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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慧１ꎬ周婷婷１ꎬ卿贵华１ꎬ吴　 瑕１ꎬ洪　 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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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明确西昌地区主要粉虱种类及寄主植物ꎬ为有效预防粉虱的传播蔓延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对西昌地区主要

粉虱种类及其寄主进行调查采集ꎬ通过制作永久玻片ꎬ观察测量粉虱伪蛹的典型特征ꎬ根据其形态学特征鉴定粉虱种类ꎮ [结
果]在西昌地区 １４ 科 ２２ 种植物上分离鉴定出 ６ 种粉虱ꎬ即黑刺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ｓ、棒粉虱属未鉴定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ｌａｖａ
ｓｐ.、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孟加拉皮粉虱 Ｐｅａｌｉ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灰粉虱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ｕｓ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ａｅ、温室白粉虱 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 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ꎬ
其中烟粉虱为害作物占比最多、分布最广泛ꎬ是西昌地区为害最严重的粉虱种类ꎮ [结论]西昌地区 １４ 科 ２２ 种植物上有 ６ 属

６ 种粉虱ꎬ其中烟粉虱为优势种ꎮ
关键词:粉虱科ꎻ鉴定名录ꎻ调查ꎻ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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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粉虱隶属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粉虱科(Ａｌｅｙｒｏｄｉ￣
ｄａｅ)ꎬ是为害植物幼嫩部分的刺吸式昆虫ꎮ 目前ꎬ粉
虱科种类世界已知 ３ 亚科 １６５ 属 １ ６０５ 种ꎬ中国已
知 ２ 亚科 ４９ 属 ２４８ 种ꎮ 该类群寄主范围非常广泛ꎬ
可为害农作物、蔬菜、花卉、果树和绿化植物等ꎬ其
中不仅包括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ꎬ还有蕨类植
物ꎮ 粉虱类害虫为害寄主植物主要方式为:成虫、
若虫均能刺吸植物韧皮部的汁液ꎬ导致植物衰弱ꎻ
成虫、若虫分泌蜜露及蜡质物污染植物器官和果

实ꎬ诱发煤烟病的发生ꎬ使植物光合作用受阻ꎬ导致
叶片萎缩、枯萎和提前落叶ꎬ同时使农作物品质及
质量下降ꎻ部分粉虱是许多病毒病的重要传毒介
体ꎬ所传播的植物病毒可引致植物畸形和果实败
育ꎬ造成严重损失ꎮ 我国农业粉虱害虫主要有烟粉
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温室白粉虱 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 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
ｒｕｍ、黑刺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ｓ、柑橘粉虱 Ｄｉ￣
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 ｃｉｔｒｉ、 桑 粉 虱 Ｐｅａｌｉｕｓ ｍｏｒｉ、 稻 粉 虱
Ｖａｓｄａｖｉｄｉ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等ꎮ 由于粉虱其寄主范围广泛ꎬ
繁殖 能 力 极 强ꎬ 现 已 经 成 为 农 业 生 产 的 重 要
害虫[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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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ꎬ地处四

川省西南部安宁河谷地区ꎬ辖区面积 ２ ６５５ ｋｍ２ꎬ属
于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ꎬ适合多种农林作物生长ꎮ
目前在西昌地区已发现粉虱为害ꎬ但尚无对西昌地

区粉虱种类的报道ꎬ本研究首次对西昌地区粉虱及

其寄主植物进行调查采集ꎬ通过形态学特征鉴定粉

虱种类[７]ꎬ以期为有效预防粉虱的进一步传播蔓延

和制定防治措施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供试材料

采集时间:标本采集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ꎮ
采集地点:供试粉虱采自西昌市西乡乡、西宁

镇、高枧乡等地ꎮ
采集作物:主要调查经济作物、观赏花卉、杂

草等ꎮ
１.２ 方法

采集方法:植物上的粉虱ꎬ观察植物叶片背面

是否有为害ꎮ 将带有粉虱的新鲜叶片采下放入牛

皮纸信封ꎬ并做好采集记载ꎮ
粉虱伪蛹玻片制作方法:(１)用 ７０％的乙醇杀

死并固定粉虱伪蛹ꎻ(２)室温下用 ５０ ｇ / Ｌ ＫＯＨ 软化

并清除虫体内含物ꎬ放置 ４~５ ｈꎬ直至虫体变白ꎻ(３)
室温下用 １０ ｇ / Ｌ 的番红染液染色 ３０ ｍｉｎꎻ(４)蒸馏

水清洗虫体ꎻ ( ５) 分别于 ３０％、 ５０％、 ７０％、 ８５％、
９５％、１００％乙醇中脱水 ３ ~ ５ ｍｉｎꎬ虫体沉底时捞出ꎻ
(６)将粉虱伪蛹转移至载玻片ꎬ滴 １ 滴二甲苯于虫

体进行透明处理ꎻ(７)中性树胶封片ꎻ(８)烘干[８]ꎮ
鉴定方法:体视显微镜下观察若虫的颜色ꎬ形

状ꎬ有无蜡质分泌物等形态特征ꎬ进行初步鉴定ꎮ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测量粉虱伪蛹的典型特征ꎬ

例如蛹壳长度和宽度ꎬ管状孔长度和宽度ꎬ前缘刚

毛和后缘刚毛ꎬ舌状突等ꎮ 管状孔是鉴别粉虱种类

的重要特征ꎬ通过其形状ꎬ大小和距离蛹壳底端的

距离可以判断出粉虱的属和种ꎬ在进行鉴定时应着

重观察管状孔ꎮ

２ 结果与分析

西昌地区采集到的粉虱根据形态学特征共分

类鉴定到 ６ 种(表 １)ꎬ其中烟粉虱寄主植物占比最

多、分布最广泛ꎬ是西昌地区主要为害的粉虱种类ꎮ
２.１ 黑刺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ｓ

伪蛹特征:蛹壳呈椭圆形ꎬ壳周缘有白蜡边ꎬ壳
黑有一定光泽ꎬ壳边锯齿状ꎻ体长 ０.７ ~ １.１ ｍｍꎬ体宽

约 ０.８８ ｍｍꎻ蛹壳背面隆起ꎬ有黑色刺ꎬ体缘为锯齿

状ꎻ在 １００ μｍ 的体缘里大概有 １２ 个小齿ꎬ亚缘区
有大概 ２０ 个突起ꎬ有刺毛排列在区内ꎬ有些延伸出
体缘ꎻ体背盘区胸部大约有 ９ 对刺ꎬ腹部 １０ 对刺左
右ꎻ管状孔隆起呈心形ꎬ盖瓣也呈心形(图 １)ꎮ

表 １　 西昌地区粉虱种类及其寄主植物

粉虱种类 寄主植物种类

黑刺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ｓ

柑橘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棒粉虱属未鉴定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ｌａｖａ ｓｐ.

鸡蛋花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一品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圆叶锦葵 Ｍａｌｖ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蜀葵 Ａｌｔｈａｅａ ｒｏｓｅａ
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
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阳芋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
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下田菊 Ａｄｅ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ｌａｖｅｎｉａ

孟加拉皮粉虱
Ｐｅａｌｉ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垂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雅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

灰粉虱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ｕｓ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ａｅ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温室白粉虱
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 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

一品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
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
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
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
辣椒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
聚合草 Ｓｙｍｐｈｙｔ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Ａ.伪蛹ꎻＢ.管状孔ꎻＣ.体缘

图 １　 黑刺粉虱

寄主植物:柑橘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ꎬ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
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５
日ꎬ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区ꎬ周婷婷采ꎮ
２.２ 棒粉虱属未鉴定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ｌａｖａ ｓｐ.

伪蛹特征:蛹壳为椭圆形ꎬ颜色多是白色ꎬ体长
０.５３~０.５９ ｍｍꎬ体宽 ０.３９~０.４２ ｍｍꎬ体缘为波浪形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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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规则ꎬ亚缘区清晰ꎬ与背盘区分离不明显ꎬ腹面触

角明显ꎬ横蜕裂缝未达体缘ꎻ管状孔为长三角形ꎬ盖
瓣为长心形ꎬ管状孔接近被塞满ꎬ尾沟明显ꎬ尾部具

刚毛(图 ２)ꎮ

Ａ.伪蛹ꎻＢ.管状孔ꎻＣ.体缘

图 ２　 棒粉虱属未鉴定粉虱

寄主植物: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ꎬ 鸡 蛋 花

Ｐｕｍｅ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ꎬ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

区ꎬ周婷婷采ꎻ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区

后山ꎬ周婷婷采ꎮ
２.３ 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

伪蛹特征:蛹壳为椭圆形ꎬ呈淡绿色或黄色ꎬ边
缘扁薄或自然下陷ꎬ体长 ０.５３~０.７７ ｍｍꎬ体宽０.３５~
０.４８ ｍｍꎬ周缘无蜡丝ꎻ管状孔为长三角形ꎬ侧缘弯

曲ꎬ孔内缘具不规则小圆锯齿ꎬ管状孔后端有５~ ７
个小瘤状突起ꎻ舌状突为长匙状ꎬ尾部具有一对刚

毛ꎬ腹沟清楚ꎬ从管状孔通向腹部末端ꎮ 烟粉虱形

态存在寄主相关变异ꎬ若蛹壳在叶片背面光滑的植

株上则无刚毛ꎬ但在具毛叶片背面ꎬ刚毛可有 ７ 对

(图 ３)ꎮ

ＡꎬＤ.伪蛹ꎻＢꎬＥ.管状孔ꎻＣꎬＦ.体缘

图 ３　 烟粉虱

寄 主 植 物: 蜀 葵 Ａｌｔｈａｅａ ｒｏｓｅａꎬ 下 田 菊

Ａｄｅ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ｌａｖｅｎｉａꎬ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ꎬ圆叶锦葵

Ｍａｌｖ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ꎬ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ꎬ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ꎬ
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ꎬ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ꎬ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ꎬ阳芋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ｍꎬ一品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ꎬ番茄 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西昌学院

北校区ꎬ周婷婷采ꎻ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５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

区后山ꎬ周婷婷采ꎻ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高枧乡ꎬ周婷

婷采ꎻ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西宁镇ꎬ周婷婷采ꎻ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西乡ꎬ周婷婷采ꎮ
２.４ 孟加拉皮粉虱 Ｐｅａｌｉ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伪蛹特征:蛹壳为椭圆形ꎬ颜色为白色ꎬ体宽为
０.２９~０.３８ ｍｍꎬ体长为 ０.４３ ~ ０.５５ ｍｍꎻ亚中区有乳
状突起ꎬ左右 ３ 列ꎬ约 ４０ ~ ６０ 个ꎻ纵蜕裂缝达到体

缘ꎬ横蜕裂缝没有达到体缘ꎬ体缘呈锯齿状ꎻ存在前
缘刚毛和后缘刚毛ꎬ大约有 １０ 对体缘刚毛ꎻ亚缘区

与背盘区不分离ꎻ管状口为亚三角形ꎬ较大ꎬ盖瓣占
管状孔一半的区域ꎬ舌状突露出部分呈“Ｄ”字形ꎬ尾
沟明显ꎬ很短ꎻ腹面触角较短ꎬ通气孔存在(图 ４)ꎮ

Ａ.伪蛹ꎻＢ.管状孔ꎻＣ.体缘

图 ４　 孟加拉皮粉虱

寄主植物:垂叶榕 Ｆｉｃｕｓ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ａꎬ雅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区ꎬ周婷婷采ꎮ
２.５ 灰粉虱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ｕｓ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ａｅ

伪蛹特征:蛹壳为椭圆形ꎬ颜色多是黄褐色ꎬ背
上有白色蜡质ꎬ厚多ꎬ体长 ０.７８ ~ ０.８８ ｍｍꎬ体宽０.３７
~０.４３ ｍｍꎬ内部具有发达的虹吸背管ꎬ数量５５~ １００
根不等ꎬ长 ６０ ~ １００ μｍꎬ每根丝状物顶端分泌出珠

状蜜露ꎬ形似透明玻璃珠ꎬ管状孔为亚心形ꎬ后端成
圆形ꎬ宽大于长ꎬ盖瓣覆盖管状孔不足一半ꎬ呈舌状

(图 ５)ꎮ
寄主植物: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区ꎬ周婷婷、
郑晓慧采ꎮ

Ａ.伪蛹ꎻＢ.管状孔ꎻＣ.体缘

图 ５　 灰粉虱

寄主植物: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区ꎬ周婷婷、
郑晓慧采ꎮ
２.６ 温室白粉虱 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 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

伪蛹特征:蛹壳为椭圆形ꎬ颜色为黄褐色或白
色ꎬ边缘厚ꎬ体缘有一些蜡丝ꎬ体长 ０.６５ ~ １.１ｍｍꎬ体
宽 ０.３７ ~ ０.７５ｍｍꎻ亚背盘区至亚中区有 ６ ~ ８ 对乳
突ꎻ纵蜕裂缝达到体缘ꎬ横蜕裂缝没有达到体缘ꎻ背
盘区和亚缘区分离得不明显ꎬ亚缘体周边单列排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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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有 ６０ 多个小乳突ꎻ管状孔为三角形ꎬ后部有小瘤

状突起ꎬ舌状突为回旋镖形ꎬ有尾刚毛ꎻ亚缘区有不

规则齿ꎬ尾沟明显(图 ６)ꎮ

Ａ.伪蛹ꎻＢ.管状孔ꎻＣ.体缘

图 ６　 温室白粉虱

寄 主 植 物: 辣 椒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ꎬ 一 品 红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ꎬ聚合草 Ｓｙｍｐｈｙｔ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ꎬ
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ｍｅｌｏｎｇｅｎａꎬ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ꎬ甜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ｍｅｌｏꎬ南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 ｍｏｓｃｈａｔａꎬ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西昌学院北校区ꎬ周婷婷

采ꎻ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西乡ꎬ周婷婷采ꎻ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高枧乡ꎬ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周婷婷采ꎮ

３ 结论与讨论

西昌地区 １４ 科 ２２ 种植物上粉虱共分类鉴定到

６ 种ꎬ即黑刺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ｓ、棒粉虱属

未鉴定粉虱 Ａｌｅｕｒｏｃｌａｖａ ｓｐ.、烟粉虱 Ｂｅｍｉｓｉａ ｔａｂａｃｉ、孟
加拉皮粉虱 Ｐｅａｌｉｕｓ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灰粉虱 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ｕｓ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ａｅ、温室白粉虱 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 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ꎬ其
中烟粉虱寄主植物最多、分布最广泛ꎬ为西昌地区

主要粉虱类群ꎬ灰粉虱在目前的研究中ꎬ仅为害石

榴(Ｐ.ｇｒａｎａｔｕｍ)ꎮ 扫描电镜能较好观测粉虱管状口

等形态学特征ꎬ本试验未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

察ꎬ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综合体视显微镜、光学显微

镜和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ꎬ并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

进一步完善分类鉴定[９－１２]ꎮ
本研究由于调查采集粉虱标本的范围不够广

泛ꎬ调查的时间较短ꎬ目前仅在西昌地区发现 ６ 种粉

虱ꎬ且在桑科植物上未发现桑粉虱ꎮ 后续调查有必

要在西昌地区扩大调查范围ꎬ特别是深入调查西昌

地区的经济作物ꎬ以利于为西昌地区农业生产上的

粉虱害虫准确鉴定提供技术支撑以及准确的参考

资料ꎬ同时也丰富西昌地区粉虱系统分类、寄主及

生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１３－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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