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６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９ꎻ网络首发: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５０６１０３)ꎻ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３０５０２１)
第一作者:杨盛昌(１９６６—)ꎬ山东泰安人ꎬ博士ꎬ副教授ꎬ主要从事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及保育研究ꎬＥ￣ｍａｉｌ:ｓｃｙａｎｇ＠ ｘｍｕ. ｅｄｕ. ｃｎꎮ

中国红树林的害虫种类及其综合防治

杨盛昌１ꎬ彭建１ꎬ薛云红２ꎬ郑志翰１ꎬ周涵韬２

(１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ꎬ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ꎻ ２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ꎬ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１０２)

摘要:通过查阅文献资料ꎬ共统计中国红树林害虫 １２８ 种ꎬ隶属 ２ 纲 ７ 目 ５５ 科ꎬ其中以鳞翅目、半翅

目昆虫为主ꎬ分别占总数的 ５２ ４％ 和 ２６ ６％ ꎮ 危害无瓣海桑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ａｐｅｔａｌａ、桐花树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秋茄 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白骨壤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海桑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ｃａｓｅｏｌａｒｉｓ 的害虫分

别有 ４５ 种、４５ 种、３７ 种、３２ 种和 ２０ 种ꎮ 广东红树林害虫种类最多ꎬ共 ９５ 种ꎻ广西其次ꎬ４９ 种ꎮ 鳞

翅目害虫主要包括海榄雌瘤斑螟 Ａｃｒｏｂａｓｉｓ ｓｐ 、桐花树毛颚小卷蛾 Ｌａｓｉｏｇｎａｔｈａ ｃ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Ｍｅｙｒｉｃｋ、
棉古毒蛾 Ｏｒｇｙｉａ ｐｏｓｔｉｃａ Ｗａｌｋｅｒ、蜡彩袋蛾 Ｃｈａｌｉａ ｌａｒｍｉｎａｔｉ Ｈｅｙｌａｅｒｔｓ、丽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 ｌｅｐｉｄａ Ｃｒａｍｅｒ
等ꎬ多以幼虫取食为害ꎻ半翅目害虫主要有考氏白盾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ｉ (Ｃｏｏｌｅｙ)、广翅蜡

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 等ꎬ以幼虫、成虫吸食植物汁液为害ꎮ 在害虫的综合防治中ꎬ以生物防治为主ꎬ如利

用寄生蜂、苏云金杆菌、白僵菌、捕食性天敌和生物制剂等进行防治ꎬ结合物理防治可以提升防治效

果ꎮ 同时ꎬ探讨分析了红树林虫害暴发的原因和机制ꎮ
关键词:红树林ꎻ害虫种类ꎻ综合防治ꎻ暴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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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树林是指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海岸潮间带生长

的木本植物群落ꎬ具有高生产力、高归还率和高分解

率的特点[１]ꎮ 我国红树林自然分布于海南、广东、
广西、福建、台湾、香港和澳门ꎬ人工引种可至浙江等

地ꎮ 作为陆海之间的特殊生态系统ꎬ红树林具有防

浪护堤、促淤造陆、降解污染、水产养殖、生物多样

性维持、科普教育和旅游、科学研究等功能和价

值[１ － ２]ꎮ
近年来ꎬ红树林虫害日渐频繁ꎬ危害愈加严重ꎮ

２００４ 年ꎬ广西北部湾等沿海地区的白骨壤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暴发了严重的虫害ꎬ导致白骨壤大面积枯

萎ꎬ种子几乎绝收ꎬ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３]ꎮ
２００７ 年ꎬ桐花树毛颚小卷蛾 Ｌａｓｉｏｇｎａｔｈａ ｃ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Ｍｅｙｒｉｃｋ 在广西钦州康熙岭红树林保护区内暴发ꎬ
对桐花树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危害率达 １００％ ꎬ
新芽顶梢受害率超过 ９０％ [４]ꎮ ２０１１ 年ꎬ八点广翅蜡

蝉 Ｒｉｃａｂｉａ ｓｐｅｃｕｌｕｍ Ｗａｌｋｅｒ 在深圳福田红树林内造

成了严重的危害ꎬ且此后几年连续发生[５]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ꎬ柚木驼蛾 Ｈｙｂｌａｅａ ｐｕｅｒａ (Ｃｒａｍｅｒ)在广西、
海南等地多次暴发[６]ꎮ 红树林害虫的不断暴发ꎬ严
重影响了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ꎬ给红树林的

管理和保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ꎮ
虽然目前对红树林害虫的调查较多ꎬ但缺少完

整的害虫种类记录以及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防控思

路ꎮ 因此ꎬ笔者通过对已有资料的统计分析ꎬ并结合

本课题组的研究ꎬ综述了目前中国红树林害虫的种

类、危害及其防控技术现状ꎬ提出了中国红树林害虫

综合防治的思路ꎬ以期为红树林的保育工作提供理

论指导ꎮ

１　 红树林群落的害虫种类及其分布

关于中国红树林害虫的报道ꎬ最早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林鹏 等[７] 在福建省的秋茄 － 桐花

树群落中发现卷叶蛾 Ｓｐｉｌｏｎｏｔａ ｓｐ 大量取食秋茄

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 叶片ꎬ并危害其芽、枝条等ꎮ １９９７
年ꎬ李云 等[８]报道了广东、海南红树林 ５ 种害虫ꎬ包
括棉古毒蛾 Ｏｒｇｙｉａ ｐｏｓｔｉｃａ Ｗａｌｋｅｒ、红树林豹蠹蛾

Ｚｅｕｚｅｒａ ｓｐ 等ꎮ １９９８ 年ꎬ丁珌 等[９] 在福建漳州首

次发现毛颚小卷蛾危害桐花树ꎮ １９９９ 年ꎬ贾凤龙

等[１０]在深圳福田红树林发现了海榄雌瘤斑螟 Ａｃｒｏ￣
ｂａｓｉｓ ｓｐ. 、丝脉蓑蛾 Ａｍａｔｉｓｓａ ｓｎｅｌｌｅｎｉ Ｈｅｙｌａｅｒｔｓ、双纹

白草螟 Ｐｓｅｕｄｏｃａｔｈａｒｙｌｌａ ｄｕｐｌｉｃｅｌｌａ (Ｈａｍｐｓｏｎ)等害

虫及潜在害虫 ７ 种ꎮ
２１ 世纪ꎬ发现的害虫种类急剧增加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吴寿德 等[１１]报道了 １ 种危害白骨壤的害虫———螟

蛾 Ａｃｒｏｂａｓｉｓ ｓｐ (后被鉴定为海榄雌瘤斑螟)ꎮ ２００４
年ꎬ范航清 等[１２] 对广西北部湾白骨壤林的调查发

现主要害虫为海榄雌瘤斑螟、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
和双纹白草螟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ꎬ徐家雄 等[１３] 在广

东、香港地区的红树植物上发现了 ２６ 种害虫ꎬ其中

１５ 种为首次报道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丁珌[１４] 在福建漳江口、
九龙江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发现毛颚小卷蛾、丽绿

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 ｌｅｐｉｄａ Ｃｒａｍｅｒ 和海榄雌瘤斑螟 ３ 种主要

害虫ꎮ ２００７ 年ꎬ张飞萍[１５] 报道了厦门市海沧区秋

茄 林 受 考 氏 白 盾 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ｉ
(Ｃｏｏｌｅｙ)严重危害ꎮ ２０１０ 年ꎬ林楠[１６] 报道了荔枝

异形小卷蛾 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ｏｍｂｒｏｄｅｌｔａ Ｌｏｗｅｒ 严重危

害移栽的秋茄胚轴ꎮ ２０１１ 年ꎬ刘文爱 等[１７] 发现了

桐花树的 １ 种新害虫———褐袋蛾 Ｍａｈａｓｅｎａ ｃｏｌｏｎａ
Ｓｏｎａｎꎮ ２０１２ 年ꎬ张文英[１８] 在广西发现迹斑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 ｐａｓｔｏｒｌｉｓ (Ｂｕｔｌｅｒ) 危害无瓣海桑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ａｐｅｔａｌａꎮ ２０１３ 年ꎬ付小勇[１９]在广州南沙湿地的红树

林中发现二斑趾弄蝶 Ｈａｓｏｒａ ｃｈｒｏｍｕｓ (Ｇｒａｍｅｒ)、绿
黄枯叶蛾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Ｌｅｆｅｂｕｒｅ 和星天牛 Ａｎｏ￣
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ｓｔｅｒ)ꎮ ２０１５ 年ꎬ池立成[２０]在

福建云霄和深圳福田发现了 １ 种直翅目新害虫———
突蛉蟀 Ａｍｕｓｕｒｇｕｓ ｓｐ. ꎮ ２０１５ 年ꎬ纪燕玲 等[２１] 在粤

东地区红树林中发现 ６４ 种害虫ꎬ其中 １４ 种为主要

害虫ꎮ
蒋学建 等[２２]综述了 ６ 种红树植物上的 １４ 种害

虫ꎬ其中多为食叶蛾类ꎮ 付小勇 等[２３] 总结了中国

红树林 ３２ 种主要害虫基本情况ꎮ 李志刚 等[２４] 对

近 ２０ 年来红树林的虫害分析ꎬ认为危害较重的有海

榄雌瘤斑螟、毛颚小卷蛾、丽绿刺蛾、白囊袋蛾

Ｃｈａｌｉｏｉｄｅｓ ｋｏｎｄｏｎｉｓ Ｍａｔｓ. 、蜡彩袋蛾 Ｃｈａｌｉａ ｌａｒｍｉｎａ￣
ｔｉ Ｈｅｙｌａｅｒｔｓ 和 小 袋 蛾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ｓｙｃｈｅ ｓｕｂｆｅｒａｌｂａｔａ
Ｈａｍｐｓｏｎ 等 １８ 种ꎮ 刘文爱 等[３]介绍了广西红树林

主要害虫 １５ 种和次要害虫 １２ 种ꎮ 范航清 等[２５] 则

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危害广西红树林的 ３０ 种昆虫和

２ 种螨类ꎮ
通过对已有资料的统计[３ － ６１]ꎬ目前已发现中国

记录的红树林害虫(含螨类)共 ２ 纲 ７ 目 ５５ 科 １２８
种ꎬ以鳞翅目和半翅目为主ꎬ分别有 ６７ 种和 ３４ 种ꎬ
占害虫总种数的 ５２ ４％ 和 ２６ ６％ ꎮ 鳞翅目以毒蛾

科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ｉｄａｅ、袋蛾科 Ｐｃｙｃｈｉｄａｅ 和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
ｄａｅ 种类最多ꎬ各有 ８ 种ꎻ半翅目中种类最多的为盾

蚧科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ｄａｅ ７ 种、广翅蜡蝉科 Ｒｉｃａｎｉｉｄａｅ ５ 种

(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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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红树林有害昆虫及螨类名录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ｔ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危害树种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蜱螨目
Ａｃａｒｉｎａ

叶螨科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 朱砂叶螨 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 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 桐花树 [２１]

瘿螨科 Ｅｒｉｏｐｈｙｉｄａｅ 黄槿瘿螨(待定) 黄槿 [３]

白骨壤瘿螨 Ａｃａｒａｌｏｘ ｍａｒｉｎａｅ ｓｐ ｎｏｖ 白骨壤 [３ꎬ２５]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花金龟科 Ｃｅｔｏｎｉｉｄａｅ 白星花金龟 Ｐｒｏｔａｅｔｉａ ｂｒｅｖｉｔａｒｓｉｓ 海桑 [２１]

鳃金龟科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 鳃金龟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 ｓｐ 海桑 [２１]

丽金龟科 Ｒｕｔｅｌｉｄａｅ 铜绿丽金龟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无瓣海桑、桐花树 [２１]

红脚绿丽金龟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ｃｕｐｒｉｐｅｓ 无瓣海桑 [５５]

叩甲科 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 叩甲 Ａｇｒｉｏｔｅｓ ｓｐ 无瓣海桑 [２１]

象甲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蓝绿象Ｈｙｐｏｍｅｃｅｓ ｓｑｕａｍｏｓ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阔苞菊 [３ꎬ２５ꎬ５８]

小象甲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 ｓｐ 白骨壤 [１３]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叶甲 Ｐｌａｇｉｏｄｅｒａ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ａ 无瓣海桑、桐花树 [２１]

微小萤叶甲 Ｅｘｏｓｏｍａ ｓｐ 桐花树 [２１]

跳甲科Ｈａｌｔｉｃｉｄａｅ 跳甲 Ａｌｔｉｃａ ｓｐ 无瓣海桑、桐花树 [２１]

天牛科 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ｓｔｅｒ) 无瓣海桑、秋茄 [１９ꎬ２１ꎬ５８]

中华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ｍａｃｕｌａｔａ 秋茄、白骨壤 [２４ꎬ５１ －５２]

咖啡脊虎天牛 Ｘｙｌｏｔｒｅｃｈｕｓ ｇｒａｙｉｉ Ｗｈｉｔｅ 桐花树 [１３]

胸斑星天牛 Ａｎ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ｍａｌａｓｉａｃａ Ｔｈｏｍｓｏｎ 秋茄、桐花树、白骨壤 [１０ꎬ１３]

小蠹科 Ｓｃｏｌｙｔｉｄａｅ 小蠹 Ｓｃｏｌｙｔｕｓ ｓｐ 桐花树 [２１]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蝇科Ｍｕｓｃｉｄａｅ 家蝇Ｍｕｓｃａ ｓｐ 无瓣海桑 [２１]

果蝇科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 果蝇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ｌａｎｏｇａｓｔｅｒ 无瓣海桑、桐花树、伴生植物 [２１]

蚊科 Ｃｕｌｉｃｉｄａｅ 蚊 Ａｅｄｅｓ ｓｐ 桐花树、海桑、无瓣海桑 [２１]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蝽科 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麻皮蝽 Ｅｒｔｈｅｓｉｎａ ｆｕｌｌｏ 海桑 [２１]

珀蝽 Ｐｌａｕｔｉａ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 无瓣海桑、海桑 [２１]

盾蝽科 Ｓｃｕｔｅｌｌｅｒｉｄａｅ 紫蓝丽盾蝽 Ｃｈｒｙｓｏｃｏｒｉｓ ｓｔｏｌｉｉ Ｗｏｌｆｆ 白骨壤 [３]

红蝽科 Ｐｙｒｒ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离斑棉红蝽Ｄｙｓｄｅｒｃｕｓ 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ｕ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桐花树、伴生植物 [３ꎬ２１]

叉带棉红蝽Ｄｙｓｄｅｒｃｕｓ ｄｅｃｕｓｓａｔｕｓ Ｂｏｉｓｄｕｖａｌ 黄槿 [３]

缘蝽科 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条蜂缘蝽 Ｒｉｐｔｏｒｔｕ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伴生植物 [２１]

蝉科 Ｃｉｃａｄｉｄａｅ 蚱蝉 Ｃｔｙｐｔｏｔｙｍｐａｎｐａ ａｓｔｒａｔａ 海桑、伴生植物 [２１]

黄蟪蛄 Ｐｌａｔｙｐｌｅｕｒａ ｈｉｌｐａ Ｗａｌｋｅｒ 秋茄、白骨壤 [３ꎬ５８]

叶蝉科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叶蝉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ａ ｓｐ 海桑 [２１]

黑眼单突叶蝉 Ｌｏｄｉａｎａ ｂｒｅｖｉｓ Ｗａｌｋｅｒ 白骨壤 [１３]

沫蝉科 Ｃｅｒｃｏｐｉｄａｅ 沫蝉 Ａｐｈｒｏｐｈｏｒａ ｓｐ 无瓣海桑、海桑、伴生植物 [２１]

角蝉科Ｍｅｍｂｒａｃｉｓｄａｅ 褐三刺角蝉 Ｔｒｉｃｅｎｔｒｕｓ ｂｒｕｎｎｅｕｓ 无瓣海桑 [５５]

蛾蜡蝉科 Ｆｌａｔｉｄａｅ 紫络蛾蜡蝉 Ｌａｗａｎａ ｉｍｉｔａｔａ Ｍｅｌｉｃｈａｒ 桐花树、白骨壤 [１３ꎬ２０ －２１ꎬ３５]

广翅蜡蝉科 Ｒｉｃａｎｉｉｄａｅ 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 桐花树、白骨壤 [１２ꎬ２１ꎬ５３]

三点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 白骨壤、红海榄、无瓣海桑、秋茄、
黄槿

[３ꎬ５５]

八点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ｂｉａ ｓｐｅｃｕｌｕｍ 秋茄、小花老鼠簕、桐花树、海漆、
海桑、无瓣海桑、白骨壤

[５ꎬ２０ꎬ３５]

柿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ｕｂｌｉｍｂａｔａ Ｊａｃｏｂｉ 白骨壤 [１３]

４３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ａｎ. 　 ２０２０　 Ｎｏ. １



续表 １　
Ｔａｂ. １(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危害树种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眼斑宽广蜡蝉 Ｐｏｃｈａｚｉａ ｄｉｓｃｒｅｔａ Ｍｅｌｉｃｈａｒ 白骨壤 [１３]

象蜡蝉科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ａｒｉｄａｅ 象蜡蝉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ａｒａ ｓｐ 无瓣海桑 [２１]

伯瑞香蜡蝉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ａｒａ ｐａｔｒｕｅｌｉｓ (Ｓｔａｌ) 白骨壤、黄槿 [３]

蚜科 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蚜虫 Ａｐｈｉｓ ｓｐ 秋茄、无瓣海桑、桐花树 [２１ꎬ５５]

绵蚧科 Ｍａｒｇａｒｏｄｉｄａｅ 绵蚧 Ｄｒｏｓｉｃｈａ 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 无瓣海桑 [２１]

澳洲吹绵蚧 Ｉｃｅｒｙａ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 Ｍａｓｋｅｌｌ 无瓣海桑、白骨壤、桐花树、木榄 [１３ꎬ２１ꎬ２５]

吹绵蚧 Ｉｃｅｒｙａ ｓｐ 白骨壤 [１０]

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康氏粉蚧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ｍｓｔｏｃｋｉ 秋茄、桐花树 [２１]

蜡蚧科 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日本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Ｇｒｅｅｎ 白骨壤 [１３]

红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 ｒｕｂｅｎｓ — [４８]

盾蚧科 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ｄａｅ 盾蚧 Ｍｙｔｉｌａｓｐｉｓ ｓｐ 秋茄、桐花树 [１４ꎬ２１ꎬ５０]

介壳虫(待定) 红海榄 [８]

考氏白盾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 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ｉ ｃｏｏｌｅｙ 秋茄 [３ꎬ５３ꎬ５９]

椰圆盾蚧 Ａｓｐｉｄｉｏｔ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Ｓｉｇｎｏｒｅｔ 秋茄 [３]

黑褐圆盾蚧 Ｃｈｒｙｓｏｍｐｈａｌｕｓ ａｏｎｉｄｕｍ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秋茄 [３ꎬ４８]

矢尖盾蚧 Ｕｎａｓｐｉｓ ｙａｎｏｎｅｎｓｉｓ Ｋｕｗａｎａ 秋茄 [３]

秋茄牡蛎盾蚧 Ｍｙｔｉｌａｓｐｉｓ ｓｐ 秋茄 [１３]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木蜂科 Ｘｙｌｏｃｏｐｉｄａｅ 木蜂 Ｘｙｌｏｃｏｐａ ｓｐ 无瓣海桑、桐花树 [２１]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斑蝶科 Ｄａｎａｉｄａｅ 幻紫斑蝶 Ｅｕｐｌｏｅａ ｃｏｒｅ 无瓣海桑、伴生植物 [２１]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柑橘尺蛾 Ｈｙｐｏｓｉｄｒａ ｔａｌａｃａ 海桑 [２１]

海桑豹尺蛾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ｓｐ 无瓣海桑 [３ꎬ５５]

豹尺蛾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木榄、秋茄、无瓣海桑 [１３ꎬ５３ꎬ５８]

油桐尺蛾 Ｂｕｚｕｒａ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ｒｉａ Ｇｕｅｎｅｅ 水黄皮 [５３ꎬ５８]

刺蛾科 Ｅｕｃｌｅｉｄａｅ 黄刺蛾 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Ｎａｌｋｅｒ) 无瓣海桑、桐花树、秋茄 [１３ꎬ２１ꎬ５８]

红树林扁刺蛾 Ｔｈｏｓｅ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桐花树 [３ꎬ５３ꎬ５５]

丽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 ｌｅｐｉｄａ Ｃｒａｍｅｒ 秋茄、桐花树 [１４ꎬ２５ꎬ５０ꎬ５３ꎬ
５６ꎬ６０]

迹斑绿刺蛾 Ｌａｔｏｉａ ｐａｓｔｏｒｌｉｓ (Ｂｕｔｌｅｒ) 无瓣海桑、秋茄 [１８ꎬ５３ꎬ５５]

毒蛾科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ｉｄａｅ 茶黄毒蛾 Ｅｕｐｒｏｃｔ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ｎｓｐｅｒｓａ 无瓣海桑、伴生植物 [２１]

毒蛾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 ｓｐ 秋茄 [２１]

盗毒蛾 Ｐｏｒｔｈｅｓｉａ ｓｉｍｉｌｉｓ 桐花树 [２１]

棉古毒蛾 Ｏｒｇｙｉａ ｐｏｓｔｉｃａ Ｗａｌｋｅｒ 秋茄、无瓣海桑、白骨壤、桐花
树、海桑

[３ꎬ８ꎬ１３ꎬ２１ꎬ３６ －
３７ꎬ５５]

双线盗毒蛾 Ｐｏｒｔｈｅｓｉａ ｓｃｉｎｔｉｌｌａｎｓ 无瓣海桑、桐花树、海桑 [２１ꎬ５５]

荔枝茸毒蛾 Ｄａｓｙｃｈｉｒａ ｓｐ 无瓣海桑 [５５]

大茸毒蛾 Ｄａｓｙｃｈｉｒａ ｔｈｗａｉｔｅｓｉ 无瓣海桑 [５５]

黑角舞蛾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 ｘｙｌｉｎａ 秋茄、榄李等 [２４ꎬ５１ － ５２]

袋蛾科 Ｐｃｙｃｈｉｄａｅ 小袋蛾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ｓｙｃｈｅ ｓｕｂｆｅｒａｌｂａｔａ Ｈａｍｐｓｏｎ 秋茄、桐花树、白骨壤、海桑、无
瓣海桑

[３ꎬ２１ꎬ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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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Ｔａｂ. １(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危害树种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白囊袋蛾 Ｃｈａｌｉｏｉｄｅｓ ｋｏｎｄｏｎｉｓ Ｍａｔｓ 秋茄、无瓣海桑、桐花树 [３ꎬ１３ꎬ２１ꎬ４８ꎬ５５]

大袋蛾 Ｃｌａ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 Ｓｎｅｌｌｅｎ 海桑、桐花树 [１３ꎬ２１ꎬ２５]

茶袋蛾 Ｃｌａｎｉａ ｍｉｎｕｓｃｕｌｅ — [２５]

黛袋蛾Ｄａｐｐｕｌａ ｔｅｒｔｉａ — [２５]

褐袋蛾Ｍａｈａｓｅｎａ ｃｏｌｏｎａ Ｓｏｎａｎ. 海桑、桐花树、无瓣海桑、秋茄 [３ꎬ１７ꎬ２０ －２１]

蜡彩袋蛾 Ｃｈａｌｉａ ｌａｒｍｉｎａｔｉ Ｈｅｙｌａｅｒｔｓ 秋茄、桐花树、木榄、红海榄、黄
槿、白骨壤

[３ꎬ４８]

小巢蓑蛾 Ｃｌａｎｉａ ｍｉｎｕｓｃｕｌａ 无瓣海桑 [５５]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迁粉蝶 Ｃａｔｏｐｓｉｌｉａ ｐｏｍｏｎａ 伴生植物 [２１]

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 ｓｐ. 桐花树 [２１]

报喜斑粉蝶Ｄｅｌｉａｓ ｐａｓｉｔｈｏｅ 海桑、老鼠簕、伴生植物 [２１ꎬ３４]

宽边黄粉蝶 Ｅｕｒｅｍａ ｈｅｃａｂｅ 无瓣海桑 [２１]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伴生植物 [２１]

灰蝶科 Ｌｙｃａｅｎｉｄａｅ 曲纹紫灰蝶 Ｃｈｉｌａｄｅｓ ｐａｎｄａｖａ 桐花树、伴生植物 [２１]

银线灰蝶 Ｓｐｉｎｄａｓｉｓ ｓｙａｍａ 伴生植物 [２１]

钩蛾科Ｄｒｅｐａｎｉｄａｅ 无瓣海桑白钩蛾Ｄｉｔｒｉｇｏｎａ ｓｐ 无瓣海桑 [３ꎬ５３ꎬ５５]

蓑蛾科 Ｐｓｙｃｈｉｄａｅ 丝脉蓑蛾 Ａｍａｔｉｓｓａ ｓｎｅｌｌｅｎｉ Ｈｅｙｌａｅｒｔｓ 桐花树、秋茄、白骨壤 [１０ꎬ１３]

蛱蝶科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蜘蛱蝶 Ａｒａｓｃｈｎｉａ ｓｐ 伴生植物 [２１]

斐豹蛱蝶 Ａｒｇｙｒｅｕｓ ｈｙｐｅｒｂｉｕｓ 伴生植物 [２１]

波纹眼蛱蝶 Ｊｕｎｏｎｉａ ａｔｌｉｔｅｓ 伴生植物 [２１]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柑橘长卷蛾Ｈｏｍｏｎａ ｃｏｆｆｅａｒｉａ Ｎｉｅｔｎｅｒ 桐花树、秋茄 [１３ꎬ２１ꎬ４９]

荔枝异形小卷蛾 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ｏｍｂｒｏｄｅｌｔａ Ｌｏｗｅｒ 木榄、桐花树、秋茄 [１３ꎬ１６ꎬ２０ꎬ２４]

卷叶蛾 Ｓｐｉｌｏｎｏｔａ ｓｐ 秋茄 [７ꎬ４６]

桐花树毛颚小卷蛾 Ｌａｓｉｏｇｎａｔｈａ ｃ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Ｍｅｙｒｉｃｋ 桐花树 [３ － ４ꎬ１３ － １４ꎬ
２１ꎬ４２ꎬ４４ꎬ４８ꎬ５０]

栎双色小卷蛾 Ｐｅｌａｔａｅ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Ｗａｌｓｉｎｇｈａｍ 桐花树 [１３]

黄卷蛾 Ａｒｃｈｉｐｓ ｓｐ 桐花树 [５０]

枯叶蛾科 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绿黄枯叶蛾 Ｔｒａｂａｌａ ｖｉｓｈｎｏｕ Ｌｅｆｅｂｕｒｅ 无瓣海桑、海桑、拉关木 [３ꎬ１３ꎬ２０ － ２１ꎬ
５５]

木麻黄枯叶蛾 Ｔｉｃｅｒａ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Ｓｗｉｎｈｏｅ 无瓣海桑 [３ꎬ５５]

海桑毛虫 Ｓｕａｎａ ｓｐ 海桑 [１３ꎬ５４]

扇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扇螟蛾 Ｐｌｅｕｒｏｐｔｙａ ｓｐ 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 [２１]

螟蛾 Ｎｅｐｈｏｐｔｅｒｉｘ ｓｙｎｔａｒａｃｔｉｓ 白骨壤 [８]

海榄雌瘤斑螟 Ａｃｒｏｂａｓｉｓ ｓｐ 白骨壤、桐花树、秋茄 [３ꎬ １０ － １４ꎬ
３６ꎬ３８]

红树云斑螟 Ｐｔｙｏｍａｘｉａ ｓｐ 白骨壤 [５０ꎬ５７]

白骨壤蛀果螟 Ｄｉｃｈｏｃｒｏｃｉｓ ｓｐ 白骨壤、秋茄 [３ꎬ５３]

白缘蛀果斑螟 Ａｓｓａｒａ ａｌｂｉｃｏｓｔａｌｉｓ Ｗａｌｋｅｒ 木榄、桐花树 [１３ꎬ２４]

双纹白草螟 Ｐｓｅｕｄｏｃａｔｈｒｙｌｌａ ｄｕｐｌｉｃｅｌｌａ Ｈａｍｐｓｏｎ 白骨壤 [１０ꎬ１２ － １３]

甜菜白带野螟 Ｈｙｍｅｎｉａ ｒｅｃｕｒｃｖａｌｉｓ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白骨壤 [１３]

木蠹蛾科 Ｃｏｓｓｉｄａｅ 红树林豹蠹蛾 Ｚｅｕｚｅｒａ ｓｐ 无瓣海桑 [８ꎬ１３ꎬ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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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Ｔａｂ. １(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危害树种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咖啡豹蠹蛾 Ｚｅｕｚｅｒａ ｃｏｆｆｅａｅ Ｎｉｅｔｎｅｒ 秋茄、无瓣海桑 [１０ꎬ１３ꎬ５５]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弄蝶 Ｔｅｌｉｃｏｔａ ａｎｃｉｌｌａ 无瓣海桑、桐花树 [２１]

二斑趾弄蝶 Ｈａｓｏｒａ ｃｈｒｏｍｕｓ (Ｇｒａｍｅｒ) 水黄皮 [１９]

潜蛾科 Ｌｙｏｎｅｔｉｉｄａｅ 潜叶蛾 Ｌｅｕｃｏｐｔｅｒａ ｓｐ. 秋茄、桐花树、白骨壤 [１３ꎬ２１]

潜蛾科(待定) 白骨壤 [１０]

白骨壤潜叶蛾(待定) 白骨壤、桐花树 [３ꎬ２５]

驼蛾科 Ｈｙｂｌａｅｉｄａｅ 柚木驼蛾 Ｈｙｂｌａｅａ ｐｕｅｒａ (Ｃｒａｍｅｒ) 白骨壤、木榄属和红树属等 [４７]

苔蛾科 Ｌｉｔｈｏｓｉｉｄａｅ 苔蛾 Ｍａｃｒｏｂｒｏｃｈｉｓ ｓｐ 海桑 [２１]

眼蝶科 Ｓａｔｙｒｉｄａｅ 暮眼蝶 Ｍｅｌａｎｉｔｉｓ ｌｅｄａ 伴生植物 [２１]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ｔｄａｅ 斜纹夜蛾 Ｐｒｏｄｅｎｉａ ｌｉｔｕｒａ 海桑、无瓣海桑 [２１]

细皮夜蛾 Ｓｅｌｅｐａ ｃｅｌｔｉｓ 无瓣海桑 [５５]

同安钮夜蛾 Ａｎｕａ ｉ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ａ 无瓣海桑 [５５]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蝗科 Ａｃｒｉｄｉｄａｅ 稻蝗 Ｏｘｙ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伴生植物 [２１]
蟋蟀科 Ｇｒｙｌｌｉｄａｅ 蟋蟀 Ｇｒｙｌｌｕｓ ｃｈｉｅｎｅｓｉｓ 秋茄 [２１]

螽斯科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ｉｄａｅ 螽斯 Ｄｕｃｅｔｉａ ｓｐ 伴生植物、秋茄 [２１]

双叶拟缘螽 Ｐｓｅｕｄｏｐｓｙｒａ ｂｉｌｏｂａｔａ Ｋａｒｎｙ 无瓣海桑、白骨壤 [３ꎬ２１ꎬ５５]

蛉蟀科 Ｔｒｉｇｏｎｉｄｉｉｄａｅ 突蛉蟀 Ａｍｕｓｕｒｇｕｓ ｓｐ 桐花树、秋茄 [２０]

　 　 寄主植物种类较多的害虫有八点广翅蜡蝉、蜡
彩袋蛾、三点广翅蜡蝉 Ｒｉｃａｎｉａ ｓｐ 、棉古毒蛾和小袋

蛾ꎬ危害的红树植物ꎬ分别有 ７、６、５、５ 和 ５ 种ꎮ 不同红

树植物上的害虫种数差异较大ꎬ其中ꎬ无瓣海桑、桐花

树、秋茄、白骨壤和海桑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 ｃａｓｅｏｌａｒｉｓ 等红树植

物上的害虫种类较多ꎬ分别有４５、４５、３７、３２ 和 ２０ 种ꎬ主
要为鳞翅目和半翅目害虫ꎻ黄槿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ｔｉｌｉａｃｅｕｓ、阔苞

菊 Ｐｌｕｃｈ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 和水黄皮 Ｐｏｎｇａｍ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等半红

树植物上发现的害虫种类较少ꎻ伴生植物上共发现 １８
种害虫ꎬ也以鳞翅目害虫为主(图 １)ꎮ

图 １　 不同红树树种上的害虫种数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对不同地区的统计发现ꎬ广东红树林的害虫种

类最多ꎬ９５ 种ꎻ广西其次ꎬ４９ 种ꎻ而福建、海南、台湾、
香港及浙江等地的害虫种类较少(图 ２)ꎮ

图 ２　 不同地区红树林中的害虫种数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２　 红树林主要害虫的特性

　 　 海榄雌瘤斑螟　 早期亦称广州小斑螟ꎬ分布于

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的红树林ꎮ 主要以幼虫

取食白骨壤嫩芽和叶ꎬ低龄幼虫取食量较小ꎬ中高龄

幼虫取食量较大ꎬ部分蛀入果内危害繁殖器官ꎬ造成

白骨壤生长不良ꎬ结实率低下[１０ － １２ꎬ２５ꎬ３８ꎬ５７]ꎮ 该虫在

福建 １ ａ 发生 ６ 代ꎬ危害时期为 ５—１１ 月ꎻ在广西、
广东(深圳)１ ａ 发生 ６ ~ ７ 代ꎬ以 ４ 月中旬至 ６ 月下

旬虫口密度较大ꎻ在广东(广州)１ ａ 发生 ７ 代ꎬ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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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至 ５ 月上旬、８ 月上旬至 １０ 月下旬为数量高峰

期[１４ꎬ３８ꎬ５７]ꎮ
　 　 桐花树毛颚小卷蛾　 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
香港等地的红树林ꎬ专食桐花树[９ꎬ１４]ꎮ 其幼虫将叶

片粘连在一起ꎬ取食桐花树叶肉ꎬ使叶片干枯脱落ꎬ
影响桐花树生长、结果和观赏价值[９]ꎮ 该虫在广西

北部湾 １ ａ 发生 １１ ~ １２ 代ꎬ春季和秋季为危害高峰

期ꎻ在福建 １ ａ 发生 ７ 代ꎬ于 ５ 月下旬羽化后危害盛

花期桐花树ꎻ在广东ꎬ５ 月上旬到 ８ 月中旬为其数量

高峰期[９ꎬ１３ꎬ４４]ꎮ
　 　 棉古毒蛾　 分布于广东、海南、广西、台湾、福建

等地红树林ꎬ主要危害无瓣海桑、海桑ꎬ少见于白骨

壤、桐花树、秋茄林中[３ꎬ８ꎬ２１ꎬ３７]ꎮ 其幼虫集中为害海

桑ꎬ将相邻的叶片吃光ꎬ并且可以附在叶片、枝条上

通过水流传播到周围林中[８]ꎮ 该虫在广西、广东 １ ａ
发生 ６ 代ꎬ主要危害时间为 ６—１０ 月[３ꎬ３７]ꎮ 在粤东

地区ꎬ棉古毒蛾属于中度危险ꎬ需要加强监测和防

控ꎻ但在广西ꎬ其天敌较多ꎬ通常情况下可以抑制其

数量[３ꎬ２１]ꎮ
　 　 蜡彩袋蛾　 又称蜡彩蓑蛾ꎬ主要分布于广西红

树林ꎬ危害秋茄、桐花树、木榄 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ａ ｇｙｍｎｏｒｒｈｉ￣
ｚａ、红海榄 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ａ ｓｔｙｌｏｓａ、黄槿、白骨壤等ꎬ对秋

茄、桐花树的危害最严重[３ꎬ３３]ꎮ 在广西沿海 １ ａ 发

生 １ 代ꎬ于 ８ 月中下旬开始羽化ꎬ９ 月中下旬为

害[３]ꎮ 蜡彩袋蛾在秋茄林中呈聚集分布ꎬ虫口密度

在红树林内滩、树高 １ ６ ~ １ ７ ｍ 处最大[３３]ꎮ 除了

危害秋茄、桐花树、红海榄和木榄等ꎬ蜡彩袋蛾还有

可能对无瓣海桑有潜在危害[３１]ꎮ
　 　 丽绿刺蛾　 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

红树林ꎬ主要在福建省为害ꎬ危害树种为秋茄和桐花

树[２５ꎬ５３ꎬ６０]ꎮ 在福建云霄和龙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ꎬ
有超过 １００ ｈｍ２ 的红树植物受丽绿刺蛾危害[１４]ꎮ
丽绿刺蛾也是主要的食叶性害虫之一ꎬ在福建 １ ａ
发生 ２ 代ꎬ第 １ 代发生于 ５—８ 月ꎬ第 ２ 代发生于 ７
月到次年 ５ 月ꎬ在林间主要分布于植物中上部树冠ꎬ
下部较少[１４ꎬ２５ꎬ５６]ꎮ
　 　 考氏白盾蚧　 分布于福建、广西、广东红树林ꎬ
主要危害秋茄[３ꎬ１５ꎬ３９ꎬ５３ꎬ５９]ꎮ 该虫以高密度聚集于秋

茄叶脉两侧ꎬ吸食秋茄叶片的汁液ꎬ使叶面出现黄

斑ꎬ叶片扭曲变黄容易脱落ꎬ从而影响秋茄生长ꎮ 考

氏白盾蚧在厦门地区发生严重ꎬ１ ａ发生 ６ 代ꎬ３—６
月数量较高ꎻ在广西也有发生但未有大面积危

害[３ꎬ３９]ꎮ
　 　 三点广翅蜡蝉　 主要分布于广西红树林ꎬ危害

白骨壤、红海榄、无瓣海桑、秋茄、黄槿等ꎬ对白骨壤、
红海榄、无瓣海桑危害较大[３ꎬ５５]ꎮ 该虫主要以成虫、
若虫聚集于植株嫩枝、嫩芽、叶上吸食植物汁液ꎬ使
植株营养不良ꎻ雌成虫可将枝表皮割破ꎬ将卵产寄主

组织中ꎬ从而导致枝条枯死ꎬ影响新梢抽发ꎮ 该虫在

广西 １ ａ 发生 １ 代ꎬ４ 月中旬到 ５ 月上旬为若虫盛发

期ꎬ５ 月下旬到 ６ 月中旬为成虫盛发期[３]ꎮ
　 　 八点广翅蜡蝉 　 分布于福建(厦门)、广东(深
圳)等地红树林ꎬ主要危害秋茄、桐花树、白骨壤、小
花老 鼠 簕 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ｅ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ｓ、 海 漆 Ｅｘｃｏｅｃａｒｉａ
ａｇａｌｌｏｃｈａ、海桑和无瓣海桑等ꎮ 该虫的危害与三点

广翅蜡蝉相似ꎬ也主要以若虫、成虫吸食叶和嫩芽汁

液为害ꎬ其若虫分泌物可以诱发煤污病ꎮ 该虫在深

圳福田红树林 １ａ 发生 １ 代ꎬ越冬卵 ４ 月开始孵化ꎬ５
月下旬到 ６ 月下旬为若虫高发期ꎬ７ 月为成虫高峰

期[２０ꎬ３５]ꎮ

３　 红树林虫害的防控技术

３ １ 　 化学防治 　 一般采用低毒药剂ꎮ 吴寿德

等[１１]利用低毒杀虫剂安泰杀虫威防治海榄雌瘤斑

螟ꎬ防治效果可达 ９４ ７４％ ꎻ张文英[１８] 利用 ３０％ 敌

百虫防治迹斑绿刺蛾ꎬ施药 ２ ~ ４ ｄ 后防治效果达

９６％以上ꎮ 化学防治见效快、杀伤力强ꎬ但即使是低

毒药剂ꎬ也易产生富集ꎬ从而对红树林生态系统及海

洋生态系统产生危害ꎬ因此不建议使用ꎮ
３ ２　 生物防治

３ ２ １　 生物农药　 生物农药以苏云金杆菌及其制

剂的应用最广泛ꎮ 吴寿德 等[１１] 利用苏云金杆菌、
白僵菌等防治白骨壤上的海榄雌瘤斑螟ꎬ发现适宜

条件下苏云金杆菌与阿维菌素复配而成的蔬丹防治

率最高ꎬ可达 １００％ ꎬ林间防治率 ９８ １％ ꎻ李罡 等[３８]

采用 Ｂｔ 制剂对海榄雌瘤斑螟进行林间防治实验ꎬ发
现 ３ 龄前使用 Ｂｔ 制剂非常有效ꎬ 平均防治率

９０ ６１％ ꎮ 贾凤龙 等[２６] 也采用昆虫生长调节剂灭

幼脲 ＩＩＩ 号对海榄雌瘤斑螟进行防治ꎬ发现叶背面喷

洒灭幼脲 ＩＩＩ 号的防治效果较好ꎬ但需要注意有效的

８３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ａｎ. 　 ２０２０　 Ｎｏ. １



喷洒方式和对虾蟹等的影响ꎻ何雪香 等[２９] 应用 ２
种印楝素农药防治桐花树毛颚小卷蛾、棉古毒蛾和

海榄雌瘤斑螟ꎬ发现其效果较好ꎬ且与虫生真菌混合

后效果更佳ꎮ
３ ２ ２　 害虫天敌　 目前发现有至少数十种红树林

害虫天敌ꎬ包括寄生蜂、寄生蝇、捕食性蜘蛛、瓢虫、
螳螂、食虫鸟等[３ꎬ６ꎬ１０ꎬ２１ꎬ４０ꎬ４４ － ５５ꎬ５７]ꎮ 秦元丽 等[４２] 发

现茧蜂科和赤眼蜂科 ４ 种寄生性天敌对毛颚小卷蛾

有较好的控制效果ꎬ寄生率最高可达 ９５ ６％ ꎻ邓艳

等[４１]人利用螟黄赤眼蜂防治桐花树毛颚小卷蛾ꎬ平
均防治率达 ７５ ７３％ ꎻ戴建青 等[２８] 结合寄生蜂、寄
生蜂携带病毒的“生物导弹”等技术ꎬ对海榄雌瘤斑

螟进 行 防 治ꎬ 发 现 综 合 防 治 效 果 达 ４４ ３％ ~
７４ ２％ ꎬ能有效的控制海榄雌瘤斑螟的危害ꎮ

生物防治是目前红树林害虫防治的主要方法ꎬ
其副作用小ꎬ且不会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ꎬ但多集中

于 Ｂｔ 及其制剂、寄生蜂或二者结合等寄生性防治方

法ꎬ对红树林及其周边的捕食性天敌如某些蜘蛛、鸟
类、瓢虫、食虫虻等关注较少ꎮ
３ ３　 物理防治　 主要采用水冲、灯光诱捕、粘虫板

等措施ꎮ 范航清 等[１２] 认为可以在害虫发生初期ꎬ
用水枪对受害白骨壤进行海水冲淋ꎮ 李德伟

等[４４]、秦元丽 等[４２] 使用黑光灯诱捕桐花树毛颚小

卷蛾ꎬ每晚可捕获 ３００ 头左右ꎬ有较好的防治效果ꎮ
王林聪 等[４３]利用不同波长的诱虫灯对红树林害虫

进行诱捕ꎬ共诱捕到害虫 ８１ 种ꎬ优势种为海榄雌瘤

斑螟、八点广翅蜡蝉、毛颚小卷蛾ꎮ 徐华林 等[５] 应

用粘虫板防治八点广翅蜡蝉ꎬ在高峰期每板可以诱

捕到约 ７３ 头ꎮ
此外ꎬ曹庆先 等[６２ － ６３] 基于 ＡｒｃＶｉｅｗ ＧＩＳ、遥感

技术等建立了广西红树林害虫信息管理系统和害虫

监测模型ꎬ可以对害虫的种类、特征、发生时间、地
点、危害情况等进行监测和查询ꎬ极大便利了害虫防

控工作ꎮ
为提高害虫的防治效果ꎬ未来需要加强对捕食

性天敌的研究ꎬ综合采用寄生性天敌、捕食性天敌防

治与物理防治结合的防治方法ꎬ结合遥感、ＧＩＳ 等信

息技术ꎬ提高虫害防治效果ꎮ

４　 虫害的暴发原因和机制

目前ꎬ有关红树林虫害的研究多集中于害虫的

生物学特性、种群动态和防治等方面ꎬ对虫害暴发的

原因和机制研究较少ꎮ 通过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整理

分析ꎬ推测红树林虫害暴发的可能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点:一是红树林生境的变化ꎻ二是红树林结构和稳

定性的改变ꎻ三是害虫的适应能力较强ꎮ
４ １　 红树林生境的变化

４ １ １　 非生物因素 　 非生物因素表现为气候、水
文、土壤等的变化ꎮ 气候条件如温度、湿度、降水的

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害虫的生长发育、繁殖等活动ꎬ进
而影响害虫的数量ꎬ如范航清 等[２５] 认为 ２００４ 年海

榄雌瘤斑螟大暴发可能与当时广西平均气温偏高、
降水量偏少及日照时间偏多等异常气候有关ꎮ 水文

条件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害虫的发育、传播和淹水

特性以及部分水生天敌昆虫(如蜻蜓)的发育等ꎮ
４ １ ２　 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主要为捕食性蜘蛛、鸟
类以及害虫的天敌昆虫等减少ꎬ如深圳福田红树林

的昆虫天敌种数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３７ 种降至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３ 种ꎬ鸟类种数也从 ８７ 种降至 ４７ 种ꎬ天敌的减少

使红树林害虫失去了有效的制约ꎬ从而容易暴发成

灾[１０ꎬ２４ꎬ２６]ꎮ
４ ２　 红树林结构和稳定性的变化　 由于城市化建

设等人为原因ꎬ红树林及其周边的植被类型减少ꎬ生
态环境逐渐恶化ꎻ而一些单一红树植物如秋茄、白骨

壤等的大面积种植ꎬ使红树林的生物多样性下降ꎬ生
态系统健康状态恶化ꎬ稳定性减弱ꎬ受害虫影响的几

率增大[２４]ꎮ
４ ３　 害虫的适应能力较强　 红树林具有高盐、强光

照、间歇性淹水等特点ꎬ且红树植物多含有丹宁ꎬ但
一些害虫对这些逆境有较强的适应性ꎬ因而造成暴

发灾害的概率较大ꎮ 例如ꎬ丽绿刺蛾对海水浸泡有

较强的抗逆性ꎬ这是丽绿刺蛾在红树林成灾的主要

原因[５６]ꎮ 并且一些害虫的繁殖力较强ꎬ如海榄雌瘤

斑螟平均产卵量 １０３ 粒ꎬ棉古毒蛾平均产卵量 ３８３
粒ꎬ蜡彩袋蛾每雌产卵量 ４５０ 粒以上ꎬ柚木驼蛾每雌

产卵量最高 ８００ 粒以上ꎬ这些害虫在适宜条件下非

常容易大量繁殖[３ꎬ６ꎬ２５]ꎮ

５　 展望

近些年来频繁暴发的虫害严重影响了红树林生

态系统的健康水平ꎬ但是对于虫害暴发的机制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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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还缺乏深入了解ꎬ并且除少数主要害虫外ꎬ对大部

分其他种类的害虫还缺乏认识ꎬ防治方面也主要依

赖寄生性天敌防治ꎬ对原生环境中捕食性天敌的研

究还非常缺乏ꎮ 为了提高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状

态ꎬ对今后红树林虫害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ꎬ继续加强对红树林害虫的生物学特性、遗

传特性及其暴发机制等方面的研究ꎬ尤其是阐明虫

害与红树林结构功能、多样性的关系ꎬ对非主要害虫

的潜在危害性也要加以注意ꎬ从而为虫害的防控提

供更为丰富的背景资料和信息ꎮ
第二ꎬ在红树林生态恢复和再植过程中ꎬ应加强

害虫种源的检疫ꎬ做到源头控制ꎻ同时通过优良抗虫

植物品种的选育或适宜物种的栽培ꎬ降低红树林群

落虫害风险ꎮ 此外ꎬ选择适宜的红树林造林地ꎬ优化

植物配置ꎬ避免大规模单一化的红树林种植ꎬ提高红

树林群落的多样性ꎮ
第三ꎬ在虫害防治方面ꎬ需要加强红树林害虫综

合治理技术的研发ꎬ以生物防治技术为主ꎬ综合 Ｂｔ、
寄生蜂等寄生性天敌和食虫鸟、蜘蛛等捕食性天敌

以及灯诱、粘虫板等物理方法等ꎬ更有效、有针对性

地治理虫害ꎮ
第四ꎬ充分利用遥感、ＧＩＳ 等信息技术完善红树

林害虫的监测网络ꎬ同时通过生态模型的构建预测

虫害暴发的可能性及过程ꎬ力争在红树林虫害暴发

之前或初期加以控制ꎻ
第五ꎬ提高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管理力度ꎬ减少旅

游、养殖、挖捕以及排污等人为干扰的影响ꎬ维持红

树林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及功能的稳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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