况(Ｐ１)

自 １９６０ 年在墨西哥的格雷罗州首次发现椰子

叶螨危害椰子后ꎬ在加勒比海群岛、非洲和中美洲、
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也陆续发现其危害ꎮ 在亚洲的

印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地均发现该虫普遍

危害椰子(陈慕蓉ꎬ２００１)ꎮ 目前在我国还未发现该

虫及其危害的相关文献报道ꎮ Ｐ１ 赋值为 ３ꎮ
２.２　 潜在危害性(Ｐ２)

椰子叶螨主要危害椰子ꎬ其中以嫩果受害最为

严重ꎬ常聚集于椰果果蒂处的幼嫩部位ꎬ通过吸食

果蒂的汁液生存ꎮ 通过取食危害后ꎬ幼嫩椰子果蒂

出现褐色斑块ꎬ同时随着椰子果实的逐渐增大ꎬ褐

色斑块开始硬化ꎬ严重时在果蒂处出现裂纹ꎬ导致

果实的美观度降低ꎬ同时受害果实相对于正常果实

个体明显较小ꎮ 在幼果期ꎬ如果椰子叶螨暴发危

害ꎬ常造成嫩果的大量脱落ꎮ Ｐ２１赋值为 ２ꎮ
椰子叶螨个体较小ꎬ体细长ꎬ为淡黄白色瘿螨ꎮ

成虫个体长 ２００~ ２５０ μｍꎬ宽 ３５ ~ ５０ μｍ (Ｍｕｒａｌｉ ＆
Ａｌｋａꎬ２００１)ꎬ卵白色ꎬ圆形ꎮ 目前尚未有其携带其

他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报道ꎬＰ２２赋值为 ０ꎮ 同时尚未

有国家将其列为检疫对象ꎬＰ２３赋值为 ０ꎮ
２.３　 受害寄主的经济重要性(Ｐ３)

椰子叶螨的寄主主要为椰子ꎬ同时也危害糖榈

Ｂｏｒａｓｓｕｓ ｆｌａｂｅｌｌｉｆｅｒ Ｌ. (Ｒａｍａｒａｊｕ ＆ Ｒａｂｉｎｄｒａꎬ２００２)、
金 山 葵 Ｓｙａｇｒｕｓ ｒｏｍａｎｚｏｆｆｉａｎａ ( Ｃｈａｍ.) Ｇｌａｓｓｍ.
(Ａｎｓａｌｏｎｉ ＆ Ｐｅｒｒｉｎｇꎬ２００４)、凤尾椰子 Ｌｙｔｏｃａｒｙｕｍ
ｗｅｄｄｅｌｌｉａｎｕｍ(Ｆｌｅｃｈｔｍａｎｎꎬ１９８９)ꎮ Ｐ３１赋值为 １ꎮ

椰子是椰子叶螨的主要寄主ꎬ海南省是我国椰

子的主产区ꎬ集中了全国 ９９％的种植面积ꎬ据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海南椰子种植面积为 ３.３６ 万 ｈｍ２(卢琨和侯

媛媛ꎬ２０２０)ꎮ Ｐ３２赋值为 １ꎮ
由于椰子叶螨直接危害椰子果实ꎬ该虫一旦

在我国暴发成灾ꎬ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我国椰子果

实产量及相关产业的重大损失ꎮ 但由于椰子在我

国还属于小众作物ꎬ目前相对产值还较低ꎮ Ｐ３３赋

值为 ２ꎮ
２.４　 定殖与扩散的可能性(Ｐ４)

椰子叶螨个体微小ꎬ一般需在显微镜下才可观

察到其个体ꎬ同时ꎬ该虫可隐藏在果实蒂部的缝隙

中ꎬ给口岸检疫造成了极大的不便ꎮ 目前在我国还

未有截获该物种的相关报道ꎮ Ｐ４１赋值为 １ꎮ
由于该虫个体较小ꎬ可随风雨、农事操作等进

行短距离传播ꎬ亦可通过椰果、苗木等的运输携带

进行远距离传播ꎮ 螨类抗逆性较强ꎬ在迁移过程中

存活率较高ꎮ Ｐ４２赋值为 ３ꎬＰ４５赋值为 ３ꎮ
椰子叶螨目前主要分布在国外的椰子产区ꎬ大

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和非洲、美洲ꎮ Ｐ４３赋值为 １ꎮ 在

我国ꎬ椰子主要分布于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ꎬ
其中 ９０％以上在海南ꎮ Ｐ４４赋值为 １ꎮ
２.５　 危害性管理难度(Ｐ５)

椰子叶螨属于螨类害虫ꎬ个体较小ꎬ仅依靠肉

眼难以直接准确区分其与近缘种ꎬ需具有一定专业

技能的人员进行验证识别ꎬ必要时还需要借助分子

生物学及基因组学等手段ꎮ Ｐ５１赋值为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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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报道显示ꎬ楝科植物提取物(Ｂａｄｇｅ ＆ Ｐａ￣
ｓｈｔｅꎬ２０１６)、半裸镰孢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ｅｍｉｔｅｃｔｕｍ Ｂｅｒｋ. ｅｔ
Ｒａｖ.(Ｇｕｎａｓｉｎｇｈａｍ ＆ 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ａꎬ２００９)对椰子叶螨

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ꎮ Ｐ５２赋值为 １ꎮ
椰子叶螨在椰子果蒂危害ꎬ一般的杀虫剂对其

效果有限ꎬ且其可隐藏于果蒂的缝隙中ꎬ对灭杀造

成了一定的障碍ꎮ 该虫在田间世代重叠严重ꎬ繁殖

迅速ꎬ条件适宜时可迅速成灾ꎮ Ｐ５３赋值为 ２ꎮ
２.６　 风险定量分析

根据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体系及多指标综合评

估方法ꎬ建立椰子叶螨风险评估体系ꎬ结合椰子叶

螨的生物学特性、生态学及适生性研究ꎬ确定各级

评价结果ꎮ 得出:Ｐ１ ＝ ３ꎬＰ２１ ＝ ２ꎬＰ２２ ＝ ０ꎬＰ２３ ＝ ０ꎬＰ３１

＝ １ꎬＰ３２ ＝ １ꎬＰ３３ ＝ ２ꎬＰ４１ ＝ １ꎬＰ４２ ＝ ３ꎬＰ４３ ＝ １ꎬＰ４４ ＝ １ꎬ
Ｐ４５ ＝ ３ꎬＰ５１ ＝ ２ꎬＰ５２ ＝ １ꎬＰ５３ ＝ ２ꎮ

利用多指标综合评判分析方法ꎬ计算一级评判

指标ꎬ根据表内的评判标准得到:
Ｐ１ ＝ ３
Ｐ２ ＝ ０.６×Ｐ２１＋０.２×Ｐ２２＋０.２×Ｐ２３ ＝ １.２０
Ｐ３ ＝ｍａｘ(Ｐ３１ꎬＰ３２ꎬＰ３３)＝ ２.００

Ｐ４ ＝
５ Ｐ４１×Ｐ４２×Ｐ４３×Ｐ４４×Ｐ４５ ＝ １.５５

Ｐ５ ＝(Ｐ５１ꎬＰ５２ꎬＰ５３) / ３ ＝ １.６７

Ｒ＝ ５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 ＝ １.８０
结合我国外来物种风险等级划分标准ꎬ根据 Ｒ

值划分为 ４ 个风险等级:Ｒ 值 ３.００ ~ ２.５０ 为特别危

险ꎬＲ 值 ２.４０~２.００ 为高度危险ꎬＲ 值 １.９０ ~ １.５０ 为

中度危险ꎬＲ 值 １.４０ ~ １.００ 为低度危险ꎮ 椰子叶螨

的 Ｒ 值为 １.８０ꎬ根据上述风险分析ꎬ椰子叶螨属于

中度危险有害生物ꎮ

３　 椰子叶螨风险管理措施
椰子叶螨目前已经对印度等地的椰子造成了

一定影响ꎬ在我国还未见相关危害的报道ꎮ 但从风

险分析的角度来看ꎬ该虫对我国椰子产业具有较高

的风险ꎬ一旦传入蔓延ꎬ将对我国的椰子产业造成

严重影响ꎬ因此ꎬ制定适宜的风险管理措施ꎬ对预防

该虫的入侵危害具有重要意义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特
制定以下风险管理策略ꎮ
３.１　 加强检验检疫措施

检验检疫作为抵御危险性病虫害的第一道关

卡ꎬ在病虫害综合防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在

检验检疫过程中ꎬ要加强对进口椰子果实、幼苗、植

株等的检查ꎬ同时由于该虫个体较小易于隐藏ꎬ对
运输的船舶、车辆、飞机等运输工具也要进行仔细

检查ꎬ防止椰子叶螨黏附于运输工具上进入国内ꎮ
对发现该虫的货物ꎬ要立即进行消杀处理ꎮ
３.２　 严格执行苗木引种试种

针对该虫繁殖快、个体小的特点ꎬ对疫区进口

的椰子种苗、种果等材料ꎬ需隔离试种至少 １ 年以

上ꎬ当确认无疫情发生方可进行大规模的繁育和种

植ꎬ将该虫的入侵风险降低到最小ꎮ
３.３　 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椰子叶螨目前在我国还未发现ꎬ为避免该虫入

侵后无针对性防控技术ꎬ建议加强与该虫发生国家

的科技人员及研发机构的沟通ꎬ在该虫的综合治

理、监测预警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ꎮ
３.４　 开发快速准确的检测技术

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该虫的快速检测技术ꎬ造
成了在该虫检验检疫、应急防控、监测预警等方面

无法做到有的放矢ꎮ 因此ꎬ需从形态学、分子生物

学等方面开展该虫的快速准确检测方法研究ꎬ为我

国的出入境口岸提供相应的检测技术ꎮ
３.５　 应急防控技术研发

研究结果表明ꎬ楝科提取物(Ｂａｇｄｅ ＆ Ｐａｓｈｔｅꎬ
２０１６)、半裸镰孢菌 ( Ｇｕｎａｓｉｎｇｈａｍ ＆ 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ａꎬ
２００９)等均对椰子叶螨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ꎬ同时

需继续开发应急防控药剂及熏蒸剂等ꎬ以便于检疫

除害及田间防控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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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ｌｍａｅ: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ꎬ ａ ｎｅｗ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Ｅｒｉｏｐｈｙｅｓ ｇｕｅｒ￣
ｒｅｒｏｎｉｓ (Ｋｅｉｆｅｒꎬ １９６５) (Ａｃａｒｉ: Ｅｒｉｏｐｈｙｉｄａｅ)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ｒｏｌｏｇｙꎬ １５(４): ２４１.

ＧＵＮＡＳＩＮＧＨＡＭ Ｍꎬ 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Ａ Ｍꎬ ２０１１.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ｓｐｅ￣
ｃｉｅｓ: ａｃａｒ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ｆｕｎｇｉ 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ｇｅｎｔｓ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ｍｉｔｅꎬ Ａｃｅｒｉａ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ｎｉ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ＭＵＲＡＬＩ Ｇꎬ ＡＬＫＡ Ｇꎬ ２００１. Ｈａｓ Ｈｉｒｓｕｔｅｌｌ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ｉｉ ｔｈｅ
ｗ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ａｌ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ｅｒｉｏｐｈｙｉｄ ｍｉｔｅ ｓｃｏｕｒｇｅ?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８０(７): ８３１－８３６.

ＲＡＭＡＲＡＪＵ Ｋꎬ ＲＡＢＩＮＤＲＡ Ｒ Ｊꎬ ２００２. Ｐａｌｍｙｒａꎬ Ｂｏｒａｓｓｕｓ
ｆｌａｂｅｌｌｉｆｅｒ Ｌｉｎｎ. (Ｐａｌｍａｅ): ａ ｈ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ｅｒｉｏｐｈｙｉｄ
ｍｉｔｅ Ａｃｅｒｉａ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ｎｉｓ Ｋｅｉｆｅｒ.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７(２): １４９－１５１.

ＳＡＴＨＩＡＭＭＡ Ｂꎬ ＮＡＩＲ Ｃ Ｐ Ｒꎬ ＫＯＳＨＹ Ｐ Ｋꎬ １９９８.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ａ ｎｕｔ ｉｎｆｅｓｔｉｎｇ ｅｒｉｏｐｈｙｉｄ ｍｉｔｅ Ｅｒｉｏｐｈｙｅｓ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ｎｉｓ (Ｋ.)
ｉｎ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ｃｏｎｕ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９
(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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