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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股带针蓟马ꎬ又称温室条带蓟马ꎬ是一种多食性农业害虫ꎬ寄主超过 ５０ 种ꎬ在一些国家被列

为检疫性生物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在北京发现其成虫和幼虫危害海芋叶片ꎬ本文介绍了其形态特征、分子鉴

定数据、分布地区及寄主植物等数据ꎬ以期为其准确鉴定和防治提供参考ꎮ 【方法】采用拍打法收集标

本ꎻ采用非破坏性方法提取单头蓟马 ＤＮＡꎬ扩增线粒体细胞色素 ｃ 氧化酶Ⅰ基因(ＣＯⅠ)的部分序列ꎬ进
行分子鉴定和系统发育分析ꎻ制作永久玻片进行形态鉴定ꎮ 【结果】结合形态和分子数据鉴定其为股带

针蓟马ꎬ海芋是该种新记录的寄主植物ꎮ 股带针蓟马与该属其他种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种前翅的亚中部浅

色带比端部暗带短ꎮ ＣＯⅠ分子序列分析表明ꎬ北京种群与国外种群聚集成一个分支ꎬ序列相似性高达 １００％ꎮ 【结论】应采

取进一步调查、监测和管理措施ꎬ防止该种外来有害蓟马的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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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植物的害虫ꎬ如瓜蓟马 Ｔｈｒｉｐｓ ｐａｌｍｉ Ｋａｒｎｙ (Ｇ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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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和西花蓟马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ｅｌｌａ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
(Ｐｅｒｇａｎｄｅ)(Ｒｏｔｅ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带针蓟马属

Ｈｅｒｃｉｎｏｔｈｒｉｐｓ 隶 属 蓟 马 科 针 蓟 马 亚 科ꎬ Ｂａｇｎａｌｌ
(１９３２)以 Ｈ. ｂｉｃｉｎｃｔｕｓ 为模式种建立ꎮ 该属跗节 ２
节和前翅前后脉脉鬃完整ꎬ可与针蓟马亚科的其他

属相区别(Ｗｉｌｓｏｎꎬ１９７５)ꎮ 目前ꎬ该属全世界记录

了 ９ 个现生种ꎬ全部起源于非洲ꎬ其中 ３ 种是农业

害虫ꎬ分别为股带针蓟马 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Ｒｅｕｔｅｒ、双斑

带针蓟马 Ｈ. ｂｉｃｉｎｃｔｕｓ (Ｂａｇｎａｌｌ)和淡翅带针蓟马 Ｈ.
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ｕｓ Ｈｏｏｄ (Ｍｏｕｎ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ꎻ ｈｔｔｐ:∥ｔｈｒｉｐｓ.
ｉｎｆｏ / ｗｉｋｉ / Ｍａｉｎ＿Ｐａｇｅ)ꎮ

股带针蓟马ꎬ又名甜菜蓟马或温室条带蓟马ꎬ
广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地区的温室中

(Ｖａｒｇａꎬ２００８)ꎮ 该虫为多食性害虫ꎬ寄主广泛ꎬ包
括无花果、甜菜、花生、香蕉、棉花、菠萝、甘蔗、黄
瓜、茄子、芸豆、姜黄和观赏植物 (Ｈｏｕ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１ꎻ Ｓａｉｔ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３)ꎮ 幼虫和成虫取食后在叶

片上产生银斑和黑色粪便(Ｔｒｄ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受

害的香蕉果实上产生红棕色斑块ꎬ表皮开裂(Ｒｏｄｉ￣
ｔ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ꎮ 在一些国家ꎬ如哥斯达黎加ꎬ该
虫已被列为检疫性有害生物(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ｓｔｃｈｉ￣
ｎａ.ｃｏｍ)ꎮ

近来ꎬ在北京发现股带针蓟马为害天南星科植

物海芋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ｏｄｏｒ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Ｋ. Ｋｏｃｈꎮ 本文介

绍了其形态鉴别特征、分子鉴定数据、分布区及新寄

主植物等信息ꎬ以期为其准确鉴定和防治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在北京顺义区后沙峪镇采

用拍打法收集标本ꎬ以小毛笔刷蘸取酒精ꎬ将标本

收集到装有无水乙醇的离心管中ꎬ记录采集地、采
集时间及采集人ꎮ 标本保存于－２０ ℃冰箱中ꎮ

采用非破坏性方法提取单头蓟马 ＤＮＡ (Ｃｕ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使用试剂盒 Ｍａｇｅｎ Ｈｉ Ｐｕｒ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ＤＮＡ
Ｋｉｔ Ｄ３１２９￣０２ꎬ通用引物 ＬＣＯ１４９０ / ＨＣＯ２１９８ (Ｆｏｌｍ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４)ꎬ扩增部分 ＣＯⅠ序列ꎮ 反应体系 ２５ μＬ:
模板 ＤＮＡ ２ μＬꎬ正反向引物各 １ μＬꎬＴａｑ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Ｖａｚｙｍｅ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２.５ μＬꎬｄｄＨ２Ｏ ８.５ μＬꎮ
ＰＣＲ 程序:９４ ℃预变性 ５ ｍｉｎꎻ３５ 个循环:９４ ℃变性

３０ ｓꎬ５５ ℃退火 ３０ ｓꎬ７２ ℃延伸 ５０ ｓꎻ最后 ７２ ℃补偿

延伸 ５ ｍｉｎꎮ ＰＣＲ 产物经电泳检测后送交生工生物

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ꎮ
应用软件 ＭＡＧＡ ７.０ (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ꎬ以

玉 牛 角 纹 蓟 马 Ａｅｏｌｏｔｈｒｉｐｓ ｄｕｖａｌｉ (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ＫＣ５１３１２７.１)和温室蓟马 Ｈｅｌｉｏｔｈｒｉｐｓ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ａｌｉｓ
(Ｂｏｕｃｈé) (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ＫＸ６２２２４９. １) 为外群ꎬ选用

Ｋ２Ｐ 模型(Ｋｉｍｕｒａ 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ꎬ采用邻接法

建树 (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ꎬ建树数据来源于

ＮＣＢＩ 和 ＢＯＬＤ 数据库 ( Ｈｅｂｅｒｔ ＆ Ｒａｔａｎｓｉｎｇｈａｍꎬ
２００７)ꎬＢＯＬＤ: ＡＡＥ５２２４ꎮ

提取 ＤＮＡ 后回收的样本ꎬ经过脱色、脱水后用

加拿大树胶制成永久玻片ꎮ 使用 Ｎｉｋｏｎ Ｅｃｌｉｐｓｅ ８０ｉ
显微镜进行标本鉴定、拍照和测量ꎮ 标本保存在吉

林大学昆虫标本馆ꎮ

２　 结果
２.１　 形态描述

带针蓟马属 Ｈｅｒｃｉｎｏｔｈｒｉｐｓ Ｂａｇｎａｌｌꎬ １９３２
体被多边形网纹ꎻ头部两颊近乎平行ꎬ单眼区

略微隆起ꎻ触角 ８ 节ꎬ节Ⅲ和Ⅳ有叉状感觉锥ꎻ前翅

具深浅相间色带且前后脉脉鬃完整ꎬ后缘缨毛波浪

状ꎻ跗节 ２ 节ꎻ腹部节Ⅷ后缘梳间断ꎬ节Ⅹ具完全纵

裂(Ｗｉｌｓｏｎꎬ１９７５)ꎮ
股带针蓟马 Ｈｅｒｃｉｎｏｔｈｒｉｐｓ 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 Ｒｅｕｔｅｒꎬ

１８９１)
成虫长翅型(图 １)ꎮ 体棕色ꎻ头部复眼间具一

对纵向黄斑ꎻ腹部节Ⅶ~Ⅹ黄棕色ꎻ前足、中后足胫

节和跗节黄色ꎻ触角节Ⅲ黄色ꎬ节Ⅳ~ Ⅴ顶端浅棕

色ꎬ前翅有 ３ 个浅色斑ꎮ
头部长大于宽(图 ２Ａ)ꎬ覆盖不规则网纹ꎬ后缘

有一个横脊ꎮ 单眼三角区隆起ꎬ单眼鬃Ⅲ位于单眼

三角区外ꎬ与眼后鬃长度几乎相等ꎮ 眼后鬃共有 ３
对ꎮ 触角 ８ 节ꎬ节Ⅲ和Ⅳ有叉状感觉锥(图 ２Ｈ)ꎮ

前胸背板宽大于长(图 ２Ｃ)ꎬ覆盖不规则的网

纹且其中有皱纹ꎬ有 ６ 对短的背片鬃ꎮ 中胸背板上

半部有多边形网纹ꎬ前缘感觉孔缺失ꎬ中对鬃位置

接近后缘ꎮ 后胸背板中部被多边形网纹ꎬ两侧被横

纹ꎬ中对鬃位于中部ꎬ一对钟感器位于中对鬃之前

(图 ２Ｂ)ꎮ 中后胸内叉骨均无刺ꎬ后胸内叉骨发达ꎬ
呈 Ｕ 形(图 ２Ｄ)ꎮ 跗节 ２ 节(图 ２Ｊ)ꎮ 前翅脉鬃完

整连续(图 ２Ｉ)ꎬ前脉鬃 １６ 根ꎬ后脉鬃 １２ 根ꎬ翅瓣后

缘鬃 ５ 根ꎮ
腹部各节被多边形网纹ꎬ节Ⅰ、Ⅹ背片均有一

对感觉孔ꎬ各节背片鬃短小(图 ２Ｅ)ꎬ节Ⅻ后缘梳中

部缺失(图 ２Ｆ)ꎬ节Ⅹ纵列完全ꎮ 腹片节Ⅶ有 ２ 对

后缘鬃(图 ２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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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虫体长 １２０４ μｍꎬ头长 １３０ μｍꎬ宽 １７９ μｍꎻ
复眼长 ７９ μｍꎬ后单眼间最短距离 ２２ μｍꎻ单眼鬃Ⅲ
２４ μｍꎻ眼后鬃Ⅰ ~ Ⅲ:２１、２４、２４ μｍꎻ触角长 ２９４
μｍꎬ节Ⅰ~Ⅷ长(宽):２７ (２７)、３２ (３０)、６１ (１７)、
４７ (１９)、４３ (１８)、３６ (１９)、１４ (８)、３６ (７) μｍꎮ
前翅长 ７５５ μｍꎮ 前胸背板中长 ８６ μｍꎬ宽 ２０６ μｍꎻ
背片鬃长 １４~ ２８ μｍꎻ后缘中对鬃长 ２１ μｍꎮ 中胸

背板中对鬃长 ３６ μｍꎬ后缘鬃长 １１ μｍꎮ 后胸背板

中对鬃长 ２８ μｍꎮ 腹部背片节Ⅸ后缘鬃 Ｓ１ ~ Ｓ３:
８１、９５、８０ μｍꎻ后缘鬃 ２０ μｍꎻ节 Ｘ 长 ７７ μｍꎬＳ１ ~

Ｓ２:７０、４７ μｍꎮ
观察标本:４♀ꎬ北京顺义区后沙峪镇温室内ꎬ

３０.ＩＸ.２０２０ꎬ李儒采自海芋ꎮ
带针蓟马属 Ｈｅｒｃｉｎｏｔｈｒｉｐｓ 隶属于蓟马科 Ｔｈｒｉｐｉ￣

ｄａｅ 针蓟马亚科 Ｐａｎｃｈａｅｔｏｔｈｒｉｐｉｎａｅꎮ 该属与针蓟马

亚科其他属区别:跗节 ２ 节ꎬ前翅前后脉上均有一

条完 整 的 鬃 行 ( 图 ２Ｉ ) ( Ｍｏｕｎｄꎬ １９６５ꎻ Ｗｉｌｓｏｎꎬ
１９７５)ꎮ 股带针蓟马与该属其他物种区别:头部和

前胸背板有黄色斑纹(图 ２Ａ、Ｃ)ꎬ翅端半部的 ２ 条

浅色带较短ꎬ不长于其间的深色带(图 ２Ｉ)ꎮ

图 １　 海芋上的股带针蓟马
Ｆｉｇ.１　 Ｈｅｒｃｉｎｏｔｈｒｉｐｓ 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ｏｎ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ｏｄｏｒａ

Ａ:叶片上的股带针蓟马种群ꎻＢ:雌性成虫ꎮ
Ａ: 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ｎ ｌｅａｆꎻ Ｂ: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图 ２　 股带针蓟马(雌虫)
Ｆｉｇ.２　 Ｈｅｒｃｉｎｏｔｈｒｉｐｓ 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 ｆｅｍａｌｅ)

Ａ:头ꎻＢ:中后胸背板ꎻＣ:前胸背板ꎻＤ:中后胸腹板ꎻＥ:腹部背片节ⅦꎻＦ:腹部背片节Ⅷꎻ
Ｇ:腹部腹片节ⅦꎻＨ:触角ꎻＩ:前翅ꎻＪ:前足胫节和跗节ꎻ比例尺 Ａ~Ｈ:５０ μｍꎬＩ、Ｊ:１００ μｍꎮ

Ａ: Ｈｅａｄꎻ Ｂ: Ｍｅｓｏ￣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ｎｏｔｕｍꎻ Ｃ: Ｐｒｏｎｏｔｕｍꎻ Ｄ Ｍｅｓｏ￣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ｅｒｎｕｍꎻ 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ｔｅｒｇｉｔｅ Ⅶꎻ Ｆ: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ｔｅｒｇｉｔｅ Ⅷꎻ
Ｇ: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ｔｅｒｎｉｔｅ Ⅶꎻ Ｈ: Ａｎｔｅｎｎａꎻ Ｉ: Ｆｏｒｅ ｗｉｎｇꎻ Ｊ: Ｆｏｒｅｌｅｇ ｔｉｂｉａｅ ａｎｄ ｔａｒｓｕｓꎻ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ｏｆ Ａ－Ｈ: ５０ μｍꎬ Ｉꎬ Ｊ: １００ 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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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分子鉴定

扩增序列长度 ６００ ｂｐꎬ在 ＮＣＢＩ 数据库 ｂｌａｓｔ 后
与 ＦＮ５４６００３ 股带针蓟马相似度达 １００％ꎮ 结合形

态信息ꎬ鉴定该蓟马为股带针蓟马ꎬ并将 ＣＯⅠ序列

上传至 ＮＣＢＩꎬ登录号为 ＭＷ８４４０３１ꎮ 系统发育分析

结果显示ꎬ中国北京发现的股带针蓟马与英国、美
国、加拿大、挪威聚为一支ꎬ支持率达 １００％(图 ３)ꎬ
说明北京发现的股带针蓟马与英国、美国、加拿大、
挪威的同源ꎮ

图 ３　 股带针蓟马 ｍｔＤＮＡ ＣＯⅠ基因的

系统发育关系(邻接法)
Ｆｉｇ.３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Ｈ. 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ｔＤＮＡ ＣＯⅠ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ＮＪ)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３　 分布

中国大陆ꎻ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

兰、夏威夷群岛、比利时、英国、加那利群岛、匈牙

利、克罗地亚、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

利、拉脱维亚、摩尔多瓦、挪威、波兰、罗马尼亚、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荷兰、乌克兰、
希腊、美国、百慕大群岛、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牙
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西及非洲热带地区(ｈｔ￣
ｔｐ: ∥ ｔｈｒｉｐｓ. ｉｎｆｏ / ｗｉｋｉ / Ｍａｉｎ ＿ Ｐａｇｅꎻ Ｖｉｅｒｂｅｒｇｅｎꎬ
２０１３)ꎮ

２.４　 寄主植物

该害虫寄主广泛ꎬ包括孤挺花属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ｓ、楤
木属 Ａｒａｌｉａ、蜘蛛抱蛋属 Ａｓｐｉｄｉｓｔｒａ、秋海棠属 Ｂｅｇｏｎ￣
ｉａ、木本曼陀罗属 Ｂｒｕｇｍａｎｓｉａ、菊属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美人树属 Ｃｈｏｒｉｓｉａ、朱蕉属 Ｃｏｒｄｙｌｉｎｅ、巴豆属 Ｃｒｏｔｏｎ、
莎草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花叶万年青属 Ｄｉｅｆｆｅｎｂａｃｈｉａ、龙血树

属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榕属 Ｆｉｃｕｓ、栀子属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常春藤属

Ｈｅｄｅｒａ、绣球属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芭蕉属 Ｍｕｓａ、喜林芋属

Ｐｈｉ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西番莲属 Ｐａｓｓｉｆｌｏｒａ、鹅掌柴属 Ｓｃｈｅｆ￣
ｆｌｅｒａ、蟹爪属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ａ、紫露草属 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ｉａ、
丝葵属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等的植物(Ｏｒｏｓｚ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
Ｔｒｄ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ꎻ Ｖａｒｇａꎬ２００８)ꎮ 本研究发现海芋

是该物种新记录的寄主植物ꎮ

３　 讨论
股带针蓟马主要通过孤雌生殖进行繁殖ꎮ 雌

性将产卵器插入宿主组织ꎬ在叶子、叶柄或茎的上

部产卵(Ｌｉｍ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ꎻ该种生命周期短ꎬ在 ２７
°Ｃ 下ꎬ从卵发育到成虫大约需要 １９ ｄ (Ｌａｕｇｈｌｉｎꎬ
１９７１)ꎮ 目前ꎬ在北京发现该害虫侵染温室中的观

赏植物海芋ꎬ危害严重ꎮ
随着国际贸易的加剧ꎬ外来蓟马在我国引入和

传播的风险越来越大ꎬ人类无意协助的传播是股带

针蓟马引入新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Šｔｅｆáｎｉｋ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并且蓟马有很强的飞行能力ꎬ环境因素例

如风ꎬ 对 种 群 的 扩 散 起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Ｍａｓａｒｏｖｉｃ̌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股带针蓟马适应能力强

(Ｒｏｄｉｔａｋｉ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ꎬ当其扩散到温带地区的温

室内后ꎬ适合的寄主及相对恒定的温度为其提供了

良好的繁殖和越冬条件(Ｌｅｅ ＆ Ｌｅｅꎬ２０１６ꎻ Ｔｒｄ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本次发现的种群来源目前仍不清楚ꎬ该
种在北京及其他地区的分布调查亟待开展ꎬ同时应

立即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ꎬ防止该外来有害蓟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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