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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了解新入侵物种的发生和分布有利于及时掌握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发生、发展态势，指导防控实践中各项资源

的合理配置。本文将外来入侵物种野外科学调查数据和国内外文献资料相结合，整理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业

生态系统中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并对物种的来源／原产地、分类地位、首次发现或记录的年份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

和讨论。分析结果将为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预防、控制和管理提供基础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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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生物入侵不仅对农林业安全生产、生物多

样性、人畜健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与威胁，而且也

是农林产品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主要障碍之一［１］。

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一带一

路”战略的实施，以及口岸通关一体化和快速化的要

求，植物有害生物原有的地理隔离与生态屏障逐渐

被打破，外来入侵物种在不同国家之间、我国不同生

态区域内进行持续的迁移与转移，从而导致外来入

侵物种的传入频率和扩散风险剧增。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我国农林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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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已达６３０余种（数据来源于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

据库），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危害最为严

重的国家之一［２］。

针对近年来我国新外来入侵物种疫情不断突发

的特点［２］，本文收集和整理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

林生态系统新入侵的外来物种信息，物种名单来源

主要有两种：一是我国农林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

野外科学考察项目的数据汇总，包括科技部基础性

工作专项“外来入侵物种及其安全性考察”、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主要入侵生物的动态分布与

资源库建设”和“重大／新发农业入侵生物风险评估

及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二是以新纪录、外来种、入侵

种等关键词查询我国植物有害生物发生和危害的中

英文文献。

外来入侵物种的甄别依据以下原则：我国有明

确的历史记载或科学调查工作中记载，已确认产生

危害，原产地不在我国的物种；我国有意引进的，在

他国已产生危害和在我国存在潜在危害的外来生物；

不包括没有明确的原产地信息或者对农林业生产造

成危害报道的物种。物种分类系统的确定分别参考

以下资料：昆虫和螨类参考《中国动物志》系列专著；

真菌参考《植物病原真菌学》（陆家云主编，２００１年中

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细菌参考《Ｂｅｒｇｅｙ’ｓｍａｎｕａｌ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ｙ》；线虫参考《植物线虫分类学》

（谢辉编著，２００５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病毒参

考国际病毒学分类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Ｖｉｒｕｓｅｓ，ＩＣＴＶ）网站ｈｔｔｐｓ：∥ｔａｌｋ．

ｉｃｔｖ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ｔａｘｏｎｏｍｙ／；植物参考《中国植物志》

系列专著。

本文在收集整理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传入的外来入

侵物种名单的基础上，分析其传入来源、种类构成、

时间和地理分布格局，全面解析新入侵物种的特征，

为我国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和管理提供参考。

１　外来入侵物种的时间变化格局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增外来入侵

物种共计９０种，每年平均新增４～５种（图１）。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是外来入侵物种快速增长时期，平均每

年新增７～８种；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以及２０１３年以后新增

种类增长相对缓慢，平均每年新增２～３种。

２　外来入侵物种的空间分布格局

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北京）首次发现或记

录的外来入侵物种数量最多，共６６种，占７１．７％；

其次是边境地区，１９种，占２０．７％；内陆地区的数量

最少，７种，仅占７．６％。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

的每个省（直辖市）都有新发外来入侵物种记录（表

１）。从省级的新发外来入侵物种数量来看：广东、海

南、云南和北京的新发外来入侵物种数量＞１０种；

广西和新疆的新发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各为７种；上

海和辽宁的新发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均为４种；其余

地区的新发外来入侵物种数量≤３种。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外来入侵

物种数量时间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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狊狆犲犮犻犲狊（犐犃犛）犻狀犆犺犻狀犪’狊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

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犲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狊犳狉狅犿１９９８狋狅２０１７

３　外来入侵物种的来源

统计表明，外来入侵物种来源于北美洲的最多，有

２７种，占２７．８％；来源于亚洲的有２４种，占２４．７％，来

源于南美洲的有１６种，占１６．５％；来源于中美洲的

有１２种，占１２．４％；来源于欧洲的有８种，占８．２％；

来源于非洲的有６种，占６．２％；其他４种来源不详

（图２ａ）。

４　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构成

在新发外来入侵物种的所有类群中，昆虫数量最

多，５２种，占５７．８％；其次是植物，１５种，占１６．７％；植

物病毒９种，占１０．０％；真菌５种，占５．６％；螨类

４种，占４．４％；细菌３种，占３．３％；线虫最少，只有

２种，占２．２％（图２ｂ）。

·９６１·



庆祝《植物保护》创刊５５周年专稿———综合篇 ２０１８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外来入侵物种数量空间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犪狋犻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狀犲狑犻狀狏犪狊犻狏犲犪犾犻犲狀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狊

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犲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狊犳狉狅犿１９９８狋狅２０１７

地区名称

Ａｒｅａ

地区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ａｒｅａ

新入侵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ｗ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ｌｉ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地区名称

Ａｒｅａ

地区类型

Ｔｙｐｅｏｆａｒｅａ

新入侵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ｗ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ｌｉ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广东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１７ 湖北 Ｈｕｂｅｉ 内陆Ｉｎｌａｎｄ ２

海南 Ｈａｉｎａｎ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１３ 山东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２

北京Ｂｅｉｊｉｎｇ
经济发达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１２ 浙江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２

云南Ｙｕｎｎａｎ 边境Ｂｏｒｄｅｒ １１ 福建Ｆｕｊｉａｎ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１

新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边境Ｂｏｒｄｅｒ ７ 甘肃Ｇａｎｓｕ 内陆Ｉｎｌａｎｄ １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７ 四川Ｓｉｃｈｕａｎ 内陆Ｉｎｌａｎｄ １

辽宁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４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边境Ｂｏｒｄｅｒ １

上海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４ 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１

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内陆Ｉｎｌａｎｄ ２ 山西Ｓｈａｎｘｉ 内陆Ｉｎｌａｎｄ １

河北 Ｈｅｂｅｉ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２ 香港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沿海Ｃｏｓｔａｌ １

图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外来入侵物种来源与种类组成

犉犻犵．２　犗狉犻犵犻狀狊犪狀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狀犲狑犻狀狏犪狊犻狏犲犪犾犻犲狀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狊

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犲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狊犳狉狅犿１９９８狋狅２０１７

　　新发外来入侵昆虫共６目２０科４０属（表２）。

其中，半翅目物种数２６种，占５０％；其次是鞘翅目

９种，占１７．３％；双翅目６种，占１１．５％；膜翅目５

种，占９．６％；缨翅目和鳞翅目分别为４种和２种，

各占７．７％和３．８％。在科级分类水平上，粉蚧科

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和粉虱科Ａｌｅｙｒｏｄｉｄａｅ的新发外来入

侵物种数量较多，分别为１３种和５种；鞘翅目的象

甲科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和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的新发

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均为４种，其他科对应的物种数

量≤３种；这些类群也是我国口岸截获进境植物有

害生物批次较多的昆虫类群。入侵植物种类以菊

科和茄科为主，分别为４种和２种，约占入侵植物

总数的４０％（表３）。植物病毒的双生病毒科种类

最多，占病毒总数的１／３；黄单胞菌占细菌性病害

的２／３（表４）。

表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外来入侵昆虫种类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狀犲狑犻狀狏犪狊犻狏犲犪犾犻犲狀犻狀狊犲犮狋狊犻狀

犆犺犻狀犪’狊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犲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狊犳狉狅犿１９９８狋狅２０１７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粉蚧科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１３

粉虱科Ａｌｅｙｒｏｄｉｄａｅ ５

蚧科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２

网蝽科Ｔｉｎｇｉｄａｅ ２

蚜科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３

瘿绵蚜科Ｐｅｍｐｈｉｇｉｄａｅ １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象甲科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４

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４

长蠹科Ｂｏｓｔｒｉｃｈｉｄａｅ １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姬小蜂科Ｅｕｌｏｐｈｉｄａｅ ２

树蜂科Ｓｉｒｉｃｉｄａｅ １

蚁科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 １

瘿蜂科Ｃｙｎｉｐｉｄａ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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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犜犪犫犾犲２（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潜蝇科Ａｇｒｏｍｙｚｉｄａｅ １

实蝇科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 ２

瘿蚊科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３

缨翅目

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蓟马科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３

管蓟马科Ｐｈｌａｅ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１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草螟科Ｃｒａｍｂｉｄａｅ １

木蛾科Ｘｙｌｏｒｙｃｔｉｄａｅ １

５　外来入侵物种与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

害生物名录的关系

　　在９０种新发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表５），已有２７

种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名录》，分别包括１３种昆虫、４种真菌病害、１种细

菌病害、２种线虫、２种病毒、５种植物。其中，扶桑

绵粉蚧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狊狅犾犲狀狅狆狊犻狊和向日葵黑茎病

犔犲狆狋狅狊狆犺犪犲狉犻犪犾犻狀犱狇狌犻狊狋犻犻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

被增补列入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表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外来入侵植物种类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狀犲狑犻狀狏犪狊犻狏犲犪犾犻犲狀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狊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犲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狊犳狉狅犿１９９８狋狅２０１７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桔梗目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ｌｅｓ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４ 禾本目Ｇｒａｍｉｎａｌｅｓ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１

管状花目Ｔｕｂｉｆｌｏｒａｅ 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２ ?牛儿苗目Ｇｅｒａｎｉａｌｅｓ 酢浆草科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唇形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１ 桃金娘目 Ｍｙｒｔｉｆｌｏｒａｅ 千屈菜科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１

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１ 侧膜胎座目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ｅｓ 秋海棠科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葫芦目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ｌｅｓ 葫芦科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１ 罂粟目Ｒｈｏｅａｄａｌｅｓ 十字花科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１

大戟目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ｌｅｓ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

表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外来入侵植物病害

犜犪犫犾犲４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狀犲狑犻狀狏犪狊犻狏犲犪犾犻犲狀狆犾犪狀狋犱犻狊犲犪狊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狊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犲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狊犳狉狅犿１９９８狋狅２０１７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病毒Ｖｉｒｕｓ 双生病毒科Ｇｅｍｉｎｉｖｉｒｉｄａｅ ３ 真菌Ｆｕｎｇｕｓ 核盘菌科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帚状病毒科Ｖｉｒｇａｖｉｒｉｄａｅ ２ 白锈菌科Ａｌｂｕ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布尼亚病毒科Ｂｕｎｙａｖｉｒｉｄａｅ １ 小球腔菌科Ｌｅｐｔ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１

花椰菜花叶病毒科Ｃａｕｌｉｍｏｖｉｒｉｄａｅ １ 细菌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黄单胞菌科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２

长线形病毒科Ｃｌｏｓｔｅｒｏｖｉｒｉｄａｅ １ 丛毛单胞菌科Ｃｏｍａｍｏｎａｄａｃｅａｅ １

Ｓｏｌｅｍｏｖｉｒｉｄａｅ １ 线虫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异皮线虫科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ｉｄａｅ １

真菌Ｆｕｎｇｕｓ 丛赤壳科Ｎｅｃｔｒｉａｃｅａｅ ２ 根结线虫科 Ｍｅｌｏｉｄｏｇｙｎｉｄａｅ １

表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发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犜犪犫犾犲５　犔犻狊狋狅犳狀犲狑犻狀狏犪狊犻狏犲犪犾犻犲狀狊狆犲犮犻犲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狊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犳狅狉犲狊狋狉狔犲犮狅狊狔狊狋犲犿狊犳狉狅犿１９９８狋狅２０１７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拉丁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是否是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Ｉｓｉｔａ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ｌａｎｔｐｅ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昆虫

Ｉｎｓｅｃｔ

多毛小长蠹 犕犻犮狉犪狆犪狋犲狊犻犿狆犾犻犮犻狆犲狀狀犻狊（Ｌｅｓｎｅ） ［３］

银合欢豆象 犃犮犪狀狋犺狅狊犮犲犾犻犱犲狊犿犪犮狉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狌狊（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４］

椰心叶甲 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犾狅狀犵犻狊狊犻犿犪（Ｇｅｓｔｒｏ） ［５］ 是

海枣异胸潜甲 犑犪狏犲狋犪狆犪犾犾犻犱犪Ｂａｌｙ ［６］

水椰八角铁甲 犗犮狋狅犱狅狀狋犪狀犻狆犪犲（Ｍａｕｌｉｋ） ［７］

红脂大小蠹 犇犲狀犱狉狅犮狋狅狀狌狊狏犪犾犲狀狊ＬｅＣｏｎｔｅ ［８］ 是

女贞粗腿象甲 犗犮犺狔狉狅犿犲狉犪犾犻犵狌狊狋狉犻Ｗａｒｎｅｒ ［９］

褐纹甘蔗象 犚犺犪犫犱狑狊犮犲犾狌狊犾犻狀犲犪狋犻犮狅犾犾犻狊（Ｈｅｌｌｅｒ） ［１０ １１］ 是

锈色棕榈象 犚犺狔狀犮犺狅狆犺狅狉狌狊犳犲狉狉狌犵犻狀犲狌狊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１２］

三叶草斑潜蝇 犔犻狉犻狅犿狔狕犪狋狉犻犳狅犾犻犻（Ｂｕｒｇｅｓｓ） ［１３］ 是

康瘿蚊 犆狅狀狋犪狉犻狀犻犪犿犪犮狌犾犻狆犲狀狀犻狊Ｆｅｌｔ ［１４］

松针鞘瘿蚊 犜犺犲犮狅犱犻狆犾狅狊犻狊犼犪狆狅狀犲狀狊犻狊Ｕｃｈｉｄａ＆Ｉｎｏｕｙｅ ［１５］

刺槐叶瘿蚊 犗犫狅犾狅犱犻狆犾狅狊犻狊狉狅犫犻狀犻犪犲（Ｈａｌｄｅｍａｎｎ） ［１６］

枣实蝇 犆犪狉狆狅犿狔犪狏犲狊狌狏犻犪狀犪Ｃｏｓｔａ ［１７ １８］

黑颜面实蝇 犅犪犮狋狉狅犮犲狉犪（犣犲狌犵狅犱犪犮狌狊）狏狌犾狋狌狊（Ｈａｒｄｙ） ［１９］

螺旋粉虱 犃犾犲狌狉狅犱犻犮狌狊犱犻狊狆犲狉狊犲狊Ｒｕｓｓｅｌｌ ［２０］ 是

甘蓝粉虱 犃犾犲狔狉狅犱犲狊狆狉狅犾犲狋犲犾犾犪（Ｌ．） ［２１］

小巢粉虱 犘犪狉犪犾犲狔狉狅犱犲狊犿犻狀犲犻Ｉａｃｃａｒｉｎｏ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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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犜犪犫犾犲５（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拉丁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是否是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Ｉｓｉｔａ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ｌａｎｔｐｅ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双钩巢粉虱 犘犪狉犪犾犲狔狉狅犱犲狊狆狊犲狌犱狅狀犪狉犪狀犼犪犲Ｍａｒｔｉｎ ［２３］

腀粉虱 犛犻狆犺狅狀犻狀狌狊狆犺犻犾犾狔狉犲犪犲（Ｈａｌｉｄａｙ） ［２４］

刺槐附毛斑蚜 犃狆狆犲狀犱犻狊犲狋犪狉狅犫犻狀犻犪犲（Ｇｉｌｌｅｔｔｅ） ［２５］

核桃全斑蚜 犘犪狀犪狆犺犻狊犼狌犵犾犪狀犱犻狊Ｇｏｅｚｅ ［２６］

洋白蜡卷叶绵蚜 犘狉狅犮犻狆犺犻犾狌狊犳狉犪狓犻狀犻犳狅犾犻犻（Ｒｉｌｅｙ） ［２７］

印度小裂绵蚜 犛犮犺犻狕狅狀犲狌狉犲犾犾犪犻狀犱犻犮犪ＨｉｌｌｅＲｉｓＬａｍｂｅｒｓ ［２８］

无花果蜡蚧 犆犲狉狅狆犾犪狊狋犲狊狉狌狊犮犻（Ｌ．） ［２９］ 是

七角星蜡蚧 犆犲狉狅狆犾犪狊狋犲狊狊狋犲犾犾犻犳犲狉犪（Ｗｅｓｔｗｏｏｄ） ［３０］

新菠萝灰粉蚧 犇狔狊犿犻犮狅犮犮狌狊狀犲狅犫狉犲狏犻狆犲狊（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 ［３１］ 是

南美枝粉蚧 犎狔狆狅犵犲狅犮狅犮犮狌狊狆狌狀犵犲狀狊ＧｒａｎａｒａｄｅＷｉｌｌｉｎｋ ［３２］

木瓜秀粉蚧 犘犪狉犪犮狅犮犮狌狊犿犪狉犵犻狀犪狋狌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ＧｒａｎａｒａｄｅＷｉｌｌｉｎｋ ［３３］

美地绵粉蚧 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犿犪犱犲犻狉犲狀狊犻狊Ｇｒｅｅｎ ［３４］

马缨丹绵粉蚧 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狆犪狉狏狌狊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３５］

扶桑绵粉蚧 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狊狅犾犲狀狅狆狊犻ｓＴｉｎｓｌｅｙ ［３６］ 是

南洋臀纹粉蚧 犘犾犪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犾犻犾犪犮犻狀狌狊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 ［３７ ３８］ 是

大洋臀纹粉蚧 犘犾犪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犿犻狀狅狉（Ｍａｓｋｅｌｌ） ［３７ ３８］ 是

榕树粉蚧 犘狊犲狌犱狅犮狅犮犮狌狊犫犪犾犻狋犲狌狊Ｌｉｔ ［３９］

杰克贝尔氏粉蚧 犘狊犲狌犱狅犮狅犮犮狌狊犼犪犮犽犫犲犪狉犱狊犾犲狔犻Ｇｉｍｐｅｌ＆Ｍｉｌｌｅｒ ［４０］

石蒜绵粉蚧 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狊狅犾犪狀犻Ｆｅｒｒｉｓ ［４１］

菲律宾粉蚧 犘狊犲狌犱狅犮狅犮犮狌狊狆犺犻犾犻狆狆犻狀犻犮狌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４２］

高桥平粉蚧 犅犪犾犪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狋犪犽犪犺犪狊犺犻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４３］

悬铃木方翅网蝽 犆狅狉狔狋犺狌犮犺犪犮犻犾犻犪狋犪（Ｓａｙ） ［４４］

菊方翅网蝽 犆狅狉狔狋犺狌犮犺犪犿犪狉犿狅狉犪狋犪（Ｕｈｌｅｒ） ［４５］

玫瑰犁瘿蜂 犇犻狆犾狅犾犲狆犻狊狉狅狊犪犲（Ｌ．） ［４６］

桉树枝瘿姬小蜂 犔犲狆狋狅犮狔犫犲犻狀狏犪狊犪Ｆｉｓｈｅｒ＆ＬａＳａｌｌｅ ［４７］

刺桐姬小蜂 犙狌犪犱狉犪狊狋犻犮犺狌狊犲狉狔狋犺狉犻狀犪犲Ｋｉｍ ［４８］ 是

红火蚁 犛狅犾犲狀狅狆狊犻狊犻狀狏犻犮狋犪Ｂｕｒｅｎ ［４９］ 是

松树蜂 犛犻狉犲狓狀狅犮狋犻犾犻狅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５０］ 是

早熟禾拟茎草螟 犘犪狉犪狆犲犱犻犪狊犻犪狋犲狋犲狉狉犲犾犾犪（Ｚｉｎｃｋｅｎ） ［５１］

椰子木蛾 犗狆犻狊犻狀犪犪狉犲狀狅狊犲犾犾犪Ｗａｌｋｅｒ ［５２ ５３］

美洲棘蓟马 犈犮犺犻狀狅狋犺狉犻狆狊犪犿犲狉犻犮犪狀狌狊Ｍｏｒｇａｎ ［５４］

首花蓟马 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犮犲狆犺犪犾犻犮犪（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５５］

西花蓟马 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犻犲犾犾犪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犻狊（Ｐｅｒｇａｎｄｅ） ［５６］

钳端简管蓟马 犎犪狆犾狅狋犺狉犻狆狊（犜狉狔犫狅犿犻犲犾犾犪）犪狉狋犻犮狌犾狅狊狌狊（Ｂａｇｎａｌｌ） ［５７］

螨类 具沟掌瘿螨 犆犺犲犻狉犪犮狌狊狊狌犾犮犪狋狌狊Ｋｅｉｆｅｒ ［５８］

Ｍｉｔｅ 木薯单爪螨ｔａｎａｊｏａ种 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狋犪狀犪犼狅犪（Ｂｏｎｄａｒ） ［５９］

木薯单爪螨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ｉ种 犕狅狀狅狀狔犮犺犲犾犾狌狊犿犮犵狉犲犵狅狉犻Ｆｌｅｃｈｔｍａｎｎ＆Ｂａｋｅｒ ［６０］

如今细须螨 犜犲狀狌犻狆犪犾狆狌狊犺狅狉狀狅狋犻狀狌狊Ｃｈａｕｄｈｒｉ ［６１］

真菌 向日葵白锈病菌 犃犾犫狌犵狅狋狉犪犵狅狆狅犵狅狀犻狊（Ｐｅｒｓｏｏｎ）Ｓｈｒｏｅｔｅｒ ［６２］ 是

Ｆｕｎｇｕｓ 美澳型核果褐腐病菌 犕狅狀犻犾犻狀犻犪犳狉狌犮狋犻犮狅犾犪（Ｗｉｎｔｅｒ）Ｈｏｎｅｙ ［６３］ 是

花生黑腐病菌 犆狔犾犻狀犱狉狅犮犾犪犱犻狌犿狆犪狉犪狊犻狋犻犮狌犿Ｃｒｏｕｓ，Ｗ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Ａｌｆｅｎａｓ ［６４］ 是

花生新赤壳菌基腐病 犖犲狅犮狅狊犿狅狊狆狅狉犪狏犪狊犻狀犳犲犮狋犪Ｅ．Ｆ．Ｓｍｉｔｈ ［６５ ６６］

向日葵黑茎病菌 犔犲狆狋狅狊狆犺犪犲狉犻犪犾犻狀犱狇狌犻狊狋犻犻Ｆｒｅｚｚｉ ［６７］ 是

细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玉米细菌性条斑病

犃犮犻犱狅狏狅狉犪狓犪狏犲狀犪犲ｓｕｂｓｐ．犪狏犲狀犪犲（Ｍａｎｎｓ）Ｗｉｌｌｅｍｓ，

Ｇｏｏｒ，Ｔｈｉｅｌｅｍａｎｓ，Ｇｉｌｌｉｓ，Ｋｅｒｓｔｅｒｓ＆ＤｅＬｅｙ
［６８］

木薯细菌性枯萎病菌
犡犪狀狋犺狅犿狅狀犪狊犪狓狅狀狅狆狅犱犻狊ｐｖ．犿犪狀犻犺狅狋犻狊
（Ｂｏｎｄａｒ）Ｖａｕｔｅｒｉｎ，Ｈｏｓｔｅ，Ｋｅｒｓｔｅｒｓ＆Ｓｗｉｎｇｓ

［６９］ 是

红掌细菌性疫病菌
犡犪狀狋犺狅犿狅狀犪狊犮犪犿狆犲狊狋狉犻狊ｐｖ．犱犻犲犳犳犲狀犫犪犮犺犻犪犲（ＭｃＣｌｌｏｃｈ

＆Ｐｉｒｏｎｅ）Ｖａｕｔｅｒｉｎ，Ｈｏｓｔｅ，Ｋｅｒｓｔｅｒｓ＆Ｓｗｉｎｇｓ
［７０］

线虫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

甜菜孢囊线虫 犎犲狋犲狉狅犱犲狉犪狊犮犺犪犮犺狋犻犻Ｓｃｈｍｉｄｔ ［７１］ 是

西班牙根结线虫 犕犲犾狅犻犱狅犵狔狀犲犺犻狊狆犪狀犻犮犪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ｎ ［７２］ 是

病毒 凤仙花坏死斑病毒 犐犿狆犪狋犻犲狀狊狀犲犮狉狅狋犻犮狊狆狅狋狏犻狉狌狊（ＩＮＳＶ） ［７３］

Ｖｉｒｕｓ 香蕉条斑病毒 犅犪狀犪狀犪狊狋狉犲犪犽狏犻狉狌狊（ＢＳＶ） ［７４］

番茄褪绿病毒 犜狅犿犪狋狅犮犺犾狅狉狅狊犻狊狏犻狉狌狊（ＴｏＣＶ） ［７５ ７６］

木尔坦棉花曲叶病毒 犆狅狋狋狅狀犾犲犪犳犮狌狉犾犕狌犾狋犪狀狏犻狉狌狊（ＣＬＣｕＭｕＶ） ［７７］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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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犜犪犫犾犲５（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拉丁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ｎａｍｅ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是否是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Ｉｓｉｔａ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ｐｌａｎｔｐｅ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甘薯曲叶病毒 犛狑犲犲狋狆狅狋犪狋狅犾犲犪犳犮狌狉犾狏犻狉狌狊（ＳＰＬＣＶ） ［７８］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 犜狅犿犪狋狅狔犲犾犾狅狑犾犲犪犳犮狌狉犾狏犻狉狌狊（ＴＹＬＣＶ） ［７９］

南方菜豆花叶病毒 犛狅狌狋犺犲狉狀犫犲犪狀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ＳＢＭＶ） ［８０］ 是

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 犆狌犮狌犿犫犲狉犵狉犲犲狀犿狅狋狋犾犲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ＣＧＭＭＶ） ［８１］ 是

烟草轻型绿花叶病毒 犜狅犫犪犮犮狅犿犻犾犱犵狉犲犲狀犿狅狊犪犻犮狏犻狉狌狊（ＴＭＧＭＶ） ［８２］

植物 蓝花野茼蒿 犆狉犪狊狊狅犮犲狆犺犪犾狌犿狉狌犫犲狀狊（ＪｕｓｓｉｅｕｅｘＪａｃｑｕｉｎ）Ｓ．Ｍｏｏｒｅ ［８３］

Ｐｌａｎｔ 黄顶菊 犉犾犪狏犲狉犻犪犫犻犱犲狀狋犻狊（Ｌ．）Ｋｕｎｔｚｅ． ［８４］ 是

裸冠菊
犌狔犿狀狅犮狅狉狅狀犻狊狊狆犻犾犪狀狋犺狅犻犱犲狊（Ｄ．ＤｏｎｅｘＨｏｏｋｅｒ＆

Ａｒｎｏｔｔ）ｄｅ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８５］

印加孔雀草 犜犪犵犲狋犲狊犿犻狀狌狋犪Ｌ． ［８６］

刺果瓜 犛犻犮狔狅狊犪狀犵狌犾犪狋狌狊Ｌ． ［８７］

硬毛巴豆 犆狉狅狋狅狀犺犻狉狋狌狊Ｌ’Ｈéｒｉｔｉｅｒ ［８８］

宽叶酢浆草 犗狓犪犾犻狊犾犪狋犻犳狅犾犻犪Ｋｕｎｔｈ． ［８９］ 是

黑高粱 犛狅狉犵犺狌犿犪犾犿狌犿Ｐａｒｏｄｉ ［９０］ 是

长叶水苋菜 犃犿犿犪狀狀犻犪犮狅犮犮犻狀犲犪Ｒｏｔｔｂ． ［９１］

四季秋海棠 犅犲犵狅狀犻犪犮狌犮狌犾犾犪狋犪Ｗｉｌｌｄ． ［９２］

椴叶鼠尾草 犛犪犾狏犻犪狋犻犾犻犻犳狅犾犻犪Ｖａｈｌ ［９３］

北美刺龙葵 犛狅犾犪狀狌犿犮犪狉狅犾犻狀犲狀狊犲Ｌ． ［９４］ 是

银毛龙葵 犛狅犾犪狀狌犿犲犾犪犮犪犵狀犻犳狅犾犻狌犿Ｃａｖ． ［９５］ 是

南假马鞭 犛狋犪犮犺狔狋犪狉狆犺犲狋犪犮犪狔犲狀狀犲狀狊犻狊Ｍｏｌｄｅｎｋｅ ［９６］

两栖菜 犚狅狉犻狆狆犪犪犿狆犺犻犫犻犪（Ｌ．）Ｂｅｓｓｅｒ ［９７］

６　讨论

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是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快

速增长阶段，２０世纪后期以来是危险性入侵物种增

长期［２］。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的我国农林生态系统新入

侵物种大多数也都属于危险性外来入侵物种。新入

侵物种时间动态变化曲线表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新入

侵物种数量偏少。我们在查阅文献资料过程中发

现，新发外来入侵物种从标本采集、物种鉴定到文章

正式发表通常历经３～５年，这可能是造成近３～５

年新入侵物种数量偏少的原因。

从物种来源来看，来源于亚洲的新发外来入侵

物种比例较之前有所提高［２］。随着我国“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十国

和中亚五国）的农林产品贸易将进一步扩大，这些国

家的植物有害生物传入我国概率大大增加。１９９８－

２０１７年，新疆新发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占该地区原有

的外来入侵物种总数的比例最高。鉴于近年来我国

外来入侵物种新疫情不断突发的特点，建议在我国

重要口岸和边境地区（尤其是新疆）进一步加强对潜

在外来入侵物种进行预防性监测，以便及时发现新

入侵的外来物种，有利于外来入侵物种管理部门积

极做好应急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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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杜宗广，王心丽．警惕葡萄上的一种新害虫———多毛小长蠹

［Ｊ］．植物检疫，２０１６，３０（２）：７４ ７６．

［４］　覃新导，张生芳，张辉波，等．中国南部新发现的入侵害虫———

银合欢豆象［Ｊ］．热带作物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３）：１０１ １０３．

［５］　钟义海，刘奎，彭正强，等．椰心叶甲———一种新的高危害虫

［Ｊ］．热带农业科学，２００３，２３（４）：６７ ７２．

［６］　虞国跃，马光昌，金涛，等．我国新发现一种重要外来入侵害

虫———海枣异胸潜甲犑犪狏犲狋犪狆犪犾犾犻犱犪Ｂａｌｙ［Ｊ］．应用昆虫学报，

２０１８，５５（１）：１３８ １４１．

［７］　孙江华，虞佩玉，张彦周，等．海南省新发现的林业外来入侵害

虫———水椰八角铁甲［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３，４０（３）：２８６ ２８７．

［８］　宋玉双，杨安龙，何嫩江．森林有害生物红脂大小蠹的危险性分

析［Ｊ］．森林病虫通讯，２０００（６）：３４ ３７．

［９］　吴跃开，余金勇，李晓虹，等．园林植物新害虫———女贞粗腿象

甲［Ｊ］．昆虫知识，２０１０，４７（４）：８０６ ８０８．

［１０］王果红，陈镜华，韩日畴．褐纹甘蔗象生物学特性及其防治研究

进展［Ｊ］．昆虫天敌，２００５，２７（３）：１２７ １３３．

［１１］张润志，任立，曾玲．警惕外来危险害虫褐纹甘蔗象入侵［Ｊ］．昆

虫知识，２００２，３９（６）：４７１ ４７２．

［１２］张润志，任立，孙江华，等．椰子大害虫———锈色棕榈象及其近

缘种的鉴别（鞘翅目：象虫科）［Ｊ］．中国森林病虫，２００３，２２（２）：

３ ６．

［１３］汪兴鉴，黄顶成，李红梅，等．三叶草斑潜蝇的入侵、鉴定及在中

国适生区分析［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６，４３（４）：５４０ ５４５．

［１４］周慧，林明光，陈施明，等．兰花新入侵害虫康瘿蚊的形态特征、

分布危害及防控［Ｊ］．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３）：４１０ ４１４．

［１５］焦继鹏，武海卫，任利利，等．入侵种松针鞘瘿蚊在山东省黄岛区

的发现与初步研究［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７，５４（６）：９１５ ９２３．

［１６］杨忠岐，乔秀荣，卜文俊，等．我国新发现一种重要外来入侵害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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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刺槐叶瘿蚊［Ｊ］．昆虫学报，２００６，４９（６）：１０５０ １０５３．

［１７］张润志，汪兴鉴，阿地力·沙塔尔．检疫性害虫枣实蝇的鉴定与

入侵威胁［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７，４４（６）：９２８ ９３０．

［１８］阿地力·沙塔尔，何善勇，田呈明，等．枣实蝇在吐鲁番地区的

发生及蛹的分布规律［Ｊ］．植物检疫，２００８，２２（５）：２９５ ２９７．

［１９］ＹＵＨｕｉ，ＢＡＩＹｏｎｇｈｕａ，ＤＥＮＧＹｕ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Ｎｏｔｅｓｏｎｓｐｅ

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ｇｅｎｕｓ犣犲狌犵狅犱犪犮狌狊（Ｄｉｐｔｅｒａ：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ｆｒｏｍ

Ｙｕｎｎａｎ，ｗｉｔｈ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ｗｌｙ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ｔｏｍｏ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ａ，２０１１，３３（４）：２７９ ２８５．

［２０］虞国跃，张国良，彭正强，等．螺旋粉虱入侵我国海南［Ｊ］．昆虫

知识，２００７，４４（３）：４２８ ４３１．

［２１］张桂芬，冼晓青，张金良，等．甘蓝粉虱入侵中国大陆［Ｊ］．生物

安全学报，２０１４，２３（１）：６６ ７０．

［２２］虞国跃，彭正强，温海波，等．外来种小巢粉虱犘犪狉犪犾犲狔狉狅犱犲狊犿犻狀犲犻

的识别及寄主植物［Ｊ］．环境昆虫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３）：４５５ ４５８．

［２３］虞国跃，符悦冠，贤振华．海南、广西发现外来双钩巢粉虱［Ｊ］．

环境昆虫学报，２０１０，３２（２）：２７５ ２７９．

［２４］冼晓青，宋文进，万方浩，等．警惕新入侵昆虫腀粉虱［犛犻狆犺狅狀犻

狀狌狊狆犺犻犾犾狔狉犲犪犲（Ｈａｌｉｄａｙ）］在中国大陆扩散［Ｊ］．植物保护，

２０１５，４１（６）：３３ ３７．

［２５］虞国跃，周达康，王合．我国新发现一种外来蚜虫———刺槐附

毛斑蚜犃狆狆犲狀犱犻狊犲狋犪狉狅犫犻狀犻犪犲［Ｊ］．生物安全学报，２０１８，２７（１）：

６９ ７２．

［２６］邢海超，吕昭智，赵莉，等．警惕核桃全斑蚜的潜在危害风险

［Ｊ］．环境昆虫学报，２０１８，４０（４）：７６９ ７７４．

［２７］虞国跃，王合，王长月，等．中国新外来害虫———洋白蜡卷叶绵

蚜［Ｊ］．昆虫学报，２０１５，５８（４）：４６７ ４７０．

［２８］赵雪晴，谌爱东，李迅东，等．苹果新害虫———印度小裂绵蚜的

发生与为害［Ｊ］．植物保护，２０１２，３８（４）：１８１ １８４．

［２９］李海斌，武三安．外来入侵新害虫———无花果蜡蚧［Ｊ］．应用昆

虫学报，２０１３，５０（５）：１２９５ １３００．

［３０］邓軻，李海斌，王戌勃，等．我国大陆一新入侵种：七角星蜡蚧（半

翅目：蚧总科：蚧科）［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４，５１（１）：２７８ ２８２．

［３１］覃振强，吴建辉，任顺祥，等．外来入侵害虫新菠萝灰粉蚧在中

国的风险性分析［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３（３）：６２６ ６３１．

［３２］武三安，齐晓丰．园林新害虫———南美枝粉蚧［Ｊ］．植物检疫，

２００６，２０（６）：３５５．

［３３］张江涛，武三安．中国大陆一新入侵种———木瓜秀粉蚧［Ｊ］．环

境昆虫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２）：４４１ ４４７．

［３４］武三安，南楠，吕渊．中国大陆一新入侵种———美地绵粉蚧［Ｊ］．

昆虫分类学报，２０１０，３２（Ｓ１）：８ １２．

［３５］王戌勃，武三安．中国大陆一种新害虫：马缨丹绵粉蚧［Ｊ］．应用

昆虫学报，２０１４，５１（４）：１０９８ １１０３．

［３６］武三安，张润志．威胁棉花生产的外来入侵新害虫———扶桑绵

粉蚧［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９，４６（１）：１５９ １６２．

［３７］何衍彪，万宣伍，詹儒林，等．基于ＤＮＡ序列的１２种粉蚧亲缘

关系分析［Ｊ］．热带作物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２３２４ ２３３０．

［３８］王玉生．我国常见粉蚧类害虫双基因条形码鉴定技术研究

［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２０１６．

［３９］何衍彪，詹儒林，李伟才，等．我国荔枝上的一种新害虫［Ｊ］．环

境昆虫学报，２０１１，３３（１）：１２６ １２７．

［４０］ＷＡＮＧＹＳ，ＺＨＯＵＰ，ＨＵＴ，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ａ

ｓｉｖｅｐｅｓｔ犘狊犲狌犱狅犮狅犮犮狌狊犼犪犮犽犫犲犪狉犱狊犾犲狔犻（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

ｃｉｄａｅ）ｏ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ｔｓｒａｐｉ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ＣＲ ［Ｊ／Ｏ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ｎｔｏ

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ｊｅｅ／ｔｏｙ２２３．

［４１］王珊珊，武三安．中国大陆新纪录种：石蒜绵粉蚧（犘犺犲狀犪犮狅犮犮狌狊

狊狅犾犪狀犻Ｆｅｒｒｉｓ）［Ｊ］．植物检疫，２００９，２３（４）：３５ ３７．

［４２］王珊珊，武三安．中国粉蚧属一新纪录种（半翅目，蚧总科，粉蚧

科）［Ｊ］．动物分类学报，２０１０，３５（１）：２４０ ２４６．

［４３］夏向向，武三安．中国粉蚧科一新纪录种（半翅目，蚧总科，粉蚧

科）［Ｊ］．动物分类学报，２０１２，３７（２）：４３６ ４３９．

［４４］李传仁，夏文胜，王福莲．悬铃木方翅网蝽在中国的首次发现

［Ｊ］．动物分类学报，２００７，３２（４）：９４４ ９４６．

［４５］党凯，高磊，朱瑾．菊方翅网蝽在中国首次记述（半翅目，网蝽

科）［Ｊ］．动物分类学报，２０１２，３７（４）：８９４ ８９８．

［４６］郭瑞，吴步梅，张文利，等．外来致瘿害虫———玫瑰犁瘿蜂在中

国首次发现［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３，５０（２）：５００ ５０４．

［４７］唐超，王小君，万方浩，等．桉树枝瘿姬小蜂入侵海南省［Ｊ］．昆

虫知识，２００８，４５（６）：９６７ ９７１．

［４８］余道坚，陈志，焦懿，等．新入侵害虫———刺桐姬小蜂［Ｊ］．植

物检疫，２００５，１９（６）：３１ ３３，６８．

［４９］曾玲，陆永跃，何晓芳，等．入侵中国大陆的红火蚁的鉴定及发

生为害调查［Ｊ］．昆虫知识，２００５，４２（２）：１４４ １４８．

［５０］李大鹏，石娟，骆有庆．松树蜂与其共生真菌的互利共生关系

［Ｊ］．昆虫学报，２０１５，５８（９）：１０１９ １０２９．

［５１］高磊，鞠瑞亭，丁俊杰，等．上海地区新入侵草坪害虫早熟禾拟

茎草螟的鉴定及危害［Ｊ］．昆虫学报，２０１３，５６（９）：１０２０ １０２５．

［５２］李后魂，尹艾荟，蔡波，等．重要入侵害虫———椰子木蛾的分类

地位和形态特征研究（鳞翅目，木蛾科）［Ｊ］．应用昆虫学报，

２０１４，５１（１）：２８３ ２９１．

［５３］阎伟，吕宝乾，李洪，等．椰子织蛾传入中国及其海南省的风险

性分析［Ｊ］．生物安全学报，２０１３，２２（３）：１６３ １６８．

［５４］魏书军，马吉德，石宝才，等．我国新入侵外来害虫美洲棘蓟马

的外部形态和分子鉴定［Ｊ］．昆虫学报，２０１０，５３（６）：７１５ ７２０．

［５５］童晓立，吕要斌．中国大陆新发现一种外来入侵物种———首花

蓟马［Ｊ］．应用昆虫学报，２０１３，５０（２）：４９６ ４９９．

［５６］张友军，吴青君，徐宝云，等．危险性外来入侵生物———西花蓟

马在北京发生危害［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３，２９（４）：５８ ５９．

［５７］ＳＯＮＧＴａｏ，ＭＡＪＩＤＭＢ，Ｔ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ｅｗｌｙ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ｓｐｅ

ｃｉｅｓｏｆｓｕｂｇｅｎｕｓ犜狉狔犫狅犿犻犲犾犾犪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ｕｓ犎犪狆犾狅狋犺狉犻狆狊（Ｔｈｙｓ

ａｎｏｐｔｅｒａ，Ｐｈｌａｅ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Ｚｏｏ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８（１）：１９６ １９９．

［５８］洪晓月，薛晓峰，周益军，等．广东省新发现一种危害水稻的入

侵性瘿螨［Ｊ］．昆虫学报，２００５，４８（２）：２７９ ２８４．

［５９］陈青，卢芙萍，黄贵修，等．木薯害虫普查及其安全性评估［Ｊ］．

热带作物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５）：８１９ ８２７．

［６０］卢芙萍．重要外来入侵害螨———木薯单爪螨的高温适应性研究

［Ｄ］．海口：海南大学，２０１２．

［６１］阿布都克尤木·卡德尔，林坚贞，张艳璇，等．新疆石榴树害

螨：如今细须螨———中国新纪录［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５２（２）：

２７５ ２７７．

［６２］陈卫民．我国向日葵白锈病发生概况及研究进展［Ｊ］．植物检

疫，２０１３，２７（６）：１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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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ＺＨＵＸＱ，ＣＨＥＮＸＹ，ＬＵＯＹ，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犕狅狀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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