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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七角星蜡蚧(半翅目:蚧次目:蚧科:蜡蚧属)是一种外来入侵害虫ꎬ自 ２０１３ 年在云南省西双

版纳州勐仑镇发现以来ꎬ中国大陆再无系统性的调查ꎮ 近年来作者在云南省收集蚧虫期间ꎬ在多地发现

七角星蜡蚧为害ꎬ现对其在云南省的发生情况进行报道ꎬ以期为其监测和防治提供参考ꎮ 【方法】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对云南省 １５ 州(市)的 ６４ 个县(区市)进行了系统调查ꎬ详细研究了七角星蜡蚧的分

布、寄主及一些生物学习性ꎮ 【结果】七角星蜡蚧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景洪市、勐腊县(勐仑镇和磨憨

镇)、勐海县(打洛镇)ꎬ普洱市的宁洱县ꎬ德宏州的盈江县(那邦镇)ꎬ红河州的河口县、金平县(勐拉乡和

者米乡)４ 州(市)７ 县(市)９ 地有分布ꎬ新增 ８ 个分布点ꎮ 除宁洱县外ꎬ其余发生地均位于边境线上ꎬ表明其可能为境外多

点入侵ꎮ 在云南该虫危害寄主植物共 ４ 科 ４ 属 ５ 种ꎬ包括杧果和莲雾 ２ 种经济树种ꎮ 七角星蜡蚧多寄生在叶片背面ꎬ沿叶

脉分布ꎬ１ 年发生多代ꎮ 在河口县的龙船花上ꎬ该虫每雌产卵 ３８~ ５０ 粒ꎬ虫口密度达 １８５~ ２５０ 头叶－１ꎮ 【结论】七角星蜡

蚧在云南省零星分布ꎬ尚未造成严重损害ꎬ但有向内扩散的趋势ꎬ应加以警惕ꎮ
关键词: 入侵昆虫ꎻ 七角星蜡蚧ꎻ 蜡蚧属ꎻ 蚧虫ꎻ 检疫性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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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犹如海星而得名ꎬ隶属于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蚧次

目 Ｃｏｃ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蚧科 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蜡蚧亚科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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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地区种ꎬ广泛分布在非洲、中南美洲、澳洲和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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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ꎬ在温带地区一些国家的温室中亦有报道ꎬ现
已在近 ６０ 个国家发生ꎬ包括越南、老挝、巴基斯坦、
印度、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 (邓鋆等ꎬ
２０１４ꎻ 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七角星蜡蚧为广食性昆

虫ꎬ危害 ２２ 科 ４０ 余种植物ꎬ包括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
ｄｉｃａ Ｌ.、山竹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ｍａｎｇｏｓｔａｎａ Ｌ.、柑橘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
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ｌａｎｃｏ 等经济作物(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该

蜡蚧通过聚集吸食植物汁液和分泌蜜露诱发煤污

病、衰弱树势、降低水果品质和园林植物的观赏价

值ꎮ 由于蜡壳的保护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作用ꎬ因此

该蜡蚧容易暴发成灾ꎮ ２００７ 年ꎬ七角星蜡蚧被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ꎬ２００７)ꎮ

在我国ꎬ七角星蜡蚧最早记录于台湾( Ｔａｋａ￣
ｈａｓｈｉꎬ１９２９)ꎬ２０１３ 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仑镇

发现ꎬ系大陆首次报道(邓鋆等ꎬ２０１４)ꎬ此后除了在

口岸有截获外ꎬ未见系统性的报道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今ꎬ笔者在云南省内多地发现七角星蜡蚧ꎬ表明其

有扩散趋势ꎬ现将其在云南省的发生现状、为害寄

主、部分生物学特性做一介绍ꎬ以期为其监测和防

控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七角星蜡蚧标采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笔者在云南省 １５ 州(市)的 ６４ 个县(区市)ꎬ每
个采集地的市区和郊区随机选取样线进行踏查ꎬ调

查过程中使用搜索法采集ꎬ用牙签将蚧虫标本置于

２ ｍＬ 装有 ７５％酒精的冻存管中ꎬ记录每份标本寄

主、寄生部位、ＧＰＳ、龄期、是否有寄生蜂羽化孔等信

息ꎬ并拍摄生态照ꎮ 寄主植物首先通过形色识花

ａｐｐ 进行识别ꎬ未识别出的拍摄植物生态照片请植

物学专家进行鉴定ꎮ 在红河州河口县采集时ꎬ挑选

了 ５ 头七角星蜡蚧统计其产卵数ꎬ虫口密度通过生

态图片进行统计ꎮ
在光学显微镜 Ｎｉｋｏｎ Ｅ１００ 下参考 Ｗｕ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９)的分类检索表进行形态学鉴定ꎮ 玻片制作

方法参考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 (１９５０)ꎮ
根据虫口密度确定调查植物的受害情况(闫鹏

飞等ꎬ２０１３)ꎬ只做定性调查ꎬ分为 ３ 级:＋＋＋表示调查

点内该植物上虫口密度普遍较高ꎻ＋＋表示在调查点

内该寄主植物上虫口密度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ꎻ＋

表示该植株上虫口成点状分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分布

调查发现ꎬ在云南ꎬ七角星蜡蚧分布于 ４ 州

(市)７ 县(市)９ 地(图 １):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景洪

市、勐腊县(勐仑镇和磨憨镇)、勐海县(打洛镇)ꎻ
普洱市的宁洱县ꎬ德宏自治州的盈江县(那邦镇)ꎻ
红河州的河口县、金平县(勐拉乡和者米乡)ꎮ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邓鋆等ꎬ２０１４)ꎬ发生地新增 ３ 州(市)
６ 县(市)８ 个地点ꎮ

图 １　 七角星蜡蚧的调查样点和分布点[审图号:ＧＳ(２０２１)８６８５ 号]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ｓｔｅｌｌｉ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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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寄主植物

在云南省ꎬ七角星蜡蚧的寄主包括 ４ 科 ４ 属 ５
种(表 １):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的杧果ꎻ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的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ｏｃ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Ｌｏｕｒ.)
Ｈａｒｍｓꎻ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的洋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ａ￣
ｍａｒａｎｇｅｎｓｅ (Ｂｌｕｍｅ)、马六甲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ａｌａｃ￣
ｃｅｎｓｅ (Ｌ.)ꎻ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的龙船花 Ｉｘ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 Ｌａｍ.ꎮ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邓鋆等ꎬ２０１４)ꎬ新增龙

船花、洋蒲桃(莲雾)和马六甲蒲桃(大果莲雾)３ 种

寄主ꎮ
七角星蜡蚧在云南省的为害寄主包括杧果、莲

雾等经济作物ꎬ应对其进行监测和防控ꎬ以免造成

更大的经济损失ꎮ 根据采集频次和分布范围ꎬ在杧

果上发现七角星蜡蚧的机率最高ꎬ共在 ３ 州 ４ 县

(市)的杧果树上发现 ４ 次ꎬ鹅掌柴次之ꎬ在 ２ 州

(市)的 ３ 县发现 ３ 次ꎬ其他 ３ 种植物上各发现 １ 次

(表 １)ꎮ

表 １　 云南省七角星蜡蚧的寄主植物及发生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 ｓｔｅｌｌｉｆｅｒ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着生部位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采集地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采集日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虫态
Ｓｔａｇｅ

危害情况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寄生蜂
羽化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ｈｏ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红河州河口县
Ｈｅｋｏｕꎬ Ｈｏｎｇｈｅ

２０１９－０１－２２ 雌虫所有虫态
Ａｌ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 √

ｉｎｄｉｃａ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德宏州盈江县那邦镇
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 Ｎａｂａｎｇ )ꎬ
Ｄｅｈｏｎｇ

２０１９－０４－１７ 雌成虫ꎬ １、２ 龄若虫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ꎬ １ｓｔ ＆
２ｎｄ ｌａｒｖａ

＋＋ √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红河州金平县者米乡
Ｊｉｎｐｉｎｇ ( Ｚｈｅｍｉ )ꎬ
Ｈｏｎｇｈｅ

２０２０－０８－１８ 雌成虫ꎬ １、２ 龄若虫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ꎬ １ｓｔ ＆
２ｎｄ ｌａｒｖａ

＋＋ ×

叶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ꎬ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
ｂａｎｎａ

２０２０－０９－２１ 雌虫所有虫态
Ａｌ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 √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ｏｃ￣
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
仑镇
Ｍｅｎｇｌａ ( Ｍｅｎｇｌｕｎ )ꎬ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２０１８－０４－２１ 雌虫所有虫态
Ａｌ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 √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普洱市宁洱县
Ｎｉｎｇ′ｅｒꎬ Ｐｕ′ｅｒ

２０１８－１０－１８ 雌虫所有虫态
Ａｌ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 √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
洛镇
Ｍｅｎｇｈａｉ ( Ｄａｌｕｏ )ꎬ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２０１８－１１－０２ 年轻雌成虫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

＋ ×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马六甲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ａｌａｃｃｅｎｓｅ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磨
憨镇
Ｍｅｎｇｌａ ( Ｍｏｈａｎ )ꎬ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２０１６－１０－１４ 老熟雌成虫
Ｏｌｄ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

＋ ×

洋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ａ￣
ｍａｒａｎｇｅｎｓｅ

叶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德宏州盈江县那邦镇
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 Ｎａｂａｎｇ )ꎬ
Ｄｅｈｏｎｇ

２０１９－０４－１７ 雌虫所有虫态
Ａｌ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 √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龙船花
Ｉｘ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叶背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ａｖｅｓ

红河州河口县
Ｈｅｋｏｕꎬ Ｈｏｎｇｈｅ

２０１９－０１－２２ 雌虫所有虫态
Ａｌ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 √

未鉴定科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未鉴定寄主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ｈｏｓｔ

叶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ｖｅｓ

红河州金平县勐拉镇
Ｊｉｎｐｉｎｇ ( Ｍｅｎｇｌａ )ꎬ
Ｈｏｎｇｈｅ

２０２０－０８－１７ 雌成虫ꎬ １、２ 龄若虫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ꎬ １ｓｔ ＆
２ｎｄ ｌａｒｖａ

＋ ×

　 　 ＋＋＋表示调查点内该植物上虫口密度普遍较高ꎻ ＋＋表示在调查点内该寄主植物上虫口密度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ꎻ ＋表示该植株上虫口
成点状分布ꎮ

＋＋＋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ｈｉｇｈꎻ ＋＋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ｍｅｄｉｕｍ ｌｅｖｅｌꎻ ＋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ｐｏｉｎｔ ｓｈａ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３　 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七角星蜡蚧的成虫和若虫聚集寄生在叶片上ꎬ
主要在背面ꎬ沿叶脉分布ꎬ发生量大时也寄生在叶

片正面(表 １)ꎬ未发现雄虫茧和雄成虫ꎮ 在河口县

的龙船花叶片上ꎬ虫口量大(图 ２)ꎬ虫口密度达 １８５
~２５０ 头叶－１ꎬ每雌产卵 ３８ ~ ５０ 粒ꎮ 结合采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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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龄期(表 １)ꎬ可以看出七角星蜡蚧 １ 年发生多

代ꎬ在 １、４、８、１０ 月均发现 １ 龄若虫ꎬ推测其存在世

代重叠现象ꎬ需对其生活史进行详尽观察验证ꎮ
在河口县、盈江县、普洱市、勐腊县和宁洱县的

七角星蜡蚧种群中发现寄生蜂的羽化孔(表 １)ꎬ表
明在云南省境内存在七角星蜡蚧的天敌ꎬ后续研究

应调查其种类、寄生率等情况ꎮ

图 ２　 七角星蜡蚧各虫态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 ｓｔｅｌｌｉｆｅｒ

Ａ:在龙船花上的危害状(河口县)ꎻＢ:卵ꎻ
Ｃ:１、２ 龄若虫ꎻＤ:年轻雌成虫ꎮ

Ａ: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ｎ Ｉｘ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ｅｋ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Ｂ: Ｅｇｇｓꎻ
Ｃ: １ｓｔ ａｎｄ ２ｎｄ ｌａｒｖａꎻ 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ｆｅｍａｌｅ.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七角星蜡蚧已扩散至云南省的 ４

州(市)７ 县(市)的 ９ 个地点ꎬ近 ６ 年的时间ꎬ入侵

范围从 １ 州 １ 地扩展到 ４ 州(市)９ 地ꎬ加之其取食

范围广ꎬ为害寄主包括杧果和莲雾等经济作物ꎬ且 １
年发生多代ꎬ容易成灾ꎬ应引起一定的重视ꎮ

当前ꎬ七角星蜡蚧在云南的 ９ 个发现点多在滇

西南到滇东南的边境线上ꎬ调查的 ３ 个口岸(那邦、
打洛、河口)均发现七角星蜡蚧ꎬ其中在河口和那邦

为害严重ꎬ表明该虫很有可能由邻国传入ꎬ且为多

点入侵ꎮ 云南省拥有超 ４０００ ｋｍ 的边境线ꎬ周边国

家又是七角星蜡蚧的适生区和频发区(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传入风险高、压力大ꎮ 因此ꎬ应加强这些国

家入境苗木的检疫ꎬ特别是杧果、鹅掌柴、莲雾等ꎬ
在检疫时应注意观察植物的叶背ꎮ 宁洱县是目前

唯一一个非边境县的发现地ꎬ表明七角星蜡蚧有向

内地扩散的趋势和风险ꎬ值得警惕ꎬ而寄主鹅掌柴

作为绿篱和盆栽植物在国内广泛栽培和种植ꎬ为防

止七角星蜡蚧随鹅掌柴扩散ꎬ应在调运前进行严格

的虫害检查和消杀ꎮ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陈小琳、王勇ꎬ
南方电网的廖荣彪在采集中给予的帮助和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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