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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百合西圆尾蚜是一种广泛分布的蚜虫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在北京的淡黄鸢尾和香根鸢尾上发现了一种

蚜虫ꎬ依据形态特征和分子条形码信息ꎬ鉴定为百合西圆尾蚜ꎮ 本文记述了百合西圆尾蚜无翅孤雌蚜、有
翅孤雌蚜的形态特征、野外鉴别特征ꎬ并列出了其分布及寄主植物(大类)ꎬ附有彩色生态照片ꎮ 由于它

是鸢尾属、郁金香属和百合属的害虫ꎬ具有扩散的可能性ꎬ应引起重视ꎮ
关键词: 百合西圆尾蚜ꎻ 入侵生物ꎻ 形态学ꎻ 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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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西圆尾蚜 Ｄｙｓａｐｈｉｓ ｔｕｌｉｐａｅ (Ｂｏｙｅｒ ｄｅ Ｆｏｎ￣
ｓｃｏｌｏｍｂｅꎬ １８４１)属半翅目蚜科ꎬ寄主为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ｖａｒ. 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Ｂａｋｅｒ、鸢尾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Ｍａｘ￣
ｉｍ. 、郁金香 Ｔｕｌｉｐａ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ｎａ Ｌ.等植物ꎬ由于这些

花卉(根状茎、球茎或鳞茎等)的广泛交流ꎬ该虫已

扩散分布于世界各地(Ｓｔｅｋｏｌｓｈｃｈｉｋｏｖꎬ２００８)ꎮ
我国于 １９８６ 年从入境天津的郁金香鳞茎上截

获了百合西圆尾蚜(叶炳元ꎬ１９８８)ꎬ１９９６ 年从广州

入境的鸢尾根茎上截获该蚜虫(叶炳元和黎锦荣ꎬ

１９９７)ꎬ２００４ 年在北京入境的鸢尾根茎中截获(江
丽辉等ꎬ２００５)ꎮ 乔格侠和张广学(２００１)对该蚜虫

进行了介绍和风险分析ꎮ １９９７ 年百合西圆尾蚜被

列入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发布的«进境植物检疫潜在

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试行)»(周乐峰ꎬ２００３)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研究人员在北京海淀区卧

佛寺西路实验基地的淡黄鸢尾 Ｉ.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ａｍ.和香

根鸢尾 Ｉ. ｐａｌｌｉｄａ Ｌａｍ.植株叶片靠基部、叶片及花器

上发现了一种蚜虫寄生ꎬ并于当月 ２９ 日采集标本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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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形态鉴定和分子检验ꎬ确认为百合西圆尾蚜ꎮ 本

文记述百合西圆尾蚜的无翅和有翅孤雌蚜形态、田
间鉴别特征和分布等ꎬ以期引起相关部门关注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采集

实验材料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采自北京海淀

区卧佛寺西路实验基地ꎬ先拍摄生态照片(包括危

害状)ꎬ随后把蚜虫随叶片放入采集管中ꎬ带回室内

观察ꎮ
１.２　 标本处理和观察

将采集的蚜虫标本放入 ９５％酒精中保存ꎬ用
１０％ＫＯＨ 水浴 １０ ｍｉｎ 或更长时间后ꎬ在显微镜和

解剖镜下观察形态特征ꎬ依据叶炳元(１９８８)、乔格

侠等(２００１)、江丽辉等(２００５)、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 Ｅａｓｔｏｐ
(２００６)等文献对标本进行鉴定ꎬ得出初步结果后再

寻找原始及相关文献核实ꎮ
１.３　 分子鉴定

以当天采集的 ４ 头若蚜为样品ꎬ按照 ＤＮＡ 提

取试剂盒(ＴＩＡＮａｍｐ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 Ｋｉｔꎬ天根)说明

书整虫提取 ＤＮＡꎬ以提取的 ＤＮＡ 为模板ꎬ利用线粒

体 ＣＯＩ 基因通用引物 ＬＣＯ１４９０ / ＨＣＯ２１９８ (Ｆｏｌｍ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４) 扩增目标基因片段ꎮ 反应体系包括

ＤＮＡ 模板 ３ μＬ、上下游引物各 ０.５ μＬ、２×Ｍｉｘ 酶 １５
μＬ、ｄｄＨ２Ｏ １１ μＬꎬ共计 ３０ μＬꎮ 反应条件为预变性

９４ ℃ ５ ｍｉｎꎻ４０ 个循环ꎬ循环包括 ９４ ℃ ３０ ｓꎬ５０ ℃
３０ ｓꎬ７２ ℃ １ ｍｉｎꎻ后延伸 ７２ ℃ ７ ｍｉｎꎮ ＰＣＲ 产物在

凝胶电泳跑胶ꎬ显示在 ７００ ｂｐ 左右处有条带ꎬ即送

中美泰和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测序ꎮ

２　 结果
２.１　 分类地位

百合西圆尾蚜隶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蚜科 Ａｐｈ￣
ｉｄｉｄａｅ 长管蚜族 Ｍａｃｒｏｓｉｐｈｉｎｉ 西圆尾蚜属 Ｄｙｓａｐｈｉｓ
Ｂöｒｎｅｒꎬ１９３１

百合西圆尾蚜 Ｄｙｓａｐｈｉｓ ｔｕｌｉｐａｅ (Ｂｏｙｅｒ ｄｅ Ｆｏｎ￣
ｓｃｏｌｏｍｂｅꎬ １８４１)ꎻ

Ａｐｈｉｓ ｔｕｌｉｐａｅ Ｂｏｙｅｒ ｄｅ Ｆｏｎｓｃｏｌｏｍｂｅꎬ１８４１: １６７－
１６８ (法国)ꎻ

Ｄｙｓａｐｈｉｓ ｔｕｌｉｐａｅ ( Ｂｏｙｅｒ ｄｅ Ｆｏｎｓｃｏｌｏｍｂｅꎬ
１８４１):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 Ｅａｓｔｏｐꎬ ２００６: １１５２ꎻ 叶炳元ꎬ
１９８８: ７１－７３ꎻ 乔格侠和张广学ꎬ ２００１: ３４５－３４６ꎻ
江丽辉等ꎬ ２００５: ２９８－２９９ꎻ Ｓｔｅｋｏｌｓｈｃｈｉｋｏｖꎬ ２００８:

８２３－８２６ꎮ
２.２　 形态描述

无翅孤雌蚜:体长 １.７~２.１ ｍｍ (平均 １.９ ｍｍꎬ
ｎ＝ １０)ꎮ 体淡绿黄色ꎬ被灰色蜡粉ꎮ 触角暗褐色ꎬ
第 ３ 节基大部黄褐色ꎮ 头部背面、前胸背板、腹第 ６
~８ 背板具暗褐色大斑ꎬ其余背板具暗褐色小斑(在
背中线成对)ꎬ腹管及尾片暗褐色ꎮ 触角 ６ 节ꎬ约为

体长之半ꎬ各节比例为 ２６ ∶ ２２ ∶ １００ ∶ ５３ ∶ ４０ ∶ ２７＋
７９ꎻ第 ３ 节最长毛约为节宽的 ０.６９ꎮ 喙伸达中足基

节间ꎮ 腹管长于尾片ꎬ约为尾片长的 １.７ 倍ꎬ为腹背

片 ＶＩ 上最长背毛的 ６.７ 倍长ꎮ 尾片帽形ꎬ长短于基

部宽ꎬ约为后者的 ０.７ 倍ꎬ长有 ５ 根毛ꎮ
有翅孤雌蚜:体长 １.６ ~ １.８ ｍｍꎮ 活体头胸部

黑色ꎬ腹部淡黄绿色ꎬ带灰白色蜡粉ꎬ腹中后部具黑

色大斑ꎬ体侧具黑褐色斑点ꎬ腹管黑褐色ꎮ 触角黑

色ꎬ短于体长ꎬ约为体长的 ０.７８ꎻ各节比例为 １９ ∶ １８
∶ １００ ∶ ５８ ∶ ４３ ∶ ２６＋７５ꎻ第 ３ 节具次生感觉圈 ３８
个ꎬ全长着生ꎻ第 ４ 节具次生感觉圈 ６ 个ꎻ第 ５ 节未

见次生感觉圈ꎮ 腹管筒状ꎬ具粗瓦纹尾ꎬ中部稍粗

大ꎬ长为中部宽的 ３.２ 倍ꎬ为第 ６ 腹节背板最长毛的

６.４ 倍ꎮ 尾片帽形ꎬ长稍大于宽ꎬ约为后者的 １. １
倍ꎬ有长毛 ５ 根ꎮ 尾板椭圆形ꎬ长明显短于宽ꎬ端部

着生 １０ 余根毛(图 １)ꎮ
本种体的大小、触角的长短、腹管与尾片的相

对长度等似乎有较大的变异ꎬ经检的标本更接近于

叶炳元(１９８８)的描述ꎬ而江丽辉等(２００５)描述的

个体较小(无翅孤雌蚜体长 １.４０ ~ １.５６ ｍｍ)、触角

较长(无翅孤雌蚜为体长的 ０.６７~０.６９ 倍)ꎬ原始描

述触角为体长之半(Ｂｏｙｅｒ ｄｅ Ｆｏｎｓｃｏｌｏｍｂｅꎬ１８４１)ꎬ
详细描述可参见叶炳元 ( １９８８) 和 Ｓｔｅｋｏｌｓｈｃｈｉｋｏｖ
(２００８)ꎮ 叶炳元(１９８８)还描述了雄性蚜的形态ꎻ
无翅和有翅孤雌蚜的玻片特征可参见 Ｄｒ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
Ｂｒｉｇｈｔｗｅｌｌ (２０２１)ꎮ 偶尔可见掘穴蚁 Ｆｏｒｍｉｃａ ｃｕｎｉｃ￣
ｕｌａｒｉａ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访问蚜群ꎬ并可见七星瓢虫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
ｌａ 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Ｌ.成虫捕食蚜虫ꎮ
２.３　 分子鉴定

以 ４ 头虫体样本提取 ＤＮＡ 为模板ꎬ扩增片段

长度均为 ７０９ ｂｐ 且序列信息一致ꎮ 在 ＮＣＢＩ 数据

库进行比对ꎬ与序列号为 ＫＦ６３９３７６.１ 的百合西圆

尾蚜最接近:覆盖率为 ９７％ꎬ相似率 １００％ꎮ 根据分

子条形码信息可确认该虫为百合西圆尾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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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鸢尾上的百合西圆尾蚜
Ｆｉｇ.１　 Ｄ. ｔｕｌｉｐａｅ ｏｎ Ｉｒｉｓ ｓｐｐ.

Ａ~Ｃ: 分别为淡黄鸢尾叶基部、叶片及花朵上的蚜群ꎻ Ｄ:无翅孤雌蚜ꎻ Ｅ:有翅孤雌蚜ꎮ
Ａ－Ｃ: Ａｐｈｉｄ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ｎ ｌｅａｆ ｂａｓｅꎬ ｌｅａｆꎬ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ｒｉｓ ｌ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Ｄ: Ａｐｔｅｒｏｕｓ ｖｉｖｉｐａｒｏｕｓ ｆｅｍａｌｅꎻ Ｅ: Ａｌａｔｅ ｖｉｖｉｐａｒｏｕｓ ｆｅｍａｌｅ.

２.４　 鉴别特征

百合西圆尾蚜标本采集地及附近的鸢尾上还

有另 ２ 种蚜虫:麦长管蚜 Ｓｉｔｏｎｉｏｎ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ｉ (Ｔａｋａ￣
ｈａｓｈｉꎬ１９２１)和禾缢管蚜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 ｐａｄｉ (Ｌｉｎ￣
ｎａｅｕｓꎬ１７５８)ꎮ 它们的群种数量很低ꎬ麦长管蚜仅

见数个小群ꎬ１ 头无翅孤翅蚜及数头若蚜ꎬ禾缢管蚜

仅在叶基部见到 ２ 头若蚜(其中 １ 头养至成虫)ꎮ
可见鸢尾并不是它们的适生植物ꎮ 本种若虫在腹

部末端(尤其是腹管周围)具锈色斑纹ꎬ与国内常见

的缢管蚜属 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乔格侠等ꎬ２００９)相近ꎬ
如禾缢管蚜ꎬ但该种无翅孤雌蚜和有翅孤雌蚜的腹

背中央无成对的暗褐色斑纹ꎬ触角第 ６ 节鞭部长于

第 ３ 节ꎬ尾片较细长ꎮ
２.５　 分布

亚洲:中国(北京)、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伊朗、约旦、黎巴嫩ꎮ
欧洲: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包括亚速尔群

岛)、英国、荷兰、意大利(包括西西里岛)、德国、丹
麦、瑞典、芬兰、捷克、拉脱维亚、摩尔多瓦、克里米

亚、俄罗斯ꎮ
非洲:摩洛哥、埃及、厄立特里亚、肯尼亚、津巴

布韦ꎮ
美洲:加拿大、美国、百慕大、智利、阿根廷ꎮ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ꎮ

上述分布除中国(北京)外ꎬ其余均来自 Ｓｔｅｋｏｌ￣
ｓｈｃｈｉｋｏｖ(２００８)ꎮ
２.６　 寄主植物

百合西圆尾常寄生于寄主植物的嫩芽、叶、地
下根茎或球(鳞)茎上ꎬ有时可见于花器ꎮ 在北京发

现的寄主植物是淡黄鸢尾、香根鸢尾和一些杂交

种ꎮ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鸢尾属 Ｉｒｉｓ 植物是百合西圆

尾最常见的寄主ꎬ其他寄主有百合科郁金香属 Ｔｕｌｉ￣
ｐａ、鸢尾科番红花属 Ｃｒｏｃｕｓ、唐菖蒲属 Ｇｌａｄｉｏｌｕｓ、射
干属 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天南星科海芋属 Ａｒｕｍ、芭蕉科芭

蕉属Ｍｕｓａ 等ꎮ Ｈｏｌｍａｎ(２００９)列出了详细的寄主名

录ꎬ计 ６ 科 ３７ 种(部分仅到属名)ꎬ其中对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的 胡 萝 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Ｌｉｎｎ. 和 欧 芹

Ｐｅｔｒｏｓｅｌｉｎｕｍ ｃｒｉｓｐｕｍ (Ｍｉｌｌｅｒ)有怀疑ꎬ或认为不是它

的寄主(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 Ｅａｓｔｏｐꎬ２００６)ꎮ

３　 讨论
３.１　 百合西圆尾蚜已入侵世界各地

由于百合西圆尾蚜可以在郁金香、鸢尾的种球

和根茎上生活ꎬ极易被携带传播ꎮ 目前已扩散至世

界名地 ( Ｓｔｅｋｏｌｓｈｃｈｉｋｏｖꎬ２００８)ꎮ 从公开的文献记

录ꎬ我国于 １９８８—２００４ 年 ３ 次在海关截获鳞茎(根
茎)上的百合西圆尾蚜(江丽辉等ꎬ２００５ꎻ 叶炳元ꎬ
１９８８ꎻ 叶炳元和黎锦荣ꎬ１９９７)ꎮ 研究表明ꎬ百合西

圆尾蚜入侵我国的可能性大(周乐峰ꎬ２００３)ꎮ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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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我国种球的进口量居高不下ꎬ据统计ꎬ２０１７ 年我

国花卉种球进口额 １.１４ 亿美元ꎬ主要以百合、郁金

香种球为主ꎬ其中荷兰占 ８４％ꎬ之后依次为智利、新
西兰和法国(赵祥云和王文和ꎬ２０１７)ꎮ 以上情况均

为百合西圆尾蚜入侵提供了条件ꎮ 我国未把百合

西圆尾蚜列入检疫名单中ꎬ日本将其放在非检疫性

昆虫名录中ꎮ
３.２　 在北京只发现于少量国外引种的鸢尾实生

苗ꎬ原因不清

目前ꎬ研究人员只在北京市卧佛寺西路的淡黄

鸢尾、香根鸢尾和部分杂交鸢尾发现百合西圆尾蚜

的寄生ꎬ发生量属于中等(其中在淡黄鸢尾上的发

生量相对较多)ꎬ不认真观察则难以发现ꎮ 该地栽

种的克里米亚鸢尾等属于实生苗ꎬ经调查ꎬ北京海

淀区的其他一些地点未见鸢尾上有蚜虫发生ꎮ 目

前尚不清楚百合西圆尾蚜的来源ꎮ 由于百合西圆

尾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ꎬ我国有鸢尾科植物的

广大地区可成为其发生地ꎬ这些地区目前是否已有

百合西圆尾蚜的分布ꎬ还需进一步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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