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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扶桑绵粉蚧是近几年入侵我国的一种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2009 年 9 月，在富宁县城街道绿化带扶桑上首

次发现。通过对富宁县扶桑绵粉蚧发生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扶桑绵粉蚧监测和综合防治等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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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was a dangerous and harmful alien insect which invaded Funing 

County of Yunan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been first discovered on Hibiscus rosa-sinensis at the street 

greenbelt in the Funing County in 2009.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occurrence situation and existence problems of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and propose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for 

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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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绵粉蚧（Phenacoccus solenopsis Tinsley）

属半翅目、粉蚧科、绵粉蚧属，孤雌生殖，卵产在

卵囊内，每卵囊产卵 150~600 粒，且多数孵化为雌

虫，卵期很短，经 3~9 d 孵化为若虫，若虫期 22~25 

d，属于卵胎生。正常情况下，25~30 d1 代，一年

可发生 12~15 代。繁殖量大，种群增长迅速，世代

重叠严重[1]。 

扶桑绵粉蚧原产北美洲，2005 年传入巴基斯坦

和印度后，严重为害棉花，并造成巨大损失[2]。  2008

年年底首先在我国广东省广州市发现[3]， 2009 年 9

月，开始在富宁县城街道绿化带扶桑上发现扶桑绵 

粉蚧，后来在驳骨丹上也发现。通过调查发生疫情

总面积为 43 hm2。经走访群众得知富宁县的扶桑和

驳骨丹是富宁县城建局于 1998 年引进到富宁县城

做街道绿化植物，全县均有种植。根据国务院《植

物检疫条例》的规定，2010 年 5 月 5 日农业部、国

家林业局公告（1380 号）决定将扶桑绵粉蚧增列为

全国农业、林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将富宁县划

为疫区[4]。 

1  发生现状 

1.1  发生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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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调查全县的机关单位、学校、居民小区、

街道、罗富高速公路、花卉基地、蔬菜种植基地等，

调查采用普查与定点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每个调查

区选取有代表性的点为调查点，采用 5 点随机取样

法，每个点选取 100 株，调查主要包括：危害植物

种类、分布、特征等，5 个样点调查结果的平均数

作为 1 个调查点的结果，每个月调查 1 次，结合全

县危害情况对危害程度进行评价。评价标准：植物

疫情调查发生情况分级标准（试行）虫株率 1%以

下定为 1 级；1.1%~5%定为 2 级；5.1%~10%定为 3

级；11%~20%为 4 级；20%以上定为 5 级[5]。 

1.2  调查结果 

结果表明扶桑绵粉蚧在富宁县 4 月份开始发生

为害，6~7 月是为害高峰期，12 月越冬，主要为害

植物扶桑、驳骨丹、红继木等绿化植物，尚未发现

扶桑绵粉蚧在棉花、向日葵、南瓜、茄子、番茄、

辣椒、苦瓜、丝瓜、空心菜、红薯等农作物上发生

为害[6]。 

1.2.1  为害状况  扶桑绵粉蚧主要危害植物的嫩

枝、叶片、花芽和叶柄，以雌成虫和若虫吸食汁液

危害。受害植株生长势衰弱，生长缓慢或停止，失

水干枯，亦可造成花蕾、花、脱落；分泌的蜜露诱

发的煤污病可导致叶片脱落，严重时可造成植株成

片死亡[7]。由于具有蜡质，虫体常被动地粘附于田

间使用的机械、设备、工具、动物或人体上而传播、

扩散。长距离的传播主要依靠染虫植物及其产品的

调运[8]。 

1.2.2  富宁县扶桑绵粉蚧分布情况调查  罗富高速

公路沿线农作物及绿化植物感染情况调查。2010 年

4~12 月富宁县植保植检站对罗富高速公路富宁隧

道至归朝段两侧农作物进行扶桑绵粉蚧监测调查，

调查作物主要为棉花、向日葵、南瓜、茄子、番茄、

辣椒、苦瓜、丝瓜、空心菜、红薯等，涉及罗富高

速公路两侧的 3 个乡镇、19 个村小组、132 个地块，

尚未发现扶桑绵粉蚧在农作物上发生危害，而在富

宁隧道至归朝路 30 km 段有扶桑绵粉蚧疫情发生，

主要在扶桑上发生危害。 

富宁县城及乡镇疫情情况调查：县城街道绿化

带、樱花廊庭、县职中、法院、剥隘小区、消防大

队、丽水俊园、富泰小区、县民中、职中、县一中、

县二小、新华中心学校、花果山林场、团部、县妇

幼保健站、县教育局、县社会保障局、芙蓉庭小区、

林苑小区、县气象局、县建设局苗圃地等均有扶桑

绵粉蚧发生危害。全县除富宁城区外 12 个乡镇尚未

发现疫情发生。 

全县境内可能感染林种和林区情况调查：县内

林木种苗繁殖基地、罗富高速公路富宁段两侧林地、

77318 部队院内绿化带的扶桑绵粉蚧疫情进行调

查，县内林木种苗繁殖基地 12 个（其中木本油料苗

圃 7 个，园林绿化苗圃 5 个）无扶桑绵粉蚧疫情发

生，罗富高速公路富宁段两侧林地无扶桑绵粉蚧疫

情发生，77318 部队院内绿化带的绿化植物扶桑有

扶桑棉粉蚧发生危害，但未发现在其他植物发生危

害。 

目前扶桑绵粉蚧只在富宁县城机关单位、学校、

居民小区、街道的绿化植物扶桑、驳骨丹、红继木

上发生危害，罗富速公路在皈朝至富宁遂道大约有

30 km 路段发生危害，全县发生面积为 43 hm2，在

富宁县尚未发现扶桑绵粉蚧在农作物及其它植物上

发生危害。 

2  防控情况 

为了控制疫情，富宁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富宁

县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扶桑绵粉蚧疫情防控工作

的紧急通知》（富政发〔2010〕68号）[9]，富宁县委

政府督查室下发了《关于对扶桑绵粉蚧疫情防控工

作专题会议决定事项进行立项督查的通知》（富督通

〔2010〕28号）文件，明确相关单位防控工作责任：

建设局负责富宁城区扶桑绵粉蚧防控工作；教育局

负责疫区内各学校扶桑绵粉蚧防控工作；财政局负

责安排资金做好防控保障工作；罗富高速公路富宁

管理所负责高速公路扶桑绵粉蚧防控工作；植物检

疫机构负责扶桑绵粉蚧监测，严密监测虫情发生动

态，加强调运的绿化苗木，进行专业病虫害检查检

疫合格，严格办理植物检疫手续，严禁调运带虫苗

木，并指导各相关单位防控技术；县政府办负责督

促和协调疫情防控工作[10]。各相关部门对已经发生

桑绵粉蚧植株积极采取修剪枝条并集中烧毁、掩埋，

同时与周边其他绿化花木进行药剂统防统治等，主

要使用农药有：高效氯氰菊酯乳油、速蚧杀乳油、

40%氧化乐果乳油、45%马拉硫磷乳油、2.5%天王

星乳油，乙酰甲胺磷、百克威、毒死蜱等[11]。县城

建局对城区感染桑绵粉蚧较严重的562 m2，共9 000

余株苗木已彻底清除，2010年全县共防治面积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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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次，出动人员746人次，疫情总体得到基本控制。

至11月份调查结果显示街道、高速公路部分地方仍

有零星发生。 

 

表 1  2010 年富宁县扶桑绵蚧情况调查表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调查地点 调查物 
虫 
株 
率 
/% 

为害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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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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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害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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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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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株

率
/%

为害

程度
 

/级

虫

株

率
/%

为害

程度
 

/级

虫

株

率
/%

为害

程度
 

/级

虫

株

率
/%

为害 
程度 

 
/级 

虫 
株 
率 
/% 

为害 
程度 

 
/级 

虫

株

率
/%

为害

程度
 

/级

扶桑 1.3 2 5.3 3 12 4 13 4 6.1 3 1.2 2 1.1 2 1.1 2 ﹤0.1 1

驳骨丹 0.8 1 5.1 2 11 4 13 4 5.8 3 1.3 2 1.0 2 0.8 1 ﹤0.1 1
县城 

迎宾路 
红继木 0 0 0 0 0.1 1 0.3 1 0.1 1 0 0 0 0 0 0 0 0

县城 
富州大道 

扶桑 1.5 2 5.7 3 15 4 18 4 6.3 3 1.3 2 1.2 0 0.9 1 ﹤0.1 1 

扶桑 1.3 2 4.1 2 10 3 3.2 2 0.8 1 ﹤0.1 1 ﹤0.1 1 ﹤0.1  ﹤0.1 1
新华中学 

驳骨丹 1.2 2 3.8 2 9.2 3 3 2 0.7 1 ﹤0.1 1 ﹤0.1 1 ﹤0.1  ﹤0.1 1

县社保局 扶桑 1.8 2 5.8 3 18 4 20 4 9.8 3 9.8 2 0.5 2 0.4 2 0.1 1 

林苑小区 扶桑 1.4 2 4.3 2 8.3 3 17.2 4 8 3 5.2 3 0.6 2 0.3 2 ﹤0.1 1 

南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番茄苦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茄子辣椒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新华镇 

那平村 

番茄苦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向日葵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板仑乡 

四亭村 
番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空心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丝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番茄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苦瓜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皈朝镇 

那旦村 

红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速公路 
皈朝服务区 

扶桑 1.8 2 4.7 2 9.3 3 19.2 4 9.3 3 5.8 3 0.7 2 0.2 2 ﹤0.1 1 

注：株率 1%以下定为 1 级；1.1%~5%定为 2 级；5.1%~10%定为 3 级；11%~20%为 4 级；20%以上定为 5 级。 

3  防控存在问题 

⑴ 扶桑绵粉蚧外来种是一个新的害虫，对该虫

其防控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资料十分缺乏，粉蚧的繁

殖率非常高，不仅雌性粉蚧可以产出上百头若虫，

而且成虫也拥有躲藏在土、裂缝及其他杀虫剂无法

触及位置中的能力[12]。在富宁县没有发现自然天敌

的存在，因此，目前没有办法用生物防治对其进行

防治。 

⑵ 无有效的杀虫剂。在富宁经过采用了多种杀

虫剂进行化学防治，还没有发现一种杀虫剂对于扶

桑绵粉蚧特别杀灭效果，原因是杀虫剂对于成虫和

若虫的杀灭效果是相同的，覆盖在粉蚧身上的蜡质

层为它提供了有效的保护。 

⑶ 富宁县适宜扶桑绵粉蚧的生存。富宁县位于

云南省东南部，文山州东部，处于云贵高原边缘，

东经 105°14′~106°13′，北纬 23°11′~24°19′，北回归

线横穿其境，海拔 高为 1 851.1 m， 低为 142 m。

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春温高于秋温，雨热同季，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积温高，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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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均降雨 1 200 mm，年平均日照数 1 764 h，

年均气温 19.3 ℃[13]，因此我县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宜

扶桑绵粉蚧的生存。 

⑷ 寄主植物没有根除。扶桑绵粉蚧传播能力

强，能从感染植株爬到健康植株，可随风、水、动

物、人、器械携带扩散，随灌水传播[14]，高速公路

绿化带扶桑种植主要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城区居

民小区和家庭院内也种植较多，种植扶桑和驳骨丹

不能一时根除处理，目前疫情出现交叉感染现象。 

4  扶桑绵粉蚧防控对策 

富宁县南与越南河江省接壤，东部和北部分别

与广西百色右江、西林、田林、那坡、靖西五县（区）

毗邻，西与文山州的广南、麻栗坡两县相连，地处

两国三省十县结合部，国道 323 线和衡昆高速公路

贯穿全境，是云南通往广西、广东等沿海地区的重

要门户，既沿边又紧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县，也

是处在泛珠三角合作区域及北部湾经济圈与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交叉点的县[15]。富宁县年种植棉花、

向日葵、南瓜、茄子、番茄、辣椒等经济作物在面

积 1.4 万 hm2，一旦扶桑绵粉蚧在富宁县繁殖，可

将杂草和农作物植株作为它们的轮换寄主，如果能

够与其他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建立稳定的寄生关

系，那将是极其可怕的，将严重威胁富宁县及周边

地区的农业生产安全。为此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防

控措施，防患于未然[16]。 

4.1  强化宣传引导，做好普查 

加大防治技术宣传指导力度。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手机短信、网络、防治现场、农民田

间学校等形式，大力宣传扶桑绵粉蚧的识别和防治

技术。在可能发生的区域开展普查，调查分析其疫

情的发生途径、传播方式和可能存在的分布情况，

对农产品交易市场、种苗市场进行监控、防治。对

外调的蔬菜、花卉、苗木等进行严格检疫，一旦发

现带有扶桑绵粉蚧的物品立即作销毁处理，并对运

输工具、场所、器具进行消杀，引导农民科学防控

重大病虫害，切实提高病虫防治质量和效益。 

4.2  建立健全扶桑绵粉蚧监测体制 

鉴于扶桑绵粉蚧严重威胁富宁县的农业生产安

全形势，为防止其扩散蔓延至周边两国三省十县地

区，结合全国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点建设，在

高风险区域设立了扶桑绵粉蚧疫情监测点，建立病

虫发生防治定期汇报和重大病虫防控工作通报制

度。认真按测报规范开展调查，及时通报农作物病

虫害发生信息，并建立联动机制，严密监测虫情发

生动态。一旦发现危害立即上报相关部门，以便统

防统治。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也要提供疫情防控物资

和资金保障，加强扶桑绵粉蚧监测力度。 

4.3  加强植物检疫工作，避免扶桑绵粉蚧扩散、蔓

延 

加大《植物检疫条例》宣传力度，组织相关部

门召开扶桑绵粉蚧防控座谈会，县城区和罗富高速

公路发生疫情的区域要彻底根除扶桑绵粉蚧的寄主

植物扶桑、驳骨丹等，集中烧毁处理，并在根除区

域内喷药防治残余害虫，改种其它替代绿化植物。

三年内在疫情区域内不允许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

栽种扶桑、驳骨丹等寄主植物。今后相关单位、组

织和个人从疫情发生区调运扶桑（朱槿）等寄主植

物时按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第 1380 号公告必须办理

调运植物检疫手续。富宁县所有苗圃基地必须到植

物检疫机构申请产地检疫。 

4.4  防控工作重在落实 

针对目前富宁县扶桑绵粉蚧疫情发生的趋势，

植物检疫部门要加强对扶桑绵粉蚧防治研究，在重

发生区加强防控力度，大力推广科学防治技术，力

争将疫情控制在一定区域内，避免进一步的发生蔓

延和暴发流行为害。对已种植有扶桑和驳骨丹等植

物的机关单位、街道、学校、居民小区实施扶桑绵

粉蚧疫情控制工作，政府部门要与已种植有扶桑和

驳骨丹等植物相关单位、组织和个人签定防控工作

责任书，把防控工作责任落实到位，高速公路富宁

管理所负责罗富高速公路的扶桑绵粉蚧疫情控制工

作，当地植物检疫机构负责监督扑灭工作。 

4.5  综合防治 

合理修剪、整枝。扶桑绵粉蚧常聚集在植株各

枝条上，冬季对植株进行整枝修剪时，将扶桑绵粉

蚧栖息密度高的枝条剪除，以压低越冬的虫口密度。

对个别植株生长过旺、枝叶郁闭的局部进行修剪，

改善通风透光的条件，使其不利于扶桑绵粉蚧的生

长，减轻危害。对剪下的有虫枝条，应集中烧毁，

同时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抽发新稍，更新树冠，恢

复树势。并进行冬耕冬灌，消灭越冬虫蛹，降低和

减少翌年越冬基数，减轻危害发生[17]。 

刮除虫体。对一些数量少而名贵的盆栽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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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竹片进行刮除。 

初孵若虫期身体上的胶、蜡、粉等保护物很少，

易着药，是防治 佳时期。可用 40%乐果乳油或

80%敌敌畏 500 倍药液，每隔 5~6 d 防治 1 次，连

续 2~3 次，以灭杀若虫[18]。 

药剂防治。喷施：可用柴油合剂、石硫合剂 1 500

倍；高效氯氰菊酯加 1 500 倍速蚧杀；40%氧化乐

果乳油、45%马拉硫磷乳油、2.5%天王星乳油，稀

释 500~1000 倍液等药剂喷雾防治；1500 倍高效氯

氰菊酯加 500 倍柴油。虫害严重可适当增加喷药次

数。喷洒时，必须周密细致，喷洒均匀，使药液接

触虫体，以充分发挥药剂的触杀作用。喷洒药液前，

好进行修剪。灌根：3%呋喃丹颗粒剂在植物根部

环状开沟后施入，覆土并灌足水，或根部浇灌 40%

的氧化乐果乳油 1000 倍液[19]。 

对危害严重的植株整株拨出，对绵粉蚧的植株

落叶及枯枝进行，并进行集中烧毁处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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