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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重要害虫———枣星粉蚧和枣树皑粉蚧的识别

虞国跃１，　周在豹２，　王　合２＊

（１．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９７；２．北京市林业保护站，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有文献报道，枣葵粉蚧“Ｔｒｉｏｎｙｍｕｓ　ｓｐ．”是河北省枣树上的 一 种 重 要 害 虫，但 我 国 蚧 虫 的 重 要 文 献 上 并 没 有

记录这一种。国内 有 关 枣 星 粉 蚧 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ｚｉｚｙｐｈｉ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的 生 物

学，实来自枣葵粉蚧。枣葵粉蚧其实是一个新的枣树害虫，２０１６年定名为枣树皑粉蚧Ｃｒｉｓｉｃｏｃｃｕｓ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Ｗｕ。本文记述了这两种粉蚧的研究历史、形态区别特征，并提供了生态图片，供生产上鉴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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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化学农药的应用，与其他果树一样，枣树重

要害虫的演替较为明显。过去作为主要害虫之一的

枣尺蠖Ｃｈｉｈｕｏ　ｚａｏ　Ｙａｎｇ［１］，现已很 少 见，北 京 偶 尔

可见雄虫于灯下，在枣园 碰 到 幼 虫，犹 如 撞 大 运，而

雌虫则难以 寻 觅［２］。管 理 粗 放、少 用 农 药 的 地 区 或

枣园，食叶害虫比较严重，而 在 栽 培 管 理 较 好、农 药

使用较多的 枣 园，蚧 类 等 害 虫 较 为 突 出［３］。河 北 枣

树上重要的蚧虫有：日本 龟 蜡 蚧、瘤 坚 大 球 蚧、枣 葵

粉蚧、枣星粉蚧［４］。“枣 葵 粉 蚧”是 一 种 在 河 北 发 生

严重的枣树害虫［５］，学名为“Ｔｒｉｏｎｙｍｕｓ　ｓｐ．”。作为

重要的害虫，这种“枣葵粉蚧”鲜见于文献，《中 国 动

物志同翅 目 蚧 总 科》［６］也 没 有 提 及 或 记 载 这 一 种。

不少文献中提到的“枣粉蚧”或其他名 称，多 有 混 淆

或不清的现象。近年来我们对枣树上的粉蚧进行了

调查，结合最 近 的 文 献［７－８］，对 常 见 的２种 粉 蚧———

枣星粉蚧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１９４１
和枣树 皑 粉 蚧Ｃｒｉｓｉｃｏｃｃｕｓ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Ｗｕ，

２０１６进行介绍，提 供 鉴 别 特 征 和 生 态 图 片，供 生 产

上鉴别参考。

１　枣星粉蚧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Ｂｏｒｃｈｓｅ－
ｎｉｕｓ，１９４１

　　在中国，枣 星 粉 蚧 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ｚｉｚｙｐｈｉ　Ｂｏｒｃｈ－
ｓｅｎｉｕｓ，１９５８最早 记 录 于 山 西、河 北、山 东、河 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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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寄生枣树叶片［９］，随后一些文献所用的形态特征

描述和图均来自该文献，如《山西省果树主要害虫及

天敌图说》［１０］。由于星状管的分布不同，Ｄａｎｚｉｇ［７］认

为汤 祊 德［９］所 描 述 的 种 并 不 是 枣 星 粉 蚧。王 子

清［１１－１２］记录于广东、江西的枣上，中文名为枣阳腺刺

粉蚧，提供了详细的形态描述和局部特征图；后来增

加了河北 和 山 西 的 分 布 记 录［６］。汤 祊 德［１３］在 他 的

专著《中国粉蚧科》将枣星粉蚧中文名改为枣树星粉

蚧，记述其寄生在枣树枝干上，并对其进行了重新描

述，一些特征与汤祊德原来的描述［９］并不相同，特别

在星状管的分布上有较大差异，但 专 著 没 有 提 供 特

征图，也未说明更改描述的原因。自３本专著《中国

经济昆虫志 第二十四册 同翅目 粉蚧科》《中国农区

的介壳虫》《中国粉蚧科》［１１－１３］出版以后，一些文献引

用或采用 汤 祊 德［１３］的 描 述，如 崔 巍 和 高 宝 嘉［４］（没

有配特征图），或采 用 王 子 清［１１－１２］的 描 述，如 李 连 昌

等［１４］（描述稍 有 变 化，没 有 配 特 征 图）；而 另 一 些 文

献，如《山东林木昆虫志》［１５］采用更改后的描述和原

来的特征图。谢映平［１６］绘制了新的特征图，随后有

些作者采用了该特征图，如杨旺［１７］。
在《中国粉蚧科》一书中列入了猖獗星粉蚧Ｈｅ－

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其寄主植物有桑、核桃和石榴，
但中国没有 分 布［１３］。王 爱 静 等［１８］除 了 列 出 枣 星 粉

蚧外，还记录了分布于库尔勒和哈密的猖獗星粉蚧，
增加了寄主桃。

Ｄａｎｚｉｇ［７］对俄罗斯及邻近国家的星粉蚧属Ｈｅ－
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ｕｌｃ进行了 深 入 的 研 究，发 现 了 不 少 新 异

名，其中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ｚｉｚｉｐｈｉ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１９５８（枣

星粉蚧的 学 名 有 两 种 拼 写：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ｚｉｚｙｐｈｉ或

Ｈ．ｚｉｚｉｐｈｉ，后者是更正名，基于枣属的学名为Ｚｉｚ－
ｉｐｈｕｓ，国 内 多 用 前 者）为 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Ｂｏｒｃｈｓｅｎｉｕｓ，１９４１的 异 名。作 为 枣 树 上 的 重 要 蚧

虫，我们在此 仍 保 留 枣 星 粉 蚧 作 为 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ｏｒ的中文名。

枣星粉蚧雌成虫：体长３．０～３．２ｍｍ；椭圆形，
淡黄色，被白色蜡粉，并向 各 方 散 射 玻 璃 状 细 蜡 丝，
体侧腹部 可 见５～６对 蜡 丝，通 常 末 对 明 显。触 角

９节，第２、３节 长，明 显 长 于 其 他 各 节，但 与 端 节 长

度相近。胸足发 达，腿 节 较 粗 壮。刺 孔 群１８对，除

第３对具３根刺外，其余均为２根刺。体背具有３种

星状管腺（也称放射刺管腺，是本 属 的 特 征 性 管 腺，
管腺的端部开口处似倒扣了一个 杯 子，近 杯 口 通 常

具小刺），大 星 状 管 腺，近 杯 口 具２～３枚 刺（少 数

４枚），多 分 布 于 体 背 两 侧；中 星 状 管 腺，近 杯 口 具

２枚刺（偶尔１枚），分布于第６、７节背面中部；小星

状管腺，近杯口具１～２枚刺，管柱明显细于杯口，分
布于头胸及腹部前部。

枣星粉蚧分布于中国（北京、新疆、山西、河北、山
东、河南、江西、广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

寄主植 物 有 枣 属Ｚｉｚｉｐｈｕｓ、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药 桑

Ｍ．ｎｉｇｒａ。也有文献记录标本采自蒺藜科的拟豆叶驼

蹄瓣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ａｂａｇｏ，菊 科 的 刺 头 菊Ｃｏｕｓｉｎ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石竹属Ｄｉａｎｔｈｕｓ和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唇形科的

黄芩属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７］。目前我们在北京发现的寄主

为枣、桑，发生量小于枣树皑粉蚧。

２　枣树皑粉蚧Ｃｒｉｓｉｃｏｃｃｕｓ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Ｗｕ，２０１６

　　张凤舞等［５］报道了多种农药对枣葵粉蚧的防治，
所用的 学 名 为Ｔｒｉｏｎｙｍｕｓ　ｓｐ．，由 王 子 清 先 生 鉴 定。
该文陈述此种粉蚧已在河北大量发生，并造成了一定

的为害。但王子清专著中［６，１１－１２］并没有为害枣树的葵

粉蚧属种类的记录。随后也没有枣葵粉蚧形态或生

物学研究的文献，即使有，也仅是引用而已。
枣树皑粉蚧是Ｚｈａｎｇ等于２０１６年发表的新种，

模式标本采于北京昌平、河北涉县，其中正模产于昌

平王家园试 验 枣 园；Ｚｈａｎｇ等［８］对 各 龄 若 虫 的 形 态

作了详细 的 描 述，列 出 了 本 属 我 国 种 类 的 检 索 表。
但该文并没有讨论与“枣葵粉蚧”的关系。武三安先

生于２０１５年 初 给 作 者 来 信 说，昌 平 王 家 园 的 粉 蚧

“应该 是 一 个 新 种，张 凤 舞 先 生 以 前 以 枣 葵 粉 蚧

Ｔｒｉｏｎｙｍｕｓ　ｓｐ．报道过”。并提到１９９６年曾向张凤舞

先生索要标本，但寄回的标本为枣星粉蚧。由于两种

粉蚧外形相近，且这两种粉蚧可以混生（甚至混居在

同一枝杈的基部），容易使人产生混淆。有些文献（如
［１０］）所记述的枣星粉蚧的生物学来自“枣葵粉蚧”。
我们也有这样的错误，《王家园昆虫》［２］一书中的枣星

粉蚧所附的左图，实为由两种粉蚧组成，中间的一头

为枣星粉蚧，左右两侧的个体为枣树皑粉蚧。
枣树皑粉蚧雌成虫：体长１．８ｍｍ；宽卵形，暗褐

色，被白色蜡粉，没有玻 璃 状 细 蜡 丝，体 侧 腹 部 可 见

５～８对 蜡 丝，通 常 末 对 最 粗 壮。触 角８节，第２、

３节稍长于第４节，明显短于端节。胸足发达，腿节

纤细。刺孔群１７对，每刺孔群一般有２根锥刺和少

数三格腺组成。体腹面 具 管 腺，有 时 管 腺 也 分 布 于

体背。尾瓣腹面具硬化棒。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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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枣树皑粉蚧分布于北京、河北，寄主为

枣，可在叶片（包括叶柄）、枝条及果实（包括果柄）等

处寄生。推测我国其他一些枣产区也会有分布，尤其

河北省附近省区。北京的一些果园该种为害严重。

图１　枣树上的枣树皑粉蚧和枣星粉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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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及讨论

这 两 种 蚧 虫 分 别 属 于 星 粉 蚧 属 Ｈｅｌｉｏｃｏｃｃｕｓ
ｕｌｃ，１９１２和皑粉蚧属Ｃｒｉｓｉｃｏｃｃｕｓ　Ｆｅｒｒｉｓ，１９５０，形
态上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外表就可区分：枣星粉蚧的

体表淡黄色，体表具散射的玻璃状细蜡丝；枣树皑粉

蚧的体表暗褐色，体表没有玻璃状细蜡丝。在显微镜

下观察，触 角 的 形 态 及 节 数 不 同，枣 星 粉 蚧 的 触 角

８节，第２、３节不特别长；而枣树皑粉蚧的触角９节，
第２、３节明显长于除端节外的其他各节。有关它们

的详细描述，可参阅Ｄａｎｚｉｇ［７］，Ｚｈａｎｇ等［８］。
枣树皑粉蚧的 生 物 学 及 防 治 试 验 已 有 研 究，过

去所谓 的 枣 葵 粉 蚧Ｔｒｉｏｎｙｍｕｓ　ｓｐ．［５］便 是 枣 树 皑 粉

蚧，而枣星粉蚧的生物学尚未被研究，一些文献中所

列的生物学，实为枣树皑粉蚧的误录。
至于一些文献中对于“枣 粉 蚧”的 描 述，一 些 属

于上述的两种，其余属于其他的粉蚧。《山西省果树

主要害虫及天敌图说》［１０］记述了１０种蚧虫，除了枣

星粉 蚧 外，还 有２种 粉 蚧：康 氏 粉 蚧Ｐｓｅｕｄｏｃｏｃｃｕｓ

ｃｏｍｓｔｏｃｋｉ （Ｋｕｗａｎａ）和 柑 橘 棘 粉 蚧 Ｐ．ｃｉｔｒｉｃｕｌｕｓ
Ｇｒｅｅｎ（为Ｐ．ｃｒｙｐｔｕｓ　Ｈｅｍｐｅｌ的 异 名）。这 两 种 属

于同一属，体 被 白 色 蜡 粉，体 侧 具１７对 白 色 蜡 丝。
康氏粉蚧的前几对蜡丝较短，末对蜡丝特别长，约与

体长相近，约是前一对 蜡 丝 长 的３倍。柑 橘 棘 粉 蚧

的前几对蜡丝稍短，末对蜡丝长，约为体长的１／３～
１／２，是前一对蜡丝长的２倍。因此从这两种粉蚧具

有很长 的 末 对 蜡 丝，可 与 枣 星 粉 蚧 和 枣 树 皑 粉 蚧

区分。
对于这两种粉 蚧 的 防 治，重 点 在 于 保 护 天 敌 和

利用生物学特点进行防治。保持果园内的物种多样

性尤其重要，施用化学农药和除草，是导致蚧虫发生

的关键因 素［１９］。目 前 发 现 的 天 敌 有 札 幌 艾 菲 跳 小

蜂Ａｐｈｙｃｕｓ　ｓａｐｐｏｒｏｅｎｓｉｓ（Ｃｏｍｐｅｒｅ　＆Ａｎｎｅｃｋｅ）和
环 斑 弯 叶 毛 瓢 虫 Ｎｅｐｈｕｓ（Ｂｉ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ｉｎｃｉｎｃｔｕｓ
Ｍｕｌｓａｎｔ［２］，前者寄生枣星粉蚧，后者可捕食这两种粉

蚧。可利用粉蚧在树干的上下活动习性，采用粘胶法

进行防治［２０］；即在枣树发芽前及６月份，在主干中部

偏上位置，刮除老皮，缠上粘胶带，防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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