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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入侵害虫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四川的

危害及风险评估

杨　惠，张诺妮，何恒果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悬铃木方翅网蝽（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ａ）是一种林业危险性入侵害虫，主要危害悬铃木属植物。近年来，悬铃木
方翅网蝽在四川地区悬铃木属植物上的危害状况呈逐年上升趋势。为了有效防治该害虫，作者于２０１８年６月至
２０１９年５月对四川境内成都市、南充市、广安市、泸州市、宜宾市等各地的悬铃木方翅网蝽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通
过有害生物危险性分析方法，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风险分析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得出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风

险值Ｒ＝１．６０，表明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四川省属于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
关键词：悬铃木方翅网蝽；四川；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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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铃木方翅网蝽（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ａ）属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网 蝽 科 （Ｔｉｎｇｉｄａｅ）方 翅 网 蝽 属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主要危害悬铃木属植物（Ｐｌａｎｔａｎｕｓ
ｓｐｐ．）［１］，也可以危害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白蜡木（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ｓｐｐ．）、山核桃属植物（Ｃａｒｙａ）、红
叶李（Ｐｒｕｎｕｓ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红花槭（Ａｃｅｒｒｕｂｒｕｍ）［２～３］。

现已传入我国上海、湖南、浙江、陕西、江苏、北京等

地［４～９］，成虫和若虫以刺吸寄主树木叶片汁液为害，

受害叶片正面形成许多密集的白色斑点，叶背面出

现锈色斑，影响光合作用，致使叶片发黄、脱落，严重

危害树木生长［１０］。目前，关于悬铃木方翅网蝽的生

物学特性、综合防治、危害评估等方面已有一些相关



报道。其中，鞠瑞亭［１１］、肖娱玉［１２］、朱兵［１３］等对浦

东地区的悬铃木方翅网蝽进行过寄主范围确定、生

活史和危害情况调查；夏文胜［１４］对湖北地区悬铃木

方翅网蝽的生物学特性做了详细分析；朱云峰［６］通

过悬铃木方翅网蝽风险性定性和定量分析，分析得

出浙江地区该虫危害性及风险管理措施；张勇等［１５］

对悬铃木方翅网蝽在贵州贵阳市的危害分析及风险

评估。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四川

地区的危害和风险评估还未见详细的报道。近年

来，四川地区多地的悬铃木属植物发生该虫害，鉴于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扩散与危害态势，本文对悬铃木

方翅网蝽在四川地区的危害及风险评估进行了分

析，以期为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四川的有效防治提供

理论指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发生规律与习性观察
于２０１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９年５月，在南充市同德

路，选取被悬铃木方翅网蝽危害的悬铃木２０株作为
定点观测株。自叶片茂盛之日起，逐月调查取样

（每１０天１次），详细观测该虫的发生与发育情况。
１．２　为害与虫情指数调查

于２０１８年６月至８月是悬铃木方翅网蝽发生
高峰期，对南充市主要道路（如果城路、延安路、西

藏路、龙吟路）、广安市主要道路（如丝绸路、园田

路、滨河西路、体育路）、成都市道路和公园（如蜀龙

大道北段、天府广场、人民公园、桂湖）、泸州市主要

道路（江阳南路、江阳中路、江阳区一环路）悬铃木

方翅网蝽危害情况进行集中调查，每条道路调查悬

铃木植株２０株左右。
实验调查过程中以目测法评估危害程度，危害

等级参照《上海市绿化植物保护技术规程》中关于

行道树刺吸性害虫的为害分级指标以及有关研究并

结合当地害虫实际危害情况，并进行了重新定义与

赋值，将危害程度划分为４级：０级———被危害枝条
率为 ０；１级———被危害枝条率 １０％ ～３０％；２
级———被危害枝条率３０％ ～６０％；３级———被危害
枝条率６０％以上。依据虫级划分统计结果，按下列
公式计算悬铃木方翅网蝽的虫情指数［１２］。

虫情指数 ＝∑（被害等级 ×该等级的株数）
调查总株数 ×最高分级数（３）

　　　 ×高分级数 （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危害症状
根据实验观测结果表明，悬铃木方翅网蝽危害

悬铃木属植物以成虫和若虫群聚于寄主叶片背面吸

食汁液为主，导致寄主植物受害叶正面形成黄白色

褪色斑点，叶片背面多布满该虫的粪便排泄物及其

分泌物。综上，该虫在悬铃木属植物上寄生繁衍会

影响悬铃木植株的光合作用，阻碍植物正常生长发

育生理活动的进行，同时还降低了悬铃木植株的观

赏性、绿化性和净化环境的效益（见图１）。

图１　悬铃木方翅网蝽危害悬铃木的症状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ｏｆ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ｅｉｎｆｅｓｔｉｎｇ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２．２　主要识别特征
悬铃木方翅网蝽若虫共５龄，形态与成虫相似，

但无翅（见图２）。
１龄若虫：虫体最小，通体无明显刺突。
２龄若虫：中胸部位有不明显的刺突。
３龄若虫：前翅翅芽开始出现，中胸部位盾片形

成两个明显刺突。

４龄若虫：前翅翅芽延伸至第一腹部前沿，前胸
部位背板具有两个明显刺突。

５龄若虫：此时期的若虫形态与成虫相似，头部
具刺突５枚，触角下刺突２枚，前胸背板出现头兜和
中纵脊，头部、触角、头兜前缘与后缘、刺突、中胸部

位小盾片、腹部两侧刺突明显。

成虫：通体外观乳白色，虫体扁平，长翅形，头部

和腹面呈黑褐色。雌虫腹部饱满肥大，呈圆锥形，雄

虫个体略小于雌虫，腹部较瘦长，具有一对爪状抱握

器。成虫盔状头兜发达，且头兜突出部分比侧板略

大。前翅延伸覆盖至虫体腹部末端，且翅前缘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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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若虫形态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ｎｙｍｐｈｓ

呈上卷状外突，具有一个突出的“Ｘ”斑点，翅近为长
方形，腿节不加粗。中纵脊、侧纵脊及前翅上密布小

翅，刺突明显（见图３）。

图３　成虫背面腹面形态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ｄｕｌｔｓｂａｃｋａｎｄｖｅｎｔｅｒ

２．３　生活史
该虫在四川地区１年发生５代，成虫在１０月下

旬至１１月上旬期间开始藏身于树皮下、根基枯枝落
叶下和土壤中等地方越冬。在次年４月份上旬转移
至寄主植物叶片背面进行取食及交配繁衍。在调查

过程中发现，由于该虫对四川地区各市的气候适应

良好，繁殖速度快，产卵量大，导致世代重叠现象严

重。成虫的爆发盛期主要为：５月上旬至６月中旬、
６月上旬至７月中旬、６月下旬至８月中旬、７月中
旬至８月中旬、８月下旬至１０月上旬。另外发现，
少数悬铃木方翅网蝽在１０月上旬开始越冬，但因各
地的环境条件不一，１０月下旬大部分成虫正式越冬
（见表１）。
２．４　虫情为害调查

从表２随机抽取的１２条道路和３个公园的调
查结果看出，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各个调查点均有发

生。不同道路区域及公园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南充

６９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市水郡路（被害比例１００％，虫情指数７３３）、南充
市同德路（被害比例１００％，虫情指数７８３）、广安
市丝绸路（被害比例７０％，虫情指数６１７）、广安市
滨河西路（被害比例７０％，虫情指数５５）等区域绿
化管理较为粗放，悬铃木方翅网蝽为害率和虫情指

数均较为严重；成都市天府广场（被害比例２０％，虫
情指数６７）、成都市蜀龙大道北段（被害比例３０％，
虫情指数１３３）、泸州市江阳区一环路（被害比例
３５％，虫情指数１６７）等区域因树木绿化的养护管理
较为细致，悬铃木方翅网蝽发害较轻（见表２）。

表１ 悬铃木方翅网蝽生活史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ｅ

月份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世代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下

越冬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四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注：●：卵　－：若虫　⊙：危害期害虫　＋：越冬成虫

表２ 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四川省不同区域虫情评价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区域 调查株数 被害株数
被害率
（１００％）

各级虫害数量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虫情指数

南充市

果城路 ２０ ５ ２５ １５ ０ ２ ３ ２１．７
同德路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３ ７ ７８．３
延安路 ２０ １２ ６０ ８ ７ ３ ２ ３１．７
西藏路 ２０ ７ ３５ １３ ０ ０ ７ ３５
水郡路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０ ６ ４ １０ ７３．３
广安市

丝绸路 ２０ １４ ７０ ６ ０ ５ ９ ６１．７
园田路 ２０ ９ ４５ １１ １ ５ ３ ３３．３
滨河西路 ２０ １４ ７０ ６ ２ ５ ７ ５５
体育路 ２０ ８ ４０ １２ ４ ４ ０ ２０
成都市

蜀龙大道北段 ２０ ６ ３０ １４ ４ ２ ０ １３．３
天府广场 ２０ ４ ２０ １６ ４ ０ ０ ６．７
人民公园 ２０ １１ ５５ ９ ５ ３ ３ ３３．３
桂湖 ２０ １５ ７５ ５ ５ ７ ３ ４６．７
泸州市

江阳南路 ２０ ９ ４５ １１ ２ ４ ３ ３１．７
江阳中路 ２０ ８ ４０ １２ ３ ５ ０ ２１．７

江阳区一环路 ２０ ７ ３５ １３ ４ ３ ０ １６．７

３　风险定性评估

３．１　四川省内分布情况（Ｐ１）
该虫原产北美中东部［１］，我国于２００２年首次在

湖南长沙发现该虫［１６］，２００７年３月被国家林业局外
来有害生物管理办公室列为中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

物。目前已经在上海［１７］、江苏［８］、浙江［６］等地发现，

并相继造成危害。２０１８年５月来，通过开展悬铃木
方翅网蝽危害情况专项调查，在四川成都、南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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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等多市区发现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危害。

３．２　传入、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Ｐ２）
悬铃木属植物因其树姿优美、枝叶具有较高的

观赏性而常被引进四川各市区的公园、高校、道路两

旁等地作为观赏绿化树种，外来树种检疫不合格容

易携带悬铃木方翅网蝽，为该虫的传播扩散提供了

便利。同时，卢绍辉等［１８］研究发现１０日龄成虫在
２５℃飞行距离和时间最长；Ｗｕ等［１０］发现悬铃木方

翅网蝽一天能够飞行２７ｍ，且种群可随气流传播扩
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人为的携带也是其传播途径

之一。

朱海燕等［１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 ＡｒｃｖｉｅｗＧＩＳ对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适生范围进行分析，结果得出四

川地区属于该虫的适生范围内。另外，悬铃木方翅

网蝽的最适生长发育温度为１９～３３℃［２０］，在四川

种植悬铃木区域，夏季温度多徘徊在３０℃这一数值
附近。据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其成虫具有较强的耐

热性和抗寒性，在夏季对４１℃以下高温有较好耐受
性［２０］，雌雄成虫的平均过冷却点可达 －１１４９℃和
－５８１℃［２１］。综上，从四川的气候条件、寄主分布

范围以及该虫所具有的抗性来看，悬铃木方翅网蝽

在四川定殖并逐步扩散的可能性较高，由此带来的

危害也较大。

３．３　潜在危害性（Ｐ３）
悬铃木方翅网蝽于２００７年被国家林业局列入

“中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名单”［２２］。１年发生 ５
代，且世代重叠严重，若虫及成虫通过刺吸式口器吸

取寄主植物叶片汁液，致使植物叶面产生黄色细小

斑点，叶背可见锈色斑，影响寄主植物的光合作用及

美观性，严重时叶片枯黄掉落，导致植株死亡。张勇

等［１５］研究发现悬铃木方翅网蝽可携带甘薯长喙壳

菌（Ｃｅｒａｔｏｃｙｓｔｉ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叶枯病菌（Ｇｎｏｍｏｎｉａｐｌａ
ｔａｎｉ）等病原菌。Ｌｅｉｎｉｎｇｅｒ等［２３］发现该虫还可以传

播两种真菌病害，分别为悬铃木溃疡病菌（Ｃｅｒａｔｏ
ｃｙｓｔｉ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ｆ．ｓｐ．ｐｌａｔａｎｉ）和法国梧桐炭疽病菌
（Ｇｎｏｍｏｎｉａｖｅｎｅｔａ），以上病原菌都会加速悬铃木的
衰老和死亡［２０］。悬铃木属植物常作为绿化树种在

四川省各市栽植广泛，一旦遭受虫害，会使植株叶片

脱水失绿，影响其正常的光合作用，降低树木的观赏

性及生态作用。同时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悬铃

木方翅网蝽可吸食人的血液，会威胁人类健康［２４］。

３．４　受害寄主经济重要性（Ｐ４）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主要寄主植物为悬铃木属植

物，包括二球悬铃木（Ｐｌａｔａｎｕｓ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一球悬铃

木（Ｐ．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三球悬铃木（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６］。
悬铃木以其生长速度快、树形优美、遮阴效果好，同

时还具有降噪音、阻挡灰尘、杀菌等特点被作为庭荫

树和行道树，广泛种植在我国很多城市的园林及人

行道中［２５］，其中在四川境内二球悬铃木栽植分布最

为广泛，由此为悬铃木方翅网蝽提供了丰富的生存

场所。

３．５　危害性管理难度（Ｐ５）
悬铃木方翅网蝽的若虫和成虫虫体都较小，且

常沿叶脉聚集，隐藏于寄主植物叶背面吸取植物叶

部汁液。越冬害虫常藏匿于树皮裂口下或者树基周

围掉落的树皮之下，检疫发现的难度较大。另外，悬

铃木方翅网蝽１年发生５代，每代周期约为３０ｄ，雌
虫可产卵约１００～３５０［２６］，世代重叠严重。综上，该
虫的检疫和根除的难度较大。

４　悬铃木方翅网蝽风险定量评估

４．１　定量赋值
根据林业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指标体系［２７～２８］，本

文将从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分析区域内分布情况

（Ｐ１）、传入、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Ｐ２）、潜在危害性
（Ｐ３）、受害寄主经济重要性（Ｐ４）、危险管理难度
（Ｐ５）等方面入手，再结合该省悬铃木方翅网蝽及其
寄主物学习性和生态学习性等建立综合的评价指标

并给予赋分（见表３）。
４．２　Ｒ值的计算与风险程度评定

根据风险指标（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５）、准则层 Ｐｉ
的计算（Ｐ１可根据表内的评分指标赋分得到，Ｐ２采
用连乘关系 Ｐ３，Ｐ５采用累加关系，Ｐ４采用替代关
系）以及Ｒ值的计算公式

Ｒ＝５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槡 ５ （２）
得到以下结果：

Ｐ１＝Ｐ１１＝１
Ｐ２＝＝２．３９
Ｐ３＝０．４Ｐ３１＋０．４Ｐ３２＋０．２Ｐ３３＝１．７０
Ｐ４＝Ｍａｘ（Ｐ４１，Ｐ４２，Ｐ４３）＝２．０５
Ｐ５＝（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３）／３＝１．２７
根据对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定性分析，将上述表

格中的数值代入公式，计算出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四

川省的风险 Ｒ值为１６０。根据林业有害生物风险
等级划分标准，中度危险１５０≤Ｒ＜２００，故悬铃木
方翅网蝽的风险等级为中度危险，是四川省悬铃木

属植物重要的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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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悬铃木方翅网蝽风险分析评判指标赋分表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ｒｉｓ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ｃｉｌｉａｔｅ

目标层 评判指标 赋分区间 评判标准 赋分

有害生物
风险综合
评价值Ｒ

分析区域内分布情况Ｐ１１ ０．０１～１．００ ２０％≤有害生物分布面积占其寄主（包括潜在的寄主）＜５０％ １．００
有害生物被截获的可能Ｐ２１ ２．０１～３．００ 寄主植物、产品调运的可能性和携带有害生物的可能性都很大 ２．０１
运输过程中有害生物存活率Ｐ２２ ２．０１～３．００ 存活率≥４０％ ２．０５
有害生物的适生性Ｐ２３ ２．０１～３．００ 繁殖能力和抗逆性都强 ２．１０
自然扩散能力Ｐ２４ ２．０１～３．００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能力强 ３．００
分析区域内适生范围Ｐ２５ ２．０１～３．００ ≥５０％的地区能够适生 ３．００
潜在经济危害性Ｐ３１ ０．０１～１．００ ５％＞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失≥１％ １．００
非经济方面的潜在危害性Ｐ３２ ２．０１～３．００ 潜在的环境、生态、社会影响大 ２．０１
官方重视程度Ｐ３３ ２．０１～３．００ 曾经被列入我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２．５０
受害寄主种类Ｐ４１ １．０１～２．００ ５－９种 ２．００
受害寄主的分布面积或产量Ｐ４２ １．０１～２．００ 分布面积中等或产量中等 １．０５
受害寄主的特殊经济价值Ｐ４３ ２．０１～３．００ 经济价值高，社会影响大 ２．０５
检疫识别的难度Ｐ５１ ０～１．００ 现场识别非常可靠，简便快速，一般技术人员就可掌握 １．００
除害处理的难度Ｐ５２ ０～１．００ ５０％≤常规方法的除害效率≤１００％ ０．８０
根除的难度Ｐ５３ １．０１～２．００ 介于效果差，成本高，难度大和效果好，成本低，简便易行之间 ２．００

〗

４．３　关键因子敏感度分析
与悬铃木方翅网蝽风险值Ｒ相关度较高的主要

是传入、定殖和扩散的可能性 Ｐ２（自然扩散能力

Ｐ２４、分析区域内适生范围Ｐ２５），潜在危害性Ｐ３（官方
重视程度Ｐ３３）（见图４）。因此，避免悬铃木方翅网
蝽对植株的危害的关键是加强检疫，防止其传入 。

图４　悬铃木方翅网蝽风险值Ｒ与风险指标的相关性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ｉｓｋ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ｃｉｌｉａｔ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ｒｉｓｋ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５　风险管理对策

目前，悬铃木方翅网蝽自传入我国，由于该虫适

应性强、适生范围广泛、繁殖能力强等特点，在我国

多省市呈现出快速扩散的态势。同时四川地区属于

该虫适生区，本次调查便针对悬铃木方翅网蝽危害

较为严重的四川各市区。综上，结合四川不同地区

危害情况以及最新高效防治该虫方法的研究结果，

提出以下管理对策，以供参考。

５．１　严格检疫
加强悬铃木苗木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对带有

疫情的苗木进行除害处理，禁止在各市区用染虫苗

木栽植造景，防止疫情的进一步传播与扩散。本次

实验过程定点调查的南充市同德路染病二球悬铃木

便因从山东调运过程中检疫措施不合格而导致疫情

蔓延至四川南充，由此可见，严格检疫是一项阻止疫

情蔓延的最基本措施，在四川省内的各市区都应落

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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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物理防治
目前在四川各地已经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法包括

在出蛰期浇水冲刷树叶［２９］、刮除树干翘皮，进行树

干涂白、树干束草［３０］等方法。但因以上方法较为耗

时费力，因此不建议在各市区内大范围地进行，但在

不同发害小范围内可使用石灰水进行涂白处理。

５．３　化学防治
因该方法防治效果明显而常用于防治害虫，包

括药液灌根［３０］、树冠喷药［２２］、树干注射［３１］等方法。

作者认为，树冠喷药在市区内进行影响人们健康与

生活，不宜大范围使用和推广，而使用噻虫嗪的１５０
倍或者３００倍药液进行灌根［３２］及２０％烯啶虫胺可
溶粒剂进行树干注射［３３］均可最小影响地进行害虫

防治。特别在本次调查的南充及广安各路段，因养

护情况不佳，４月至８月正值发害严重时期，更应及
时进行药液灌根或者树干注射等防治工作；而成都

市和泸州市内所调查路段养护情况较为精细，可在

每年４月发害初期使用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和
啶虫脒按 １∶９比例复配所得药剂［３４］用以预防。

５．４　生物防治

该虫天敌种类较多，利用蚂蚁（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２２］、
黄褐狡蛛（Ｄｏｌｏｍｅｄｅｓｓｕｌｆｕｒｅｕｓ）［３５］、日本通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ｎｉｐｐｏｎｅｎｓｉｓ）［３６］、广斧螳螂（Ｈｉｅｒｏｄｕｌａ
ｐｅｔ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３７］等捕食性天敌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悬
铃木方翅网蝽种群数量。一些寄生性的病菌，如球

孢白僵菌（Ｂｅａｕｖｅｒｉａｂａｓｓｉａｎａ）［３８］、蜡蚧轮枝菌（Ｌｅ
ｃａ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ｌｅｃａｎｉｉ）［３８］、粉拟青霉 （Ｐａｅｃｉｌｏｍｙｃｅｓｆａｒｉ
ｎｏｓｕｓ）［３８］、尖孢镰刀菌（Ｆｕｓａｒｉｕｍｏｘｙｓｐｏｒｕｍ）［１０］等
也可用于控制卵、若虫、成虫。此外，异小杆线虫

（Ｈｅｔｅｒ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３９］、缨小蜂科寄生蜂［４０］可寄

生悬铃木方翅网蝽的卵。

利用天敌防治悬铃木方翅网蝽有较好的长期效

果，在本次所调查的南充市、广安市等发害较为严重

地区，生物防治方法可作为化学防治的一种辅助措

施，并值得逐渐加以推广；在成都市、泸州市等危害

较轻的地区可在减少农药使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

则上更广泛地使用天敌因子进行防治。且四川地区

天敌资源较为丰富，但目前相关深入和实践试验研

究还显匮乏，作者展开此方面的研究，以期为相关工

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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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装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来防治，每２０～４０亩安
装一台，距离发生地３０ｍ左右，太阳能光伏板朝向
西南方向２２０度较好。
３．４　人工防治

采用人工摘除茧和人工刮卵后集中用火烧

毁［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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