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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茎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和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ｏｄｏｒａｔａ）是我国西南危害严重的两种外来入
侵物种。笔者在云南省盈江县发现了一种昆虫———昆明旌蚧 （Ｏｒｔｈｅｚｉａｑｕａｄｒｕａ），可以感染这两种外来入侵植
物，并使其生活力下降直至死亡。该虫主要聚集于茎结处危害，吸食植株的汁液。这种昆虫的发现，表明在

紫茎泽兰和飞机草的生境拓展过程中，本地昆虫已经与之建立起相应的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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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茎泽兰 （Ａｇｅｒａｔｉｎａ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和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ｏｄｏｒａｔａ）是我国危害比较严重的两
种外来入侵植物；在国家环保局和中国科学院于

２００３年公布的首批入侵中国的１６种外来物种黑

名单中，分列第一位和第七位。其均原产于美洲，

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传入我国［１－２］。紫茎泽兰

目前在我国分布的地区有云南、四川、广西、贵

州、西藏、台湾、湖北、重庆［３］；飞机草则已侵



入台湾、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云南、

贵州等地［４］，其分布的区域明显是比紫茎泽兰较

为偏南或偏热的生境。

紫茎泽兰和飞机草快速蔓延的态势已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开展了许多相关的

研究工作［２，５－１５］，但至今仍没找到一种彻底有效

的方法。尽管如此，生物学家们依然在不懈地寻

找它们的自然天敌，以期能在生物互相制约的道

路上找到最佳的控制方法。

２００７年，笔者在对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进
行考察时，意外发现紫茎泽兰和飞机草被一种白色

的虫子侵染，并且植株出现局部乃至全部枯死的现

象。本地天敌昆虫的发现，无疑对控制这两种外来

物种具有更积极的意义。经鉴定，这种昆虫为同翅

目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目前国外一些新的分类系统也把
它归为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１６］）、蚧 总科 （Ｃｏｃ
ｃｏｉｄｅａ）、旌蚧科 （Ｏｒｔｈｅｚｉｉｄａｅ）、旌蚧属 （Ｏｒｔｈｅ
ｚｉａ）、昆明旌蚧 （ＯｒｔｈｅｚｉａｑｕａｄｒｕａＦｅｒｒｉｓ）。

１　昆明旌蚧对茎泽兰和飞机草的危害状况

２００７年４月，在对云南盈江铜壁关自然保护区
进行野外考察的过程中，在盈江至铜壁关途中发现

了昆明旌蚧 （Ｎ２４°３５′１２４５″，Ｅ９７°４１′５４０２″，海拔
１３７１ｍ）。野外观察到的危害状况为：紫茎泽兰和飞
机草的植株被侵害的已经很严重，全株变成褐色，

呈枯萎状 （图１，２）。该虫主要密集在植株茎部，
且多聚集于节结处，吸食植株的汁液。经统计，两

种植物感染率均约为２５％ （感染植株约２０棵／每
种），感染程度不一。附近未观察到其它植物受害。

该虫主要在公路两侧发现，比较湿润，植被是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ｈｙｓｔｒｉｘ）和短刺栲 （Ｃ．ｅｃｈｉｄｎｏｃａｒｐａ）为
主的季风常绿阔叶林，伴生植物有截果柯 （Ｌｉｔｈｏ
ｃａｒｐｕｓ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等，但
沟谷间以野芭蕉 （Ｍｕｓａｓｐ．）群落为主。

２　昆明旌蚧室内饲养情况

将野外采集的活体虫转移到生长健壮的盆栽

紫茎泽兰上，并用纱网将紫茎泽兰的植株全部罩

住，防止虫子转移到其它地方。经过近一年时间

的饲养，该虫能够成活、越冬，并能正常的繁殖

后代 （图３），繁殖代数约为２～３代。成虫长度
约２～３ｍｍ，宽约１ｍｍ。

３　讨论

天敌逃逸假说是传统生防的理论基础，并且是

解释外来生物入侵的一个重要机制［１７］。该假说的主

要内容是外来物种能够成功入侵到新的生境，是由

于脱离了原产地协同进化的自然天敌的控制作用，

形成了竞争释放，从而导致外来种分布范围的扩大

和多度的增加［１７］。虽然该假说存在争议［１５，１７－１８］，但

是有关研究直接或间接证明了天敌逃逸至少是紫茎

泽兰和飞机草成功入侵的原因之一［４，１２，１４，１９］。

迄今为止，我国唯一引入的紫茎泽兰的天敌

昆虫是泽兰实蝇。但就野外观察发现，这种天敌

对于控制紫茎泽兰的效果并不理想［７］。李爱芳

等［２０］研究发现，泽兰实蝇对紫茎泽兰的生长和生

殖并无明显的抑制作用。２０１０年，ＮＩＵ等［２１］报道

了紫茎泽兰一种本地的天敌昆虫———东方行军蚁

（Ｄｏｒｙｌ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该虫主要在根茎处危害，可
导致植株死亡；在试验地中发现 Ａｃｒｙｄｉｕｍｊａｐｏ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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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ｍＢｏｌｉｖａｒ，ＣａｌｌｉｍｏｒｐｈａａｌｂｉｐｕｎｃｔａＷｉｌｅｍａｎ等本
地昆虫也能取食紫茎泽兰 （这种现象并未在野外

发现，可能是由于附近苗圃里喷洒了农药）。目

前国内尚未有飞机草天敌昆虫投放野外的相关报

道。张黎华等［１４］认为飞机草的防治应继续在原产

地寻找和开发对其具有较强寄生或取食的天敌以

及其他节肢动物，而其防治的重点在于寻找能够

破坏其叶、茎或根的昆虫。

昆明旌蚧正是能够破坏紫茎泽兰和飞机草茎、

叶的一种本地昆虫，其主要在茎节处危害，吸食植

株的汁液，导致植株枯萎、死亡。ＮＩＵ等［２１］指出

逐渐增多的本地天敌，可能会减弱紫茎泽兰的竞争

力。我们的发现及ＮＩＵ等［２１］的研究表明在紫茎泽

兰和飞机草的生境拓展过程中，本地昆虫已经与之

建立起相应的生态关系。越来越多本地天敌的发

现，给防治这两种外来入侵植物带来了新的希望，

为控制这两种恶性杂草增加了新的选择机会。

昆明旌蚧 （Ｏ．ｑｕａｄｒｕａ）是ＦＥＲＲＩＳ于１９５０年
根据采自云南昆明的标本建立的，并且ＦＥＲＲＩＳ指出
其寄主为豚草属的一种Ａｍｂｒｏｓｉａｓｐ．［２２］。然而，根据
野外调查及文献资料记载［２３］，昆明至今未有豚草属

分布的记录。故Ａｍｂｒｏｓｉａｓｐ．是否为昆明旌蚧的寄
主之一，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另外，有文献报道，

蒿属的种类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ｐ．也为其寄主之一［２４］。

昆明旌蚧能否用于这两种外来入侵植物的生

物防治，还有待于对其生物特性、取食特征、繁

殖能力及野外建群和种群动态进行深入的研究。

目前，给予相应的报道，希望昆虫学家和生态学

家一起介入，力争找到真正可以控制紫茎泽兰和

飞机草的途径。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杨大

荣研究员在昆虫鉴定方面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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