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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
!

月底$在北京%甘肃%湖北%辽宁等地一些梨园陆续发现梨树叶片异常被害状$经调查发现造成该为

害状的害虫为一种未知梨木虱$在国内尚未见报道&本文简要描述了此种梨木虱的形态识别特征$测定了该害虫的

%"6X4ON

和
7K

(

基因片段序列$依据测序结果及形态特征$鉴定为苏嘎梨喀木虱
7+5#

"

&

>

**+

">

$%&'

0

+

$为国内新

记录种&本文还描述了该害虫的为害状%为害程度%药剂防治效果$为深入研究其发生规律和防治技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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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年对全国主要梨产区的梨木虱

种类调查发现%我国栽培梨园的梨木虱种类主要是

中国梨喀木虱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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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GK

Z

b>L

%仅

有贵州贵阳和湖北襄阳地区除了有中国梨喀木虱还

有黔梨木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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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底%在我国甘肃)湖北)辽宁等地梨园

出现梨树叶片被害状异常现象%北京海淀)房山)大兴)

密云区各大梨园也都陆续发现相同现象$为此%本岗

位*生物防治与综合防控岗位+团队成员以北京市林业

果树研究院梨品种资源示范基地和房山三仁生产梨园

为重点%观察了梨树叶片的被害状特征%初步确认了引

起叶片症状的害虫为一种未知梨木虱%调查了叶片的

受害程度%采集了该未知梨木虱带回实验室%解剖镜下

观察和记录了各虫态的形态特征%测定了
%"6X4ON

和
7K

(

基因片段序列%确定了该梨木虱为国内新记

录种%随后进行了药剂防治初探%结果报道如下$

A

!

材料与方法

A%A

!

样品采集

$(%'

年
!

月
0)

月%采集北京海淀)房山)大兴梨

园中被此种梨木虱为害的梨树叶片和梨果及梨木虱

样本$将梨树叶片和梨果放入自封袋%梨木虱样本放

入含有
'),

乙醇的试管中%带回昆虫线虫学实验室

*

>GYEXGAEX

^

EI;KAE2EME

Ẑ

GKJOH2GAEME

Ẑ

%

>;O

+$

梨树叶片和梨果于双目解剖镜下进行症状观察%梨木

虱标本保存在
0$(3

冰箱以供形态观察和
4ON

提取$

A%!

!

分子鉴定

采用
/VN<

法提取梨木虱的全基因组
4ON

$每

个地区梨园选取
"

头梨木虱作为重复$提取的
4ON

用
*(

#

>JJP

$

=

溶解并储存在
0$(3

中$

5/8

采用



$($(

的是
$(

#

>

体系%包含
(+)

#

>4ON

模板%

$((

#

2EM

-

>

JOV5

混合物%上)下游引物各
(+%

#

2EM

-

>

%

%e5/8

YFIIHX

和
$+)U<+

Q

4ON

聚合酶$

分别用引物序列
U;N'

*

)p?TVNNN//VNN?

/NVVVVVV//V/NN/N?*p

+)

/$?O?**&'

*

)p?V/N?

VNNTVV/N8VNV/NVVT?*p

+和
%"68$%

*

)p?T/?

/VTVVVNV/NNNNN/NV?*p

+)

%"6$$

*

)p?//T?

TV/VTNN/V/NTNV/N?*p

+扩增梨木虱的
7K

(

和
%"6X4ON

基因片段序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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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送中美

泰和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测序%测序结果在

O/<R

数据库比对$

A%<

!

梨木虱叶片被害率调查

$(%'

年
!

月
$&

日在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

院梨树品种示范基地选取'新高('翠玉('红香酥(

'玉露香('绿宝石('五九香('皇冠('

/l

(

&

个品种%

调查叶片受害率"

!)

#

$每个品种梨调查
*

株树%每株

树在东)西)南)北
!

个方位分别随机调查
)

个
%

!

$

年生枝条$调查所选枝条被害叶片数和总叶片

数%计算叶片被害率$

A%E

!

防治及其效果调查

$(%'

年
)

月
%

日%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

梨树品种示范基地喷施
!((

倍
'',

冬青油乳油防

治此种梨木虱$在打药前%选取上述
&

个品种梨树%

每品种随机调查
*

株树%每株树在东)西)南)北
!

个

方位分别随机调查
)

个
%

!

$

年生枝条%调查所选树

枝上梨木虱卵)成虫和若虫的数量$在喷施药剂
#J

后用相同方法调查梨树残存梨木虱活虫数%计算虫

口减退率$

在北京房山三仁梨园防治区
!

月
%"

日喷施

*(((

倍
$(,

螺虫,呋虫胺悬浮剂和
$+),

联苯菊

酯水乳剂混合液$

)

月
&

日在打药区和未打药区

分别采用五点取样法%每点选取
*

株树%每株树在

东)西)南)北
!

个方位分别随机调查
)

个
%

!

$

年

生枝条%调查所选树枝上梨木虱卵)成虫和若虫的

数量$

A%L

!

数据分析

根据田间调查结果%用下列公式计算出叶片被

害率)虫口减退率$

叶片被害率
d

被害叶片数-叶片总数
e%((,

&

虫口减退率
d

*药前活虫数
0

药后活虫数+-药

前活虫数
e%((,

$

!

!

结果与分析

!%A

!

为害习性及特征

此种梨木虱可以为害花*图
%G

+)果实*图
%Y

+和

叶片*图
%1

!

M

+$

图
A

!

此种未知梨木虱对梨树的为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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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王锦等!我国梨园发现苏嘎梨喀木虱为害

!!

受害叶片有
!

种症状$

%

+嫩叶被害后%叶片向

正面纵向内卷*图
%1

%

J

+%卷叶内可见害虫卵)

%

!

$

龄若虫$

$

+若虫通常在叶片背面纵向取食叶肉%

叶片受害初期%可见叶肉被取食痕迹*图
%

%

H

所示叶

片正面被害%

I

所示叶片背面受害+$

*

+随着害虫取

食量增加%叶脉两侧叶肉被取食后连成纵线%从叶片

正面可见叶脉两侧有两条纵脊%向叶正面凸起*图

%

Z!

]

+$

!

+受害严重的叶片卷曲皱缩%反卷扭曲%从

叶正面向叶背面皱成一团*图
%M

+$

若虫群集为害%分泌白色蜡质状排泄物%似蜡

丝%或蜡粒)蜡块%附着于肛门不易脱落*图
$G

!

1

+$

若虫还分泌蜜露招引蚂蚁*图
$J

+$

!%!

!

形态识别特征

卵黄色%纺锤形%光滑无刻纹*图
*G

+$

图
!

!

此种未知梨木虱的分泌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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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苏嘎梨喀木虱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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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虫共分
)

龄$复眼呈红色%球形&触角端节端

部
$

-

*

黑色*图
*Y

!

I

+$

%

)

$

龄若虫体黄色&

*

!

)

龄

若虫体棕色%各骨片及翅芽褐色&

)

龄若虫体背有两

列橙色条纹并伴有黑斑$

成虫体绿黄色*图
*

Z

+$头黄色%头顶后缘浅

灰黄色%两侧凹陷%各有一个褐色斑点*图
*L

+$

触角
%(

节%第
!

!

"

节末端)第
#

节大部分和第
&

!

%(

节黑色%其余部分黄色*图
*@

+$胸部橙黄

色%中胸前盾片后半部浅黄色)盾片具
!

条浅黄

色纵向条带%中间
$

条直%两侧条带向外呈弧状

弯曲%小盾片浅黄色*图
*L

+$前翅端无翅刺%翅

脉黄至黄褐色*图
*

Z

+$后足腿节背面黄色%腹部

绿黄色*图
*

Z

+$

雌性产卵瓣瓣膜平滑弯曲%非陡然弯曲"图
*

`

*

G

+#$

雄性阳基侧突顶尖圆盾"图
*]

*

G

+#$阳茎远端

部分略短"图
*]

*

Y

+#%顶端处略膨胀%较圆滑%棱角

不凸显"图
*]

*

1

+#$

综合图
*

及̀图
*]

所述%该未知梨木虱与
/@E

等

所描述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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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形态特征一致"

"

#

%因而初步认

为该未知梨木虱为苏嘎梨喀木虱
74

">

$%&'

0

+

$

将苏嘎梨喀木虱与中国梨喀木虱和乌苏里梨喀

木虱形态进行区分%区别如下所述$

苏嘎梨喀木虱与其他梨木虱成虫鉴别特征检索表

%+

前翅表面小刺对比不强烈&阳基侧突细长薄片状%

前缘无显著扩展%顶端牙型&雌性载肛突较短%顶

端有成对长刚毛
7+5#

"

&

>

**+5;%,),&%&

""""

!

前翅具强烈对比的表面小刺&阳基侧突宽%前缘扩

张成狭窄伸长瓣&雌性载肛突较长%刚毛短%顶端

有许多钉状刚毛
$

"""""""""""""

$+

雌性瓣膜圆滑&雄性阳基侧突顶尖圆盾%阳茎远端

稍有膨大%顶端膨胀处圆滑%棱角不凸显

!

7+5#

"

&

>

**+

">

$%&'

0

+

"""""""""""

!

雌性瓣膜强烈弯曲&雄性阳基侧突顶尖尖锐%阳茎

远端膨大部分长%顶端膨胀处近三角形%棱角凸显

7+5#

"

&

>

**+2'$5@;+$-.%

""""""""

苏嘎梨喀木虱与其他梨木虱若虫鉴别特征检索表

%+

前翼垫%沿外缘有一条
'

!

%$

根头状刚毛排成的

线&后翅垫腹侧表面前半部分被微刺覆盖&腹缘可

见
*

对纵膈
7+5#

"

&

>

**+5;%,),&%&

""""""

!

前翼垫%外缘有
%

根头状刚毛&翼垫和腹部边缘刚

毛长&后翅垫腹侧表面被微刺覆盖&腹缘无纵膈

$

""""""""""""""""""

$+

复眼红色&前翼垫外边缘圆滑无角度向前

!

7+5#

"

&

>

**+

">

$%&'

0

+

"""""""""""

!

复眼棕色&前翼垫外边缘有轻微的角度向前

!

7+5#

"

&

>

**+2'$5@;+$-.%

""""""""""

!%<

!

分子确认

为进一步确认形态特征鉴定的准确性%本研究又

提取了采自北京海淀)房山)大兴梨园的未知梨木虱

若虫的
4ON

%分别用引物
U;N'

-

/$?O?**&'

和

%"68$%

-

%"6$$

扩增梨木虱的
7K

(

和
%"6X4ON

基因

片段序列$测序结果在
O/<R

数据库比对%该未知梨木

虱的
%"6X4ON

基因片段序列长度为
!&"Y

B

%

O/<R

比

对结果
74

">

$%&'

0

+

的基因片段序列长度为
!!&Y

B

$

7K

(

基因片段序列长度
")%Y

B

%

O/<R

比对结果

74

">

$%&'

0

+

的基因片段序列长度为
)#"Y

B

$具体

比对结果见表
%

)

$

$该未知梨木虱的
7K

(

和
%"6

X4ON

基因片段序列与
74

">

$%&'

0

+

序列的一致性

均为
%((,

$因而进一步确认该未知梨木虱为苏嘎

梨喀木虱
74

">

$%&'

0

+

$

表
A

!

木虱标本来源及
!@

!

序列在
O&PD

比对结果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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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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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5+-).-3!@

!

)+

Z

(+-4+)8'.)*,+)('*)#-O&PD

位置

>E1GALEK

7K

(

*登录号+

7K

(

*

N11HDDLEKKF2YHX

+

覆盖率-
,

lFHX

^

1E_HX

一致性-
,

5HX1HKALJHKALA

^

北京海淀
PGLJLGK

%

<HL

`

LK

Z

7+5#

"

&

>

**+

">

$%&'

0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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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王锦等!我国梨园发现苏嘎梨喀木虱为害

表
!

!

木虱标本来源及
AQX,:O?

序列在
O&PD

比对结果

=.8'+!

!

X0(,4+01

@

)

/

''#3)

@

+4#5+-).-3:O?)+

Z

(+-4+)8'.)*,+)('*)#-O&PD

位置

>E1GALEK

%"6X4ON

*登录号+

%"6X4ON

*

N11HDDLEKKF2YHX

+

覆盖率-
,

lFHX

^

1E_HX

一致性-
,

5HX1HKALJHKALA

^

北京海淀
PGLJLGK

%

<HL

`

LK

Z

7+5#

"

&

>

**+

">

$%&'

0

+

*

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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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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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

LK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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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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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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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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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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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梨品种受害程度

通过对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梨树品种示

范基地选取的
&

个品种*'新高('翠玉('红香酥('玉

露香('绿宝石('五九香('皇冠('

/l

(+叶片受害率

调查发现%不同品种梨树受苏嘎梨喀木虱为害程度

不同%受害率最高的品种为'红香酥(%达
%(-%),

%

其次是'玉露香(和'五九香(%被害率分别为
#+%#,

和
"-$),

$'新高('绿宝石('皇冠(和'

/l

(被害率

无显著差异%'翠玉(被害率最低*图
!

+$

图
E

!

不同品种梨树叶片被害率

"#

$

%E

!

:.5.

$

+,.*+01'+.7+)#-3#11+,+-*

@

+.,7.,#+*#+)

!

!%L

!

田间防治效果

通过对北京市林业果树科学研究院梨树品种示

范基地打药前后梨木虱数量进行调查并计算虫口减

退率发现%在苏嘎梨喀木虱初龄若虫期喷
!((

倍
'',

冬青油乳油
#J

防效可达
'',

$通过对北京房山三

仁梨园打药区和未打药区梨木虱进行调查发现%

卵 初龄若虫期喷
*(((

倍
$(,

螺虫,呋虫胺悬浮剂

和
$-),

联苯菊酯水乳剂%防治效果达
'',

$

<

!

结论与讨论

经形态观察及分子鉴定确定此种梨木虱为苏嘎

梨喀木虱
74

">

$%&'

0

+

$

苏嘎梨喀木虱与乌苏里梨喀木虱形态相近"

"

#

$

但前者较后者而言成虫体色更偏向绿黄色&成虫触

角黑色部分更多%前者第
#

节大部分和第
&

节全部

为黑色%后者第
#

)

&

节端部为黑色&前者若虫复眼为

红色%后者为棕色&前者雌成虫产卵瓣瓣膜更加圆

滑%雄成虫阳基侧突顶尖圆盾%阳茎远端稍有膨大%

顶端膨胀处圆滑%棱角不凸显$而后者对应的生殖

器结构的区别特征为!雌成虫瓣膜强烈弯曲%雄成虫

阳基侧突顶尖略尖%阳茎远端膨大部分略长%顶端膨

胀处近三角形%棱角凸显"

"

#

$

通过调查发现苏嘎梨喀木虱对不同梨树品种的

为害程度不同%可能与不同品种的叶片栅栏组织厚

度占整个叶片厚度的百分比有关"

#

#

$

通过对苏嘎梨喀木虱的防治发现%此种梨木虱

对药剂较敏感%一般防治梨木虱的药剂都可以有效

控制该梨木虱的危害$另外%对苏嘎梨喀木虱的生

活史和生物学特性研究需进一步加强%以期为轻简

化防治此害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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