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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参照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指标体系，从分布情况、扩散蔓延的可能性、潜在的危害性以及危险性管

理难度等几个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危险性做出风险性分析。 评价结果表明，悬铃木方

翅网蝽在江苏省的风险性 Ｒ 值为 １．６０，属于中度危险性的林业有害生物。 作者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了有效的管理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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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铃木方翅网蝽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Ｓａｙ）属半

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网蝽科（Ｔｉｎｇｉｄａｅ），主要以成虫和

若虫群聚于叶背刺吸危害，严重时可导致寄主提前

落叶，甚至死亡。 该虫具有扩散速度快、危害程度

严重等特性，传入新区后，能形成相当稳定的高密

度种群［１⁃２］。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被国家林业局外来有害生

物管理办公室列为中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 本

文以悬铃木方翅网蝽为调查对象，结合历年发生数

据资料，研究分析悬铃木方翅网蝽在江苏定殖的危

险性及风险评估，为江苏对危险性外来林业有害生

物的预警、监测及防治提供参考依据，为江苏省生

态景观、农林业生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１　 分布和管理

１．１　 分布情况

悬铃木方翅网蝽原产于北美和加拿大东部，
１９６４ 年传至意大利后，以之为中心在欧洲迅速蔓

延，并造成了严重危害。 目前已传至南美洲和亚

洲，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匈牙利、
德国、克罗地亚、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瑞士、保加利

亚、希腊、俄罗斯、以色列、韩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家

发生危害［３］。 该虫于 ２００６ 首次在我国湖北武汉被

发现，此后在我国华东、华中、西南等地区的 ２０ 多个

城市相继发现［４⁃５］。 ２０１６ 年调查发现，江苏省除泰

州市外的 １２ 个市均发现该虫危害，发生面积达

６２６ ６ ｈｍ２（其中，重度发生面积４５ ５ ｈｍ２，成灾面积

３６ １ ｈｍ２）。 以苏州市和太仓市发生最重，其重度发

生面积３８ ９ ｈｍ２，成灾面积 ３５ ５ ｈｍ２。
１．２　 目前采取的控制措施

１．２．１　 植物检疫 　 严把引种审批，加强调运检疫，
减少从疫区引种调入悬铃木属植物。 此外还要加

强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虫情监测，及时发布预测、
预报，避免疫情暴发。
１．２．２　 物理防治 　 秋季时，刮除疏松的树皮，进行

树干涂白，清除枯枝落叶，减少悬铃木方翅网蝽的

越冬场所和越冬成虫的基数；也可在树干捆扎草

把，诱集成虫。 由于该虫倾向取食幼嫩叶片，可适

当减少对悬铃木的修剪，减少悬铃木在春季萌发新

叶，使悬铃木方翅网蝽在世代发育过程中得不到充

足的营养。 该虫出蛰时对降雨敏感，可以在春季对

树冠虫叶进行喷水冲刷［６⁃７］。
１．２．３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具有速度快、效果好的

特点，目前通常采用的方式有树冠喷雾，树干喷雾

和树干注射等。 常选择在若虫期和初羽成虫期进

行树冠喷雾；越冬成虫期进行树干喷雾，对于树体



高大及居住区、单位庭院等人口密集区域的防治，
采用树干注射［７⁃８］。
１．２．４　 生物防治　 在原产地和我国传入地，利用天

敌防治悬铃木方翅网蝽已有了大量研究。 捕食性

天 敌 包 括 拟 姬 蝽 （ Ｎａｂ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ｆｅｒｕｓ ）、 猎 蝽

（Ｒｈｉｎｏｃｏｒｉｓ ｉｒａｃｕｎｄｕｓ）、齿爪盲蝽（Ｄｅｒａｅｏｃｏｒ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
ｓｕｓ）、邻小花蝽（Ｏｒｉｕｓ ｖｉｃｉｎｕｓ）、小花蝽（Ｏｒｉｕｓ ｉｎｓｉｄｉｏ⁃
ｓｕｓ）、阿姬蝽 （ Ａｐｔｕｓ ｍｉｒｍｉｃｏｉｄｅｓ）、希蝽 （Ｈｉｍａｃｅｒｕｓ
ｍｉｒｍｉｃｏｉｄｅｓ）、 蜘 蛛 （ Ｃｈｅｉｒａ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ｍｉｌｄｅｉ ）、 草 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ｐｅｒｌａ）、螳螂 （Ｍａｎｔｏｄｅａ）、蚂蚁 （Ｐｈｅｉｄｏｌｅ
ｍｅｇａｃｅｐｈａｌａ）、螨类（Ａｃａｒｉｎａ）和候鸟等。 寄生蜂仅

为缨小蜂科（Ｍｙｍａｒｉｄａｅ）的寄生蜂，可寄生于悬铃

木方翅网蝽的卵。 病原微生物有球孢白僵菌（Ｂｅａｕ⁃
ｖｅｒｉａ ｂａｓｓｉａｎａ）、蜡蚧轮枝菌（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ｉｕｍ ｌｅｃａｎｉｉ）和

粉拟青霉菌（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 ｆａｒｉｎｏｓｕｓ），其中球孢白僵

菌的侵染力最强［９］。 加强野外的天敌保护，必要时

可进行人工扩繁释放，可降低虫口密度，达到综合

防治的效果。

２　 扩散蔓延的可能性

２．１　 寄主植物及其分布

悬铃木方翅网蝽属寡食性害虫，寄主专一性程

度非常高，主要危害悬铃木属植物，包括一球悬铃

木（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二球悬铃木（Ｐ．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和三球悬铃木 （ 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同时也危害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ｏｖａｔａ）、白
蜡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ｓｐ．）、桐叶槭（Ａｃｅｒ ｐｓｅｕｄｏｐｌａｔａｎｕｓ）和
杜鹃 科 （ Ｃｕｃｕｌｉｄａｅ ） 甸 杜 属 （ Ｃｈａｍａｅｄａｐｈｎｅ ） 植

物［１０⁃１１］。 悬铃木，尤其是二球悬铃木，是江苏省城

市绿化常用树种，山核桃更是近年来江苏省鼓励栽

培的经济树种。 该害虫的寄主种类虽少，但在江苏

的分布较广。
２．２　 适生性、抗逆性和适应性分析

２．２．１　 适生范围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最适生长温

度为 ２５—３０ ℃，该虫从卵到成虫的发育起点温度为

１１ １７ ℃，有效积温为 ３７０ ５７ 日度［１２］。 在我国，悬
铃木方翅网蝽的适宜分布区为山东西南部和中部、
四川中部和东部、重庆、陕西中部、河南中部和东

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

中部和北部、云南中部等地区［３， １３］。 现已在江苏省

１２ 个市发现该虫危害，证明江苏省的气候条件完全

适宜该虫的世代发育。
２．２．２　 耐热耐寒能力　 有研究表明，悬铃木方翅网

蝽具有较强的耐热能力。 悬铃木方翅网蝽在不高

于 ４１ ℃的高温下具有较好的存活能力，在 ３５—４１
℃温度范围内暴露 ０ ５—２ ｈ，不影响该虫的成活率

和产卵量，且该虫的耐热能力能通过高温锻炼而显

著提高［１４］。 该虫还具有较强的耐寒能力，成虫能够

忍受－１０ ℃的低温，且具有快速冷驯化的能力［１５］。
其较强的耐寒耐热能力与其在江苏省广泛传播扩

散的现状相吻合。
２．２．３　 繁殖能力　 在我国武汉和上海等地，悬铃木

方翅网蝽 １ ａ 可发生 ５ 代，常出现世代重叠，单雌产

卵量为 １００—３５０ 粒，繁殖能力很强［１６］。
２．３　 传播渠道

２．３．１　 自然传播　 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不善飞行，
主要依靠爬行和飞行进行近距离传播。 有时也可

借助风力传播到几千米外，是区域内短距离快速扩

散的主要原因［１７］。
２．３．２　 人为传播　 悬铃木方翅网蝽远距离的扩散，
常通过人为活动和贸易往来实现。 该虫依托轮船、
火车等交通工具，进行远距离传播，扩散地常位于

交通便利或人为活动频繁的地段，调查发现国道和

省道 ２ 侧悬铃木受害较重［１７］。 此外，苗木运输也是

该虫远距离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

３　 目前我国天敌分布情况及制约能力

国内相关的天敌情况暂未见报道。

４　 对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影响

４．１　 危害情况

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和若虫具刺吸式口器，以
吸食寄主叶片汁液危害。 受害叶片正面常形成密

集的白色斑点，背面出现锈色斑，不利于寄主的光

合作用，影响其正常生长，导致树势衰弱。 受害严

重时，叶片常成片枯黄脱落。 同时该虫还会传播悬

铃木溃疡病（Ｃｅｒａｔｏｃｙｓｔｉｓ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 ｆ ｓｐ． ｐｌａｔａｎｉ）和法

国梧桐炭疽病（Ｇｎｏｍｏｎｉａ ｖｅｎｅｔａ），从而加剧了悬铃

木的受害和死亡［５， １８］。
４．２　 潜在的经济影响

悬铃木树形优美，适应性强，耐修剪，具有降低

噪音，抗污染和杀菌的作用，是城市及园林绿化的

首选树种，在江苏地区广泛种植。 悬铃木方翅网蝽

危害，传播悬铃木溃疡病和法国梧桐炭疽病，易导

致植株死亡，造成较大损失。 其次，悬铃木方翅网

蝽的防治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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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方翅网蝽在江苏省具有较大的潜在经济危

害性。
４．３　 非经济方面的潜在影响

江苏部分城市的悬铃木具百年历史，是象征性

代表树木和绿色名片，其严重受害会影响城市的形

象。 悬铃木方翅网蝽危害导致树木叶片枯黄、脱
落，破坏植株的整体美学，影响寄主植物的观赏价

值和生态价值。 其危害导致叶片随处飘落，影响城

市环境卫生。 虫口密度过大时，更会成群侵入居民

住所和办公场所，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的生产生活。

５　 检疫和铲除

５．１　 检疫鉴定

由于悬铃木方翅网蝽虫体较小，隐蔽性高，危
害早期症状不明显，检验检疫的难度较大，当场识

别可靠性一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才能

识别。
５．２　 疫点根除

由于悬铃木方翅网蝽适应性强，繁殖量大，体

型小，且悬铃木属植物在江苏种植广泛，为该虫的

扩散蔓延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旦侵入并扩散蔓延，
短时间内很难根除。

６　 风险定量评估

据以上分析，悬铃木方翅网蝽评判赋分情况如

表 １ 所示。 依据表 １，计算 Ｒ 值如下：
Ｐ１ ＝ １ ２６

Ｐ２ ＝
５ Ｐ２１×Ｐ２２×Ｐ２３×Ｐ２４×Ｐ２５ ＝

５ １ ５１×２ ２５×２ ６２×２ １３×２ ８１ ＝ ２ ２１
Ｐ３ ＝ ０ ４×Ｐ３１ ＋０ ４×Ｐ３２ ＋０ ２×Ｐ３３ ＝ ０ ４×０ ９８＋

０ ４×１ ４７＋０ ２×０ ８１＝ １ １４
Ｐ４ ＝ Ｍａｘ （ Ｐ４１， Ｐ４２， Ｐ４３ ） ＝ Ｍａｘ （ １ ５０， ２ ０１，

２ １２）＝ ２ １２
Ｐ５ ＝ （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３）÷３＝
（１ ７２＋０ ９５＋２ ０６）÷３ ＝ １ ５８

Ｒ＝ ５ 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 ＝
５ １ ２６×２ ２１×１ １４×２ １２×１ ５８ ＝ １ ６０

表 １　 江苏省境内悬铃木方翅网蝽危险性分析评判指标赋分

准则层（Ｐｉ） 指标层（Ｐｉｊ） 评分具体指标 赋分

评估区内分布情况 评估区内分布情况
在评估区域内有害生物分布面积占其寄
主（包括潜在的寄主）面积的百分率 ５％—２０％ Ｐ１１ ＝ １ ２６

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

有害生物被截获的可能性
寄主植物、产品调运的可能性和携带
有害生物的可能性一般

Ｐ２１ ＝ １ ５１

运输过程中有害生物存活率 存活率≥４０％ Ｐ２２ ＝ ２ ２５

有害生物的适生性 繁殖能力和抗逆性都强 Ｐ２３ ＝ ２ ６２

自然扩散能力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扩散能力强 Ｐ２４ ＝ ２ １３

评估区内适生范围 ≥５０％的地区能够适生 Ｐ２５ ＝ ２ ８１

潜在危害性

潜在经济危害性 如传入可造成寄主死亡率或产量损失在 ５％ Ｐ３１ ＝ ０ ９８

非经济方面的潜在危害性 环境、生态、社会潜在影响 Ｐ３２ ＝ １ ４７

官方重视程度 曾经被列入我国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 Ｐ３３ ＝ ０ ８１

受害寄主经济重要性

受害寄主的种类 ５—９ 种寄主 Ｐ４ １ ＝ １ ５０

受害寄主的分布面积或产量 分布面积广或产量大 Ｐ４２ ＝ ２ ０１

受害寄主的特殊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高，社会影响大 Ｐ４３ ＝ ２ １２

危险性管理难度

检疫识别的难度
当场识别可靠性一般，由经过专门培
训的技术人员才能识别

Ｐ５１ ＝ １ ７２

除害处理的难度 常规方法的除害效率在 ５０％—１００％之间 Ｐ５２ ＝ ０ ９５

根除的难度 效果差，成本高，难度大 Ｐ５３ ＝ ２ ０６

　 　 根据表 １ 中一级的（Ｐｉ）和二级（Ｐｉｊ）指标，计算有害生物风险性综合评价值 Ｒ

　 　 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等级划分标准为：Ｒ ＝
２ ５０—３ ００ 为特别危险；Ｒ ＝ ２ ００—２ ５０ 为高度危

险；Ｒ＝ １ ５０—２ ００ 为中度危险；Ｒ ＝ ０—１ ５０ 为低度

危险。 本次研究所得的 Ｒ ＝ １ ６０，所以悬铃木方翅

３２第 ４ 期 徐丽丽等：悬铃木方翅网蝽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Ｓａｙ） 在江苏定殖的危险性及风险评估



网蝽对江苏省属于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

７　 结论与讨论

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表明，悬铃木方翅网蝽

在江苏省属于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需引起高

度关注。 悬铃木方翅网蝽现已侵入江苏省 １２ 市、３７
县（区），并具有明显的蔓延扩张趋势，对本省悬铃

木属植物构成极大的潜在威胁，将影响本省的生物

多样性、生态系统、园林绿化和农林业经济。
相关部门应严把引种审批和调运检疫关卡，及

时做好疫区相邻市县的监测预警工作，做到及时发

现，尽早治理，避免扩散。 秋冬季节刮除疏松树皮

层，并及时收集销毁落地虫叶，适当减少对悬铃木

的修剪。 可选用阿维菌素、噻嗪酮、啶虫脒和吡虫

啉类等低毒环保药剂，在 ４—５ 月（该虫的若虫期和

成虫初羽化期），进行树冠喷雾；每年 １１ 月至翌年 ４
月成虫越冬期间，进行树干喷雾。 在结合使用物

理、化学防治措施的同时，也因保护悬铃木方翅网

蝽的天敌生物，控制该虫的扩散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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