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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现悬铃木方翅网蝽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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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２年８月在北京怀柔的二球悬铃木上初次发现了外来入侵物种—悬铃木方翅网蝽（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但数量较少，未造成明显危害；２０１３年在北京昌平再度发现悬铃木方翅网蝽为害，且种群数量极大。北京发现的悬

铃木方翅网蝽是该入侵物种在我国的最北分布记录。本文记述了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北京的为害现状，并提供 了 彩

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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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铃木（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ｓｐｐ．）在我国共有３种，属于引

进栽培种，历史悠久，三球悬铃木（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早在

晋代即已引种陕西，称为祛汗树或鸠摩罗什树［１］。目

前我国广泛栽培的二球悬铃木（Ｐｌａｔａｎｕｓ×ａｃｅｒｉｆｏ－
ｌｉａ），已成为城市和道路绿化的重要树种。栽培的北

界主要是北京及辽宁大连，新疆伊宁、和田也有栽培。

北京近年来栽种二球悬铃木较多，已成为一些街道和

道路的主要树种。有时可见因冻害而导致枝条枯死

现象，而立地条件好的大树生长良好（个人观察）。

悬铃木方翅网蝽［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Ｓａｙ）］是

为害悬铃木的重要害虫，我国自２１世纪初在湖南长

沙［２］、湖北武 汉［３］发 现 后，扩 散 迅 速，目 前 湖 南、湖

北、上海、浙江、江苏、山东、河南、重庆、贵州等地均

有记载［４－５］。本文 记 述 了 悬 铃 木 方 翅 网 蝽 在 北 京 的

发现及为害情况。

１　悬铃木方翅网蝽在北京的为害

北京自２０１２年启动了平原造林工程，从外地引

入了大量树苗，包括悬 铃 木。悬 铃 木 方 翅 网 蝽 在 北

京市园林病虫害普查中备受关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公园

内一株二球悬铃木上初次发现 了 悬 铃 木 方 翅 网 蝽，

少量叶片灰白，灰白叶片的叶背 见 少 量 网 蝽 若 虫 和

成虫，但并未造成明显 危 害。怀 柔 雁 栖 湖 公 园 的 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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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并不多，属零星栽种。发 生 悬 铃 木 方 翅 网 蝽 的

悬铃木植株在该公园已定植７～８年，而距离该株悬

铃木约１０ｍ处的一株树冠较小的悬铃木上并未见

该害虫。

北京市昌平区水南路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长达数

千米的 柏 油 路，道 路 南 北 两 侧 种 植 二 球 悬 铃 木。

２０１３年７月 期 间，该 区 域 的 悬 铃 木 叶 子 普 遍 发 黄，

大量的悬铃木方翅网蝽若虫和成 虫 生 活 在 叶 背 面，

整条马路旁的悬铃木叶片呈现灰黄色。１０月１１日

调查，叶片背面具大量成虫，最多一叶达８１头，顶梢

嫩叶上仍可见个别若虫，不少成虫开始往下爬，在翘

皮下潜伏，数量较大，同时在树基周围的落叶层中也

见到不少成虫。１１月７日调查，成虫多在翘皮下越

冬。对于树干上 越 冬 的 部 位，成 虫 没 有 选 择 性。只

要翘皮够大（通常大于１ｃｍ２），不管是树的主干或枝

条，也不论方向和位置，成虫均可在翘皮下越冬。１２
月２６日的调查发现，树皮 下 网 蝽 的 数 量 明 显 减 少，

同时大多数 网 蝽 已 死 亡，成 活 率 只 有２５．４％。２０１４
年３月４日 调 查，在 悬 铃 木 树 皮 下 采 集 到９４头 成

虫，并在树干束草绳（为防冬所为）内 采 集 到１４８头

成虫，２４２头成虫均已死亡。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和２２
日调查了５株悬铃木，在 能 采 集 和 看 到 的 枝 条 上，

分别有８头和３头悬铃木方翅网蝽成虫，说明它 在

北京能越冬，但成活率很 低。６月４日 的 调 查 发 现

一株位于路北的悬铃木叶子发黄，悬铃木方翅网 蝽

的数量较多，已 出 现 第１代 成 虫；初 步 判 定 树 冠 下

具灌木丛，北面 具 挡 风 的 围 墙，可 成 为 较 好 的 越 冬

场所。

图１　悬铃木方翅网蝽及为害状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ａｍａｇｅ

２　讨论

朱耿 平 等 利 用 生 态 位 模 型 ＭａｘＥｎｔ和 ＧＡＲＰ
分析了悬铃木方翅网蝽在我国的 潜 在 分 布 区，我 国

悬铃木分布的大部分地区为其适宜分布区；此外，河
北中部和南部、山东东部，广东和广西的北部亦具潜

在分布的可能性［６］。北 京 并 不 在 分 析 的 分 布 区 中。

但考虑到该虫对高低温度的耐 受 性，我 国 二 球 悬 铃

木栽培的南界（南宁和广州）和北界（大连、北京、石

家庄、太原）需要重视和监控起来［６］。从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４年 悬 铃 木 方 翅 网 蝽 在 北 京 的 发 生 量 及 对 悬 铃

木的为害程度来看，它已可以在北京越冬，并对悬铃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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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造成严重危害。我们推测悬铃木方翅网蝽可扩散

到整个悬铃木的栽培区，或至少到达它的北界。

虽然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份调查时悬铃木方翅网蝽

的死亡率很高，但存活的网蝽仍可 在 生 长 季 节 迅 速

繁殖，并达到很高的种群数量水平，对悬铃木造成危

害。因此有必要开展防治措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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